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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朝阳初三（上）期末

语 文

一、基础·运用（共 17 分）

在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之际，学校组织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证古泽今——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

周年文化展”。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1．下面是展览“前言”中的部分文字。阅读这段文字，完成（1）-（4）题。（共 8分）

甲骨文是 3000 多年前商朝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
①
刻的文字。1899 年，王懿荣无意间发现了一

种叫龙骨的药材上刻有图形文字，经推断正是商代王室使用的文字。甲骨文得以发现。这些文宇，埋 ① （藏/

葬）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生成了最深沉、持久的力量。

作为我国迄今可见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还印证了包括（史记》

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 5个世纪。在已知的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

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一脉相 ② （成/承），绵延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

仍在使用的文字，并对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甲】 。2017 年，甲骨文成功入“世界记忆名录”表明了世界对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

高度认可，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注：①【契】用刀雕刻。

（1）依次给这段文字中加点的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占（zhān） 契（qì） B．占（zhān） 契（qiè）

C．占（zhàn） 契（qì） D．占（zhàn） 契（qiè）

（2）结合语境，在①②处依次填人汉字，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①藏 ②成 B．①藏 ②承 C．①葬 ②成 D．①葬 2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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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右图是“证古泽今——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文化展”的宣传海报。

结合本次展览“前言”的内容，你认为“证古泽今”在这个情境中具体指的

是 。（2 分）

（4）在【甲】处填入一句承上启下的话，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甲骨文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B．甲骨文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C．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D．甲骨文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2．作为此次参观活动的志愿讲解员，小明同学拟写了下面一段讲解词。在讲解词【甲】【乙】两处分别填入短语

和标点符号，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本交展览包括“契文重光”“契文释史”“契于甲骨”三个単元，通过近 190 件甲骨、青铜、书籍实物构成

的叙事链条，讲述甲骨被【甲】的惊世过往，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致敬甲骨学者们的卓越成就【乙】通

过展览叙事，甲骨文中传承的文化基因为人民群众所感知，成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和构筑民族价值认同的重要载

体。

A．【甲】发现与发掘 【乙】分号 B．【甲】发掘与发现 【乙】句号

C．【甲】发现与发掘 【乙】句号 D．【甲】发掘与发现 【乙】分号

3．小康同学将目光投向了甲骨背后的人物，其中包括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了解人

物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关于他们的更多资料。结合他从网上查到的材料，完成（1）-（2）题。（共 3 分）

【材料一】王懿荣简介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中国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八国联军

攻破京城，王懿荣万念俱灰，告诉家人：“吾义不可苟生！”挥笔写下绝命词后，投井殉节。

【材料二】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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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绝命词》 郭沫若《十六字令》

（1）【材料一】中“吾义不可苟生”，让我们想起战国时期思想家 的“舍生取义”。（1 分）

（2）下列对【材料二】书法作品的欣赏，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绝命词》用篆书写就，瘦劲挺拔。 B．《绝命词》用楷书写就，一波三折。

C．《十六字令》具有行书的特点，端庄方正。 D．《十六字令》具有草书的特点。自由飘逸。

4．参现活动结束，老师要求同学们用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感受。结合本次参观活动，完成（1）-（2）题。（共 4

分）

（1）下面是四位同学分别写下的参观感受，其中语言表达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今天使用的每一个汉字，都是 3000 年前甲骨文基因的延续。

B．片片甲骨，带我走进了汉字的童年，让我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C．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这一点不由分说。

D．甲骨文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献遗产，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灿烂的塊宝。

（2）留言册上的一则留言“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引发了大家的赞叹。请结合本次参观，说说这则留言妙在何处。

（2 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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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诗文阅读（共 16 分）

（一）默写。（共 4分）

5．但愿人长久， 。（苏轼《水调歌头》）（1 分）

6． ，八年风味徒思浙。（秋瑾《满江红》）（1分）

7．说到怀人思乡，你能联想到的一联古诗是“ ， ”。（本试卷中涉

及的诗歌除外。每句诗中允许有一个不会写的字用拼音替代）（2 分）

（二）阅读《渔家傲·秋思》，完成 8-9 题。（共 5分）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8．这首词是古代边防军人感怀之作。上片突出描绘塞下的荒凉，目之所及。 “① ”勾

勒出傍晚时分壮阔苍茫的战地景象；下片着力抒情，既抒发了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也借“燕然未勒归无计”

表达了将军与征夫的② 之志。（2分）

9．这首词借景与物寄寓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请从词中选择你最有感触的一种景或物，并简要说明它带给你怎样的

内心感受。（3分）

答：

（三）阅读《岳阳楼记》，完成 10-12 题。（共 7 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甲】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

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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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

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乙】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

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丙】

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0．下列选项各有两组词语，每组词语中加点字的意思都相同的一项是（2分）

A．增其旧制．/因地制．宜 巴陵胜．状/引人入胜．

B．北通．巫峡/通．情达理 山岳潜．形/潜．滋暗长

C．薄暮冥冥/日薄．西山 春和景．明/触景．生情

D．心旷神怡．/怡．然自乐 宠辱偕忘/白头偕．老

11．翻译文中三处画线语句，并依据上下文内容对其作出进一步理解，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甲】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翻译：过了两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了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

理解：之所以重修并扩建岳阳楼，并在楼上雕刻唐代先贤和今人的诗赋，是为了纪念被贬官的滕子京在

短时间内取得的政绩。

【乙】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翻译：看了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恐怕会有所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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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作者认为，迁客骚人目睹阴雨连绵时洞庭湖上萧然的景象，会心生忧愁哀伤；看到皎洁的月光普

照洞庭湖面时，又会无比欣慰与欢喜。

【丙】微斯人，吾谁与归？

翻译：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理解：范仲淹表明心迹，愿意像“古仁人”一样，超越个人的快乐与忧愁，忧在天下人之前，乐在天下

人之后。

12．“以天下为已任”是《岳阳楼记》中“古仁人”的精神境界。结合下面三则【链接材料】，分别说明这种精

神境界在杜甫、柳宗元和苏轼身上是如何体现的。（3 分）

【链接材料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声独破受冻死亦

足！

（节选自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链接材料二】

元和中，子厚①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②，则没③为

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
④
，足相当，则使归其质。

（节选自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链接材料三】

（苏轼）徙知⑤徐州。河决曹村，汇于城下，城将败。轼曰：“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轼诣武卫营，呼卒

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⑥，吾侪⑦小人，当效命。”率其

徒持畚锸
⑧
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

⑨
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

城。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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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子厚】柳宗元的字。②【子本相侔（móu）】利息和本金相等。③【没】没收。④【佣】受雇的工钱。⑤

【知】掌管，主持。⑥【涂潦】道路泥泞积水。⑦【侪（chái）】辈，类。⑧【锸（chā）】锹。⑨【沈】同

“沉”，没入水中。

答：

三、名著阅读（共 6分）

13．腰封也称“书腰纸”，是包裹在图书封面中部的一条纸带。其上可印与该图书相关的宣传、推介性文字，例

如下面图片中印刷在《艾青诗选》腰封上的“向往光明与希望的伟大诗人”。请结合你的阅读经验，为表格

中的名著选择恰当的推介语。（2分）

名

著

《水浒传》

①

《西游记》

②

《骆驼祥子》

③

推

介

语

A．扶危济困，维护正气，替天行大道；快意恩仇，共赴忧患，情

义比天高。

B．如若不曾有过希望，失望便也不会那么彻底。即便是燃尽希望

的绝望，也曾有过热血、毅力和梦想。

C．为救苍生负重担，矢志铭心金不换，跋山涉水修正果，纵使千

险万滩又有何难。

14．金圣叹曾经说过：“《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选择你最感兴趣

的一位好汉，结合他的人生轨迹和英雄事迹，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100 字以内）（4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1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17 题。（共 6 分）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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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各庄位于朝南区东南部。其乡情村史陈列室建立于 2016 年。展馆通过村民提供的实物、图片、文字集中呈

现了豆各庄独有的民俗文化，用真实的物品反映出这一区域的时代变迁。2009 年，陈列室等备过程中，村民从家

中拿来了具有时代点的独轮小推车、炉子、饸饹机以及医书、家谱……这些展品，分别按照不同时代主题展示了

豆各庄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历史变迁，让土生上长的豆各庄村民倍感亲切与自豪。村民王老爷子告诉记者：“这个

陈列室里也有我捐的东西，现在孙女、外孙女都在国外留学，等她们回来，我一定要带她们来这儿看看，让她们

知道家族和村里的历史。”

【材料二】

孙河乡的乡情村史陈列室用全息影像、VR 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再现了孙河乡的昔日旧景，早在村子腾退之

前，乡里专门请来拍摄团队，先航拍了全村整体现状，再深入每家每户拍摄老宅的全景照片，制作成 VR 影像。如

今，当你走入陈列室，戴上 VR 眼镜，老村旧居就会立刻展现眼前：院子里的大槐树、墙上挂着的十字绣、厨房的

大铁盆……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似乎触手可及。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的使用，让老物件“ ① ”了起来，亲

切地再现了朝阳区东北部乡村的传统生活面貌。村民们也可以随时观看，回忆老家的点滴，慰藉他们离别的情绪。

【材料三】

隐藏在朝阳区北部一片果林里的崔各庄乡情村史陈列室，看起来更像是一座 ② 。走进院子里，三间平房

映入眼帘，院子里石磨、碾子、水井、辘轳一应俱全。展区每一间小屋都原汁原味体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特点和

细节。参观者来到这里，可以亲自打水、喂鸡、磨制豆腐、浇灌果树、摘菜做饭，感受过去浓厚的生活气息。陈

列室设计师吴运涛介绍首：“这里的一大特色就是体验式参观，用真实生活场景反映崔各庄的时代变迁，让远离

过去生活的人们重新找到被封存的记忆，找到念想和寄托。”

15．综合三则材料，说说你对乡情村史陈列室有了哪些了解。（2分）

答：

16．依据上下文，在【材料二】和【材料三】的横线处依次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①活 ②特别的农家小院 B．①动 ②特别的农家小院

C．①活 ②普通的农家小院 D．①动 ②普通的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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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结合上述三则材料及下面的【链接材料】，可以看出，朝阳区在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上的主要特点是展览形

式① ，展览数量② 。（2 分）

【链接材料】

2013-2018 年朝阳区乡情村史陈列室数量变化

（二）阅读《稻香》，完成 18-20 题。（共 8 分）

稻香

侯发山

①过了 5 月，稻子刚开始扬花，寨上寨下就弥漫出稻花特有的味道。时间越往后，随着气温的升高，那种味

道就越发浓郁，使人不由得想呼吸再呼吸，好像要拿这种味道把五脏六腑过滤一遍。

②这个寨子地形独特，山顶上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水源，旱涝不竭，为寨里的人畜和庄稼提供着便利，因

此这片树林被当地哈尼人称为“寨神林”。“寨神林”往下，直到山脚，是呈阶梯状的稻田，一块又一块，月牙

形环绕着。

③索姆是寨子的“沟长”，负责整个寨子的水沟，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通往每家每块稻田的水沟，哪块稻田

没水，他就得及时引水过去；哪块稻田积水过多，他还得及时疏导。

④这天，天还没透亮，索姆怀里揣两个煮熟的土豆、背着馒头就要出门。

⑤儿子幸福从被窝里探出头，说：“爹，天天上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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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自从索姆去年秋天被大家推选为“沟长”后，一天也没歇过。别看“沟长”是个最不起眼的头衔，但责任

却重大。若是责任心不强，让“寨神林”的水随便流，要么冲毁稻田，要么稻子吸收水分不够，影响产量和质量。

⑦索姆叹口气，说：“今年山上的水较往年小了许多，若是再不上心，稻子很可能要减产。到那时，大伙儿

会怎么看我？”

⑧这也太拿土豆当干粮了，不就是个“沟长”吗？幸福扑哧一下笑了，说：“爹，去年秋到今年春，雨水少

得像猫尿，要说这账也该算到老天爷的头上。”

⑨“老天爷是老大，谁敢拿他说事？”索姆闷声闷气道。

⑩幸福知道爹的脾气，假如硬顶他，他就像发了疯的牛，惹不起。幸福马上换了个话题，说：“爹，今年咱

家的稻子还可以吧？”

⑪索姆点了点头。他知道，幸福问这话是有原因的。往年的“沟长”是旺达，这家伙懒散，但对自家的稻田

上心，把自家的稻田侍弄得很是丰美繁茂。譬如去年，他家收了 30 袋稻子，而跟他的地一样多的索姆家，只收成

了 17 袋稻子。也正因为旺达的自私和懒惰，在大伙儿的强烈建议下，村里罢免了他，推选了索姆当“沟长”。

⑫索姆刚要跨出门槛，幸福又开口了，说：“爹，我昨天上山了，看到咱家的稻子像是营养不良的黄毛丫

头。”

⑬索姆迟疑了一下说：“我心里有数。”索姆的声音低低的，很没底气。

⑭父亲说话的语气一贯如此，幸福也就没再多想。眼下稻子还不到灌浆的时候，或许老爹心里真的有数呢。

⑮索姆刚到山上，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稻田边转悠，那是旺达。

⑯看到自家的稻田被涓涓的溪水滋养着，稻子长势甚是精神，旺达的嘴角咧出一丝笑容。这时，他也发现了

索姆，便不冷不热地说道：“索姆沟长，若是今年歉收，哼！”说罢，没等索姆张嘴，他便转身走了。

⑰索姆愣怔了一下，看到旺达走远了，开始沿着水路巡视。从山下到山上，再从山上走到山下，一块稻田又

一块稻田，一条水沟又一条水沟……这里扒扒，那里捅捅。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呼吸着稻子的气味，看着稻子在

微风中点头，像是在对他问候致意，索姆心里比喝了蜜还甜，所有的不快和劳累都无影无踪了……

⑱转眼到了 8月，空气中的稻香味更浓了，更纯了，稻子该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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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虽然今年的雨水不多，稻谷的收成并不差，像旺达家，跟去年差不多，收了整整 29 袋。唯一收成不好的是

索姆家，只收了 17 袋稻谷，跟去年一样。

⑳不只是幸福，大家都知道，这是水分滋养的不够。

㉑把“丰收”背到家里——哈尼族人称背“稻谷”为背“丰收”。幸福见鸡骂鸡，见狗打狗，很显然，他在

生老爹的气。

㉒索姆不知道怎么劝慰儿子，只是像做了错事似的，默默地端着旱烟袋，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吞云吐雾。

㉓幸福刚要数落父亲几句，忽然看到乡亲们来了，他们的肩上都或多或少背着稻谷，那是他们答谢“沟长”

索姆的。

㉔无论索姆如何拒绝，乡亲们说着感谢的话，把稻谷倒下便乐呵呵地走了。

㉕当天晚上，又有人悄悄背来了一袋稻谷，那人是旺达。

㉖事后，幸福拿布袋量了量，仅乡亲们送的稻谷就有 15 袋。幸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他觉得对不起父亲，想

对他老人家说句道歉的话。但是，当他站在老父亲眼前时，说出口的却是：“爹，今年的稻子真香！”

18．小说题目“稻香”，既指弥漫在寨子里的稻子的芳香，也指 。（2 分）

19．第⑰段画线句是对索姆的写。请你从语言、手法、内容等方面任选一点，简要分析画线句是如何刻画索姆这

个人物的。（3分）

答：

20．有人认为，小说第㉕段可以删掉。请结合小说的情节和主题，说说你的理解。（3 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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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3 题。（共 7分）

①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泓碧水，或者一出家乡戏……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其实，乡愁承

载的是人们对美好家园的期盼。

②从古至今，乡愁都传达了人们对故乡青山绿水的渴望。“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温庭筠的乡愁存放

在回塘水暖、凫雁自乐之中；“何处是乡愁，云在霍山头。儿时常入梦，杏黄麦子熟”，梁衡的乡愁寄予在霍山

脚下那个古老美丽的小山村里。青山绿水才是美丽家园。就像洱海边的古生村，溪水环绕、绿树成萌，农家院花

开四季……清新静谧的自然风貌留住了乡愁之根。如果故乡失去了原有的美丽，那又该如何唤起人们的乡愁？

③乡愁不仅在故乡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还表现为人们对故乡传统风貌和生活体验的怀念。汪曾祺的乡愁停

留在品尝过端午鸡蛋的舌尖上，老舍的乡愁存在老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里，鲁迅的乡愁则 ……

可见，传统风貌与生活方式如若渐渐消失，那么乡愁也将无处安放！难怪民俗专家冯骥才大声疾呼：“最近十年，

我国每天消夫 80 个村落！被切断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还有世代积淀在那里的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

习惯。”

④乡愁还传递了对淳朴自然的人际关系和敬老孝亲的社会风尚的向往。相比“家家包铁栏，户户装猫眼。电

话聊千户，不语邻家言”的生活状态，大家更喜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坦诚相见；相比不孝顺父母、

不赡养老人的新闻屡屡爆出，大家更怀念“兄友弟㳟、敬老孝亲”的礼治社会。传承着淳朴民风、文明家风的人

文乡村，浸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美好家园。才是每一位游子心中的故乡。

⑤乡愁，是人们一生一世浓得化不开的情愫，是一种文化印迹和精神归属。记住乡愁，建设美好家园，其路

漫漫，虽远莫阻。

21．阅读全文，判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甲】第①段中提出了中心论点：乡愁承载的是人们对美好家园的期盼。

【乙】第②段里列举温庭筠、梁衡及古生村的事例，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丙】第④段从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两方面，论述了对当下生活的不满。

22．根据你对第③段的理解，结合阅读经验，在横线处补写合适的内容。（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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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23．下面是李广田的一首小诗。请结合诗句的内容和上面的文字，简要说明你对诗中乡愁的理解。（3分）

乡愁

李广田

在这座古城的静夜里，

听到了在故乡听过的明笛，

虽说是千山万水的相隔吧，

却也有同样忧伤的歌吹。

偶然间忆到了心头的，

却并非久别的父和母，

只是故园旁边的小池塘，

萧风中，池塘两岸的芦与笛。

答：

五、写作（40 分）

24．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请将“怀念 ”补充完整，构成你的题目，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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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二：迅哥儿回到故乡，所有的变化让人悲凉；杜小康重回油麻地，他已经完全成长；木兰还乡做回了自

己，重新换上女儿的红妆……假如你在二十年后重回北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你以“我

又回到了北京”为题，发挥想象，写一篇文章。

要求：（1）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2）作文内容积极向上。

（3）字数在 600-800 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较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