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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北京市东城区初三年级综合能力测试（一）

2017.5

语文试卷

学校 姓名 考号

考

生

须

知

1. 本试卷共 11 页，共五道大题，22 道小题。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 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姓名和考号。

3. 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 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将本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20分）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共 6分）

2017 年，是农历丁酉年，又一个鸡年光临人间。在中华文化中，鸡是“德禽”，是“知时鸟”，谐音

为“吉”。晋人王嘉《拾遗记》提及，早在帝尧时代，百姓就有每年正月初一在门、窗上画公鸡图形以镇

宅驱灾的做法，可见，民间张贴大公鸡年画或大公鸡剪纸的习俗， （渊 源）远流长，年深日久。

凤凰就是先祖根据公鸡的美貌 （遐 暇）思出来的瑞鸟。鸡还常常出现在案几．的墨色里，随着诗

人的志趣抒发多种意趣。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经典诗句，不知承载．了多少往事，多少意趣！“半壁

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借鸡抒发青云之志；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

卿借鸡勉励青少年勤学向上。

（1）文段中横线处选填的汉字、加点字的注音和画线字的笔顺，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渊远流长 案几．( jǐ） “及”的第一笔是

B．源远流长 案几．(jī） “及”的第一笔是 ノ

C．遐思 承载．(zǎi） “及”的第一笔是

D．暇思 承载．(zài） “及”的第一笔是 ノ

（2）古诗词中鸡的意象往往反映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文化精神。请在文段横线处填写句子，使其与上下文

衔接顺畅。（本试卷中所有已出现的诗句除外）（2分）

答：

（3）丁酉年正月初一，恰逢小明的爷爷六十大寿。小明要送给爷爷一副寿联，下面最适合的上联和下联分

别是（2分）（只填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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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2.2016 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为纪念这两位戏剧家，校文学社搜集了一段资料，准备在微

信公众号上推送。请你阅读下列资料，完成（1）-（3）题。（共 6分）

【资料】

①16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初，在东半球的中国和西半球的法国，各有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中西方的艺

术殿堂被震撼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两个艺术巨擘虽非同年而生，却是同年而逝。这是巧合，也是

一种艺术奇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各自秉承了中西方文化特点。 ， 。由盛而

衰的人生际遇，使汤显祖用戏剧的形式描绘出人鬼通情的艺术世界；而由衰而盛的人生际遇，使莎士比

亚阅尽世态炎凉，他的戏剧逼真地映现出惊世骇俗的现实世界。

②汤显祖剧本中纯口语式的道白与高度格律化的曲词交相呼应，精妙到难以言喻。莎士比亚剧本中

的道白则多以素体诗①形式呈现，其剧本往往由长达二三千行左右的诗行构成，这对剧本写作者是巨大的

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难怪莎士比亚只好多采用素体诗形式，而非行行押韵了。

【注释】①素体诗：诗歌的一种体裁，每首诗不拘行数，不押韵。

（1）第①段中，文学常识和句子各有一处错误，请你找出来。（2分）

文学常识： 句子：

（2）下列句子填入第①段横线处 ，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汤显祖重在写真 莎士比亚重在写情

B．莎士比亚重在写真 汤显祖重在写情

C．汤显祖重在写情 莎士比亚重在写真

D．莎士比亚重在写情 汤显祖重在写真

（3）请根据上面的资料或你的阅读积累，用“不但……，而且……”的句式，对汤显祖或莎士比亚进行

点评，然后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2分）

点评：

3.默写（共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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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衣冠简朴古风存。（陆游《游山西村》）（1分）

（2）《木兰诗》中描写军营苦寒生活的诗句是： ， 。（2分）

（3）“云”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意象，很早就被人们关注，并进入诗歌审美之中。如杜甫《望岳》中

“荡胸生曾云”，写出了诗人看到泰山上白云涌现时的激荡情怀；崔颢《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

返， ”抒发了人生短暂而岁月无穷的感慨；李清照《渔家傲》中“ ”则展现出一幅辽

阔、壮美的晨景图。（2分）

（4）初中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你的好朋友小琪，因为父母工作调动，要去别的城市读高中，你们将不能

经常见面了。临别之际，你准备引用名家诗句送给小琪，希望你们即使天各一方，也能感受彼此的思

念与祝愿。下面诗句中，哪一项最适合送给小琪？说说你的理由。（3分）

A.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B.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C.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D.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选择： 理由：

二、文言文阅读（共 9分）

阅读下面【甲】【乙】两文，完成 4-7 题。

【甲】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

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

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

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刿论战》）

【乙】夫将者，国①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

军②；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③，则军士惑④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

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⑤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⑥待不虞者胜，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⑦；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选自《孙子兵法·谋攻》）

【注释】

①国：这里指国君。②縻（mí）军：束缚军队的行动。③政:政务。④惑:困惑。⑤识众寡之用：了解用众多兵力或少量

兵力的各种战法。⑥虞：准备，戒备。⑦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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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2分）

（1）神弗福．也 福：

（2）知胜之道．也 道：

5.下列句中加点字“之”的意义，与其他三句不同的一项是（2分）

A．小大之．狱 B．辍耕之．垄上

C．前人之．述备矣 D．夫将者，国之．辅也

6．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2分）

（1）忠之属也。 翻译：

（2）辅隙则国必弱。 翻译：

7．请你结合【乙】文，用自己的话概括“长勺之战”取得胜利的原因。（3分）

答：

三、名著阅读（共 10分）

8.阅读下面的连环画，完成（1）—（3）题。（共 6 分）

1.唐僧和猎户刘伯钦正行走间，忽

听那 ① 的山脚下喊声如雷：

“我师父来也！”唐僧吓得心惊胆

战。刘伯钦说：“长老莫慌，想必

是山脚下石缝中的老猿喊出来

的。”

2.唐僧和伯钦来到山下，果然看见

石缝中有只猿猴露出头来，不停向

唐僧招手道：“师父，你怎么才来？

来得好，快救我出去，我保你去西

天取经！”

3.那猿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闹

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如来佛祖压在

这里。观音菩萨说只要我保你去西

天取经，就放我出来。师父，快把

我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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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僧掀去山上的压帖儿，救出了

那猿猴。又见他很有诚心，就收了

他做徒弟。那猴自说叫孙悟空。于

是唐僧又给他取了个法号，叫做

“ ② ”。二人便动身西行。

5.忽然，一只猛虎咆哮着跳将出

来。唐僧吓得心惊肉跳。悟空大喊：

“师父莫怕，它是给我送衣服来

了！”手持碗口粗铁棒，飞步上前，

一棒就把老虎打死了。

6.师徒二人继续前行。唐僧问道：

“悟空，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

见了？”悟空回答道：“ ”

唐僧听了，惊喜非常。

（1）第 1幅画中的①处应填 （地名），第 4幅画中的②处应填 。（2分）

（2）请根据上下文内容，把第 6幅画中孙悟空的回答补写出来。（2分）

（3）有人评价孙悟空是“野猴一只”。你同意这个评价吗？请结合上面的连环画和小说《西游记》中的相

关内容，说说你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理解。（2分）

答：

9.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认为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下列哪些语录表达了孔子这一思

想？（只写序号）（2分）

①以约失之者鲜矣。

②无友不如己者。

③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④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⑤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答：

10．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梅仟把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以下是《骆驼祥子》剧本的结尾部

分。请你说说话剧和小说在结尾部分有什么不同。（2分）

【屋外有喊福子的声音：“福子！有人找你！”福子犹疑地朝窗外望了望，低下头。】

祥子：福姑娘，去吧，有人找你呢！

小福子：唉！……唉，祥子你打算怎么样呢？以后的日子……

祥子：这个家我也不要了，人埋了，东西卖了，我就走！

小福子：你到哪去？

祥子：我去找小顺子。

小福子：那我……（欲言又止）

祥子：有一天我要是混好了……我准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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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福子：也好。那我就等着你。（她走到门口，又回头望望，眼里含着希望的泪光）

【祥子把桌上的灯捻得更亮。】

【远处叫卖号外的声音：“看看汀泗桥大战的新闻……号外！看号外。……”】

【窗外风狂雨暴！】——幕落

（全剧终）

答：

四、现代文阅读（共 31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1 - 14题。（共 10分）

【材料一】

里约奥运会上，被称为“飞鱼”的菲尔普斯在 4x100 米自由泳的接力比赛中获得了他在里约的第

一枚金牌。伴随着菲尔普斯一起走红的还有他肩膀处的黑紫色印记——拔火罐之后留下的痕迹。一夜

之间，火罐真的“火”了。国外各大媒体也将目光聚焦到了这个伴随着里约奥运会选手的中国元素。

其实，拔罐，并非中国独有。拔罐疗法在欧洲医学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

欧洲最早的拔罐疗法记载出自希腊。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在大约公元前 400 年时，放

血和拔罐已被埃及人广泛使用，医生们在划破患者身体后，利用罐的吸拔来放血，或者单独采用拔罐

的方式治病。那时，拔罐被用来缓解头痛，恢复食欲并促进消化。中世纪的阿拉伯医生们十分 ① （推

崇 推举）拔罐疗法，后来又传播到了意大利。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疗法最终传遍了整个欧洲。

19 世纪初，各种各样制作精巧的改良玻璃罐应运而生，更多人有机会接触拔罐并亲身体验它的功效。

拔罐疗法在现代西方医学属于补充替代疗法的一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医学专家和主流医

学界的医师们发表文章关注罐疗。随着学科的交叉渗透，更有一些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从自己专业

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拔罐，这是十分可喜的，也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

【材料二】

中医的拔罐疗法，古称“角法”，在我国历史悠久。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利用牲畜的角（牛角、羊角等）磨成有孔的筒状，刺激痈疽后，以角吸

出脓血，这便是最早的拔罐疗法。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我国现在最古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史

料记载，汉代已应用火罐治病。公元 281 至 361 年间，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以制成罐状的兽

角拔脓血治疗疮疡的记载。至唐代，又有用“竹罐”治疗疾病的记载。至宋代，《苏沈良方》记载了用火

筒法治疗久咳的方法。明代《济急仙方》、《外科正宗》等书均有角法的记载。到了清代，拔罐疗法已相

当普及，治疗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宽且疗效显著。

今天，拔罐疗法得到不断改进与提高，光拔罐疗法的罐具种类就 ② （眼花缭乱 多种多样），

磁疗罐、红外线罐、激光罐等现代装置应运而生；操作方式由单纯的拔罐，发展为走罐、闪罐、按摩拔

罐；罐型、排气方法也从单一拔罐法发展到与其他疗法配合应用；在临床应用方面，更由单纯的吸脓排

血，发展为治疗包括内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皮肤科、五官科等的上百种疾病，成为临床治疗中常

用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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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材料一】的①处和【材料二】的②处，应填写的词语分别是 和 。（2分）

12.【材料一】和【材料二】共同说明的内容有哪些？（3分）

答：

13.依据下面的“链接材料”，对【材料二】中与“链接材料”相关的内容进行具体说明。（3分）

【链接材料】

今江右及闽中皆有火罐，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

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

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但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透入，少顷，火力

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

（选自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答：

14.王阿姨最近感到胃胀难受，想用家里常备的火罐给足三里穴拔拔罐。根据《天星十二穴主治杂病歌》中

记载：“三里膝眼下，三寸两筋间。能通心腹胀，善治胃中寒，肠鸣并泄泄，腿肿足膝酸。”王阿姨在拔

罐时应该把火罐放在 图中所示的位置。（2分）

（二）阅读《打春》，完成 15 - 17题。（共 11分）

打春

付秀莹

①在我们老家，把立春不叫立春，叫作“打春”。莫名其妙地觉得，打春这个词，比立春要活泼多了。

打春，有一种跳跃的动感在里面，喜悦的，明亮的，热气腾腾，是民间风俗画特有的调子。

②我的家乡在华北大平原上，我们那个村庄，在我的小说里，叫作芳村。在芳村，有一句俗语，春打

六九头。每年打春的时候，已经是六九了。七九八九，沿河看柳。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打春这个节

气意味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过去了，气候学意义上的春天要来了。

③打春往往是在春节前后，有的时候早几天，有的时候迟几天。打春总是同新年连在一起，到处都是

新的：新衣服，新鞋子，新对联。

④那时候，母亲长年卧病，早好几天就开始念叨，快打春啦。翻着墙上的月份牌，看一遍，又看一遍。

月份牌是那种小小的日历，在乡下很常见。没有老上海的旗袍美人，只有文字和数字，阴历、阳历、节气、

甲图 乙图 丙图

http://www.tcm100.com/user/JiaoCai/ZhenJiuXue/zzZhenJiuXueWei3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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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往往有红、绿、黑三种颜色，朴素的，家常的，邻家姑娘一样亲近而温煦。月份牌上，有打春的具

体时刻，比方说，上午十一点三十五。芳村有个风俗，不能把春打在炕上。意思是说，打春这一天，尤其

是打春那一刻，不能在炕上躺着。

⑤打春这一天，无论多么不适，母亲一定要挣扎着起来，下炕，在院子里走一走，或者是在大门口立

一立。在内心深处，我多么盼着每天都是打春。打春的时候，母亲就会下炕了。闲闲地，在房前屋后走一

走，看一看。院子里，阳光温软，金子一般。满院子的彩，在微风里飘摇着，飘摇着，简直就要飞起来了。

门外就是田野，麦田还懵懂着，是那种深的冷凝的绿。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打春过后，大约等不了几天，

万物就该醒过来了。

⑥在我们芳村，有一个民谚，一年打俩春，粮食赛如金。意思是说，如果一年有两个立春，当年的年

景就不好了，粮食会像金子一样珍贵。

⑦在芳村，节气的意思，不是二十四节气，而是节日。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八

月十五中秋节。在我的长篇《陌上》的楔子里，我就是用的节气这个词，还引来了一些疑问。可见，一个

地方文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仿佛树的根须，早已经深深扎根在血脉里了。

⑧芳村人过节气，不外是吃一顿好饭食罢了。芳村有句俗话，好吃不过饺子，好受不过躺着。吃饺子，

是芳村人过节气最隆重的仪式了。然而，打春这一天，好像在吃上是不大讲究的。不过是家常便饭，擀面

条、蒸馒头、烙饼、小米粥。这个时节，新鲜菜蔬还没有下来，大白菜却还多着。炒白菜，炖白菜，醋杀

白菜，翻过来倒过去，横竖都离不开白菜。芳村人说，白菜就是百菜。我们却吃出了不一样的滋味。打春

这一天，母亲下炕了，也有兴致和闲情，亲手给我们做饭了。母亲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再简单的饭食，都

能做出天下的美味来。有时候，倘若打春恰巧在新年正月里，饭菜就越发丰盛了。窗外有零星的鞭炮声，

屋子里香气弥漫。丰饶的，甜美的，太平的，热腾腾世俗生活的气息，穿过重重光阴，扑面而来。

⑨而今，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十九个年头了。我也早已远离故乡，在异地辗转漂泊。流年似水，往日不

可追。每年的打春，再没有人监督我下炕了，再也吃不上母亲的饭菜了。我却总是记着那一个场景，母亲

立在院子里，衣衫洁净，鬓发清爽，微微笑着，笑着，看着她的家，看着她的孩子们。阳光和煦，满院子

纸鸢飘摇。

⑩打春了。春来了。

15．文中多次提到“打春”，在作者心里，“打春”意味着民间风俗画特有的调子，意味着 ① ，意味

着同新年连在一起，意味着 ② ，意味着 ③ ，意味着 ④ 。（4分）

16.阅读下面链接材料，结合全文，说说你对文章结尾“打春了。春来了”一句的理解。（3分）

【链接材料】

随着年纪渐长，对故乡的牵挂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也是初老症状之一种呢。河北老家那个村庄，

那个村庄里的人和事，那里的草木砖瓦，鸡鸣狗吠，都令我在遥远的异乡魂牵梦萦，日夜不得安宁。

（《惟有故乡不可辜负——<陌上>创作谈》付秀莹）

我想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心事。我想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我想写出这个时代的中国心事》付秀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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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一回从京城回乡，都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滋味。村庄还是那个村庄。但仿佛，很多东西都

不一样了。母亲早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世上，恐怕再也没有人为我包饺子了。而父亲，也已经步入了他

的暮年，对很多事情，或许失去了关心的能力。上马饺子下马面。这些淳朴的民间习俗，也渐渐没有人

记得了。人们好像是都急匆匆的，忙着挣钱，忙着打工，忙着往前赶路。谁还会有闲情闲心，在这些情

感细节处流连不去呢。

……

我的兴趣在于芳村的日常生活，我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生机勃勃的细节。比方说，

一场婚礼的繁规缛节，一餐饭菜的色香味形，一个女子的服饰妆容，一场争吵里隐藏的方言俚语，以及

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这便是世道，是人心，是一个地方的习俗，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在这些细节里

面，从唐宋传下来的中国，中国文化中生动琐细但却活泼泼毛茸茸的质感，都在其中了。 正如《陌上》

的尾声里所说的：

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

一些东西没有变。

或许，是永不再变的了吧。

（《中国村庄的日日夜夜》付秀莹）

答：

17.打春时节，成年后的作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假如她在院子里见到了尚在人世的年迈的母亲，会

对母亲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请你以作者的身份展开想象，描写和母亲相处、交流的场景。（不超过

120 字）（4分）

答：

（三）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8- 20题。（共 10分）

①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

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因、世世相袭，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

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②众多志士豪杰的慷慨遗言、大量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无数黎民百姓的浩叹欢歌，很多以家书的

形式流传后世、昭示今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这些

墨迹长存、余温犹在的经典诗词，既是先贤心系桑梓、寄情亲人的生动写照，也是后人珍视情感、滋润

心田的文化镜鉴。对此，清代学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中写道：“郑板桥大令，通率诡诞，书画多

奇气，世咸以才人目之。读其集中家书数篇，语语真挚，肝肺槎牙（chá yá，形容错杂不齐的样子），跃

然纸上”。

③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

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宽慰。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

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覆盖全球，人们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可诉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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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互道衷肠。这样一来，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

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

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

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稀释和削减。

④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

润和熏陶。不难想象，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

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所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

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人类社会的进步

既体现在科技方面，也体现在人文领域。如果只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则人类所特有的感情和理性、固

有的思想和意念就会被漂白和异化，最后将危及人类经过长久辛劳累积起来的智慧成果。世界上许多优

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这是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 后”“00 后”等“新新人类”来说，家书无

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⑤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

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

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

姓生活。

18.简要分析第③段的论证过程。（4分）

答：

19.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观点。（2分）

答：

20.对于第④段中“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这一说法，你是否认同？

请结合本文内容，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或阅读积累，说说理由。（4分）

答：

五、作文（共 50分）

（一）根据情境，按要求写作。（10分）

21．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初三（1）班举行了“曹操是雄才豪杰，还是逆贼奸臣”的专题讨论会。请表明你对这个问

题的看法并阐述理由。

题目二：学校即将成立“萌芽文学社”，现面向全校同学招聘文学社社长、文学编辑、美术编辑、记

者和网站管理员。你也准备参加竞聘，请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岗位，写一段竞选词。

要求：⑴内容符合要求，语言使用得当。

⑵字数在 150 - 2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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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二）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分）

22．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请以“我的春天”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题目二：穿越，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简称。既可以穿越到过去，也可穿越到未来；既可以穿越到地球

上的任何地方，也可以穿越到地球以外的任意空间……假如你穿越了，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

界，这个世界里或许有新奇的人，或许有新奇的事，或许有新奇的景，或许有新奇的物……

请把你经历到的、感受到的写成一篇文章，题目自拟。

要求：⑴请将所选作文的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⑵字数在 600 - 800之间。

⑶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⑷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第 12页（共 14页）

2016—2017 学年北京市东城区初三年级综合能力测试（一）

2017.5

语文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基础·运用（共 20分）

1.（共 6 分）

（1）B（2分）

（2）答案示例：“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王安石借鸡表达坚定信念（2分）

（3）D（1分） B（1分）

2.（共 6 分）

（1）法国（1分） 中西方的艺术殿堂被震撼了（1分）

（2）C（2分）

（3）答案示例：莎士比亚创作了《威尼斯商人》等伟大的戏剧作品，他不但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而且

是近代欧洲文学的奠基者之一。（2分）

3.（共 8 分）

（1）箫鼓追随春社近（1分）

（2）朔气传金柝（1分） 寒光照铁衣（1分）

（3）白云千载空悠悠（1分） 天接云涛连晓雾（1分）

（4）B（1 分）

答案示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现的是兄弟虽远隔千里，但希望彼此珍重，在远别的时光

里共赏美好的月色，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与美好的祝愿。这与小琪即将和朋友远离，不能常见，但

希望友谊长存，感受彼此的思念与祝愿的情形、心愿相符。（2分）

二、文言文阅读（共 9分）

4．（1）赐福，保佑（1分）

（2）方法（1分）

5．B（2分）

6．（1）这是尽了职分的事情。（1分）

（2）辅佐有失误，国家就必定变弱。（1分）

7．答案示例：长勺之战的指挥者曹刿，知悉应战齐国的条件；曹刿能正确运用战略战术，打败了强大的齐

国；鲁国上下一心，有战胜齐国的意愿；鲁庄公在整个战役中充分信任曹刿，使曹刿的军事才能得以发

挥。（3分，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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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著阅读（共 10分）

8．（共 6 分）

（1）五行山（1分） 行者（1分）

（2）答案示例：我那铁棒叫“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如今变成一根针放进耳朵里了。（2分）

（3）答案示例：不同意。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历尽艰险，忠心耿耿。我认为

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分）

9．②（1分） ⑤（1分）

10.答案示例：小说结尾祥子成为好吃懒做的行尸走肉，话剧结尾祥子对生活仍抱有信心；小说结尾小福子

上吊自杀，话剧结尾小福子怀着希望活着，等待祥子回来。（2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31 分）

（一）（共 10 分）

11.①推崇（1分） ②多种多样（1分）

12. 答案示例：拔罐疗法历史悠久，功效显著，不断得到拓展创新。（3分）

13. 答案示例：清代江西和福建地区家家都有火罐，而且有专门的窑来烧制火罐，有商家销售火罐，说明

清代拔罐疗法已相当普及；一切风寒及头痛、眩晕、风痹、腹痛等，均可用拔罐治愈，说明当时拔罐

治疗的范围得到拓宽；拔罐之后，风寒尽出，不用服药，说明拔罐疗效显著。（3分）

14.甲（2分）

（二）（共 11分）

15.答案示例：①气候学意义上的春天要来了 ②久病卧床的母亲可以从床上起来走走 ③一年收成的丰

歉 ④可以吃上母亲亲手给我们做的饭，一家人温馨地团聚在一起 （4分）

16.答案示例：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故乡、亲人的牵挂、眷恋，对故乡淳朴习俗的逐渐消逝和人情世故的变

化感到失落、遗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家乡美好未来的期盼。（3分，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17.答案略（4分）

（三）（共 10分）

18.答案示例：首先阐述家书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其次指出家书在当今社会日见式微的现状，接着强调家书

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最后引用社会学家的观点，呼吁人们要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

（4分）

19．答案示例：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2分）

20.答案示例一：

我认同这一说法。阅读纸质信件，看到熟悉的字迹，可以欣赏写信人的书法，想象写信人书写时的

情景，感受写信人真挚的感情。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资料、文化轶事就是在文人通信的手稿中一代代流传

下来的，比如《傅雷家书》。如果这些被程式化的冰冷的简单符号所代替，那么情感的体验就会淡化。且

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也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

https://www.baidu.com/s?wd=%E5%AD%99%E6%82%9F%E7%A9%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yDYmh7Bm1TvnHm1n1c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c3P1bYPjb1
https://www.baidu.com/s?wd=%E5%94%90%E5%83%A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yDYmh7Bm1TvnHm1n1c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c3P1bYPjb1
https://www.baidu.com/s?wd=%E8%A5%BF%E5%A4%A9%E5%8F%96%E7%BB%8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yDYmh7Bm1TvnHm1n1c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c3P1bYPj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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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当我读到朋友寄来的信件时，就好像和朋友在面对面谈话，而和同一个朋友在网络交流时，我会有

一种疏离感，文化的味道淡了很多。（4分）

答案示例二：

我不认同这一说法。网络隔空对话与纸质信札来往，只是交流的形式不同，在内容上并没有不同。

无论写在纸上还是通过网络隔空交流，对写信人而言，抒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文化底蕴也不会

因为载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生活中有很多文化底蕴深厚的人，同样借助电子邮件、微博、微信等方式

与别人交流，并留存自己的作品。很多刊物也都利用自己的官方网站与读者交流，方便而及时。所以我

认为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不会显得文化底蕴不足。（4分）

五、作文（共 50分）

21．共 10分。内容 7分，语言 3分。

22．共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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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错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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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