
2018~2019学年广东广州越秀区广州市育才实验学
校初一上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A.

B.

C.

D.

下列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蝉蜕（tuì）   窠巢（kē）      黄晕（yūn）     秕谷（bǐ）

锡箔（bó）   着落（zháo）   彩棱（léng）   静谧（mì）

搓捻（niǎn） 憔悴（cuì）     菡萏（dàn）     匿笑（nì）

确凿（záo）   应和（hè）       攲斜（qí）        酝酿（ni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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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朗润    发髻    伫蓄   饥肠辘辘 B. 高邈    吝啬     晰沥    咄咄逼人

C. 铃铛    决别     仿膳    翻来覆去 D. 分歧    烂漫    莅临    喜出望外

下列词语书写无误的一项是2

A.

B.

C.

D.

下列句子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各级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人才梯队的建设，真诚关心、爱护人才，增强人才凝聚力，使各方面

人才各得其所，尽展所长。

《诗词大会》竞答过程扣人心弦，主持人风趣幽默，选手对答如流，嘉宾妙语连珠。

面对五花八门的辅导机构和课程，家长不应盲目跟风，而应理性判断，科学选择。

晚自习课上，老师又教了我们一种思路，重蹈覆辙地将这道题做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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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生动地刻画了各类政府官员的典型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

评。（将“各类政府官员”改为“政府各类官员”）

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影响下，中亚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经济发展模式也出现了新

的增长点。（将“交往”改为“交流”）

我国制陶工艺历史悠久，陶器由以实用为主的器皿演变为具有独特审美的艺术品，深受广大艺

术爱好者青睐。（在“审美”后加上“价值”）

我们寻访散落在南粤大地上的古老书院，探访广东文脉昌盛与书院繁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将“探访”改为“探究”）

4



A. 绵薄之力 B. 指正  C. 荣幸  D. 抬爱

下面的情境中，用语不得体的一项是

学校的艺术节表演，同学们推荐小明当导演写剧本，他说：“既然大家如此信任，当尽我绵薄

之力。”剧本完成后，他请老师和同学们来看：“鄙人不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按照剧本的设

定，他选择了小红做主演，对小红说：“祝贺你荣幸地加入了我们的演出队伍。”演出取得巨大的

成功，他又谦虚地笑对众多的赞美：“承蒙大家抬爱，真是感激不尽，以后请多多指教。”

5

名著导读。

一到假期，“你挑着担，我骑着马”的熟悉旋律就会在我们耳际萦回，《西游记》是寒暑假被

重播最多的电视剧，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成为当之无愧的暑假神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

形象深入人心，该角色在            、            等故事中表现出了            、            的性格特征，是该

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欢迎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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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下列诗句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水何澹澹，山岛悚峙。(曹操《观沧海》)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乡书何处达，归燕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7

            ，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8

小桥流水人家，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9

夜发清溪向三峡，                                。(李白《峨眉山月歌》 )10

            ，行舟绿水前。（王湾《次北固山下》）11

一、默写（8分）



            ，思而不学则殆。(《论语》)12

不知何处吹芦管，            。13

请根据提示，写出下列古诗文的句子。

《次北固山下》中表现时序交替、新陈代谢的诗句是“            ，            。”

14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由此可以联想到《论语》中孔子的话：

            ，           。

15

根据课文意思，解释下面文言文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16

尊君在不（《陈太丘与友期行》）（1）

传不习乎（《论语》十二章）（2）

博学而笃志（《论语》十二章）（3）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咏雪》）（4）

相委而去（《陈太丘与友期》）（5）

文言文阅读。

子 曰 ： “ 学 而 时 习 之 ， 不 亦 说 乎 ? 有 朋 自 远 方 来 ， 不 亦 乐 乎 ? 人 不 知 而 不 愠 ， 不 亦 君

子？”（《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也！”（《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

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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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理解（4小题，15分）



A. 回也不改其乐      乐亦在其中矣 B. 吾日三省吾身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C. 有朋自远方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D. 学而时习之        元方时年七岁。

下面选项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1）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2）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2

A.

B.

C.

D.

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颜回是一个有贤德的人！他能忍受穷困清苦，在简陋的环境里感受学习的乐趣。

孔子认为不仅要善于学习，而且要及时温习，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孔子觉得吃粗粮、喝冷水的贫困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不必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富

贵。

孔子在山上望着奔腾不息的河水，叹息光阴像河水一样不舍昼夜的流逝。

（3）

阅读唐诗，完成下列各题。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18

诗中的“左迁”和“杨花”是什么意思？（1）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2）

【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段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

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

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

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

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

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

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

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乙】“百草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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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文阅读（8小题，31分）



百草园，是浙江绍兴新台门周家的一个菜园，百草园在浙江绍兴的鲁迅故居后面，北临东成

欢河，东邻沈姓房屋，西接梁家后园，南宽北狭，占地近2000平方米，原来是新台门周家的智、

仁两大房族所共有。西边一半归智房，东边一半属仁房。各个家族在这个园里都种有一些瓜菜，

有的地块秋后还被用来做晒场，但因园子大而显得有些荒凉。百草园是鲁迅幼年时玩耍的地方，

百草园里虽无明显界线，却有大园小园之分。小园在北，占地较小，向西北角突出，面积约为大

园的四分之一，有门通向东成欢河，河沿筑有河埠，积肥农船便可在此靠岸，运走周家草灰和粪

肥。大园在南，占地较大，西边有一垛长达四十四米、高约一米的泥墙，作为与西邻梁家后园的

分界线。在泥墙的南端，即与鲁迅家后门墙角接壤处，有块刻有“梁界”两字的界碑。这块界石和

这垛被鲁迅称为“有无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墙”至今仍留存如故。

【丙】思，在百草园

刘宗棠

①绍兴的初春，乍暖还寒。踏着绚烂的晨光，走进了渴望已久的鲁迅故居百草园。

②尽管刚刚经受过肃杀的冰雪，百草园内却依然一片苍翠葱茏。十来枝竹子扶疏摇曳在初升

的阳光下，洒出一片淡淡的影子，两棵不太大的棕榈伸开巴掌，仿佛要对寻踪环顾的瞻仰者数数

这里的家珍；据说还是鲁迅先生儿时摘桑葚吃的老桑树，虽然枝干上被风刀霜剑镂刻得瘢痂交

错，但仍显得苍劲傲然，生机勃勃。你看，枝条上冒出的嫩黄淡绿的芽苞，不正是谱写春之歌的

音符！园里几畦青葱的菜田，一眼古朴的石井，顿使人感到幽静沉寂，却又满目生气。看来，自

然界的生物即使在冬天里也不都是垂危的、死亡的，更多的却是孕育，是萌生！

③尽管我来的还不是时候，没能听到鸣蝉在树叶里长吟；没有看到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的情景。可单是那一堵还是当年的短短的泥墙，就给

了我无限的情趣。

④泥墙齐腰高，十来步长。墙脚边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大概就是因为这里的草才命名了

这个园吧。现在大都枯黄萎谢，可在这些草叶边、草根旁却已透出星星点点青翠欲滴的草尖—这

是生命的火苗在升腾，这是又一次对新的希望的追求。它们把绿色献给大地，献给人类，用一次

又一次的死亡和新生给人们以奋斗不懈的鼓舞。呵，先生写得多好：他一生“吃下去的是草，挤出

来的是奶”！草呵，百草园的草呵，不正植被华夏，给进击者以不尽的养料！我不由得弯下身去，

摘一片草叶，含在舌尖上，而我的炽热的爱和深沉的思绪却落在草丛里，落在这片土地上！

⑤当年的鲁迅，就是从百草园走向一个决斗场！向一切愚昧宣战；和一切懦弱决裂，同一切

黑暗决斗；与一切腐恶较量。倾一腔热血，抛七尺躯体，为振兴中华而驱驰一生。尽管，他在残

酷的斗争中过早地耗尽了心血，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一个民族的乐园的落成。但是，他的信念、他

的希望，和百草园的草一样，不为生命结束而消逝，孕育出更茂盛、更蓬勃的新春。⑥小草信仰

春天，先生信仰中华必将振兴。现在真的有了风调雨顺的气候，有了流金溢彩的太阳，有了清甜

如许的泉源。

⑦站在百草园这堵矮墙旁，我看到绍兴的一条街，人流熙熙攘攘，脚步踏着早春的阳光。站

在中国的土地上，朝外望去吧——信息爆炸，宇宙飞船，世界在变革，星球在行进，我们不该像

先生那样奋力进击，让中华早一点振兴起来，高高地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⑧百草园的草呵，每一棵都在阳光和雨露的哺育下成长着。我不也是这个园中的一棵草吗?

不仅是，更是从百草园里走出来的人。

⑨思，在百草园；在前进的大路上……

A.

B.

C.

D.

对甲文乙文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从甲文可以看出“我”最喜欢鸣蝉、黄蜂和叫天子这样的小动物。

“我拔何首乌”表现百草园的生活充满无穷乐趣。

百草园很大，超过2000平方米。

“有无限趣味”的泥墙在百草园的小园。

（1）

A.

B.

C.

D.

对丙文中加点词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不尽的养料”指的是振兴中华的精神和决心。

“风调雨顺的气候”指的是小草拥有良好的自然气候和生长环境。

“流金溢彩的太阳”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

“清甜如许的泉源”指的是日益发展的经济，国力的强盛。

（2）

A.

B.

C.

D.

对文章内容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甲文从视觉、听觉、嗅觉进行描写；乙文以空间顺序介绍百草园；丙文第四段第三句

起先写草的形态，进而写草的精神和给人的鼓舞。

甲文偏重于客观描写；乙文偏重于说明介绍；丙文偏重于主观抒情。

甲文描写了百草园的许多乐趣；乙文介绍了百草园的具体位置；丙文主要写百草园的

草给作者的感想。

甲文表达作者对百草园的怀念，乙文介绍了百草园的真实情况和功用；丙文表达作者

对鲁迅无私奉献和顽强奋斗的精神赞颂之情。

（3）

“我不也是这个园中的一棵草吗?不仅是，更是从百草园里走出来的人！”请说说这句话的

含义。

（4）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①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

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②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我答应

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

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拓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

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胡同给我带来了阳

光与温情，也带来了难以抹去的忧郁。

③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地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

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

20



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

阳里回来？”

④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

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

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

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⑤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

事。

⑥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

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

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

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⑦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

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

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

被推倒。那时，寺庙多也消失或改作它用。

⑧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

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

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

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⑨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

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

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

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⑩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

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

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

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⑪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

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

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选自2008年第5期《当代学生·读写版》，有改动）

从全文看，作者所称的“珍贵的以往”包括哪些个典型的生活场景？请根据文章内容分条列

出，每条不超过10个字。

①                      →奶奶带我去看病→②                      →听僧人诵经、教堂钟声

→③                      →④                                

（1）

如何理解“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一句话的含义？（2）



分析第四段，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作用。（3）

“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这一句有什么作用？1

“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加点词语有什么表达效果？2

文章结尾，作者把自己设想成一只俯瞰胡同的鸟儿，这样写想要表现什么？有什么表达效

果？

（4）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了童年趣事，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回忆了母亲关爱

儿子的感人事迹，莫怀戚的《散步》回忆了生活中的温馨场景……

回忆，让人感受到浓浓暖意，也让人沉醉在美好往事中。

请以“回忆”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除诗歌外，文体不限；（2）不少于600字；（3）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地名和

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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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作（共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