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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 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质量监控试卷

初三语文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2 页，五道大题，24 道小题。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姓名和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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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20 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请你根据要求，完成第 1—4 题。（共

16 分）

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第（1）—（3）题。（共 7 分）

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

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

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

进行了伟大的长征……长征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漫漫征途中，

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 余座，穿越了被称

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

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

间奇迹。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1）对文中加点字的注音和【】内字笔顺的判断，完全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侵．略（qǐn） “陷”字的第七画是 横

B.侵．略(qīn) “陷”字的第七画是 横折

C.侵．略(qīn) “陷”字的第七画是 横

D.侵．略(qǐn) “陷”字的第七画是 横折

（2）文中画线两个词都有“极”字，结合语境理解它们的意思，再写出

一个与这两个义项不同并含有“极”字的词语。（3 分)

（3）根据语意，将下面语句依次填入文中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①历时之长 ②行程之远 ③环境之险恶 ④规模之大 ⑤战斗之惨烈

A. ②④①⑤③ B. ①④②③⑤ C. ②①④③⑤ D. ①②④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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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解放后，各级政府在长征

路上修建了的多处纪念地。下面适合“遵义会议会址”纪念地张贴的上

联和下联分别是（2 分）

A. 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B. 四飞赤水功昭万里长征

C. 万里长征英雄酬壮志

D. 一展红旗史志千秋伟业

E. 千秋伟业砥柱峙中流

F.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3. 长征途中毛泽东创作了多首诗词，《长征》是唯一一首律诗。阅读诗歌，

完成第（1）—（2）题。（共 4 分）

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 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定下

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B. 颔联、颈联四句承上文“千山”和“万水”，分别从“山”和“水”

两方面写红军战胜困难。

C. 颈联中的“暖”和“寒”是一对反义词，“暖”表现的是战胜困

难的激动，“寒”传递的是内心的紧张与害怕。

D.尾联描述了红军长征的最后历程。以“开颜”收篇，写出了红军

翻过雪山后一片欢腾的喜悦之态。

（2）下列诗句与“乌蒙磅礴走泥丸”所用修辞方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2分）

A. 山河破碎风飘絮 B. 怀旧空吟闻笛赋

C.我寄愁心与明月 D.玉盘珍羞直万钱

4. 阅读下面连环画，完成第（1）—（2）题。（共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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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

之后，北上抗日的中央红

军主力部队，转战贵州、

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

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越

于敌人的重兵之间，机动

灵活歼灭大量敌人。

2. 随后，红军又出敌不意，

南渡乌江，直逼贵阳，乘胜

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当

年五月，又顺利地通过大凉

山地区，接着他们又强渡大

渡河，向中年积雪、空气稀

薄的夹金山进军。

3. 六月，红一方面军某团

队伍爬上了这座著名的大

雪山。突然，狂风卷着大雪

漫天飞舞，接着碗口大小的

冰雹又降落下来。红军战士

们顶着风雪冰雹，艰难地向

上攀登。

4. 突然，一个红军小战士

脚下一滑，跌倒了。红一

方面军某团陈团长急忙将

他拉起来，然后把他背在

身上，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5. 一阵暴风雪席卷而来，

红军队伍湮没在风雪迷雾

之中。有十几名战士刚攀上

雪山崖顶，无情的暴风雪便

将他们全部卷进了茫茫的

山涧！

6. 终于，中央红军翻过了

层叠起伏的雪山。

（1）连环画中有一幅通过特写镜头表明红军战士互帮互助优秀品质，这

幅画是第 幅。（1分）

（2）结合前 5幅画的内容，为第 6 幅画补写一段文字。（2分）

5.默写（共 4 分）

（1）蒹葭采采，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蒹葭》）（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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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其一）（1 分）

（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概括了古

仁人的宏伟抱负，也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2 分）

二、文言文阅读（共 10 分）

阅读下面【甲】【乙】两段文字，完成第 6—9 题。

【甲】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

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

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选自诸葛亮《出师表》)
【乙】先帝虑汉、贼①不两立，王业不偏安②，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

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

坐而待亡，孰与③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

不甘味。思惟④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

非不自惜也，顾⑤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而议者⑥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

时也。

（选自诸葛亮《后出师表》）

【注】①[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②[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③[孰与]何如，表示抉择，倾向肯定后一种（偏指一方）④[惟]助词。⑤[顾]

这里有“但”的意思。⑥[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6.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字的意思。（2分）

（1）庶竭驽．钝 驽：

（2）今贼适．疲于西 适：

7.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2 分）

（1）受命以来，夙夜忧叹 翻译：

（2）此进趋之时也 翻译：

8.【甲】【乙】两段文字都是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旨在 ① 。【乙】

中诸葛亮再次提出此请求，除了【甲】文中“南方已定，兵甲已足”

的条件，还有 ② 。从【甲】【乙】两文中接受遗命以来的 “夙

夜忧叹”和“ ③ ”的描写，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汉的 ④ 。（4

分）

9.下面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书诸葛亮的《出师表》。对这幅作品欣赏不恰．．

当．的一项是(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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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书体纵横挥洒，气势磅礴；结体大小相间，欹正有别。

B.大字、长画放得开，以抒发豪情；小字、短画收得紧，体现变化。

C. 兼行兼草，行书结构秀丽，草书圆转自如。

D. 前四行比较工整，除“言”“分”二字为行书，其余皆为草书。

三、名著阅读 （共 9 分）

10.下面是《论语》中关于 “孝”的两则语录。比较一下，说说它们共同

强调了什么？结合实际，谈谈生活中你准备怎样去做。（4 分）

（1）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11.阅读下面的连环画，完成第⑴-⑵题。（共 5 分）

1.一天晚上，祥子拉着曹

先生从东城回来，路上越

跑越快。跑着跑着他脚下

碰到一堆高起来的东西，

栽倒了。

2. “咔嚓”一声，车把断

了。曹先生在车上喊了一

声，也跌了出去。祥子连忙

爬起来去救先生。

3. 曹先生和祥子都受了

伤。回到家，曹先生嘱咐祥

子收拾伤处，自己进去和太

太要药。祥子呆呆的看着那

断了把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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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妈叫祥子进去上药。

祥子进书房，看到曹太太

给先生裹伤。他低下头说：

“先生另找别人吧！两个

月的工钱您留着收拾车┅

┅”曹先生让他先上药。

5. 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
碰了车┅┅祥子几乎哭出

来。他觉得对不起曹先生，
没脸再在曹宅待了。按照曹

太太的吩咐，洗了伤，高妈
给他上药。

6. 曹先生把车修好，没有

扣祥子的工钱。生活又合了

辙，希望又重新发了芽。

（1）上面连环画的主要内容是 ① （不超过 20 字），从中可以看出

祥子 ② 的性格特点。请你再写出一个能够体现祥子这一性

格的情节 ③ 。（3分）

（2）第 6 幅连环画中写祥子“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祥子的“希望”是指

① ，后因为 ② （人物）而破灭，使他再次来到人和车厂。（2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31 分）

（一）阅读下面两则材料，完成第 12—15 题。（共 9 分）

【材料一】

11 月 30 日，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1 届常会经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古

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

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因赤道与地球公转轨道面间存在夹角。地

球在绕日轨道上的位置不同，便有了四季 ① 。一年中影子最长的那

天，被古人称为冬至，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日影最短之日则被称为夏

至，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而春分、秋分正好将“二至”平分。从“春

分”点（黄经 0°，此刻太阳 ② 照射赤道）出发，每前进 15°为一

个节气，也就是把黄道分成 24 个等份，每等份各占黄经 15°。运行一周

（360°）又回到春分点，为一回归年，即为 24 个节气。一年中，以立春

为起始，清明是第五个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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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太阳位置划分的 24 节气图

【材料二】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人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

后人们根据日月运行的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的相互关系，

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

节气。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

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

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表明了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到了西汉时期《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

气的名称。

12.根据【材料一】，判断下面“二十四节气歌”(节选)中，加点字分别指

的是什么节气。（3 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3.在【材料一】的①②两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更迭 垂直 B.更换 径直

C.更换 垂直 D.更迭 径直

14.下面三个选项中，属于【材料一】【材料二】共同说明的一项是（2 分）

A.说明了 24 节气的划分方法。

B.说明 24 节气与气候、物候有关系。

C.说明 24 节气的来历。

15.有关 24 节气的民间谚语很多。 “谷雨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

是农业方面谚语； “三日风，三日霜，三日以内天清光”是气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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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谚语……请你写出一条和 24 节气有关的谚语。（2分）

（二）阅读《国旗》，完成第 16—19 题。（共 12 分）

国 旗

蒋一谈

我骑着车在调研北京胡同里的日常生活，忽然发现自行车骑起来越来

越费劲，原来是两个轮胎都瘪了，只能下车推着往前走。忽然感觉有雨落

下来。我推着车子跑了起来。拐了几个弯，都没看见修理摊。

眼前出现一个高高的门楼，门楼里面是气派的红色大木门。大木门是

关闭着的，门上面镶满数不清的金黄色铆钉。我紧跑几步，迈上台阶，站

在门楼里面。突然听到一阵犬吠，是从大门背后传来的，我打了个冷颤，

似乎看见大红木门在晃动。犬吠更近了，我能想象出凶狠的狗嘴和狗牙。

“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在门背后喊道。

“我……避避雨。”

“别靠上门啊！”女人的声音充满厌恶。犬吠声更大了。

女人和狗走了，我长长地喘口气。

“小伙子……避避雨吧……到这儿避避雨吧……” 我隐隐约约听见

一个老头的声音。

我停住脚，回过头，看见一把黄褐色的油布大伞，大伞旁边有一辆湿

淋淋的三轮车，伞下坐着一个抽烟的老头，老头脚边摆着工具箱和一张湿

了一半的纸牌子，纸牌子上“修车补胎”的字迹有点花了。

我点点头，把车靠在树上，跑进大伞下面，蹲下。“大爷，谢谢您！”

雨滴落在伞面上的声音特别好听。

老头挪去工具箱上的物品，用手掌擦了擦，说：“小伙子，坐上面吧。”

“大爷，雨停了您帮我修修车，车胎瘪了。”

“好说。”老头平静地说。

我起身坐在工具箱上，头发触到了伞的支架，耳朵离雨的声音更近了，

愉快温暖的情绪逐渐包围了我。

雨停了。我把自行车推过来。老头三下五除二就修利落了，倒是我手

上沾了不少油腻，就着从屋檐上留下来的雨水洗了洗手，无意中看见一条

暗红色的布条耷拉在工具箱外面，就走过去，用它把湿手擦干净。“住手！

住手！”老头大声喊道，跑过来，使劲抖落着布条，瞪着我。“你走吧！”

他扯着嗓子说，“修好了！你走吧！”

我当然很吃惊。不就是一块破布嘛！

“多……多少钱？”

“不要你的钱了！你走吧！”

我摇摇头，莫名其妙地望望老头，推着自行车走了。走几步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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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弯着腰坐在大伞下面，用力把湿乎乎的纸牌子扔到对面墙上。

回到学校，我从同学那里借来笔墨纸砚，一口气写了十几遍“修车补

胎”，感觉有了手感，才在找来的纸牌子上郑重地写下这四个大毛笔字。

下午的阳光明亮而不刺眼。没有人修车。

“大爷，送您这个牌子，我写的。”

老头抿抿嘴，有点不好意思。我把纸牌子支在工具箱上，发现红布条

不见了。

这时，胡同口传来老太太的吆喝声：“明后天挂国旗啊！庆国庆啦！

六十年大庆啊！”

“小伙子，你站起来一下，给你看样东西。”

我从工具箱上站起来，看着老头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塑料布包，

轻轻打开，露出一摞暗红色的布料，和我上午看见的布条颜色一样。

“这是什么？”我问。

“国旗，”老头说，把布料放在膝盖上，慢慢展开，“国旗……”他

说话的声音低沉下去。长这么大，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这种颜色的国旗：红

色和暗红色混杂在一起，极度不均匀，上下左右沾满更深的色块，左角上

的五角星只能看见两个了，另外三个淹没在色斑里。

“我儿子是解放军……”他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七九年参加对

越自卫反击战，死在战场上了……我儿子是举着这面国旗死的……我儿子

是旗手……”他轻轻抚摸着国旗上的色斑，“上面有我儿子的血……我儿

子没给我丢脸……没给国家丢脸……好儿子……”他用力挤着眼睛，把眼

泪挤回眼眶，手指抖动着把国旗折叠起来，“三十年喽……三十年喽……

真快啊……我死了……也会把它带走……”

两个人沉默着。这一刻，我感觉到一丝惆怅。阳光斜照在胡同口，再

过一会儿，下午就变成黄昏了。三个老太太说说笑笑走过来，其中一个对

老头说：“老李，国旗准备好了吗？”

“把‘吗’字去掉吧。”老头笑着说。我也笑了。

回到老头住的大杂院，收拾妥当，老头拿来一根竹竿和一面鲜红的红

旗，说：“刚买来的国旗，跟我到门口去，我给你说挂哪儿。”我把国旗

套进竹竿，把竹竿插进铁筒。

最后一抹夕阳照在国旗上面。柔和的颜色。老头若有所思地说：“早

晨看国旗和晚上看国旗的感觉不一样。”

一盘花生米，一盘豆腐丝，半瓶二锅头。

老头支撑着桌子站起身，走到门外，过了一会儿，抱着那面变了色的

国旗进了屋。“帮大爷个忙，竹竿没有了，就用这根铁条吧……三十年

了……也纪念纪念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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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胡同里的微弱灯光，我看见两面国旗紧紧地贴在一起，像一对父

子，又像一对孪生兄弟。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点发涩。

阳光刚刚露出脸。胡同里的国旗一溜排开，红红的旗帜和灰色的墙壁

映衬在一起，别有一番味道。修车摊前空无一人，我听见了远处若隐若现

的哀号声，好像是大爷的声音……老头瘫坐在地上，怀里抱着那面湿漉漉

的国旗——已被修过一遍的国旗。左上角的五角星很鲜亮，旗帜的色泽由

暗红变为浅红……“为啥要洗啊……为啥要洗啊……”

“他的国旗太脏了，影响胡同景观！”

“咱们是好心，怎么就……”

“老李和这国旗有故事吧？”

…… …… ……

（文章有删改）

16.阅读文章，按时间顺序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血染红旗”的经历。（每

处不超过 20 字）（2分）

(1)30 年前儿子壮烈牺牲留下“血染红旗”

（2）

（3）为纪念儿子老人悬挂“血染红旗”

(4)

17.联系上下文，说说下面语句中加点词语表现了人物怎样的心理。（4 分）

（1）使劲．．抖落着布条。

（2）才在找来的纸牌子上郑重．．地写下这四个大毛笔字。

18.有人认为小说的题目是“国旗”，塑造的主要人物是“老人”，开篇

部分“高门楼避雨”的情节与这些没有关系，可以删除。你是否赞成

这一观点，请说明理由。（4 分）

19.小说结尾出人意料，也让人深思。请你针对最后四段提出一个问题，

引起大家思考。（2 分）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第 20—22 题。（共 10 分）

①“打一分赚一分，我们一起顶住！”“我们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儿，

不管怎么着也得顶住！”“女排精神就是不放弃，能顶住！”……

②中国女排在第三十一届奥运会上赢得中国代表团“分量最重”的一

块金牌后，女排教练员和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送给我们一块沉甸甸的人

生“金牌”——人生需要“顶住”。

③赛场是最高强度的比拼，是精神意志的较量。“顶住”，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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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姿势表象，也是一种内心观念。“顶住”，不是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

更不是安于现状的消极保守。对于人生而言，“顶住”，是一种态度，一

种责任，是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发动机”。

④“顶住”是执着，坚持不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夫”，说的是成功的偶然性。然而，这种“不费功夫”的偶然，却存在于

“吾将上下而求索”“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之中，是千

辛万苦付出后的某种必然。世间事，除了岁月，没有“不费功夫”就得来

的好事。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

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国学大师钱穆“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

一生著书立说达 1700 万言，还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

年复一年的“顶住”，最终才能积跬步以至千里。

⑤“顶住”是毅力，坚忍不拔。“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前进路上，艰难困苦是“灭顶石”还是“垫脚石”，

关键看能不能“顶住”。爱迪生说，失败了一千次并不可怕，最起码我知

道这一千次的努力都是不可行的，于是我就会做出第一千零一次的努力。

袁隆平培育出高产杂交稻，屠呦呦提炼出青蒿素，说到底都是一个屡败屡

试、愈挫愈奋、不断“顶住”的过程。成功路上，不仅要看能否吃得了“坐

冷板凳”的寂寞之苦、“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勉之苦，还得看能否受得

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坚忍之苦。无数事实证明，面对困难时选择“顶

住”，一个个失败、挫折和困难，就会从“绊脚石”变为砌筑人生进步的

“垫脚石”。

⑥“顶住”是定力，坚定不移。当年长征，尽管起初红军不知道战略

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不知道最终去往哪里，但大家坚信“只要跟党走，跟

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坚信“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

的彼岸，我们的旗帜一定能达到”。正是因为对这一目标的坚定不移，才

使“红军不怕远征难”，把二万五千里的艰辛远征，化作了地球上最绚丽

的红飘带。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马克思说，他能创立剩余价值学

说，前后坚持 40 余年时间进行《资本论》的研究撰写，关键是“目标始

终如一”。凡事咬定一个目标，矢志不渝，必会凌绝顶而览众山。
（选自 2016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20. 给文章拟一个题目。（2分）

21. 阅读第④段，简要分析作者是如何进行论证的。（4分）

22. 阅读第⑥段，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怎样理解“志行万里者，不中道

而辍足”的现实意义。（4分）

五、作文（共 50 分）

（一）根据情景，按要求写作。（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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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2016 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 80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文

坛巨匠，学校开展了“我眼中的鲁迅先生”主题活动。让同学

们再次走进鲁迅，感受他的人格魅力。请你结合鲁迅先生的一

部作品，写一段点评。

题目二：小说《国旗》在人们的议论中戛然而止，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请发挥你的想象，进行续写。。

要求：（1）内容符合要求，语言使用得当。

（2）字数在 150—200 之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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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十字路口”是指两条道路交叉的地方，后来比喻处在对重

大事情需要决定怎样选择的境地。生活中我们常常徘徊在一

个又一个人生十字路口，方向与选择，混乱与规则，从众与

坚守……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故事，都有思考，都蕴含着深

刻的道理。请你以“站在十字路口”为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二：阅读下面诗歌，请你发挥想象，以“小儿垂钓”为题或自拟

题目将其扩写成一篇文章。

小儿垂钓

[唐]胡令能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要求：（1）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2）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3）字数在 600—800 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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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 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质量监控试

卷

初三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基础·运用（共 20 分）

1．（1）答案：C （2 分）

（2）解释：极．为罕见：副词，表示达到最高程度。 极．限：最高的。

举例：登峰造极、极目四望……

（共 3 分。解释字义 2 分，举例 1 分）

（3）答案：B （2 分）

2．答案：C E（共 2分。选项 1 分，顺序 1分）

3．答案：（1）C （2分） （2）D（2 分）

4．（1） 答案：四 （1分）

（2）答案示例：他们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互相搀扶地沿着起伏不平

的小路，继续向北

行军。

（共 2 分。神态、动作 1 分，行军方向 1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5．答案：（1）白露未已 （2）问渠那得清如许 （3）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

天下之乐而乐

（共 4 分。共 4 空，每空 1分；有错字该空不得分）

二、文言文阅读（共 10 分）

6．答案：（1）劣马 （2）恰好

（共 2 分。共 2 小题，每小题 1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7．答案：（1）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愁叹息。

（2）这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呀！

（共 2 分。共 2 小题，每小题 1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8.答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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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讨伐曹魏 ②敌方受到东西方威胁，正处于疲惫之时

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④忠心耿耿

（共4分。共4空，每空1分；①②④意思对即可得分）

9．答案：D（2分）

三、名著阅读（共 9分）

10．答案示例：强调了孝敬父母不仅是养他们，给他们物质上的享受，最

重要的是要敬重他们，面对他们要面色恭敬、谦和。在生

活中，我准备每天尽量都以笑脸面对他们，吃饭让他们先

动筷子，有了矛盾后，先顺从他们的想法，再解决问题，

做事之前，先与他们商量，努力做到真正的尊敬他们。

（共 4分。共同点 2分，具体做法 2 分）

11.答案示例：

（1）①祥子因摔了人、碰了车想要辞去工作。 ②憨厚、淳朴

③祥子和众人救助老车夫

（共 3 分。共 3 空，每空 1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2）①攒钱买车 ②孙侦探 （共 2 分。共 2 空，每空 1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31 分）

（一）（共 9 分）

12．答案：①立夏 ②处暑 ③立冬

（共 3分。共 3空，每空 1 分）

13．答案：A （2 分）

14.答案：B （2 分）

15.答案示例：立夏小满雨水相赶；冬节月中央，无雪也无霜……

（共 2 分。只要是关于 24 节气即可）

（二）（共 12 分）

16．答案示例：

①老人精心收藏“血染红旗”30 年

②“血染红旗”因影响景观被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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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分。共 2 空，每空 1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7．答案示例：

（1）“使劲”既写出了老人害怕“血染红旗”被弄湿、弄脏的紧

张与担心，同时也表现了老人对 “我”用他儿子留下的“血

染红旗”擦手这一行为的不满与气愤。

（2）“郑重”一方面写出了“我”对给老人写“修车补胎”几个字

的重视和对老人帮助自己的感激；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我”的

愧疚心理，老人帮助了“我”可是“我”却惹老人生气。

（共 4分。共 2小题，每小题 2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8．答案示例：

我认为不应该删除。“高门楼避雨”的情节一是为后面与老头相

见做铺垫；二是把红门后的女人与老人进行对比，突出老人的善

良；三是把气派的红木门和老人的大杂院进行对比，突出老人居

住条件的简陋。

（共 4分，观点 1 分，理由 3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9.答案示例：国庆节悬挂国旗的意义是什么？

现代还有多少人记得为国牺牲的先烈？（2分）

（三）（共 10 分）

20．答案示例：人生需要“顶住”。（2分）

21.答案示例：

首先解释“顶住”的含义，然后分析每一次“偶然的成功”都是

千辛万苦坚持的必然结果，接着举曹雪芹和钱穆的例子证明，最后总

结“只有年复一年的‘顶住’才能取得最后成功”的观点。

（共 4 分。共 4 层次，每个层次 1 分）

22．答案示例：

第⑥段中“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强调的是有了远大的目

标，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我准备考上理想的高中，

所以在初三一年学习中，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都不会退缩，咬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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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放松，直到实现自己的理想。

（共 4 分。正确理解 2 分，结合生活实际 2 分）

五、作文（共 50 分）

（一）根据情景，按要求写作。（10 分）

23．评分参考标准：共 10 分。内容 7 分，语言 3 分。

（二）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 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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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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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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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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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错误较多，字迹潦

草，标点错误很多，格

式不规范。

说明：1.漏写题目扣 2 分。

2.字数不足，每 50 个字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