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共16页 
 

2023北京十八中初一（上）期中 

语    文 

一、基础•运用（14分） 

初一年级组织同学们开展以“成长的足迹”为主题的学习活动，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学习活动一：游文学堂。 

1. 下面是一位同学学习课文后的总结，请你阅读语段，完成问题。 

跨入初中的门槛，走进了语文的世界。不必说语文的听说读写，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多姿多彩、无穷魅

力；也不必说作文的观察与写作，让你发现一草一木有科学、有文学、有人生，一山一水里有故事、有历

史、有文化。单是那一篇篇文学作品，就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美不胜收。在《济南的冬天》里，我们沐

浴着小摇篮里的温晴，领略了生活的美好；在《散步》时，我们体味了解决分 qí 的温馨，懂得了责任的重

要；在《秋天的怀念》中，我们感受了憔 cuì 的母亲深沉的爱，体悟了母爱的伟大；①               。

这些世间美好的事情，需要我们带着一双慧眼、一颗慧心去发现、去感受、去探究！ 

（1）根据拼音写汉字。 

分（qí） 

憔（cuì） 

（2）在文中①后面的横线处仿照前面的句式再续写一个句子。 

学习活动二：看金秋，赏美文。 

2. 阅读下面这两段文字，根据要求完成问题。 

金秋十月，好似一幅美丽油画，画满天地山川。我们不自觉地走入美得让人窒息的画面，霎时．．被深深

吸引：火红的枫叶与晚霞相连；红色的果实挂满黄绿色枝叶间；沉甸甸的稻穗低头弯腰感谢贮蓄．．生命的秋

天。还有那丛丛簇簇的菊花随风摇摆，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翩翩起舞，无比娇媚。籽粒饱满的秋，一望无际

的金黄，虽无春天的鲜花怒放，夏季的万紫千红，但这是生命成熟的季节。 

【甲】看，那片银杏林，让人眼前一亮：十几片银杏叶，就只有十几片，叶子的边缘，悄悄围上了一

圈儿花边儿一样的黄色。在满树银杏叶依然是绿色的领地里，它们就那么悄悄地，镶着金边儿，好似长着

金边儿的绿蝴蝶，静静依傍在众多的绿蝴蝶中，仿佛在酝酿着一个梦。【乙】这十几片银杏叶，金边儿连

成了一道曲线，涌动在绿色的海洋里，宛如十几个小小的浪花，那么小——不注意还真看不到呢——却那

么欢快地，涌动出了初秋的姿容，真是美不可言。【丙】就是这么十几片，看起来那么着急，那么热情，

恨不得再过几天，就要形成波涛，形成巨浪，汹涌在这秋的季节里了。 

（1）依次给文中加点的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 霎．时（chà）贮．蓄（chǔ） 

B. 霎．时（chà）贮．蓄（zhù） 

C. 霎．时（shà）贮．蓄（chǔ） 

D. 霎．时（shà）贮．蓄（zhù） 

（2）一位同学为第二段文字写了朗读脚本，其中不恰当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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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出了忽然看到十几片银杏叶刚刚变黄的惊喜。“悄悄”“围”将叶

子人格化，生动形象。所以，“亮”“边缘”“悄悄”“黄色”都要重读，要满怀激情，要大声读出这份

惊喜。 

B. 【乙】句运用了比喻和比拟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金边连成的曲线”的情态。它既有浪花一

样的动态美，又有小孩子般的欢快，在初秋时分展现出自己独有的美丽。所以，读这句时要活泼欢快。 

C. 【丙】句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着急”“热情”“波涛”“巨浪”等词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银

杏叶很快就要黄满枝头的情状。所以，这句要读得紧凑，表现出这种急切感。 

3. 根据下列对联所描绘的景物特征，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①翡翠屏开槐影茂，鸳鸯池涨藕花香。 

②红点桃花千朵嫩，青描柳色万枝新。 

③重重山影被雪服，叠叠松身垂白丝。 

④丹桂香飘赏心乐事，蟾宫月满美景良辰。 

A. ②④①③ B. ②①④③ C. ①④②③ D. ①②③④ 

4. 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他早饭也没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考虑该怎么办，一时竟想不出主意。 

B. 这个地方人迹罕至．．．．，但却是野花野草和各种鸟雀的天堂。 

C. 王家姊妹俩人品好，长得又漂亮，一个泼辣热情，一个温柔恬静，可谓各得其所．．．．，人见人夸。 

D. 姐姐好像生气了，原本和善的目光此刻变得咄咄逼人．．．．，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5. 下列加横线的敬辞或谦辞使用得体的一项是（    ） 

A. 这是您家母托我买的，您直接交给她老人家就行了。 

B. 多年不见的老乡捎来家乡土产，我推辞不了，最后只好笑纳了。 

C. 我因临时有急事要办，不能光临贵校座谈会，深表歉意。 

D. 我因事不能参加您的生日会，还望见谅。 

二、古诗文阅读（19分） 

6. 默写。 

（1）_________，山岛竦峙。（曹操《观沧海》） 

（2）峨眉山月半轮秋，____________。（李白《峨眉山月歌》） 

（3）正是江南好风景，____________。（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4）子曰：“___________，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5）古诗中有不少写景的诗句，能够同时展现自然之美与哲理之思。在《次北固山下》中也有这样两

句：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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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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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7.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句“杨花落尽子规啼”渲染了_____的环境气氛。 

8.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现的是诗人对朋友的深厚情谊。请你结合诗句内容，说一说诗

人在这一句中是如何抒发内心情感的。 

9. 古诗中常出现“月”的意象，诗人或用月来抒发思乡怀人的愁思，或体现自在旷达的情怀。请阅读下面

的诗句，其中“月”所寄托的情感与其他三句不同的一项是 

A.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B.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 

C.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 

D.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陈太丘与友期行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

“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

“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10. 下列选项中加点字意思都相同的一项是（    ） 

A. 与人期．行    如期．而至    翘首期．盼    期．在日中 

B. 不．约而同    尊君在不．    不．辞而别    不．法分子 

C. 相委而去．    挥之不去．    去．后乃至    扬长而去． 

D. 三顾．茅庐    顾．此失彼    入门不顾．    顾．全大局 

11. 下列对文中画线句的翻译和理解，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甲】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翻译：真不是君子啊！和别人相约出行，却找借口自己先走了。 

理解：陈太丘的朋友言而无信，失了约，还不知自省，反而怒骂别人。 

【乙】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 

翻译：您和我父亲约定在正午时分。正午您没到，就是不讲信用。 

理解：陈元方据理抗辩，让父亲的友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2. 阅读下文，思考：下文与《陈太丘与友期行》共同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请结合两文中范式和友人各

自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 

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学
①
，为诸生

②
，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

“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
③
焉。”乃共克

④
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

⑤
母，请设馔

⑥
以候之。

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
⑦
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

⑧
。”母曰：“若然，

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后汉书·范式列传》） 

【注】①太学：古代的大学。②诸生：指学生。③孺子：这里指元伯的母亲。④克：约定。⑤白：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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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馔：饭食⑦审：确实。⑧乖违；做事不合情理。 

三、名著阅读（5分） 

13. 阅读回答问题。 

品读《朝花夕拾》，拉近了我们与 _______（作者）的距离。在这十篇散文中，我们看到的他的战斗精

神，他的深情，他的童真童趣，他的幽默。请结合《朝花夕拾》中相关篇目及内容，任选上述一个方面谈

谈你的理解。（60 字左右） 

篇目：《_________》 

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学校开展了“读西游，品人物”系列活动，下面是某同学在阅读《西游记》后制作的西游人物卡片，

请认真阅读卡片内容，帮他填写完整。 

人物：（1） 

性格特征：坚定不移，善良。 

故事情节：女儿国国王相中他后，要以身、以国相

许，他毅然谢绝了国王的好意，最后在孙悟空的计

策下离开了女儿国。 

人物：孙悟空 

性格特征：爱憎分明，忠

诚，神勇。 

故事情节：（2） 

人物，沙和尚 

性格特征：任劳任怨。 

故事情节：本是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琉璃

盏，被贬下界。后保护唐僧，登山牵马有功，加升

大职正果，为金身罗汉。 

人物：猪八戒 

性格特征：（3） 

故事情节：悟空被逐后，

师傅落难宝象国，八戒在

白龙马的劝说下，到花果

山巧用激将法，使悟空去

救唐僧脱离困境。 

 

四、现代文阅读（22分） 

15.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问题。 

故乡的芦苇 

樊发稼 

①长江口外，东海之滨，有一个美丽的绿色海岛。那就是我的故乡。 

②二十几年在北国的大城市里工作，我常常想念我远在南方的故乡。 

③生我养我的故乡啊，你给我留下多少梦幻般的、缤纷的记忆——那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清清亮亮

的小河；那灿若群星、叫不出名字的各种各样的芬芳的野花；那望去像铺满碎金似的一畦畦油菜花；那朗

朗秋空下熠熠耀目、洁白如云的棉花…… 

④然而，多年来最令我魂牵梦绕、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故乡的芦苇——就是那些看来似乎很不起眼

的、朴实无华的芦苇。一片片，一簇簇，迎着轻风，摇曳着修长的碧玉似的秀枝，远看犹如一朵朵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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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云，在地平线上飘拂着，给乡村平添几分恬静和飘逸。 

⑤几乎所有的河沟、小湖、池塘，都有绿色的芦苇掩映着。 

⑥每年，当春风刚刚吹谢雪花，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还未退尽寒意的泥土里探出尖尖的靛青色

的脑袋。【甲】它长得很快，要不了多少日子，它就可以长到几尺高，快活地舒展出它那扁平的狭长的叶

子。 

⑦到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摘一片芦叶，熟练地卷成小小的哨子，放在嘴边，吹出各种悦耳的

乐音，孩子们为这美妙的音乐所陶醉，在亮晶晶的小河边，在碧青青的草地上，快乐地奔跑着，忘情地呼

唤着…… 

⑧我们还喜欢用芦叶折成绿色的芦叶船。手巧的伙伴，还会从旧火柴匣上剪下小片片，当成舵，安在

小船的尾部，还用香烟盒里的锡纸做成小小的银色的帆叶。【乙】我们一个个光着小脚丫，蹲伏在河滩

上，小心翼翼地把各自的小船移到水面上。“开船！开船！”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绿色的“船队”便

满载着我们纯真的幻想，顺流而去…… 

⑨在那星月交辉的夏季，我最喜欢带着弟弟到芦苇丛中抓纺织娘。纺织娘通体透明，头上长着两根细

长的触须，身上裹着两片薄薄的玻璃纸似的羽翼。我们把抓到的纺织娘小心地放进小竹笼子里，怕它们

饿，就塞进几朵金红色的南瓜花，然后将笼子挂在蚊帐架上，任纺织娘用好听的歌声伴我们进入甜蜜的梦

乡…… 

⑩啊，故乡的芦苇！因为你给过我不少童年的欢乐，所以我一直对你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每当

想起你，我就会沉浸在童年美好的回忆之中…… 

（1）文中多次写到故乡芦苇带给作者的欢乐场景，概括内容，补全下面横线。 

当①___________时，美妙的音乐让孩子们陶醉； 

当②____________时，绿色的“船队”载着“我们”纯真的幻想，顺流而去； 

当③_______________时，任好听的歌声伴“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 

（2）本文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在芦苇丛中玩耍的体验。请从【甲】【乙】两处画线句中任选一句，结合上下

文，简要分析其妙处。 

选择         句，理由                     。 

（3）关于本文的题目，同学们在阅读后展开了讨论。有同学认为可以改为《童年的故乡》，你怎么看？请

简述理由。 

16. 阅读《老海棠树》，完成问题。 

老海棠树 

史铁生 

①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

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②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 

③老海棠树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

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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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

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

站在老海棠树下，望着我…… 

④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

叨：“就不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

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

不再吭声，直了直腰，又凝神糊她的纸袋。 

⑤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

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

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

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

我不再吭声。 

⑥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那时我大些了，在外工作，从陕北回来看她，奶奶

已经腰弯背驼。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

“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你刚回来，去歇息着吧。” 

⑦冬天，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

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那一回，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

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不知道。再说，您学那

玩意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

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无对我的责备。 

⑧…… 

⑨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飘然而去，跟随着奶奶，

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望着我，或不时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

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有删改） 

（1）文章讲述了老海棠树下奶奶和“我”的故事，请把下面表格里的内容补充完整。 

季

节 
老海棠树 奶奶和“我” 

春 
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

瓣 
① 

夏 ② 奶奶喊“我”下来帮她洗菜，“我”胡乱一洗 

秋 ③ 
听到奶奶扫院子，“我”赶紧去帮忙，可这回奶奶不要我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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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

棂 
④ 

 

（2）第⑦段画横线处有三声“奶奶”，但朗读时语气却各不相同，请结合语境加以分析并说明理由。 

（3）文章中的奶奶除了疼爱孙子，还是个怎样的人？试用自己的话概括。 

（4）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怎样理解结尾的“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五、写作（40分） 

17.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那是一张写满慈爱的脸，让我感到了生活的温馨;那是一张布满疲惫的脸，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那

是一张阳光灿烂的脸，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热情……生活中，我们曾见过无数张脸，其中一定有给你留下深

刻印象的。 

请以“难忘那张脸”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记叙文。 

要求：①文中勿透露考生个人信息。②要有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感悟，不得抄袭。 

18. 作文。 

当母亲已经不在了，史铁生才懂得让母亲推着去北海看菊花就是一种幸福；当看着母亲又熬过了一个

寒冬，莫怀戚懂得陪着母亲去田野散步就是一种幸福；当暴雨来临时，看到荷叶遮蔽着红莲，冰心懂得母

亲对孩子的庇护就是一种幸福……在生活中，你也有过这种与亲人、朋友之间的随处可见的幸福吧。 

请以“这就是幸福”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1）字数在 600﹣800 字之间。（2）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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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 

初一年级组织同学们开展以“成长的足迹”为主题的学习活动，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学习活动一：游文学堂。 

1. 【答案】1. 歧 悴    2. 我们懂得了肩负重任儿子的孝顺，感悟了亲情的温暖。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字形。 

分歧（fēn qí）：两人或多人的意愿不一致； 

憔悴（qiáo cuì）：意思指黄瘦、瘦损、瘦弱无力，脸色难看的样子。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句子仿写。 

示例：在《背影》里，我们感受到了父爱的厚重，领悟了亲情的真挚 

学习活动二：看金秋，赏美文。 

2. 【答案】（1）D    （2）A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字音。 

霎时，shà shí，刹那，极短的时间。 

贮蓄，zhù xù，储存，积聚。  

故选 D。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朗读语气。 

A.“要满怀激情，要大声读出这份惊喜”表述不正确，根据“悄悄围上了一圈儿花边儿一样的黄色”内容

分析，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出看到叶子变黄的惊喜，根据句意“亮”“悄悄”等词是为了突出银杏叶变黄

的不经意，从而突出我的发现后的惊喜，朗读时应放轻语音，读出那种不经意间的感觉。 

故选 A。 

3.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理解诗句。 

①“翡翠屏开槐影茂，鸳鸯池涨藕花香”中的“藕花香”看出是夏天。 

②“红点桃花千朵嫩，青描柳色万枝新”中“桃花”看出是春天。 

③“重重山影被雪服，叠叠松身垂白丝”中的“被雪服”看出是冬天。 

④“丹桂香飘赏心乐事，蟾宫月满美景良辰”中的“丹桂”看出是秋天。 

故选 B。 

4. 【答案】C 

【详解】本题考查成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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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翻来覆去：来回翻身。正确； 

B.人迹罕至：少有人来。正确； 

C.各得其所：每个人或事物都得到恰当的安排。此处形容两个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合语境； 

D.咄咄逼人：气势汹汹，使人惊惧。正确； 

故选 C。 

5. 【答案】D 

【详解】试题分析：A家母：谦辞，对人称自己的母亲。B笑纳：客套话，用于请人收下自己的礼物。C光

临：敬称他人的来访，敬辞，称宾客来到。 

二、古诗文阅读（19分） 

6.【答案】    ①. 水何澹澹    ②. 影入平羌江水流    ③. 落花时节又逢君    ④. 学而不思则罔    ⑤. 海日生残

夜    ⑥. 江春入旧年 

【详解】本题考查名篇背诵，注意：澹澹、平羌、罔、生。 

【答案】7. 黯淡、凄楚、悲凉等     

8. 作者将明月拟人化，希望明月能带着自己的思念去陪伴友人，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厚情谊；作者将愁思形

象化，可以寄给明月，表现出对友人强烈的不舍之情。    9. B 

【7 题详解】 

要求学生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杨花落尽子规啼”的意思是“树上柳絮落尽，杜鹃在不停地啼

叫”。描绘了“杨花落尽”、“子规啼”，是一句自然环境描写，可从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来分析：表明

的时间季节，渲染了凄凉冷落的气氛，烘托了离别忧伤的心情。据此填空即可。 

【8 题详解】 

要求学生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意思是“我把我忧愁的

心思寄托给明暖的月亮，希望它能随着风一直陪着您到夜郎以西”。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

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风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

的明月拟人化，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

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借此表达了诗人对王昌龄的同情和慰藉。 

【9 题详解】 

A.“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表达的情感是思乡忆弟。 

B.“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表达的是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C.“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表达的是思念亲人的情感； 

D.“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达的是思念家乡的情感。 

故选 B。 

【答案】10. C    11. 乙     

12.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道理是为人一定要守信(或讲诚信)。陈太丘的友人失约，还不尊重陈太丘，说明守信

是为人的根本;范式两年前跟朋友约定去朋友家里拜会的日期，临近日期，朋友就向母亲请求设宴款待范

式，因为他相信范式言出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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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A.约定/约定的日期/等待，盼望/约定； 

B.没有/同“否”/没有/加在名词前面，构成形容词； 

C.都是“离开”； 

D.拜访/注意，照管/回头看/顾及； 

故选 C。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文言句子翻译和理解。 

【甲】有误，句意：真不是君子啊！和别人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先离开了。委：丢弃。去：离开。 

故选【乙】。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内容理解概括。 

第一问：根据文本中的“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可知，文本强调了“诚信”的重要，做

人一定要诚实守信。根据材料中的“巨卿信士，必不乖违”可知，材料同样强调了“诚信”的重要，做人

一定要诚实守信。 

第二问：联系文本中的“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可知，太

丘的朋友与太丘相约同行却失约。于是被七岁的元方据理抗辩，颜面尽失。根据材料中的“乃共克期日”

和“至其日，巨卿果到”可知，范式讲求诚信，两年前与朋友约定了拜访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子，他果

然前来，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也正是因为他的诚信，也得到了朋友的信任。 

【点睛】参考译文： 

陈太丘和朋友相约同行，约定的时间在正午，过了正午朋友还没有到，陈太丘不再等候他而离开了，陈太

丘离开后朋友才到。元方当时年龄七岁，在门外玩耍。陈太丘的朋友问元方：“你的父亲在吗？”元方回

答道：“我父亲等了您很久您却还没有到，已经离开了。”友人便生气地说道：“真不是君子啊！和别人

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先离开了。”元方说：“您与我父亲约在正午，正午您没到，就是不讲信用；对着

孩子骂父亲，就是没有礼貌。”朋友感到惭愧，下了车想去拉元方的手，元方头也不回地走进家门。 

《后汉书·范式列传》：范式字巨卿，他年少时到太学游学，当太学生，同汝南人张劭结成朋友。张劭字

元伯。二人一道告辞回家乡。范式对元伯说：“两年后我将回来，将去拜访您的父母，看看您的孩子。”

于是一起约定了日期。后来快到约定的日子，元伯将事情详细地禀告母亲，请母亲准备饮食等候范式。母

亲说：“分开两年，千里之外约定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相信？”元伯回答：“巨卿是守信用的人，一定不

会失约。”母亲说：“既然如此，我就为你酿酒。”到约定的那天，巨卿果然来到，到堂上拜见、喝酒，

尽情欢乐而别。 

三、名著阅读（5分） 

13. 【答案】    ①. 鲁迅    ②. 藤野先生    ③. 鲁迅深情回忆了他治学严谨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老师对留学

日本的作者没有民族偏见给予真诚的帮助和指导，使作者终身难以忘怀，也正是这位人格高尚的日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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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着鲁迅与资产阶级文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使他成为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位伟大的旗手。 

【详解】本题考查名著内容的理解。 

第一空：《朝花夕拾》创作于 1926 年，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性的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作者

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叙事线索，真实生动地叙写了作者从农村到城

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对旧势

力、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是一部蕴含着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的作品。作者以简洁舒缓的文字描

述往事，又不时夹杂着有趣的议论或犀利的批判，既有温情与童趣，又有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是鲁迅作品

中最富生活情趣的篇章。 

第二空和第三空本题中任选两个题中所给的角度，结合具体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即可。 

具有战斗精神的鲁迅：《〈二十四孝图〉》中对封建孝道的猛烈抨击；《父亲的病》中对庸医及封建孝道的批

判；《无常》中对“正人君子”的嘲讽；等等； 

饱含深情的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对保姆阿长的回忆；《藤野先生》中对恩师藤野先生的怀念；《父

亲的病》中对父亲的不舍与愧疚；等等； 

富有童真童趣的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对《山海经》的惦念；《五猖会》中对于迎神赛会的渴望；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百草园童趣生活的描述；等等； 

幽默的鲁迅：《藤野先生》种对清留学生的讽刺；《无常》中对“正人君子”的讽刺；等等； 

任选两个角度，结合文章具体内容分析即可。 

14. 【答案】唐僧；三打白骨精、大战红孩儿、真假美猴王、三调芭蕉扇等；忠勇，憨厚； 

【详解】本题考查对名著人物形象的理解以及重点情节的识记。 

（1）根据《西游记》“女儿国遇难”这一情节的内容“女儿国国王相中唐僧后，要以身相许，唐僧谢绝

了她的好意，最后在孙悟空的设计下连夜离开了女儿国”，这里突出了唐僧的善良以及在西天取经途中不

受外界诱惑的坚定意志，由此可知此处的人物应是唐僧，也即唐三藏； 

（2）此处所填的情节能体现孙悟空的爱憎分明，忠诚，神勇即可。 

三打白骨精：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途中遭遇白骨精先后变作花容少女、老妇人、老公公的诱骗，都被孙

悟空一一识破，孙悟空不顾师父念咒阻拦，终将白骨精打死，而唐僧却赶走了孙悟空，孙悟空苦苦哀求师

傅不得，最后叮嘱师弟照顾好师傅并跪拜师傅之后离开，这里体现了孙悟空的爱憎分明和对师父的忠诚； 

大战红孩儿：火云洞红孩儿是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用苦肉计骗取了唐僧的信任，纵风将唐僧掳走，

并口喷三昧真火烧得悟空、八戒落荒而逃；悟空请来龙王洒下雨水，反被烧伤；八戒去请观音，被红孩儿

假扮观音捉去；最终悟空请来真观音用莲花宝座，降伏红孩儿，收他做了善财童子，救出了师傅，这里也

体现了孙悟空的爱憎分明和对师父的忠诚； 

真假美猴王：在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六耳猕猴假扮悟空想去取经，修成正果，故意在唐僧面前打死

人，使得唐僧将悟空赶走。悟空为了师父的安危，求助于观音菩萨，而遭六耳猕猴一次又一次的纠缠，两

人展开恶斗。玉帝下令让两人停止争斗，六耳猕猴不服从命令。后来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来到如来佛祖

面前，六耳猕猴终于现出原形，这里也体现了孙悟空的爱憎分明和对师父的忠诚； 

三调芭蕉扇：火焰山阻挡着唐僧师徒西进的去路，只有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才能灭火。孙悟空以为与牛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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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拜之情，借扇定能如愿，谁知反被公主挥动宝扇，将他一吹九万里，直吹到小须弥山。悟空二次借

扇，借得定风丹，铁扇公主扇不动他就回到洞中。孙悟空变作小虫，随茶水进入公主肚中，公主疼痛难

忍，只得答应借扇。谁知借来的却是一把假扇，愈扇火愈大。悟空变作牛魔王模样，第三次去到芭蕉洞，

公主责怪牛魔王不该迷惑玉面狐狸，后又将宝扇交付给他保管。悟空得扇，欢天喜地地走下山坡。真牛魔

王得知宝扇被骗，也连忙追赶悟空，他变成八戒模样，又骗走了扇子。悟空十分懊恼，与牛魔王一场大

战，牛魔王苦战不胜，铁扇公主终于答应借扇。火焰山烈火熄灭，林木返青，唐僧师徒终于走出了火焰

山，这里也体现了孙悟空的爱憎分明和对师父的忠诚。 

（3）根据《西游记》“助力败魔王”的内容“孙悟空从铁扇公主处骗得芭蕉扇，结果牛魔王变作八戒的

模样又骗走了真扇，大圣再次和牛魔王展开激战，八戒助阵，牛魔王逃走，玉面公主携众妖来助阵，八戒

再与牛魔王对抗，牛魔王逃回洞中，最后孙悟空与猪八戒一起和牛魔王展开斗争，加上众神仙的协助，终

于打败牛魔王，牛魔王显出原形，铁扇公主为救丈夫主动献出了芭蕉扇”，平时的猪八戒也会偷懒、胆

小、爱占小便宜，爱搬弄是非，但在“助力败魔王”中他和牛魔王的顽强搏斗中可看出八戒的忠勇，关键

时刻成为孙悟空的好帮手，也体现了他憨厚老实的一面。 

四、现代文阅读（22分） 

【答案】15.     ①. 摘芦叶做哨子；     ②. 用芦叶做芦叶船；    ③. 在芦苇丛中抓到纺织娘；     

16.  示例一：【甲】运用拟人的修辞方法，生动形象地写出芦苇长势的喜人，表现出芦苇旺盛的生命力  

示例二：【乙】“小心翼翼”形容谨慎行事，一点也不敢疏忽。生动形象地写出“我们”将小船移到水面

上时的小心谨慎，表现出“我们”对芦叶船的喜爱和珍视     

17.  示例：不可以。理由：①“故乡的芦苇”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使文章浑然一体；②故乡的芦苇是作者

情感的寄托，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欢乐时光的怀恋。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提炼信息。 

第一空：根据第⑦段中的“到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摘一片芦叶，熟练地卷成小小的哨子，放在嘴

边，吹出各种悦耳的乐音”可得：摘芦叶做哨子； 

第二空：根据第⑧段中的“我们还喜欢用芦叶折成绿色的芦叶船”可得：用芦叶做芦叶船； 

第三空：根据第⑨段中的“在那星月交辉的夏季，我最喜欢带着弟弟到芦苇丛中抓纺织娘”可得：在芦苇

丛中抓到纺织娘。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语句赏析。开放类试题，从甲乙两个句子中选择一个，结合所用手法分析即可。示例：乙句，

“蹲伏在河滩上，小心翼翼地把各自的小船移到水面上”运用动作描写，联系句中的“小心翼翼”可知，

此处动作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我们开动芦叶船时的小心谨慎，表现了我们对芦叶船的喜爱与珍视，富有

童真童趣。 

【小问 3 详解】 

本题考查赏析题目。 

读文可知，本文共记叙了三件事，我和小伙伴们摘芦叶做哨子，用芦叶做芦叶船，在芦苇丛中抓到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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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所以“故乡的芦苇”是贯穿全文的线索，使文章浑然一体。 

联系末段中的“啊，故乡的芦苇！因为你给过我不少童年的欢乐，所以我一直对你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

感。每当想起你，我就会沉浸在童年美好的回忆之中”可知，故乡的芦苇给了作者快乐的童年，作者一直

对它怀有一种亲切之感，带给作者童年的美好回忆，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之情。 

“童年的故乡”没有这种表达效果，所以不能改。 

【答案】16. ① 奶奶在树下糊纸袋    ②老海棠树枝繁叶茂    ③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    

④奶奶学识字      

17. 第一声奶奶读出陈述语气，表现出“我”知道伤了奶奶的心，有点不安；第二声感叹语气，表现出“我”

急于得到奶奶的原谅；第三声无奈的语气，表现出“我”的哀求。     

18. 奶奶是一个热爱劳动，自尊自强，渴望自食其力，积极求知，渴望进步，想跟上时代的人。     

19. 作者对当年没有能够帮到奶奶，甚至讽刺奶奶，给她带来失望、打击和痛苦，感到痛悔；为自己年轻时

自负而犯错，日后无法弥补感到愧疚。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①根据提示“春”“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联系第④段“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

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可知，奶奶在树下糊纸袋； 

②根据提示“夏”“奶奶喊‘我’下来帮她洗菜，‘我’胡乱一洗”，联系第⑤段“或者夏天，老海棠树

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

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可知，老海

棠树枝繁叶茂； 

③根据提示“秋”“听到奶奶扫院子，‘我’赶紧去帮忙，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联系第⑥段“有年秋

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那时我大些了，在外工作，从陕北回来看她，奶奶已经腰弯背

驼。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

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你刚回来，去歇息着吧。’”可知，老海棠树照旧

果实累累，落叶纷纷； 

④根据提示“冬”“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联系第⑦段“冬天，窗外，风中，老海棠树

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

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可知，奶奶学识字。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对情感心理的揣摩和朗读设计。 

结合第⑦段“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也不

看地就回答：‘不知道。再说，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只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目光

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可知，奶奶询问“我”报纸上文章中语段的意思，

“我”很敷衍看都没看就说不知道，认为奶奶看报纸没有用，奶奶低头不语，“我”有些不安故而唤“奶

奶”，所以第一个“奶奶”后使用的是句号，这是陈述的语气，含有心中的不安；第二个“奶奶”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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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叹号，这是自己知道敷衍之举不妥，急于想得到奶奶的原谅，感到惭愧与悔恨；第三个“奶奶”后使

用的是破折号，在此表示声音的延长，联系后文“她终于抬起头”可知，叫了两声“奶奶”，奶奶没有回

响，“我”有了哀求之意，希望用自己的撒娇安抚奶奶的心灵，是无奈的语气。 

【小问 3 详解】 

本题考查人物形象。解答此类题目，要注意准确和全面，人物形象的概括主要从外貌、语言、动作、神

态、心理等方面的信息来提取整合。另外，还可以根据情节、环境、作者的客观介绍等方面的信息来提取

概括。 

从第④段“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第⑤段“奶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

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可知，奶奶热爱劳动，自尊自强，渴望自食其

力；从第⑦段“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

版新闻。那一回，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

可知，奶奶积极求知，渴望进步，想跟上时代。 

【小问 4 详解】 

 本题考查对重点句子的理解，解答时要认真阅读短文分析其主要内容，再结合文章的上下文来思考。 

根据第⑦段“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她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

新闻。那一回，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

也不看地就回答：‘不知道。再说，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

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

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可知，奶奶问“我”报纸段落的意思，“我”很不耐

烦，奶奶没有责备“我”，可知，奶奶渴望自食其力和跟上时代的精神需求，但是“我”却不理解，很不

耐烦，致使奶奶带着不被理解、无可慰藉的迷茫离开人世，因而“我”对当年没有能够帮到奶奶，甚至讽

刺奶奶，给她带来失望、打击和痛苦，感到痛悔；结合第⑨段“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可知，奶奶已经

离开人世，“我”没有办法弥补，表现了作者为自己年轻时自负而犯错，日后无法弥补感到愧疚。 

五、写作（40分） 

17. 【答案】参考范文： 

难忘那张脸 

庚子年春节，新冠疫情肆虐之下，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而我父亲那张多变的脸，简直就是一张疫情

变化的晴雨表，尤其令我难忘。 

忧愁的脸 

年前，我们原定大年初二回爷爷老家。初一上午，爸爸接到单位通知：抗疫事大，员工一律不许离开

成都。爸爸顿时纠结起来，脸上笼了一层阴云，眼神有些慌张，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他就这样满脸忧愁

地东看看西望望，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 

中午时分，爷爷打来了电话。爸爸盯着手机屏幕，站在那里，半天没发声，像个木头人一样愣着，拧

着眉头抿着嘴，五官似乎都拧成了一团。妈妈催促到：“快接电话呀。”爸爸回过神，深吸了一口气，接

通了电话。只听爷爷兴奋地说：“明天你们早点回来！亲朋好友都邀请了，餐也订好了。现在，我去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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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点年货，就不多说了。”话音一落，电话就挂断了。 

沉重的脸 

接完电话，爸爸的表情变得更加沉重，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他语气低沉：“他爷爷叫我们明天早

点回去团年。现在，该怎么给他爷爷解释呢？”妈妈生气地答道：“根据现在的疫情，我们肯定不能回

去！你劝劝你爸，取消团年聚餐吧。等疫情结束，我们有的是机会团聚。”爸爸沉思了良久，终于鼓起勇

气，再次深吸一口气，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只听见爸爸在电话里，用心良苦地向爷爷解释我们不能回去的原因，但爷爷似乎没听进去，我和妈妈

在旁边也紧张地竖着耳朵。只听得爷爷生气地说：“随便你们回不回来，反正我已订好餐，也邀请了客

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爸爸用无助的眼神看着我们，他的眼神飘渺而又虚无，似乎在看着我们，似乎

又在寻找着什么，满是无奈！家里静得可怕，只听到墙上时钟嘀嗒嘀嗒的声音，整个下午就在一片沉寂中

过去了。 

欣喜的脸 

吃过晚饭，我们一起继续商量着各种解决办法，但都无果而终。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爷爷打来电话：“乡镇上刚刚发了通告，因疫情严重，各家各户不能举办聚餐

活动，你们就不用回来了。明天的团年聚餐我也取消了，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再团聚，你们要注意安全！”

听到这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爸爸的脸终于拨开乌云见日出一般，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人的表情是丰富多彩的，就像天气的晴雨表一样。疫情轻重的变化，是爷爷态度的晴雨表；爷爷态度

的变化，是爸爸脸色的晴雨表。 

难忘父亲那张脸，难忘无数中国人在疫情中的脸。每张脸上，都镌刻着庚子年春天的故事。 

【详解】这是一道命题作文。命题作文首先要审好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题目，都要咬文嚼字，仔细琢

磨，找出题目的关键字眼在哪儿？找准它，根据它弄清题目的要求、重点和范围，确定文章的中心。确定

好文章的中心之后，就需要围绕中心选取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确定中心，选好材料以后，就需要列出一

个简要的提纲，确定先写什么，再写什么，后写什么。这一题目的关键词是“难忘”和“脸”。“难忘”

是难以忘记、无法忘却之意，指永远印在脑海里的，值得记忆的。难忘的一定是已经发生了的，因此要写

过去的某个人，某件事。“脸”或是普通，或是特别，但是却能让你印象深刻，可见是写能触动你心灵的

人或事。可采用问题引导法：为什么难忘？那张脸是谁的脸？那张脸有什么特点？自己与那张脸有着怎样

的故事？自己从那张脸里得到了哪些启示与感悟？ 可以结合前面的提示语，慈爱的脸，让我感到了生活的

温馨；疲惫的脸，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阳光灿烂的脸，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热情等。本题可以描写一个

人的一张脸，也可以采用小标题的形式描写不同场合下的多张脸，要注意设置典型的环境，注重场面的描

绘，突出“脸”让人难忘的原因。本文要求写成记叙文，整篇要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注意细节的描

写，可以在文章最后写一段议论抒情文字，写出所感所悟，升华一下文章的主旨。 

18. 【答案】例文： 

这就是幸福 

  我一直都在寻找幸福，曾经以为幸福是拥有最好的物质条件，是得到最深的爱护，是成为最成功的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转，我渐渐明白了，幸福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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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母是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她的一生都在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付出。小时候，我常常和她一起在

菜地里种菜、浇水、摘果。那时的我并不理解她的辛劳，反而常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她发脾气。

然而，祖母总是用她那宽容的心态包容我，用她那慈爱的目光看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在菜地里玩耍时摔了一跤，膝盖上流出了鲜血。我疼得大声哭泣，祖母闻声赶来，看

到我的伤口后心疼得直掉眼泪。她赶紧帮我处理伤口，然后背我去诊所。在路上，她一直安慰我，让我不

要害怕，告诉我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在祖母的背上，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 

  长大后，我离开了祖母，去了城市里读书。每当我想起祖母，我就会想起她那慈爱的目光、温柔的话

语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也不在于获得

多少荣誉和地位，而是在于我们身边有那些关心我们、爱护我们的人。 

  在我生日那天，我收到了祖母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孩子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你已经长大了，

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

强面对，相信自己。”看完信后，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我一直都拥有幸福，只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于是，我开始珍惜身边的人和事。每次回家看望祖母时，我都会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每次

和朋友们聚会时，我都会用心倾听他们的故事；每次和家人一起吃饭时，我都会把最好的留给他们……这

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现在的我已经明白，幸福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追求，而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生活态度。只要我们用心

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用爱去关心身边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财富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最美好的幸福就是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温馨。 

【详解】本题考查全命题作文，采用了“引导语＋全命题”的形式。 

审题立意：引导语中关于幸福的举例多来自课内，接近学生与命题之间的距离，诠释了“幸福”的真正内

涵，也借以打开学生的写作思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不被我们注意、随处可见的幸福”一句意

在启发学生关注自身生活，从不被自己注意的平凡生活里发现幸福的真谛。分析全命题：题目点明了文章

的主旨。应围绕这一主题选材成文。“这”是写作内容的重点，即“什么是幸福的？” 

选材构思：生活中，妈妈每天叫自己起床时温柔的呼唤是一种幸福，放学回家爸爸给自己做的一桌饭菜是

一种幸福，学校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精彩的讲解是一种幸福，课间和同学们一起嬉闹是一种幸福，周日沐

浴着阳光呼吸着洁净的空气是一种幸福……幸福与物质无关，只与内心相连。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

觉，就一定能在生活发现幸福的影子。文体有明确要求：写一篇记叙文，以记叙和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

以议论或抒情点明文章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