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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北京房山初三二模 

语    文 

本试卷共 10 页，满分 10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

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6分）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深同学们对君子文化内涵的认识，班级组织开展“君子文化大

家谈”主题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任务。 

【活动一】追根溯源知君子 

下面是一位同学以“《论语》中的君子”为题所做的读书笔记。请帮他修改笔记内容，做好汇报准备。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指有身份或地位的人。到了春秋末期，孔子重新定义了

君子的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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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君子乎？”善于学习，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感到怨恨和失落，这样的人可

以称之为君子。在孔子看来，君子需心态平和，具备宽厚豁达。“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在贫困艰苦的情况下仍自得其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应安贫

乐道，重视道德修养，保持纯粹．．的生活。正是在《论语》多视角的琢磨．．和刻画中，君子形象逐渐清晰，成

为一种典范的人格模式．．。 

1．对文段中加点词语的字形、字音作出判断，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因为表达的是“彼此理想、志趣一致”的意思，所以“志同道合”中有错别字。 

B．因为表达的是“纯正无杂”的意思，所以“纯粹”中有错别字。 

C．“琢磨”在句中是“不断加工使之精美”的意思，所以应读作“zhuómó”。 

D．“模式”在句中是“使人可以仿效的标准样式”的意思，所以应读作“múshì”。 

2．文段中的画线句存在问题，请你做出修改。（2分） 

【活动二】借助花木识君子 

下面是某小组一位同学的演讲稿节选。请参与小组成员对稿件的讨论。 

一直以来，梅兰竹菊因品性独特，常常成为文人雅士寄情言志的对象，被称为“花中四君子”。①梅，

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②清华其外而淡泊其中——梅兰竹菊如此，人中“君子．．”不也如此吗？ 

③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中，“花中四君子．．．．．”傲然挺立，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④千百年来，其高洁、

坚强、无畏的品格，犹如一泓清泉，滋养着一代代国人的心灵。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更应悟其精髓，

小贴士 

引号的几种基本用法：①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的内容；②标示需要着重论述或

强调的内容；③标示语段中具有特殊含义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成分，如别称、简称、

反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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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子之风不断传扬。 

3．该同学对于文稿中两个加点词语是否应该使用引号产生了疑问，有同学查到了引号的几种基本用法

（见下面“小贴士”）。你根据语境作出的判断是：两处都应该使用引号，因为“君子”的引号表示

【甲】，“花中四君子”的引号表示【乙】。（【甲】【乙】两处填写序号）（2分） 

4．有几名同学对文稿中四个句子使用的修辞方法及其表达效果发表了看法，你认为理解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四个句子都使用了拟人的修辞，将梅兰竹菊人格化，使语句的表达更生动形象。 

B．第①句还同时运用了排比的修辞，交代了梅兰竹菊得名“花中四君子”的原因。 

C．第②句还同时运用了反问的修辞，强调梅兰竹菊的特点正是君子应具备的品格。  

D．第③④句还同时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先后把梅兰竹菊比作文化符号和一泓清泉。  

5．筹备小组准备了以多种植物为背景图案的书签，请选择你喜欢的一种植物，用正楷在书签上题写两句与

该植物相关且能表现“君子”特点的诗文。（本试卷中出现的句子除外）（2分） 

 

【活动三】演说轶事赞君子 

一位同学准备讲述“君子之争”的故事，请帮他完善文稿。 

北宋时期的范镇与司马光不仅同朝为官，而且是至交好友。一次，他俩都奏请皇帝颁布乐律度尺的法

令。因为见解不同，两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二人都是博学大才，各有各的傲气难平。

如何解决争端呢？他们没有意气用事．．．．，最终决定用下棋来决胜负。结果司马光负，二人暂缓争论。 

时隔 21 年，范镇带着之前讨论过的八篇《乐论》到洛阳看望司马光。这一次，他们又锋芒毕露．．．．，争论

数天，仍无结果，便以投壶定胜负。司马光胜出，欢呼道：“大乐还魂矣！” 

像范镇与司马光这样，虽然见解不同，但    ，就可称为“君子之争”。 

6．你检查文段，发现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2分） 

A．各执己见 B．面红耳赤 C．意气用事 D．锋芒毕露 

7．根据你对文段中“君子之争”的理解，从下面选择最恰当的一项将横线处补充完整。（2分） 

A．以下棋或投壶的方式决定胜负 

B．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相互尊重  

C．考虑到彼此的关系而暂缓争论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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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活动结束时，大家纷纷在“班级论坛”上发表了活动感言。请用上“了解”“理解”“行动”三个词，

写出你参与活动的感想。（2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5分） 

（一）默写。（共 2分） 

9．落红不是无情物，    。（龚自珍《己亥杂诗》）（1分） 

10．    ，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出师表》）（1分） 

（二）阅读《钱塘湖春行》，完成 11-12 题。（共 5分）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11．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致的游记。诗人从孤山寺开始，一路走来，先后从湖水、莺燕、 

  ①  等方面描写了西湖美景，最后，徜徉在“  ②  ”。（2分） 

12．作者紧扣季节特征选取意象。请从画线句中选取一个意象，分析意象特点及其蕴含的情感。（3分）  

（三）阅读《桃花源记》（节选），完成 13-15 题。（共 8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甲】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

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

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

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乙】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丙】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 

13．下列选项中加点字意思相同的一项是（2分） 

A．忽逢．桃花林     逢．凶化吉      棋逢．对手 

B．芳草鲜．美       鲜．为人知      光鲜．亮丽       

C．便舍．船         左邻右舍．      锲而不舍．      

D．鸡犬相闻．       闻．鸡起舞      默默无闻． 

14．下列对文中画线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甲】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理解：因为忽遇大片美丽的桃林，且林中没有杂树，所以渔人感到非常诧异，想要一探究竟。  

【乙】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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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因为从渔人那里得知朝代已经不再是秦朝，而且经历了多次更迭，所以村中人感叹惋惜。 

【丙】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理解：因为不希望安宁快乐的生活被人打扰，所以村中人告诉渔人不要对外人提起这个地方。 

15．根据《桃花源记》（节选）及下面两则材料，在后面语段中的横线上填写恰当的内容。（4分）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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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礼记正义》） 

材料二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
①
，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

②
于大泽，

万民不失命于寇戎
③
，雄骏

④
不创寿

⑤
于旗幢

⑥
；豪杰不著

⑦
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

⑧
，记年之牒

⑨
空虚。 

（节选自《韩非子·大体》） 

                              

注释：①散：杂乱。②乱：纷乱。③寇戎：这里指入侵的外敌。④雄骏：这里指勇士。⑤创寿：这里是夭折的意思。⑥幢

（chuáng）：这里指将帅的旗子。⑦著：写。⑧盘盂：青铜用具，先秦时常在上面铸文字，记录功名。⑨记年之牒：

这里指史册。 

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未止步。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表现为百姓和谐友爱，如“人不独亲其

亲”；还表现为百姓安居乐业，如“  ①  ”。韩非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法治社会的美好图景，在“至安之世”

中，人心平和，如“心无结怨，口无烦言”；世无战乱，如“  ②  ”等。陶渊明想象的“世外桃源”既表现

为自然环境优美，如“  ③  ”，又表现为   ④  ，如“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每空限 12个字以内） 

三、名著阅读（共 5分） 

16．读书，如同一场文字中的旅行，有效的读书方法就像攻略一样必不可少。比如，跳读与精读相结合，

既可以使人快速了解作品的梗概，还可以让人全面把握人形象、深刻理解作品主旨；圈点与批注相结

合，既可以使人明确作品的重点、难点与疑点，还可以把我们的思考引向精深的境地。此外，还有选

择性阅读、做摘抄和笔记等。请结合某部名著的具体内容，谈谈你运用的读书方法及收获。（100 字左

右）  

四、现代文阅读（共 24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19题。（共 7分） 

材料一 

乡村的各种节庆、工艺美术、民间文艺、婚俗礼仪、民居建筑等，大多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对

城市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发展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一方面，可以从有形的文物古

迹、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自然风光、田园景观中找好“聚焦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当地

的农耕文化、曲艺文化中找到“闪光点”，使其成为当地的特色标识。乡村的特色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

“灵魂”。只有做到文旅结合，乡村旅游才会具有生命力。 

材料二 

发展乡村旅游，要从完善基础设施入手。要大力整治人居环境，完善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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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具有乡土、乡趣、乡愁特点的标识牌、导览图、停车场、

卫生间、服务中心等，满足游客的出游需求。“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在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还要

在宣传推广上下功夫。可以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为自己量身打造宣传方案；也可以在各级旅游部门组织

的旅游宣传活动中为自己“打广告”；还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比如发放宣传手册、海报，利用网络平台

进行直播，利用公众号推广信息等。 

材料三 

为了加大优质旅游供给，各地乡村应不断丰富旅游

业态，如“演出+旅游”、“展览+旅游”、农耕体验、打造

精品民宿等。其中，乡村民宿既是乡村旅游业态，又是

乡村旅游产品。相关数据显示，    ，用“爆发”

来形容最恰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民宿建设要转变观

念，使其从单一的住宿场所向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场所转

变。如可以推广树屋、古宅、星空帐篷等，为游客创造

新奇的入住体验；可以将民宿变成小型乡村博物馆，促

进文旅深度融合；还可以开发建筑、历史、文化等资

源，形成特色旅游产品。 

17．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充分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可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B．只有完善硬件配套设施，才能满足游客的出游需求。 

C．发展乡村旅游，硬件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比宣传推广重要。 

D．民宿建设已经完成了由住宿场所向旅游体验场所的转变。 

18．根据材料三的文字内容和【图 1】的信息，在文中横线处补写一句话。（2分） 

19．根据以上三则材料，结合下面材料中的具体内容．．．．，分析黄山店村发展乡村旅游取得成功的原因。（3 分） 

材料： 

长期以来，黄山店村以开采、销售石灰石为主要收入来源。2009 年，村领导为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将目光锁定在遍布黄栌、元宝枫、火炬树等红叶植物的“破破岭”，决定发展旅游观光业。在完成景区内

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村领导还修建并完善了本村通往景区途中的路标、厕所、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为

了解决游客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村领导没有简单地修建酒店，而是与经验丰富的互联网旅游公司合作，

将闲置农宅打造成精品民宿，并由其负责民宿的运营、宣传和推广。如今的坡峰岭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批

游客，当初的“破破岭”已经变成了黄山店村的“绿金山”。 

（二）阅读《拾穗者》，完成 20-22 题。（共 10分） 

拾穗者 

高明昌 

①拾穂去呀？小伙伴双手相握，呈喇叭状，朝天喊着。我听见了，依葫芦画瓢地回应，去呀！就这样，

不到五六分钟，三三两两的伙伴，从各家的草屋瓦房，从各条场地小路，像一把撒向河里的渔网，慢慢地

收缩到我家门口。队伍集结完毕，大家纷纷张开自己的花袋口，让对方检查自己的花袋有无漏洞。大家一

致认为，让别人为自己检查更细致、周到。检查好后，我们就奔向野外，到田间去了。 

②五月去的是麦田，麦子已被大人收到了仓库。眼前的麦田一片白亮，有点刺眼。但我们依旧不敢下

田，我们要等待一个程序，这是规矩。那时的村上有一个做法，所有的麦子收到仓库后，村上会派五六位

老奶奶来拾麦穗，她们拾的麦穗是交公的。她们拾过以后，我们才可以拾，我们拾的麦穗是给家里的。我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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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严格遵守着这个规矩，但我们有时却无法判断脚下的麦田拾过了没有。 

③后来我们就找到了标准——看麦田里麦穗多不多。比较多的，我们不下田；很少了，甚至找不到麦

穗了，我们就下田，就可大胆拾穂。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为自己找到了好办法而

自得，却忘记了自己拾穂的事情，拾穂就是希望自己多拾点，但在集体与个人之间，我们首先想着的是集

体。傍晚回家，父母问拾到了多少？我们撩开花袋给父母看，即使只有一两斤，父母也是笑着说，蛮好蛮

好的。我不知道，这“蛮好”是表扬村上的做法，还是肯定我拾穂的结果。 

④拾麦穗的事情一个礼拜就过去了。我们等待着另一场拾穂，拾稻穗。 

⑤拾稻穗的时间在七月，要延续到八月。那些个日子都是赤日炎炎的日子。赤脚走在大地上，连脚底

也觉得滚烫，走路最好跨一脚跳两跳，但我们还得出门。母亲说，人养下来是要做事情的，大人小囡都一

样，就是小囡做小囡的事情。拾稻穗，出点汗，就可以少浪费大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稻子，可以让家里的

人少饿肚子。 

⑥稻穗比麦穗有看头，有想头：一是稻穗真的金晃晃，亮闪闪；二是即使半根稻穗也沉甸甸的；三是

稻谷轧了后就能做成白米饭，白米饭比麦饭好吃。冲着这些不愿意明说的理由，我和伙伴们义无反顾地去

到了田间，在高温中打响了属于我们的歼灭战．．．。 

⑦与拾麦穗一样的规矩，首先要让村上的老奶奶们先拾过。因为稻田多，老奶奶们只低头，不抬头，

像匍匐的老牛，贴地而行，认真得叫人心生景仰．．。我们与老奶奶保持着十米的距离。老奶奶们偶尔也会转

头看看我们，看见我们额上沁出无数的汗珠，一面称赞我们有孝心，想着家里，一面要求我们等到日头落

山后再来拾穂。我们不愿意回家，老奶奶劝而无果，就叫我们先在树荫下休息。我们乖乖地听了，在田边

整装待发，眼睛却一刻也不放松警惕。 

⑧老奶奶们拾好了一块稻田就去另一块稻田了。我们就此下田拾稻穗。拾了一会儿，我们发现，老奶

奶拾过的稻田里，还留存着一些稻穗，这些都是小半截、但有十几粒的穗子；浅的脚潭里可以抓得起的稻

谷，也没有被拾走，虽然很少，但粒粒都是饱满的。我们觉得老奶奶粗心了，大喜，拼命捡拾。到傍晚回

家，花袋里有了二三斤的稻谷了。母亲一脸惊讶，拾了那么多？我对父母说，老奶奶真是老了，眼睛都有

点花了，拾不干净了。父母一听就板起脸孔说，不可以说老奶奶的，她们不是眼睛花了，她们是有意的。

我说，老奶奶这样做是不对的。母亲一句断喝：你懂得什么？ 

⑨母亲说，从明天起，你们到傍晚去拾吧。 

⑩后来我们真的是到傍晚才去拾穂的。也是从那天起，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老奶奶在田间拾穂的情景，

也没有拾到像上一次一样多的稻穗。 

⑪最近几年，吃馒头，吃白米饭，一直想起两样东西：一样是小时候的拾穂事情，真盼望再有一次田

间体验的机会；另一样是想起法国画家米勒创作的油画《拾穗者》。这油画像是电影，时不时地回放在眼

前心底。 

⑫《拾穂者》里的妇女肯定不是老奶奶，但我感觉就是老奶奶。而我呢？我希望那画里的人物可以幻

化成我，让我永远记着拾穂的事情。 

（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 

20．围绕题目，作者先后写了不同的拾穗者。首先写的拾穗者是一群孩子，围绕孩子们拾穗共写了两件事，

略写的是  ①  ，详写的是  ②  ；然后写的拾穗者是老奶奶们，她们拾穗是为了交公，但她们  ③  ；最

后提到的拾穗者是  ④  ，她们勾起了“我”拾穗的回忆，引发了“我”对拾穗的不尽回味。（4分） 

21．文中一些词语略带夸张。请从第⑥段和第⑦段的加点词语中任选其一，分析其表达效果。（3分） 

22．本文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优美的田园生活的画卷，使人感受到农村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你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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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请结合文章内容说明理由。（3 分） 

（三）阅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完成 23-25 题。（共 7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陕声祥 

①听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少年时代，他很羡慕大人使用红印章，就用橡皮雕

刻了一个，蘸上红墨水在家里到处盖，很有做大人的成就感。他把这一经历写成文章投给县文化馆。文章

发表了，张贴在县里临街的宣传橱窗上。他深受鼓舞，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一步一个台阶，现在已经成

为全国知名的作家。 

②由这位作家的成长经历不难看出，每个有所成就的人，如要追溯一番，可能都存有那么一个闪光的

“原点”。也许它开始亮度并不高，但如果以此为发端，不断聚合生命的能量，最终就能成就一生的事业。

可以说，先前那闪光的“原点”犹如一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发出耀眼的光芒。 

③俗话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舞蹈家未必有一副金嗓子，科学家不一定有艺术造诣，建筑大师可

能对机械制造全然陌生。纠结于自身的“短板”而妄自菲薄，只会使自身本应闪光的那点星火被遗忘，甚

至熄灭。 

④善于发现属于自己的一点星火，对于人生十分重要。童话大王郑渊洁上小学时，写了一小段话，老

师特别欣赏，拿到班上朗读。这件事给了他莫大的鼓舞，激发了他写作的信心，给予他巨大的力量。缘于

这种力量，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童话作品上亿字，成为名副其实的“童话大王”。那一小段话的写作，

竟然成为他“作家人生”的起点和巨量作品的源头，这不正是星火燎原的生动写照吗？细细思量，我们每

个人何尝没有属于自己的点点星火，没有一些相对而言略胜一筹的地方呢？ 

⑤当然，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点星火，要精心呵护，才不至于熄灭；还要持续不断地添柴加火，

才能越烧越旺，辉耀天地间。这其中，坚持的力量不可或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学生众多。一次，他

教学生们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每天甩胳膊 300 下。每个学生都会做，都认为很简单。一个月后，苏格拉

底问：“谁还在坚持做那个甩手动作？”大约 80%的学生举起了手。一年之后，苏格拉底又问道：“那个

最简单的甩手动作，有谁还在坚持做？”这次，只有一位学生举起了手。这个人就是柏拉图。最终，只有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能持之以恒，恐怕

是重要原因之一。 

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大家熟知的革命道理，也是精辟的人生哲学。一个生命体就是一个小

宇宙。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星星之火”，灌注不竭的生命能量，就能照亮自己生命的原野，同时给社会增

添一丝亮色和一缕暖意。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23．根据文章内容，简要解释题目的含义。（2分） 

24．阅读全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第①段举一位作家因发表文章受到鼓舞最终全国知名的事例引出了论述的话题。 

  B．第③段列举舞蹈家、科学家、建筑大师的事实，证明了“人人有才，人无全才”。 

  C．第⑤段举苏格拉底教学生的事例是为了证明“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的观点。 

25．请结合上下文说说第⑤段画线句是如何推进论证的。（3分） 

五、作文（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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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作文。 

（1）自然万物是灵感的源泉，让人反观自身，获得启示；经典书籍是智慧的源泉，让人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关爱、鞭策是成长的源泉，让人获得力量，充满信心……请以“源泉”为题作文。可

写实，可想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2）读“你”千遍不厌倦。这个“你”可以是一部书，一个人，一处风景，一座城市……乐之不疲地

读“你”，会有新发现，会有新思考，还会有新体悟……请以“读‘你’千遍不厌倦”为题作文。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要求：请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 之间，不要出现所在学

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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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基础•运用（共 16 分） 

1.答案：C    评分标准：共 2 分。 

2.答案示例：在孔子看来，君子需心态平和，具备宽厚豁达的品质。 

评分标准：共 2 分。发现句子成分残缺 1 分，添加成分正确 1 分。 

3. 答案：【甲】②   【乙】③     评分标准：共 2 分。 每空 1 分。  

4. 答案：D    评分标准：共 2 分。 

5.答案示例 1：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答案示例 2：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答案示例 3：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评分标准：共 2 分。 每空 1 分，有错别字不得分。  

6.答案：D 评分标准：共 2 分。 

7.答案：B  评分标准：共 2 分。 

8.答案示例：本次活动，使我了解了君子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理解了君子的内涵。今后，我要积极行动起 

来，努力成为一名君子。 

评分标准：共 2 分。词语运用合理 1 分，句子通顺 1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5 分) 

（一）（共 2 分） 

9.答案：化作春泥更护花     评分标准：1 分。有错别字不得分。 

10.答案：苟全性命于乱世    评分标准：1 分。有错别字不得分。 

（二）（共 5 分） 

11.答案示例：①花草  ②白沙堤  

 评分标准：共 2 分。每空 1 分，意思对即可。 

12.答案示例 1:我选择的是“莺”，“几处”“早”说明它们数量不多，而且出现的早，“争”说明它的欢

快、充满生机，表达了作者的欣喜之情。 

答案示例 2:我选择的是“燕”，“谁家”“新”说明燕子数量不多且新来，“啄”说明其忙于筑巢，表达了

作者的欣喜之情。 

评分标准：共 3 分。意象 1 分，特点 1 分，情感 1 分。 

（三）（共 8 分） 

13.答案：A        评分标准：共 2分。 

14.答案：【乙】   评分标准：共 2分。 

15.答案示例：①男有分，女有归  ②旌旗不乱于大泽 ③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④民风淳朴 

评分标准：共 4 分。每空 1 分。其中①②③空用原文回答。有其他答法，视其合理程度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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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著阅读（共 5 分） 

16.答案示例：我读《西游记》时，运用了精读和跳读相结合的方法，精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

精、三调芭蕉扇等精彩情节，跳过了难懂的诗词、环境描写等内容。借助这种方法，我了

解了孙悟空成长经历，感受到了他机智勇敢和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 

评分标准：共 5 分。方法 2 分，结合具体情节 2 分，相应的阅读收获 1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4 分） 

（一）（共 7 分） 

17.答案：A  评分标准：共 2 分。 

18.答案示例：2022 年到 2023 年 10 月，我国民宿企业的注册量成倍增长。 

   评分标准：共 2 分。对象提取正确 1 分，数据特点 1 分。 

19.答案示例：黄山店村充分挖掘了当地的特色资源，如将遍布元宝枫、黄栌、火炬等红叶植物的“破破

岭”建成风景区；注重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如修建标识牌、导览图、停车

场等；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如将闲置农宅打造成精品民宿；注重宣传，如与经验丰富的互

联网旅游公司合作，由其负责民宿的运营、宣传和推广。 

评分标准：共 3 分。每点 1 分。答出任意三点即可。 

（二）（共 10 分） 

20.答案示例：①我们五月拾麦穗 ②我们七八月间拾稻穗 ③故意遗留一些稻穗给我  ④油画中拾穗的妇女 

评分标准：共 4 分。每空 1 分。有其他答法，视其合理程度给分。 

21.答案示例 1：歼灭战，原指军队消灭敌人的战斗，在这里略带夸张，指拾稻穗，写出了我和小伙伴们下

田拾稻穗的兴奋和决心。 

答案示例 2：景仰，是敬佩、仰慕的意思，一般用于伟大的人或事，这里用于老奶奶们认真拾稻穗的

普通小事上，突出表达了我们的无限敬佩之情。 

评分标准：共 3 分。解释 1 分，内容 1 分，效果 1 分。 

22. 答案示例：我有同感。我和小伙伴们虽然是为自己家拾穗，但我们谨守着规矩，心里时刻想着集体，

这是人性之美；老奶奶们看到我们汗流浃背不忍心，劝而无果后叫我们先在树荫下休息，又

故意遗留一些稻穗给我们，这是人情之美；母亲得知实情后，要求我们傍晚再去拾穗，体现

了乡亲邻里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为集体利益着想，既有人情之美也有人性之美。 

评分标准：共 3 分。从小伙伴、母亲、老奶奶的角度概括各 1 分。 

（三）（共 7 分） 

23.答案示例：每个人的长处或优点就像是星星之火，找到它，并不断努力，就能取得成功。 

 评分标准：共 2 分。“星星之火”“燎原”的理解各 1 分。 

24.答案：C  评分标准：共 2 分。 

25.答案示例：由上文对善于发现属于自己的一点星火的重要性的论述，转入对如何保持“一点星火”不

灭的做法的论述，从而使文章论述更深入、全面。 

评分标准：共 3 分。指出作用 1 分，上下文内容各 1 分。 

五、写作（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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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评分标准 

项目 

等级 
内容、表达（36 分） 说  明 

 

书写（4 分） 

一类卷 

（40-34） 

符合题意，内容具体，中心明确；想象

丰富、合理；条理清楚，结构合理；语

言通顺，有 2 处以下语病。 

赋分范围：36-30 分 

以 33 分为基

准分上下浮

动，然后加

书写项的得

分。  

4 分 

书写正确、工整，标

点正确，格式规范。 

二类卷 

（33-29） 

比较符合题意，内容比较具体，中心比

较明确；想象比较丰富，比较合理；条

理比较清楚，结构比较合理；语言比较

通顺，有 3-4 处语病。 

赋分范围：29-25 分 

以 27 分为基

准分上下浮

动，然后加

书写项的得

分。 

3 分 

书写基本正确、工

整，标点大体正确，

格式规范。 

三类卷

（28-24）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尚具体，中心基本

明确；想象不够丰富、不够合理；条理

基本清楚，结构基本完整；语言基本通

顺，有 5-6处语病。 

赋分范围：24-20 分 

以 22 分为基

准分上下浮

动，然后加

书写项的得

分。 

2 分 

书写错误较多，字迹

不够清楚，标点错误

较多，格式大体规

范。 

四类卷

（23-0） 

不符合题意，内容空洞，中心不明确；

缺乏想象；条理不清楚，结构不完整；

语言不通顺，有 7 处以上语病。 

赋分范围：19-0 分 

以 16 分为基

准分上下浮

动，然后加

书写项的得

分。 

1-0 分 

书写错误很多，字迹

潦草，难以辨认，标

点错误很多，格式不

规范。 

评分说明: 

1.按内容、表达和书写两项分别评出分数，两项得分相加，即为作文的总得分。 

2.字数不足 600 字，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扣 3分。 

3.有草稿但未抄完的，应参考草稿评分，并从总得分中酌情扣 1—5 分。 

4.作文没有题目的，从实际得分中扣 2 分。 

5．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