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共9页 
 

 

2023北京陈经纶中学初二（下）期中 

语    文 
考试时间：120 分钟  满分：100 分 

班级：______  姓名：______  学号：_______ 

一、基础与运用（本大题共 8 道小题，1-8 题，共 16 分） 

初二年级开展了“走近二十四节气”的主题学习活动，请你根据要求，完成下列任务。 

（一）下面是一位同学围绕“二十四节气的来源”搜集的相关材料，阅读后完成 1-3 题。（共 6 分）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早期中国的主要农业区在黄河流域，那里处于中纬度，四季分

明，人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物候特征，周而复始。二十四节气被分为七十二候，是根据黄

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随季节变化的周期性征候编写而成。它以五天为一候，规定三候为

一节（气），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七十二候的“候”应包括非生物和生物两大类：前者如“水始涸．”“东风

解冻”“地始冻”等【甲】后者有动物和植物，如“鸿雁来”“虎始交”“桃始华”等。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乙】这四句七言的节气

歌，用简洁的方式完成了对人们的自然启蒙。这是一种巧妙的组合，更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它带着生命的

密码和丰富的信息，汇聚成一条浩荡的生命长河。 

如果我们顺着节气的根脉追溯．，显现春之端倪的并非柳梢枝头，而是残冬瑞雪。白雪好似写满春汛的

素笺，草地犹如春潮萌生的家园。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它就像天地孕育的二十四个角色，迎

来送往，相互守望，在运转自如的秩序中完成四季的轮回。 

1．对文段中加点字的注音和【甲】【乙】处标点符号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涸”应读作 kū    B．【甲】  ；    C．“溯”应读作 shù     D．【乙】  ”。 

2．下列句子与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修辞手法相同的一项是（    ）（2 分） 

A．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 

B．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蹄。 

C．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D．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腰鼓。 

3．一位同学查阅字典找到“候”的义项有：①等待②时节③事物在变化中的情状等。 

根据文段内容、字典释义，帮他解释文中“物候”的意思。（2 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同学们专门搜集了相关的材料，阅读后完成 4-7 题。（共 8 分） 

清明是多面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杜牧笔下凄凄切切的清明：“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是吴惟信眼中生机盎然的清明；“清明一到，农夫起跳”，是农民心里充满希望和

喜悦的清明。无论是慎终追远、郊游踏青，还是细雨绵绵、彩虹初现，亦或是春风送暖、杨柳依依，都是

清明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惊喜。 

为了【甲】（适应  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春游健身和插柳植树活

动。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古人以“插柳”避疫驱邪，又赋予其“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后

来，清明插柳之风逐渐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自唐宋以来，清明还有多

种游艺活动，直至明嘉靖年间，还有游艺的相关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

二：“清明，苏提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随着时间流逝，游艺【乙】（渐次  依

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只剩添土追思和扫墓踏青。 

对于中国人来说，清明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要追忆逝去的亲人，在对逝者的哀思中审

视生命的价值。寄托悠悠哀思，叩谢前辈之恩，让子孙接受心灵的洗礼，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长者。如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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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血缘亲情拓展开，转化为对牺牲的先烈们的缅怀。为了永远铭记英雄烈士，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

学习英烈的浓厚氛围，清明节期间，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联合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2023 网上祭英烈”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初二年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网上向革命先烈献花、寄语。通过

这次活动，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清明节的内涵：缅怀先烈，更好继往前行；追忆先人，更要善待生者。 

4．有同学对【甲】【乙】两处选入的词语有疑问，请你根据语意帮他选出准确的一项（    ）（2 分） 

A．适应  渐次    B．适应  依次    C．顺应  渐次    D．顺应  依次 

5．文中画波浪线句有两处表达欠妥，请加以改正。（2 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参加网上祭奠英烈活动后，有同学写下了一首小诗，但有一句他还没有想好，请你帮这位同学在横

线处补写合适的内容。（2 分） 

青山绿水，长流人间浩气； 

苍松翠柏，告慰先烈英灵。 

每一次致敬，都是一次永葆忠诚本色的刻骨铭记。 

每一次祭奠，都是一次筑牢使命担当的郑重宣誓。 

①   ，                ②             。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赓续先烈志，共筑中华魂！ 

7．清明的前一天是“寒食节”，后来两个节日逐渐合二为一。一千多年前的苏东坡在寒食节即兴写下了

《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下面对这幅书法作品欣赏，不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点画线条，粗细不一，浓淡相宜。            B．字体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参差错落。 

C．章法布局疏密有致，不拘一格，飘逸自然。    D．行文跌宕起伏，连绵回绕，满纸犹龙蛇飞动。 

8．在活动中还有同学专门收集了节令联
①
。下列与其它三副所纪念的传统节日不同．．的一副是（    ）（2 分） 

注：①节令联是指有特定应时性或纪念性的对联，内容多为咏物、抒情议论或祝愿。 

A．喜得天开清旷域  宛然人在广寒宫 

B．忆曹娥兮江山  吊屈子乎湘潭 

C．美酒雄黄，正气独能消五毒  锦标夺紫，遗风犹自说三闾 

D．艾叶吐幽芳，香溢四海  龙舟掀巨浪，气吞八荒 

二、古诗文阅读（本大题共 7 道小题，9-14 题，共 18 分） 

（一）9．默写。（共 6 分） 

（1）八月湖水平，__________________。（孟浩然《望洞庭湖送张丞相》） 

（2）海内存知己，__________________。（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3）__________________，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子衿》） 

（4）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__________________。《关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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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石潭记》中作者因环境的寂寥而引发的悲凉情绪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二）结合《诗经》主题阅读，完成 10-11 题。（共 4 分） 

【甲】蒹葭 

《诗经·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乙】风雨 

《诗经·郑风》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
①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②
？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③
。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④
？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注】①喈喈（jiē）：鸡叫的声音。②夷：同“怡”，喜悦。③胶胶：鸡叫声。④瘳（chōu）：病愈。 

10．《蒹葭》诗中“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三句皆出现“宛”字，给人以恍惚迷离，

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写出了伊人的飘忽难寻，抒发了   ①   之情。《风雨》诗中“云胡不夷”“云胡不

瘳”“云胡不喜”以反问句式，三章叠咏，强化感情，表现了女主人公见到心爱之人的   ②   之情。（2 分） 

11．《诗经》多采用起兴的手法。请从【甲】【乙】两诗中任选一首，结合诗句内容，简析起兴手法的表达

效果。（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二）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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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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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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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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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陶渊明《桃花源记》） 

12．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意思都相同的一项是（    ）（2 分） 

A．具．答之          别具．匠心         交通工具． 

B．去．日苦多        记之而去．        停数日，辞去． 

C．便舍．船          四舍．五入          锲而不舍． 

D．扶向．路           寻向．所志         眈眈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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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列对文中画线句的翻译和理解，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甲】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翻译：人们在这儿的田野里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穿戴，都和桃花源外面的人一样。 

理解：以武陵人的视角观察桃花源中人的耕作活动、男女服饰，平淡叙述中含有惊奇。 

【乙】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翻译：渔人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一详细地告诉他们，他们都很惊叹。 

理解：渔人讲述自己进入桃花源的经过，这令桃花源中的人惊叹不已。 

【丙】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翻译：村中人嘱咐他说：“这里的事不值得对外人说啊” 

理解：村中人委婉地嘱咐，既有不相信武陵人的意味，也为后文武陵人违背承诺、桃花源消失埋下伏笔。 

14．选文中的桃源人与链接材料中的渤海郡百姓都过上了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形成

的原因各有不同，请结合选文和链接材料分别简述。（4 分） 

链接材料： 

遂至渤海界，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

为贼。”郡中翕然
①
，盗贼亦皆罢。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遂见齐俗奢侈，不田作，乃躬率以俭

约，劝民务农桑。数年之后，郡中皆有蓄积，狱讼止息。 

（节选自《龚遂为渤海太守》） 

[注释]①翕（xī）然：一下子平静下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三、名著阅读（共 5 分） 

15．读书时，除了在书中直接圈点批注，还可以做一些摘抄和笔记。摘抄和笔记可以帮助你重温作品内

容，积累语言和素材，有助于提升阅读质量，提高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同学们摘录了《钢铁

是怎样来炼成的》名言名句，请你从以下名言名句中任选一处，结合名著的具体情节，写出你的阅读心

得。（100 字左右） 

方法提示：写心得，是记录自己阅读时产生的体验、感想，写自己对于作品的内容（人物、情节、情

感、思想等）和形式（写作技巧、行文风格、艺术特色等）的看法和评价，以及自己在阅读中生发的新认

识、新观点。 

名言名句 写心得 

①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整

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②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

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 

 

我选择第_______句，我的心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现代文阅读（本大题共 6 道小题，16-21 题，共 21 分） 

（一）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6-18 题。（共 11 分） 

季节 

①久住城市，越来越觉得城市只有阴晴冷暖，没有季节变换。童年在故乡，四季是各有各的美丽的。

看见的，听到的，闻到的，都有春夏秋冬鲜明的景象和浓郁的气息。 

②大年初一响到十五的大鼓声刚刚停止，村前的藕塘已露出荷叶的尖尖角，光秃的苦楝树枝头也有了

一丛丛青翠，小溪旁的草地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一片新绿。[甲]园边不时传来柚子花和柠檬花的清香，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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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不会令人沉醉，而是使人兴奋又安神。闻着这不凡的芬芳，什么郁闷都会烟消云散的。 

③“三月三，人拜山。”村人叫扫墓为拜山。[乙]上山扫墓，行经一处处大树的浓阴，阵阵初起的热闹

的蝉声就像草木一样蓬蓬勃勃。那些用来泡水浸米煮黑米饭的嫩枫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草木，散发着种

种不同的芳香。晚上，走在田中借火光寻捉夜游的黄鳝，也是春天令人着迷的事。夜的田野，火光朵朵，

和风习习，蛙声阵阵。离开故乡，我再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春夜了。 

④转眼间，梅子熟了。再酸也要吃几颗的，这亦使人有春去夏至之感。阳光变得火辣辣的，田野荡漾

着绿波，蒸发的水汽在烈日照耀下，有如透明的火焰在跃动。[丙]时有三三两两的白鹤，在透明的火焰上

悠悠飞翔，然后优雅地降落绿波中。 

⑤“六月六，摸芋督。”早春种的芋头长大了，可以挖起来吃了。种在田里的藕也长大了，刚挖起的

嫩藕，多么可口，仍记得有两句山歌：“挖得嫩姜共藕炒，云队（我们）连情甜又香。”夏收夏种的日子，

忙碌而紧张。家家户户，上午把早稻收割挑回村旁的禾堂，下午把稻穗铺成圈饼状，用牛拉着石磙一圈一

圈来回滚着脱粒，叫“蹬禾”。接着，家家户户又在刚收割的田中，牛拉着“碌碡”，人站在“碌碡”前后

的踏板上，来回滚田。黄昏的田野，四处“嗒嗒嗒”的“碌碡”响声，有夏种不待人的繁忙气氛，也有夏

收的欢乐的情调。 

⑥“九月九，黄蜂返饮酒。”九月初九前后一两天，总有黄蜂成群结队飞来村里，在屋边瓦檐绕来绕

去。捉黄蜂吃糖，也是儿时的趣事。黄蜂返饮酒，也给日子带来了清秋的情调。深秋的山林，依然苍绿，

虽间有一树两树的鲜黄或殷红，但并没有什么“悲秋”之感，只觉得山河的壮美和大自然永不止息的生命

力。 

⑦北风吹了，天气冷了。冬夜，一家人围在灶炉前生火取暖，暖和又愉快。火堆烧得旺旺的，烤火烧

的多是桃军娘的树根，这些树根很耐烧。但我觉得桃军娘很可爱，春天漫山遍野的桃军娘花，一片绯红，

多么美丽；夏日上山去摘成熟甜蜜的桃军娘果，多么欢快。我极不情愿烧我喜欢的小树。长大后我知道它

的传说—桃军娘是古代为拯救义军而牺牲自己的一位姑娘的化身—我更感到儿时喜欢的小树可爱也更可

敬。 

⑧打陀螺也是欢乐的活动，这是冬天才有的景象，北风再冷，气氛总是热烈的。 

⑨人们准备过年的种种活动，也使人感到隆冬的情味，但这是迎春了。山野和村边，一些急于迎春的

树木，已长出许多叶芽，甚至伸展了几片最初的嫩叶，或青翠，或紫红，或灰绿。诗人雪莱曾经问道：冬

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⑩是的，不会远了，而在我的故乡—冬天未去，春天已经来了。 

（作者：韦其麟，选自《重返故乡》，有删改） 

16．文章在描述四季景象时多处引用谚语，结合文本内容填写下面表格。（4 分） 

季节 景象特点 摘抄谚语 谚语内容 谚语作用 

春 有生机 “三月三，人拜山。” 到了三月初三，是人们该上山扫墓的时候

了。 

④ 

夏    ①    “六月六，摸芋督。”    ③    

秋 壮美，有生命力 “九月九，黄蜂返饮酒。” 九月初九前后，黄蜂会成群结队飞来村里，

人们会在这时候饮酒。 

冬    ②      

17．“看见的，听到的，闻到的，都有春夏秋冬鲜明的景象和浓郁的气息。”故乡四季的景象与气息在作者

的笔下敏感而清晰。请从文章【甲】【乙】【丙】画线句中，任选一句，并从感官运用的角度对句子进行赏

析。（3 分） 

我选择第______句，我的赏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时间本有序，冬去春来。但是，文末作者却说故乡“冬天未去，春天已经来了”，请结合文本内容谈

谈你的理解。（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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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二）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9-21 题。（共 10 分） 

材料一 

寒风凛冽的严冬，生活在北京的鸟类多是麻雀、喜鹊等留鸟。到了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京城

的鸟会多起来，因为夏候鸟来了。在众多的夏候鸟中，最著名的要数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比常见的燕子体形稍大，羽毛，黑褐色，胸腹部有白色细纵纹。它们喜欢把家安在古建筑

内。因此，北京人还给这种鸟儿起了个形象的名字—“楼燕儿”。它们具有超强的导航定向能力，常多年

返回同一地，点，有延用旧巢的习性。 

北京雨燕具有高超的飞行本领，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 110200 公里，可是它们是天生的小短腿儿，翅

长，爪的四趾都向前伸，因此几乎没有抓握能力，这导致它们无法抓取树枝栖息或是在平地站稳，只能依

附于山体裸岩的缝隙和洞穴边缘，当它们飞行时，只需要松开双脚，张开翅膀，让身体自然跌落，就可以

借助空气动力，从容起飞。这种生理结构特性决定了其迁徙到京城之后，会选择在高耸的城楼、高大的皇

城建筑和古搭筑巢。这些建筑飞檐翘角，梁、檩、椽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个“人造洞穴”，为雨燕提供了

理想的集群繁殖之所和起飞滑翔的平台。 

北京雨燕，是极少数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动物之一。春夏季节的黄昏，从太庙到雍和宫，从天安门

到内外城的城门楼，从天坛到十三陵，从通州的燃灯塔到海淀的慈寿寺塔，以及景山、颐和园等处的楼台

亭阁，雨燕倾巢而出，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尖锐叫声，一道道黑色的剪影划过天空，成为古都北京引人注目

的景观。春燕衔泥、老燕哺雏的情景，沙燕风筝—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妮妮”的形象，也早已

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融入北京文化之中了。 

（取材于张正旺、王宁、崔爽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 世纪前期，北京雨燕数量曾达到鼎盛，有 5 万只之多。从 1950 年开始，随着旧城改造和地铁修

建，城门、城墙等先后被拆，北京雨燕栖息地迅速减少。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北京新建

起许多以玻璃和钢筋水泥为材料的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建筑没有给北京雨燕留下居住空间，而玻璃幕墙镜

面反射天空，又会让雨燕迁飞时误认为前方开阔，撞向玻璃，每年都有不少雨燕因此伤亡。同时北京湿地

迅速减少，海淀多处稻田逐渐消失，南郊三海子等处的池塘面积大大缩小，雨燕的食物来源受到极大影

响。 

2021 年，北京市启动每年 2200 公顷的湿地恢复、新建项目，预计“十三五”期间，要累计恢复、新

建湿地 1.1 万公顷。一批批萎缩湿地被唤醒，滋润了北京城乡，同时也保证了候鸟等野生动物生存的需

要。于 2021 年启动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通过种乡土树、混交林、食源植物，让野花野草在林下扎

根，为野生动物营造觅食地和“安居房”，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新造林和原有林有机连接，形成了大尺

度的森林湿地和相互联通的绿色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建好“高速路”和“休息区”。2021 年春季，市政

府启动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调查，对生物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考量。根据调查情况，市园林绿化局建立了城区

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名录，并划分保护地，划出保育区，让野生动植物自由栖息。 

又见雨燕归来，北京已在探索的路上。 

（取材于高武、石河等的相关文章） 

19．阅读以上两则材料，在画横线处填写相应的内容。（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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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_________    ②__________    ③___________ 

20．为保护北京雨燕，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请根据材料二概括回答（至少 3 个）。（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21．参观北京中轴线后，同学们计划为北京雨燕选择适合的“安居房”。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一处最适合．．．

北京雨燕“安居”的地方，借助文本和链接材料的相关知识说明理由。（4 分） 

A．公园的柳树    B．正阳门箭楼    C．中国国家大剧院 

【链接材料】 

正阳门的箭楼为砖砌堡垒式建筑，雄踞于砖砌城台之上。箭楼上下四层，楼顶为重檐歌山式，城楼梁

架纵横交错，孔隙繁多。在明清北京城垣的箭楼中，唯正阳门箭楼辟门，亦最为高大雄伟。 

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心建筑为半椭球形钢结构壳体，整个壳体风格简约大气，其表面由 18398 块钛金属

板和 1226 块超白透明玻璃共同组成，两种材质经巧妙拼接呈现出唯美的曲线，营造出舞台帷幕徐徐拉开

的视觉效果。 

我选择，________，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作文（共 40 分） 

22．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作文。 

（1）植根，本义为扎根，比喻深入到人或事物中去。请以“将_______植根于心中”为题，在横线处将题

目补充完整，写一篇记叙文。 

（2）假如你是一只“北京雨燕”，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请展开想象，写一个故事，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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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页/共9页 
 

 

参考答案 
一、基础与运用（共 16 分） 

1．（2 分）B    2．（2 分）D 

3．（2 分）答案要点：物候即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受季节气候影响而产生的动植物不同

情态和生物周期性变化的现象。） 

4．（2 分）C 

5．（2 分）第一处：去掉“通过”或“使”；第二处改为：追忆先人，更要善待生者；缅怀先烈，更好继往

前行。 

6．（2 分）答案示例：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牢记初心使命的砥砺鞭策。（句式相同，内容合理顺通） 

7．（2 分）D     8．（2 分）A 

二、古诗文阅读（共 18 分） 

9．答案：（每空 1 分，共 6 分） 

涵虚混太清    天涯若比邻    青青子佩    君子好逑    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 

10．（2 分）①爱而不得的忧伤与怅惘    ②喜悦、欢欣 

11．（2 分） 

示例 1：《蒹葭》每章以蒹葭、白露起兴（或直接引用“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起兴），

渲染出寂寥凄冷的氛围，烘托了所思不见的怅惘心情。 

示例 2：《风雨》每章以风雨、鸡鸣起兴（或者直接引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等起兴），渲染了凄

风苦雨、萧瑟悲凉的氛围，烘托出女主人公没见到心爱之人时愁苦凄凉的心情。（列举诗句 1 分，赏析氛

围、情感、韵律、结构等 1 分） 

12．（2 分）C    13．（2 分）甲 

14．（4 分）桃花源的人为躲避战乱，逃离到桃花源，长期与外面的世界间隔，没有战乱和赋税徭役而形成

的；材料中龚遂体察民情，弭盗安民，开仓赈济，选用良吏，率以俭约，不糜不侈实现了百姓安居乐业。 

三、名著阅读（共 5 分） 

答案示例：我选择第①句。保尔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挑战，但无论是战场上的搏杀、感情上的波折，

还是工地上的磨难，都没能使他倒下，反而使他更加勇敢，更加坚强。即使在伤病无情地夺走他的健康，

使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仍然不向命运屈服，克服种种困难。在保尔·柯察金的身上凝聚着为理

想而献身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奋斗的高贵品质。作为青年一代，人到底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

生？我们要学习保尔，为理想而奋斗！ 

（结合名著具体情节 1 分，对内容形式的分析 2 分；观点认识 2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1 分） 

（一）16．（4 分）答案示例： 

①繁忙有序（繁忙欢乐）②寒冷而热烈 

③到了六月初六，是人们可以挖芋头吃的时候了。 

④运用谚语，准确说明了当地人的传统风俗内容，也表现出传统习俗已经植根于历史和人们的记忆（或者

深刻表现了“我”对故乡的热爱）。 

17．（3 分）答案示例： 

[甲]句从嗅觉的角度，生动地写出了花的清香给人的最直观的感受与作用，表现了“我”对故乡深深的热

爱之情。 

[乙]句，从听觉的角度，生动地写出了蝉声的热闹以及蕴含其间的蓬勃向上的力量，形象地表现了故多的

山上充满着无限的生机。 

[丙]从视觉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故乡夏天的天空中热气蒸腾、白鹤飞舞的美妙场景。 

18．（4 分）答案示例：文末说故乡“冬天未去，春天已经来了”，一是实写；故多的春天来得早，一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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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早早伸展出了嫩叶；二是表达人们对春天到来的急切心情，暗含着“我”对故乡的无限热爱之情。 

（二） 

19．（3 分）答案：①北京雨燕高超的飞行本领   ②北京雨燕融入了北京文化  ③北京雨燕受到的影响及保

护措施 

20．（3 分）答案示例： 

①恢复、新建湿地，保证了候鸟等野生动物生存的需要。 

②启动的百万亩造林工程，为野生动物营造觅食地和“安居房”。 

③建立了城区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名录，并划分保护地，划出保育区，让野生动植物自由栖息。 

21．（4 分）答案示例： 

我认为正阳门箭楼最适合做北京雨燕的“安居房。” 

因为北京雨燕爪的四趾都向前伸，几乎没有抓握能力，这种生理结构特性决定了它会选择在高大的皇

城建筑筑巢。而正阳门箭楼属于北京皇城建筑，高大雄伟，为重檐歇山顶，城楼梁架纵横交错，孔隙繁

多。适合做北京雨燕的“安居房。” 

（选择正确 1 分，结合文本和链接材料 1 分，分析 2 分） 

五、作文（共 40 分）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