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学年广东广州荔湾区初二下学期期末语
文试卷

（本题共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

A.

B.

C.

D.

下列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行辈（háng）   两栖（qī）          堕落（zhuì）     霎时（shà）

龟裂（jūn）      眼眶（kuāng）   棱角（líng）       争讼（shòng）

撺掇(duo）        翩然（biān）      缅怀（miǎn）     寒噤（jìng）

襁褓（qiǎng）  缄默（jiān）       沙砾（lì）           瞭望（l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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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偏僻   凋零   漂移   蜿蜒   相辅相承 B. 装置   迁徙   皎洁   缭绕   轻歌曼舞

C. 稀蔬   浮躁   狡辩   暄嚷   草长莺飞 D. 消长   燎原   抉择   彷惶   挑拔离间

下列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2

A.

B.

C.

D.

下列各句的加点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想提高演讲能力，在练习机会面前就不能只袖手旁观，应抓紧每次机会反复演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抗日军民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壮举尚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长白瀑布，远看疑似龙池喷银雪，如同天际挂飞流，数里之外，瀑声已震耳欲聋。

上个月，美国政府升级了针对华为的禁令，并采取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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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台风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灾害性，我们要时刻关注台风的信息，做好防风准备。

时隔56天，北京再次出现新增病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防疫工作不能松懈。

公安部“净网2020”专项行动全面展开，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整顿网上秩序。

莲花清温颗粒的主要成分是由连翘、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甘草等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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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与运用



A. ①处 B. ②处 C. ③处 D. ④处

张宏斌同学在网上阅读徐迟的《黄山记》，发现登天都峰这个片断有一个句子缺失了，请帮助他

把这个句子放回文段中。下列句子在文段中的位置正确的一项是

缺失的句子：仰头看吧！天都峰，果然像过去的旅行家所描写的“卓绝云际”。

过了立马亭，龙蟠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

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胜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①      然而，现在这边界线的道路全是石级铺

砌的了，相当宽阔，直到天都峰脚。      ②      那时上天都确实险。但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

的云梯。      ③      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石级，等我们去攀登。它

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是不为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

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后便已到了最险处的鲫鱼背。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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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测试正在进行着，考场一片肃穆。请抬头观察一下监考老师或身旁一同参加测试的同学，选

择其中一个，仿照下面的例句写一个句子。

例句：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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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共1小题，共4分）

A.

B.

C.

D.

E.

F.

根据课本，下列古诗文默写正确的两项是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潭西南而望，明灭可见，斗折蛇行。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食之不能尽其材，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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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之洲。（《诗经·关雎》）8

            ，鸡犬相闻。（陶渊明《桃花源记》）9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10

万籁此都寂，            。(            《题破山寺后禅院》)11

二、古诗文默写



可怜身上衣正单，            。（白居易《卖炭翁》）12

气蒸云梦泽，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13

（本题共1小题，共2分）

同样是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北宋的苏轼在《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用诗句

“①            ，            ”表达了他不愿苟合世俗的清高和对理想的坚守；南宋的陆游在《卜算子·咏

梅》中则以梅自喻，用诗句”②            ，            ”表达了他的坚贞和高洁。他们是跨越时空的同道

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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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共3小题，共10分）

阅读下面两个文段，完成下面各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

不闭。是谓大同。

（选自《礼记》）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

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答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

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选自《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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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选贤与能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讲信修睦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不善问者反此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此皆进学之道也  不足为外人道也

（1）

把“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

《礼记》指出“善问者”会如何解决难题？（3）

三、在横线上填入古诗词

四、阅读与理解



（本题共2小题，共5分）

阅读下面的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石壕吏（节选）

杜甫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

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

炊。

16

通过老妇人的“致词”可以了解到老妇人家中是怎样的情况？（1）

节选部分的最后四句诗，表达了老妇人怎样的情感？（2）

（本题共4小题，共12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课文重读】

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

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

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二十天，但是到

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十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

到了。

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

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济南苹果开花在四月中或谷雨节，

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因为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

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

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

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

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

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

是这个道理。

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

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

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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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文重读



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

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

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

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

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

的。

（选自竺可桢《大自然的语言》）

【延伸链接】

2004年9月，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100年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遗址。多种数据表明，这座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比英国公元

前1680年的巨石阵观测早近500年。该观象台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半

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着13个土坑，同时有13根夯土柱。古

人利用两柱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并根据日光影推测出一年的十二节气。经与现在

农历时间比较，实地模拟观测后，节气时令精确度很高。

我国有关古代天文、气象观测的记录、传说和故事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历代官方或民间

编写的许多史志、典籍，都有天文、气象、物候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观测记载。我国最早有文字

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

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

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已有连续10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已

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还有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管子》中也有气

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并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

（选自中国天气网江苏站，2013年3月20日）

【拓展应用】

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耕乃国家之本。而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古人发明

二十四节气，目的就是及时掌握物候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九个节气，夏季第二个节气。常言道：“芒种忙，忙着种。”二十四节

气中，芒种是唯一一个直接以农事活动为名的节气。因芒种时节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期，很

多人将“芒种”理解为“忙种”。实际上，“芒”不是“忙”。汉代的《孝经纬》说：“曰芒种者，言有芒之

谷可播种也。”可见“芒”是指有芒的农作物，如稻、麦、黍、稷等。而“种”有两个含义：一是种子

的“种”，二是播种的“种”。

不过，芒种时节的确很忙。芒种时节“忙”什么？古人虽云忙于播种“有芒之谷”，但由于我国南

北跨度大，各地的环境及气候有差异，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南方和北方的农

民是各忙各的。南方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芒种是晚稻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

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芒种时节正是麦子夏熟收获之时。故农谚云：“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

种一到，南方人忙插秧，北方人忙收麦。

芒种时节也是广东各地水稻生长关键时期，茁壮成长的稻禾处于拔节孕穗的阶段。然而，“时

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并不适用于广东，“清明谷雨时，插田莫迟疑”“芒种夏至水浸禾田”等，才



是节气谚语在广东本地化的体现。根据气象数据统计，在广东，各节气中“芒种”的常年雨量排名

第一，长达一个月的“龙舟水”是影响广东早稻产量的重要因素。

（选自《广州日报》，2020年6月5日）

A.

B.

C.

D.

关于“物候”，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纬度、经度和高下差异是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三个主要因素，另外，有研究表明，物

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差异。

“物候学”以物候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尤其对于引种植物、

避免或减轻虫害的帮助巨大。

我国对天文、气象、物候等方面的观测可以追溯到4100年前，陶寺文化遗址中发现的

天文观象台遗址证明了这一点。

及时掌握物候变化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是古人发明二十四节气的目的，对于我国古

代农耕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

A.

B.

C.

D.

下列诗句中没有体现“物候”现象的项是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晚春》）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约客》）

（2）

A.

B.

C.

D.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华北地区春季短促，是因为早春时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而晚春时节南京刺槐

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

由于逆温层的存在，华南丘陵区引种的热带作物须种在山腰，种在山脚则往往因早晚

温度过低而难以成活。

据考古研究发现，约公元前2100年的古代中国人已经能够利用土坑、夯土柱和日光影

准确推测一年十二节气。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环境及气候差异大，南方人忙着插秧时，北方人已经在收麦

了，因此节气谚语都不准确。

（3）

整合3则材料内容，梳理从古至今我国物候记录与研究的进程。（4）

（本题共4小题，共15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文段一：

你的生活我想象得出，好比一九二九年我在瑞士。但你更幸运，有良师益友为伴，有你的音

乐做你崇拜的对象。我二十一岁在瑞士正患着青春期的、浪漫底克的忧郁病；悲观，厌世，傍

惶，烦闷，无聊；我在《贝多芬传》译序中说的就是指那个时期。孩子，你比我成熟多了，所有

青春期的苦闷，都提前几年，早在国内度过；所以你现在更能够定下心神，发愤为学；不至于像

我当年磋跎岁月，到如今后悔无及。

18



你的弹琴成绩，叫我们非常高兴。对自己父母，不用怕“自吹自捧”的嫌疑，只要同时分析一

下弱点，把别人没说出而自己感觉到的短处也一齐告诉我们。把人家的赞美报告我们，是你对我

们最大的安慰；但同时必须深深地检讨自己的缺陷。这样，你写的信就不会显得过火；而且这种

自我批判的功夫也好比一面镜子，对你有很大帮助。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不管在信中或是用别

的方式），比着光在脑中空想是大不同的。写下来需要正确精密的思想，所以写在纸上的自我检

讨，格外深刻，对自己也印象深刻。你觉得我这段话对不对？

我对你这次来信还有一个很深的感想。便是你的感受性极强，极快。这是你的特长，也是你

的缺点。你去年一到波兰，弹Chopin[萧邦]的style[风格]立刻变了；回国后却保持不住；这一回一

到波兰又变了。这证明你的感受力快极。但是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有长必有短，往往感受快的，

不能沉浸得深，不能保持得久。去年时期短促，固然不足为定论。但你至少得承认，你的不容易

“牢固执着”是事实。我现在特别提醒你，希望你时时警惕，对于你新感受的东西不要让它浮在感

觉的表面；而要仔细分析，究意新感受的东西，和你原来的观念、情绪、表达方式有何不同。这

是需要冷静而强有力的智力，才能分析清楚的。希望你常常用这个步骤来“巩固”你很快得来的新

东西（不管是技术是表达）。长此做去，不但你的演奏风格可以趋于稳定、成熟（当然所谓稳定

不是刻板化、公式化）；而且你一般的智力也可大大提高，受到锻炼。孩子！记住这些！深深的

记住！还要实地做去！这些话我相信只有我能告诉你。

（选自《傅雷家书》）

文段二：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这个恼人的问题就

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

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

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就这样成为战斗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叶夫格妮亚∙博什。这位久经考

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留言中解释了这

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我认为继续活下去是不必要

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灭掉，怎么样？朝心口开一枪，就完事了！过去既然能够生活得不

坏，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个战士不愿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谁想到你会有今天？”

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

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

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

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

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

起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

民。”

他站起来，朝大道走去。

（选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文段一中，父亲对儿子表达了哪几点期望？请分点概括。（1）

回答以下有关文段二的问题。（2）

请写出“他”的名字。1

“他”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过程？请完成下面的导图。2

结合上下文，从修辞的角度分析下列句子的表达效果。（3）

而且这种自我批判的功夫也好比一面镜子，对你有很大帮助。1

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2

文段一和文段二都是“对话”。从对象、方式、内容等方面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请结合文本，指出其中一个相同点和一个不同点，并简要分析。

（4）

（本题共1小题，共50分）

按要求作文。

请以“名著，我们一路同行”为标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①叙事完整，感悟真实，中心突出；②600字以上；③文中不能出现考生的姓名和所

在学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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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按要求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