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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共 10 页，共四道大题，25 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考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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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请将答题卡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6 分）

阅读同学们整理的“走中轴 ”专题学习资料，按照要求完成第 1-5 题。

1.阅读下面介绍“中轴线”的短文，完成（1）-（3）题。（共 7 分）

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全长达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

代城市轴线,被誉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永定门至天桥，道路东侧是天坛，西侧是先农坛，北端是天桥，这里体现的是皇家的

祭祀文化，整体氛．围肃穆宁静。过了天桥，向北至正阳门这段路是著名的前门大街，也是前

门商圈的中心。在明代，前门大街的东侧是肉市、布巷子，西侧是珠宝市与粮食店街，相对

永定门内的肃穆与宁静，这里 ① ，热闹无比。前门以北，在明清时期是中央衙署和皇

城所在，而今是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辉煌故宫。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有经历六百余

年风云变幻天安门，也有见证新中国成长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与毛

主席纪念堂。历史既在这里层积，又与现实融汇交集。

与天安门南北相对的是地安门，在地安门与鼓楼之间是兴建于大都时代的万宁桥，其下

是通惠河，西北是建于唐朝的火神庙，西侧的是什刹海。有人说，这一片地区蕴藏半部中国

现代文学史，蔡元培、鲁迅、冰心、老舍、田间、郭沫若、萧军、杨沫、张中行、吴冠中……

他们或者曾长久居住在此，或者曾短暂逗留于此，却都难以忘记这里的 ② 。

（1）给加点的字注音和对画线字笔顺做出判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脊．梁（jǐ） 氛．围（fēn） “化”的第三笔和“万”的第三笔都是撇

B．脊．梁（jǐ） 氛．围（fèn） “化”的第四笔和“万”的第二笔都是撇

C．脊．梁（jí） 氛．围（fēn） “存”的第五笔和“涵”第五笔都是竖钩

D．脊．梁（jí） 氛．围（fèn） “存”的第六笔和“涵”第七笔都是竖钩

（2）在文中横线①②处填入的成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①人声鼎沸 ②浮光掠影 B.①人声鼎沸 ②天光云影

C.①车水马龙 ②天光云影 D.①车水马龙 ②浮光掠影

（3）学生会开展“走中轴”活动，路线是从永定门到故宫。作为学生会宣传委员，请你结

合上面的短文向同学们介绍这一段中轴路上文化景点的特点。（要求：用“既……，又……，

还……”的句式。）（3分）



2.书法作品的落款是指在作品的一角留下作者、日期、地点等。落款的书体讲究“文古款今”，

意思就是说正文书体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落款书体的出现时间。例如，楷书作品落款可用楷

书或行书，但不能用隶书落款。下列四幅书法的正文和落款的搭配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正文： 落款： B 正文： 落款：

C 正文： 落款： D 正文： 落款：

3.同学们整理了北京老字号“六必居酱园”的一则材料，请根据材料，补全对联。（2 分）

“六必居”属于特色命名，以制作遵循的要求为命名依据。老板规定了六个“必须”：

“黍稻必齐”(粮食原料必须备齐)、“曲蘖①必实”(必须按配方如实投料)、“湛之必洁”(浸

泡酒曲必须洁净)、“陶瓷必良”(酒器必须优质)、“火候必得”(操作必须掌握适度)、“水

泉必香”(必须用上好泉水)，这种严格的制作要求不仅成就了六必居在顾客心中的良好信誉，

更筑就了老店近 500 年的辉煌历史。

六必居的酱菜，工技精湛、酱味浓郁、咸甜适度，清代被选作宫廷御品。遵循古法，讲

求信誉，让六必居成为全国酱腌菜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澳大利亚、新加

坡、泰国、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①【蘖】niè本意是指被砍去或倒下的树木再生的枝，引申义是生芽的米。

上联：黍必齐，曲必实，湛必洁，瓷必良， ① ，水必香，京华古都传统， ② ，

居家旅行，懿哉君子；

下联：味斯淳，气斯馨，泽斯清，质斯正，形斯雅，品斯精，嘉靖年间风骨，斯承斯盛，佐

餐助酌，莞尔佳宾。

4. 请阅读下面材料，完成（1）-（2）题。（共 3 分）

顺着景山后街往鼓楼走，在地安门内大街路东，有一条慈慧胡同，当年叫慈慧殿。胡同

里的 3 号，也就是今天的 9 号，是朱光潜的家。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每个月总有一天，总

有一群新诗人在这里聚会。北大有冯至、周作人和何其芳等人，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和李



健吾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大家齐聚于此只为一件事：读诗！因此，这个聚会就叫“读诗

会”。

大家发挥各自特长，尝试以各种语言或各种形式进行诵读：俞平伯尝试填词唱曲似的吟

唱，朱佩弦使用中国语体的朗诵；擅法文的、德文的、英文的用不同语种操练。最有趣的是，

朱光潜、俞平伯、林徽因还试着分别用安徽腔、浙江土腔和福建土腔来读诗。最后大家发现，

读诗会上最成功的却是读散文——读徐志摩的《落叶》、朱自清的《 ① 》、 ② 的《济

南的冬天》等等。

（1）根据上下文关联看，划线句有一处表达欠妥，请你加以改正。（1分）

改正：

（2）文学常识填空：《 ① 》 ② 。（2 分）

5.下面是同学们对名家散文中语句的修辞和表达效果的分析，其中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

点粉色。”

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害羞”一词赋予夕阳下的薄雪以少女的神态、心理，生动

形象地写出了薄雪在夕阳照射下显出娇羞的神态。

B.“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

的名手画的吧。”

运用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两个“卧”字赋予了小村庄和雪以人的情态，将雪景比

作小水墨画，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下雪过后小村庄淡雅的景色。

C.“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运用了反复和拟人的修辞手法，连用两个“盼望”，突出强调了作者期待春天来临的

急切和喜悦的心情。

D.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偷偷地”赋予了小草以人的情态，形象地写出了春草已萌芽

的情景。“钻”字表现出春草破土而出的力量，表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二、古诗文阅读（共 18 分）

（一）默写。（共 4分）

6. ，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7.子夏曰:“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8.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 ， ”两句最能体现桃花源中人安宁幸

福的生活状态。

（二）阅读《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完成第 9-11 题。（共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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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9. 分析诗人是如何表达对友人的牵挂之情的？（3分）

答：

10.“落花”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极易引发人们感慨的意象。诗人借“落

花”或表达伤春惜时，或表达离别愁苦……下列诗句中，与“杨花落尽子规啼”一样，借落

花来表达离别之苦的一项是（ ）（2分）

A.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

B.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C.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



11.“重情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诗词中就有很多表达“惜别”之情的诗句，请

写出你知道的两句诗：①“ ， ”②“ ”（允许有 2个不

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使用 9、10 两题中已出现的诗词不得分）（2分）

（三）阅读文言文，完成 12-14 题。（共 7 分）

爱莲说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

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甲】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陋室铭

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乙】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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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外直．/理直．气壮 香远益清．/冰清．玉洁

B.亭亭净．植/ 窗明几净． 斯．是陋室/逝者如斯．

C.有仙则名．/莫名．其妙 鸿儒白．丁/真相大白．

D.素．琴金经/素．不相识 何陋．之有/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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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翻译：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有很多人了。

理解：很多人喜爱牡丹，它不像菊花不易被人发现，也不像莲花花香清淡，牡丹花香

浓郁，价值高，是人人都喜爱的富贵之花。

【乙】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翻译：苔痕碧绿，长上台阶；草色青葱，映入帘中。

理解：写陋室内外之景，将外景引入室内，为陋室增添了勃勃生机，洋溢一片盎然春

意。映衬出陋室的闲雅、清幽与别致。

【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翻译：没有世俗的音乐扰乱心境，没有官府的公文劳神伤身。

理解：作者非常厌恶官场上、宴会上的嘈杂的音乐，喜爱陋室中安适、悠闲的生活，

于是抛弃繁杂的公务，安享陋室中没有喧嚣的生活。

14.请你根据上文和下面的【链接材料】，概括说明三位作者分别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链接材料】（3 分）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

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

（节选自白居易《养竹记》）

答：

三、名著阅读（5 分）

https://www.baidu.com/s?wd=%E6%A0%91%E5%BE%B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9%BD%E5%B1%85%E6%98%9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15.朱熹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熟读”让你更深入地了解名著

内容，“精思”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思考或启示，请结合你阅读的一部名著，谈谈体会。（限

100 字以内）

答：

四、现代文阅读（共 21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第 16-18 题。（共 7 分）

【材料一】

2011 年到 2017 年，北京市先后实

施了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和平原地区

重点区域绿化建设工程。截至 2017 年

底，已累计完成平原地区造林 117 万

亩，在平原地区形成万亩以上的大片

森林 23处，千亩以上绿色板块 210 处，

栽下的新林面积相当于 110 个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大小。初步建成了以大面

积森林为基底、大型生态廊道为骨架、九大楔形绿地为支撑的城市森林生态格局。

2018 年北京市启动了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新一轮工程计划将新增森林湿地

100 万亩，到 2022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以上，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2%，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6 平方米。本着“无界森林、宜居城市”的理念，新一轮工程将造林

绿化建设与山、水、原、城有机融合，通过综合治理，逐步实现 ① 的规划愿景。

【材料二】

北京建立了全面、有效的空气质

量管理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完备的

法治系统、系统性的环保规划、严苛

的地方排放标准、强而有力的监控体

系，以及北京市民对环境保护的高度

重视。在过去 20 年间，北京市范围内

建立了 1000 多个空气监测站，对

PM2.5 在内的 6 种污染气体进行监测，

并实时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向

公众告知。

其次，北京市商用、民用供电供暖结构优化，有助于减少大气污染的排放。截至 2018

年底，北京市能源消耗中，超 99%为电力、天然气和其他清洁能源，城镇地区已告别“烧煤

取暖”。

北京还把高排放机动车治理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在 2012 年起施行的“国五”排放标准，

以及高补助刺激下的新能源车推广政策，汽车尾气排放所产生的 PM2.5 明显减少。

【材料三】

2018 年北京新建 28 处城市休闲公园，并在东城、西城、海淀等区新建了 20 处具有自

然特色的城市森林，还建设了 121 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这些绿地和公园虽然面积不大，

但紧邻居民区，为附近百姓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让市民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非常

方便。

午后暖阳下，西城区东福寿里口袋公园中，胡同里的老人们围坐在古色古香的亭廊下闲话家

常，周围绿植环绕。胡同居民李健说，过去胡同里到处私搭乱建，到了夏天蚊子还特多，让



人“闹心”，后来经过整治，胡同面貌焕然一新。福寿里口袋公园是北京近年来加快建设生

态文明的一个缩影。

通过多元增绿、见缝插绿和精准建绿，市民身边的绿色越来越多，城市生态得到了极大

改善。

16.依据上下文，在【材料一】横线处填入语句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①城乡林茂鸟语、浅山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

B.①城乡林茂鸟语、平原蓝绿交融、浅山层林尽染

C.①浅山层林尽染、城乡林茂鸟语、平原蓝绿交融

D.①浅山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林茂鸟语

17.阅读【材料二】的图文，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2 分）

答：

18.请你结合上面三则材料，说明近年来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变好的表现。（3分）

答：

（二）阅读《绿色的丰碑》，完成第 19-22 题。（共 9 分）

绿色的丰碑

①“正月里来是新春呐，青草芽儿往上升，天凭着日月啊，人就凭着个心呐……①”

②1980 年冬至，吃过早饭，6 个年龄差不多的中年汉子相约来到古浪县八步沙了解地形
地貌。一路上，他们哼唱着小调给自己打气，这漫漫黄沙怎么治，谁心里也没有底。

③背负家人的不解和乡邻的嘲讽，石满、郭朝明、贺发林、罗元奎、程海、张润元等 6
人郑重地在治沙合同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

④1981 年春，古浪县首家联户经营的林场——八步沙集体林场正式成立。没有匾牌，
没有场房，有的只是他们 6 人背上的铺盖卷、肩头的大铁锨和腰里的水葫芦。六个人节衣缩

食，凑钱买树苗，靠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一个大水桶和几把铁锨，开始了治沙造林。
⑤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20 岁的小伙子石银山眼睛里充满了迷茫：“爹，就凭我们这

些人，压住这漫漫黄沙，不是愚公移山吗？” 石满不吭声，拿起铁锨一脚踩下去。挖树坑、

栽树苗，背麦草、压沙障，孩子们跟在父亲身后一起一跪，一天下来，膝盖上磨出了血印。
⑥太阳慢慢西下，沙漠的夜来得早。风依旧呼呼地刮，漫天都是黄沙，嘴巴里、鼻孔里、

衣服鞋子里全是沙子粗糙的触感，麦草在天上打着旋儿，贺发林无奈，只得收拾好工具，倒

退着一步步回到了窝铺。夜间，黄风还是没有消停，狂怒地掀着沙子，一股脑儿地向房顶上
抛撒。

⑦“说说沙漠怎么来的【甲】传说张果老为了压毛驴，装了半袋沙子放在驴背上，结果

袋子破了，就撒了一路，后来这沙子就长个不停，埋了房屋、道路和寺庙【乙】”爱读书的
贺发林开始给冻得瑟瑟发抖的众人讲故事。

⑧天亮了，来不及重新搭建窝铺，贺发林捡来几块石头支起锅，郭朝明捡来干树枝点起
火，罗元奎提起水桶倒满水，抖一抖布袋里的沙，把带来的面粉倒进去搅拌。没有一叶绿菜，

伴着些许沙子，一锅拌面汤让几个中年汉子三下五除二喝了个精光，抓一把沙子擦擦碗，他
们扛起铁锹、沙铲，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

⑨在沙漠中行走是困难的，况且还背着草，一脚踩下去就会陷下去，一深一浅，左右腿
的力量不平衡，石满一个趔趄栽倒，脚脖子肿成了“馒头”。顾不上钻心的疼痛，石满指挥
孩子们栽完最后一颗树苗，才一瘸一拐离开了沙窝。伤筋动骨一百天，石满在炕上躺了十天

就坐不住了，第十一天大清早，他拄着拐杖去巡林。

⑩4 月的某一天，罗元奎在睡梦中忽然听到轰隆一声闷响，就失去了知觉。第二天醒来
的时候，他发现躺在自家炕上，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满屋子弥漫……

○11 “老罗，你终于醒了，吓人哩。”石满凑到跟前，给他掖掖被子，抹了一把泪。
○12“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黄沙埋在了脖子根，都以为你就葬在黄沙岗了。”张润元安

慰着罗老汉，把满满一大碗中药端在他面前：“受惊了，好好缓几天吧，看你这身子骨。”
他欲言又止。



○13罗元奎的心沉沉的，如同压着一块石头，不止是窝铺塌了，他更担心昨天种的树苗是

不是又被连根拔了。
○14栽上、吹跑，再栽、再吹跑，继续栽……沙漠中造林，成活一棵往往意味着栽种五六

甚至七八次。种树不容易护林更难，好不容易种下的草和树，风刮不走，就被羊啃光。育林
人的意志，在反复的栽种里牢牢生根。

○15 1984 年【A】春天到了，在六位老汉的心上，这是一个真正的【B】春天。上年栽的
树，成活率为 78％，看着一棵棵幼苗发芽抽叶，六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面对满眼的嫩绿，他们竟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泪光闪闪。

○16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八步沙的树绿了，老汉们的头发也白了，他们舍不得这片林子。

○17贺老汉做手术前，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我身体不行了，治沙的事就交给你了，你
得给我把八步沙看好。”

○18石老汉病倒在沙岗上，他告诉儿子：“你要好好干，不要把我们干下的这些事情丢掉
了！”

○19 郭老汉让儿子辞了供销社的工作，回到八步沙继承他的治沙事业。他病卧在床，反

复交代：“我走了以后，你和后生们，一定要把八步沙管好！”
○20罗老汉弥留之际，握着儿子的手，仔细叮咛：“我们这辈子不行了，就往下传，要一

代一代地传下去！”
○21张润元说：“治沙就是个苦力活，得有耐心、苦心和坚持心。”正是因为这一股执拗

劲，六老汉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下一代。
○22为了完成父辈人的遗愿，郭老汉的儿子郭万刚、贺老汉的儿子贺忠祥、石老汉的儿子

石银山、罗老汉的儿子罗兴全、程老汉的儿子程生学、张老汉的女婿王志鹏，接过了治沙接
力棒，成为八步沙的第二代治沙人。

○23郭朝明的孙子郭玺是八步沙第三代治沙人。如今，他已经学会了驾驶各种大型车辆的

技术，每天开着大卡车在沙漠里送水送草，浇树浇花。从六老汉时代的一棵树，一把草，压
住沙子防风掏，到现在的打草方格、细水滴灌，地膜覆盖等，第三代治沙人的治沙方式，在
父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24 37 年来，八步沙三代人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创造了荒漠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他们累计
治沙造林 21.7 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37.6 万亩，硬是在这个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绘就

了一幅迷人的图画，绘就了这一望无际碧绿的沙海！
○25“当年风沙毁良田，腾格大漠无人烟。要好儿孙得栽树，谁将责任担两肩。六家老汉

丰碑铸，三代愚公意志坚。”这是今天在甘肃武威境内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民歌，唱的正是六
老汉祖孙三代的故事，他们用荒漠变绿洲的生命奇迹，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取材于“六老汉、三代人治沙事迹”）

【注释】①：甘肃民歌《刮地风》的歌词，民歌展现了当地一年中特殊的节气、农作和地域

特色。

19.在第⑦段【甲】【乙】两处分别加入标点符号，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甲】问号【乙】省略号 B.【甲】句号【乙】句号

C.【甲】句号【乙】省略号 D.【甲】问号【乙】句号

20．请解说○15段【A】【B】两处“春天”的含义。（2 分）

答：

21.根据下面的提示，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群体”写一段颁奖词。（不超过 150 字）(3

分）

【提示】颁奖词的基本写法：大处着眼，点明人物事迹；纵深开掘，彰显人物的精神；综合

表达，融情析理。

答：

22.请你就本文前三段的内容或写法提出一个问题，并且说说你对此问题的思考。（2分）

问题：

思考：



（三）阅读《传统文化与新时尚》，完成第 23-24 题。（共 5分）

传统文化与新时尚

上元灯会、故宫口红、《中国诗词大会》、魏氏面塑……一个个广受追捧的文化产品既

体现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传递出时尚的味道。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满足了人民群众

的需求，成为新时尚。

传统习俗与现代文化元素的结合，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春节期间，在

国家图书馆，小读者们可以参与写福字、画门神、换脸谱、做花灯等体验活动；在内蒙古博

物院，孩子们围坐在蒙古包里，亲身体验蒙古族小年祭火仪式；在南京的一些老茶馆，全家

人一起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南京白局”“苏州评弹”“扬剧折子戏”等传统节目……这些丰

富多彩的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让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放射出新

的光芒。

技术创新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多元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央视纪录片《如果

国宝会说话》继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后，再度刷出了新的关注度。这档海报很“萌”

的节目每集介绍一件历史文物，短短五分钟，堪称是一堂“见微知著”的历史课。最近，故

宫文创产品“爆款”频现，古老文物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代沟”变浅了，不见了。这种创新

让传统文化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出现，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传统文化传递的价值理念和情感要素，激活了人们心中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热播电影

《流浪地球》获得票房冠军，广受好评。影片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熟悉的中国元素，特别是对

“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这种

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情感、中国式价值观念，体现了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并且满足人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

的文化需求，才能有真正活起来、传下去，引领新的时代潮流。中华文明的千年根脉，就会

在人们心中扎根，越扎越深、越扎越牢。

（有删改）

23.读完这篇文章，你对于传统文化与新时尚的认识是 。(2 分）

24.请你从下面两则《论语》中任选一则，结合文章内容，谈谈这则语录契合了人们怎样的

需求。（3分）

①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②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

五、作文（共 40 分）

25．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同学们在校学习期间，还会参加很多活动，比如“社团活动”“学农活动”

“参观学习”“社区慰问”等等，这些活动会给你带来许多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请

以“体验”为题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请你发挥想象，以“阳光·小树”为题，写一篇故事。

要求：（1）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2）字数在 600 - 800 之间。

（3）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