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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朝阳初二（下）期末 

语文（选用） 

2024.7 

（考试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学校_______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考号_________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0 页。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姓名和考号。 

2.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3.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 

4.考试结束，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3 分） 

语文学习小组开展“古韵今风话民俗”的主题探究活动。请你参与其中，完成任务。 

1.下面文段是小组成员撰写的活动前言。阅读文段，完成（1）（2）题。（共 3 分） 

民俗是民间流行的习俗、风尚，蕴含着乡土情、文化味，弥．曼．着烟火气。说起民俗的起源，可追溯．．到

上古时期，它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民俗异彩纷呈。壮观的

查干湖冬捕、喧腾．．的西北社火、精美的泉州簪花等，无一不是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画卷中生动的一笔。让

我们一起话古谈今，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1）请用正楷字书写本次活动的主题“古韵今风话民俗”。（1 分） 

（2）小组成员对文段中加点词语的字形作出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因为表达的是“充满”的意思，所以“弥曼”一词中有错字。 

B.因为表达的是“探索事物的由来”的意思，所以“追溯”一词中有错字。 

C.因为表达的是“喧闹沸腾”的意思，所以“喧腾”一词中有错字。 

D.因为表达的是“灿烂美丽”的意思，所以“绚丽”一词中有错字。 

2.下面是“民俗推荐”小组收集的材料。阅读材料，完成（1）（2）题。（共 4 分） 

打铁花是流传于豫晋地区的民间传统烟火表演艺术，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表演时，打铁花师傅目空．．

一切．．，用特制的木板将 1600℃左右的铁水击打到高空。随着砰砰的声音，铁水在空中迅速崩裂开来，如火

树银花，瞬息万变．．．．。近看如天女散花，远观似流星点点，火光映天，令人叹为观止．．．．。绽放的铁花寓意兴旺

发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看表演的人川流不息．．．．，摩肩接踵。猛烈的击打、壮阔的升腾、浪

漫的绽放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1）你检查材料中使用的成语后发现，下列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目空一切   B.瞬息万变   C.叹为观止   D.川流不息 

（2）下面是对打铁花场景的描写。请你根据语境，结合上面的材料，在横线上仿写句子。（2 分） 

一打起来就震撼了，璀璨了，夺目了！万千个被击打出的铁花，如万千只闪着光亮的萤火虫，在空中欢快

地飞舞。雷鸣一样，是击打的声音；火树一样，是升腾的铁水；________，________。豫晋大地上，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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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多么猛烈、多么壮阔、多么浪漫的表演哇——打铁花！ 

3.下面是“民俗动态”小组找来的一段文字。阅读文段，完成（1）（2）题。決 4 分） 

从春节期间潮汕英歌舞走向世界，到云南泼水节火爆全网，全国各地的民俗活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

其中，剪纸、织锦等古风浓郁的活动，提醒了人们对民俗的美好记忆。随着时代发展，许多新元素融入传

统民俗，如趣味性强【甲】传播范围广的短视频。这使越来越多的传统民俗逐渐成为大众关注并传播的文

化风潮。民俗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乙】是历史积淀的反映，也是现实生活的

需要。因此，民俗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 

（1）文段中的画线句存在问题，请你做出修改。（2 分） 

（2）在文段【甲】【乙】两处分别填入标点符号，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甲】、【乙】。 

4.活动结束，有同学为此拟写了一副对联，他不能确定横线处应如何填写。你认为在上下联横线处填入词

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岁月泼墨____①____，历史积淀，____②____； 

时序挥毫诵流年，____③____，古韵生新篇。 

A.①绘成画  ②民风润无声  ③文化传承 

B.①绘成画  ②民俗焕光彩  ③灿烂文化 

C.①凝画卷  ②民俗焕光彩  ③文化传承 

D.①凝画卷  ②民风润无声  ③灿烂文化 

二、古诗文阅读（共 22分） 

（一）默写，完成 5-8题。（共 6 分） 

5.关关雎鸠，______________。（《关雎》）（1 分） 

6. ______________，如闻泣幽咽。（杜甫《石壕吏》）（1 分） 

7.安得广厦千万间，______________!（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1 分） 

8.在古代文人的眼中，自然景物是带着诗意与美感的，如“兼葭萋萋，_____①_____”，再如“__②__，__

③___”。本试卷中出现的句子除外）（3 分） 

（二）阅读《卖炭翁》，完成 9-11 题。（共 9 分） 

卖炭翁 

白居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

歌。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

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9.这是一首叙事诗。诗歌第一节先交代了卖炭翁以__①__来维持生计的情况，接着写了老翁雪后赶车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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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第二节写宫使对卖炭翁的掠夺。“半匹红纱一丈绫”，数量极少，价值极低，与“__②__”构成强烈的

反差，“惜不得”饱含着卖炭翁__③__的复杂感情。（3 分） 

10.诗歌常常借助看似不合常理却又真实感人的心理刻画来突出中心，比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

天寒”。下列与其写法一致的一项是（2 分） 

A.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木兰诗》） 

B.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械吏》） 

C.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白居易《卖炭翁》） 

D.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1.叠词的运用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请你就诗中叠词“苍苍”和“翩翩”，说说它们分别写出了人物什

么特点，表达了诗人什么情感。（4 分） 

（三）阅读《桃花源记》，完成 12-14 题。（共 7分） 

桃花源记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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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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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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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

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

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2.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武陵人捕鱼为．业   为．宫室、器皿、人物 

B.屋舍．俨然    太丘舍．去 

C.具．答之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 

D.皆出酒食．    食．之不能尽其材 

13.文中的“绝境”意蕴丰富。下列对“绝境”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与外界隔绝之地。桃花源人都来审问从外界误入此地的渔人，并警告他不能对外说。 

B.与纷争隔绝之地。桃花源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里。 

C.与外人隔绝之地。桃花源人来到此地后就不再出去，跟外面的人也断绝了来往。 

D.与时局隔绝之地。桃花源人竟然不知道桃花源外有过汉朝，就更不必说魏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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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桃花源记》及下面两则材料，在后面语段中的横线上填写恰当的内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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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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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运》） 

材料二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
①
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

夫子曰：“小子
②
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选自《礼记•檀弓》） 

注:①［舅］丈夫的父亲，公公。②［小子］子弟，晚辈。 

陶渊明以桃花源寄托自己对社会及政治的理想，用“___①___”描绘老幼安闲快乐的景象；材料一则以

___②___作为儒家理根社会的模式，用“老有所终”“幼有所长”描绘老幼皆有所养的安定局面。桃花源

中物产丰富，生活和美，所以桃花源人在此处安居乐业；而材料二中的妇人不愿离开生活的地方，却是因

为这里“___③___”。 

三、名著阅读（5 分） 

15.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作答。 

（1）《经典常谈》是一部介绍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著作。请你选择其中的一篇，向同学们介绍该篇的主要

内容或主要观点以及自己的心得。（100 字左右） 

 

（2）阅读不同的书，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选择性阅读、精读和跳读、摘抄和做笔记相结合……请你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骆驼祥子》《红星照耀中国》中任选一部，结合名著内容，说说你是如何进行阅读

的。（100 字左右） 

四、现代文阅读（共 20分） 

（一）阅读《烟雨龙虎山》，完成 16-19 题（共 12 分） 

烟雨龙虎山 

①我曾三次到过江西鹰潭的龙虎山。 



 

第5页/共12页 
 

②第一次是三十年前的夏天。那时我踌躇满志，准备到龙虎山酣畅淋漓地登一回高峰。可是到达后，

满眼都是大石头般的山包，圆滚滚地散落在泸溪河沿岸，全无壁立千仞的气势。这龙虎山的外形离我的期

望实在有点远。 

③第二次是十年前的晚秋°我陪客人走在象鼻山的栈道上，不停地向外省朋友介绍龙虎山的奇山秀水

与地质学价值。在程序化的讲解和巡礼似的参观后，宾主两欢，各自散去。这次我虽然对龙虎山有了更多

理性的认同，却没时间静下心来慢慢体会。 

④今年，我第三次来到龙虎山，赶上了淅淅沥沥的春雨。雨雾浸润过山，浸润过河，也将一种舒缓、

悠远的气息刻入记忆。到码头，登竹筏，站在筏子上眺望，明净的泸溪河蜿蜒向前，玉带般串起沿岸的山

峰。河上有两只竹筏轻轻漂浮，艄公的竹篙不紧不慢地探向水中，在鹅卵石上碰撞出清脆的回响。河水缓

慢流淌，远远望去像是静默不动，似乎它们也被这丹山碧水迷住，忘了自己要奔流到何方。远处山湾又飘

出一只竹筏，独人独篙，撑篙的人头戴黄斗笠，身穿蓝雨衣，轻盈灵动。此时的泸溪河是一首悠扬的诗歌，

值得人细细品味。 

⑤从仙人城乘坐天梯到达山顶后，映入眼帘的是如波浪般向前翻涌的峰林。龙虎山属于丹霞地貌的老

年早期，它不似青年期的赤水丹霞颜色鲜亮，也不似壮年期的崀山丹霞起伏剧烈。经过上亿年时光的打磨，

它的丹霞峰林已经较为疏散，逐渐独立的山峰点缀在河流两岸。裸露在外的山体被雨水浸湿后，颜色由红

褐色转为深沉的黑褐色，像油画色彩一样丰富厚重。然而，绿树青林却密密匝匝地依山而生。山是沉稳的

依靠，绿是蓬勃的新生，山体的本色与它孕育的新绿相间相错，相得益彰。泸溪河水贴着山根缓缓地转，

迷蒙的烟雨轻轻地萦绕着山体，万物交融，宛如画中仙境。传说，九十九条龙曾在此集结，使得山若龙盘，

似虎踞，龙虎争雄，势不相让。这些我年少时看不上的山包，从那么遥远的时间深处走来，也曾陡峭，也

曾鲜衣怒马。而今这峰林如一位看尽世事的老者，散发着平和成熟的魅力，与碧水青天、茂林翠谷共同形

成了一处人间福地。这样的龙虎山与传说何其不同！《水浒传》开篇写到龙虎山：“千峰竞秀，万壑争流。

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想

来施耐庵是懂得龙虎山的，他既懂龙虎山之美，也懂龙虎山的内涵精髓——为而不争，有容乃大。或许，

正是这种智慧成就了龙虎山的文化之绝。 

⑥从山顶下来跳上竹筏，耳畔是船工喃喃的解说。泸溪河畔有一个神奇的小村，名叫“无蚊村”，三

面环山，一面临水，据说数千年来村子里都没有出现过蚊子。坊间流传，当年张天师偕母路过此地，见母

亲被蚊子叮咬，便用法扇一扇，让蚊子不见踪影。其中虚实，自然谁也说不清楚。但船工提及的上清豆腐

却令我垂涎。于是登岸入古镇，寻上清豆腐。清蒸的大块白玉豆腐就这样齐整整地摆我面前。轻舀一勺送

进嘴里，鲜，嫩，香，滑，在舌面徐徐洇开，久久不散。在细雨如丝的氤氲中，品赏这样纯净的水质、这

样地道的手艺，是再美好不过的事。只有与山水相亲相契的人，才能将这份质朴醇厚留在唇齿之间。 

⑦竹筏在桃花洲登岸，对面仙水岩的悬崖峭壁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洞口。这就是著名的崖墓。有

的洞口狭长，缝隙处透出微弱的光线，隐约可以望见横躺的棺木，镶嵌在一片漆黑深邃之间。岩壁呈九十

度垂直地面，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在哪儿寻找支点，绳索怎么固定，这些尚未解开的谜团让人惊叹。悬

崖之下，几只竹筏鱼贯而出，每只筏上都有一位渔民与两三只鸬鹚。渔民用竹篙一击水，平静的河面立时

水花四溅，一只只鸬鹚钻入水中。忽地，一只鸬鹚钻出水面，喉囊鼓鼓的。渔民一把抓起，把其喉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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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挤出来，随即从鱼篓里拿出一条小鱼往河中抛去，鸬鹚快速衔起，一口吞下。并未捕得鱼的鸬鹚也不着

急，何必着急呢？或在水中嬉戏，或是听从主人的示意，站在竹篙的一端，由主人高髙挑起，再扑扇着翅

膀飞下。远远望去，河上留下一条条波痕，继续讲述着岁月静好的生活智慧。 

⑧此时，泸溪河上的烟雨还未散去，烟雨中的一些谜也未解开。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山水间的智慧

定会吸引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前来仰望。 

（取材于朱干金的文章） 

16.文章详细记述了作者第三次游龙虎山的过程。请你摘录文中表明作者游踪的词语，概括作者的见闻及经

历，补舍下面的表格。（每空 15 字以内）（4 分） 

游踪 见闻及经历 

到码头，登竹筏，站在筏子上 眺望泸溪河美景 

 (2) 

从山顶下来跳上竹筏，登岸入古镇 (3) 

(4) 观赏仙水岩的崖墓与鸬鹚捕鱼 

17.作者为什么在写第三次游龙虎山之前还要写第一、二次游山的经历？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的理解。（3分） 

18.文章语言生动优美，富有韵味。请你从文中任选一处语句，加以赏析。（3 分） 

19.文章结尾处写道：“这山水间的智慧定会吸引一代又一代人，次又一次前来仰望。”结合全文内容，说说

作者从龙虎山的山水中读出了怎样的智慧。（2 分） 

八年级语文试卷第 7 页（共 10 页） 

（二）阅读《天门山是如何断开的》，完成 20-23 题（共 8 分） 

天门山是如何断开的 

大唐开元十三年（725 年），25 岁的李白初次出蜀，辞亲远游。途经安徽当涂，忽见两座青山夹江对峙，犹

如天宫之门缓缓打开。碧绿的江水东流到此，汹涌的波涛令李白心潮澎湃，于是他提笔写下《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从此之后，天门山名闻天下，

被永远地记录在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来此畅游题咏。 

天门山究竞是一座怎样的山？其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________①________ 

其实，天门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两座，分别位于安徽省北部的长江两岸。其中，东侧的山为芜湖市境内的

东梁山，海拔 82 米；西侧的山为马鞍山市和县境内的西梁山，海拔 88 米。尽管这两座山并不高大，但崖

壁极为陡峭，似刀削斧砍，彼此隔江相望犹如天宫之门，故而得名。 

自古以来，天门山就是兵家必争的江防要地，常被作为屯兵驻守的战略门户。倘若分兵驻礼在天门山东西

两侧，便会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因此这里被人们称为“长江锁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

（今江苏南京）之后，曾以此处为据点，同清军展开持续数年的攻守之战。 

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眼中，滔滔江水穿过天门山，仿佛慢慢打开通天之路，令意气风发的李白心中

油然而生出壮志豪情，于是他挥毫为山河而歌。李白从此成为天门山最 

著名的“广告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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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神奇，天门成因 

作为一处独特的自然奇观，芜湖天门山的成因，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李白诗中所说的“天门中断楚江开”，

既是对眼前景象的现实描绘，也蕴含着对其成因的理解，即长江犹如巨斧，劈开了天门雄峰。他在《横江

词》中还曾有“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这样的诗句，再一次提及了位居长江两岸的天门山，

其东西两部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后来被滔滔江水冲断了。 

流水侵蚀固然可以破坏山体，甚至将连绵的山峰切割得零零碎碎，但这种外力地质作用需要极其漫长的时

间。相比之下，内力地质作用则更为强大、迅速。地质学家研究发现，天门山位于长江下游扬子准地台

【A】（主要包括云南东部至江苏的整个长江流域等区域）的挤压断裂带上，由于地质历史时期的断层作用，

天门山东西两部分彼此断裂，流水从低洼且易被侵蚀破坏的断裂带中穿过，才形成了长江的河道。 

地质工作者在长期的野外实践中总结出“逢沟必断”的经验。这条经验背后的原理是：在断层发育地带，

岩石较为破碎，比较容易在风吹、日晒、水冲等外力作用下遭遇侵蚀破坏，从而形成沟谷。芜湖天门山的

成因就是这种情况，即地球内部的断层作用加上外部的流水侵蚀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两山夹峙的壮丽景

象。不过，“逢沟必断”并不是经过严格的理论证明的科学论断。在实际工作中，要确定是否真的存在断

层，还需通过调查以发现其他证据。沟谷还有其他成因，例如褶皱造成的“向斜成山，背斜成谷”等，不

能一概而论。 

________②________ 

或许是“天门”二字极富传奇色彩，所以我国以此为名的山峰有不少。除了李白到访过的安徽芜湖天门山

之外，在湖南张家界、北京密云、广西桂林、辽宁大连、江西鹰潭、河北秦皇岛等地也有同名山峰，总数

多达十余处。其中，以张家界天门山最为著名。 

张家界天门山位于市区南郊，属于武陵山脉的一部分，主峰海拔 1518.6 米。这座山峰拔地而起，雄视四方，

山巅的绝壁上有一个高约 131.5米、宽约 37米的穿山大洞，宛若一道通天的门户，名曰“天门洞”。张家界

天门山的山体由石灰岩组成【B】（这与由砂岩组成的芜湖天门山有很大不同），山上大大小小的岩洞都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一特征使它成为闻名国内外的风景名胜区，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芜湖天门山，以至

于很多人吟诵起李白的《望天门山》时，会错误地联想到张家界天门山。 

其实，无论哪座天门山，都出自大自然这个“雕塑师”之手。大自然赋予了它们雄伟的身躯，人类则将深

厚的情感赋予在它们身上。如果你想穿越千年时空与古人对话，不妨沿着他们的足迹，一同领略大好河山，

一起畅聊诗意人生。 

20.依据说明的内容，请你在文章①②处分别选择对应的标题。（只填序号）（2 分） 

【甲】大好河山，天门层出 

【乙】天门中断，长江锁钥 

21.结合语境，对文中加点词语“广告代言人”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2 分） 

【甲】李白因天门山而著名 

【乙】天门山因李白而著名 

22.阅读文章，简要概括芜湖天门山的成因。（2 分） 

23.本文作者在行文中将一些补充说明文字放在括号里。请你从【A】【B】两处画线语句中任选一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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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分析其作用。（2 分） 

五、写作(40 分) 

24.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文章。 

(1)传统民俗凝聚着珍贵的情感：观一场社戏，感受率真的乡情；唱一支山歌，抒发心中的豪情；点亮儿时

的灯笼，回味岁月的温情。第一次学剪窗花，清明时节放风筝，与家人一起逛庙会……都蕴含着浓浓的情

味。请以“民俗里的情味”为题，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自己在民俗中体会的真情实感。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2)游览天门山，李白提笔写下《望天门山》，表达自己的豪迈之情；游历龙虎山，朱干金写下《烟雨龙虎

山》，抒写自己的遐想与感慨……你曾经到哪里旅游过呢？请选择一处自己游览过的、感触最深的名胜古

迹，自拟题目，写一篇游记，记述你的游览经历、感受与思考。 

要求: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不少于 600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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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分）  

1．（1）略 

（1 分）  

（2）答案：A 

（2 分）  

2．（1）答案：A 

（2 分）  

      （2）答案示例： 

星雨一样，是绽放的火花  

（共 2 分。内容，1 分；句式，1 分）   

3．（1）答案示例：  

“提醒”改为“唤醒” 

（2 分）  

      （2）答案：B 

（2 分）  

4．答案：C 

（2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22 分） 

（一）（共 6 分）  

5．答案：在河之洲 

（1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6．答案：夜久语声绝 

（1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7．答案：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8．答案：①白露未晞 

答案示例： 

②青树翠蔓   ③蒙络摇缀（共 3 分。共 3 空，每空 1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二）（共 9 分）  

9．答案示例： 

①烧炭卖炭     ②一车炭，千余斤     ③无奈、悲愤与绝望 （共 3 分。共 3 空，每空 1 分） 

10．答案：D （2 分） 

11．答案示例： 

“苍苍”是指卖炭翁的两鬓花白，突出其面容苍老、生活艰辛，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翩

翩”指轻快的样子，写出了宫使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动作与神态，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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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 分。理解叠词，2 分；诗人情感，2 分） 

（三）（共 7 分）  

12．答案：C 

（2 分）  

13．答案：A 

（2 分）    

14．答案示例： 

①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②大同社会    ③无苛政 （共 3 分。共 3 空，每空 1 分）   

三、名著阅读（5 分） 

15．（1）答案示例： 

《<诗经>第四》中写了《诗经》的由来、历史与表现手法，重点介绍了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法，用《诗》

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这对我理解《蒹葭》中的“伊人”有启发：“伊人”既可以是意中人，也可以是

贤人或人生理想。  

（共 5 分。选篇，1 分；内容，2 分；心得，2 分）  

（2）答案示例： 

我采用摘抄和做笔记相结合的方法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读到保尔被波兰白军炸伤而昏迷的情节

时，我摘抄了他苏醒过程中出现幻觉的几处细节描写，并在摘抄旁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钢铁般的意志让

保尔“起死回生”。   

（共 5 分。方法，1 分；结合具体内容，3 分；运用合理，1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0 分）  

（一）（共 12 分）  

16．答案示例：  

（1）从仙人城乘坐天梯到达山顶   

（2）欣赏龙虎山峰林   

（3）听传说，品美食   

（4）在桃花洲登岸  

（共 4 分。共 4 空，每空 1 分）   

17．答案示例：   

作者第一次夏季游山，因没见到期待的壁立千仞而感到失望；第二次晚秋游山， 对山有更多的理性认同，

却因任务在身未能细细品味。前两次游山为写第三次春雨 中欣赏美景、感知智慧起铺垫作用，突出了烟雨

龙虎山之美，丰富了读者的认识。  （共 3 分。内容，2 分；作用，1 分） 

18．答案示例：  

句子：远处山湾又飘出一只竹筏，独人独篙，撑篙的人头戴黄斗笠，身穿蓝雨 衣，轻盈灵动。 

赏析：“飘”字形象地写出了竹筏轻盈地进入视线的情态，表现水流的轻柔、舒 缓与撑篙人的悠然心境，

表达了作者对如诗如画风景的喜爱。（共 3 分。句子，1 分；赏析，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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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要点：  

从山水美景中，感受到为而不争、有容乃大的智慧。   

从上清豆腐的质朴醇厚中，感受到当地人与自然的相亲相契。   

从崖墓未解之谜中，感受到古人的高超技艺。   

从撑篙人、鸬鹚捕鱼中，感受到岁月静好与恬淡悠远的生活之美。 

（共 2 分。每个要点 1 分，答对 2 个要点给 2 分）  

（二）（共 8 分）  

20．答案：①乙   ②甲        

（共 2 分。共 2 空，每空 1 分） 

21．答案：乙  

（2 分） 

22．答案示例： 

芜湖天门山的成因是地球内部的断层作用加上外部的流水侵蚀共同作用。  （2 分） 

23．答案示例：  

【B】处画线句补充说明了芜湖天门山不同于张家界天门山的岩石组成特点，意在强调二者的区别，帮助

读者理解张家界天门山知名度高的原因。  

（共 2 分。内容，1 分；作用，1 分） 

五、写作（40 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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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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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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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范围：19-0 分 很多，格式不规范。 

说明：1．字数不足 600 字，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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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