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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2017届初三第一次统一练习

语文试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0 页，共五道大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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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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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填涂，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将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20 分）

1.阅读下面的文字，请你根据要求，完成（1）—（4）小题。（8 分）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吧，我对二十四节气越来越在意了。对，在意。春夏的几个节气感

觉还好些。①秋天就不同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像坐滑梯似的，止都止

不住；②况且它们的手一个比．一个凉，表情也一个比一个冷漠、生硬，但又不得不跟着它们一

步步地往岁月深处走，哪怕后退半步也是不可能的。走着走着，一场铺天盖地的白霜便突然降

临了。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的。但我们还是喜欢用“突然”来表述那些出乎意料

的现象。就说惊蛰吧，也不是陡然的一声响雷这么简单。据我多年的观察，惊蛰也有着怀柔．．的

一面，在它到来之前，常常会有几个暄透的好日头，笑容可．掬的样子，把藏匿于瓦砾、枯草里

星星点点的残雪悄悄消融掉，再把僵硬的泥土弄得酥软了，然后才是一记重雷。

乡村就有这么个好处，它使你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根有脉、有因有果的。③

比如霜降，它的威严是由．立秋、处暑、白露、秋分一点一点铺垫起来的，只有当这些“法律程

序”走完了之后，它才冷下面孔说“不”。而它一旦说“不”时，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了。④节

气就是这样有规矩，也守规矩，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该立的时候立，该废的时候废。

然而冷与热，立与废，都使你心服口服。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注音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处．暑（chù） 秋分．（fēn） 规矩．（jǔ）

B. 处．暑（chǔ） 秋分．（fēn） 规矩．（ju）

C. 处．暑（chù） 秋分．（fèn） 规矩．（jǔ）

D. 处．暑（chǔ） 秋分．（fèn） 规矩．（ju）

（2）下列文中加点字笔顺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长”字的笔顺依次：撇、横、竖提、捺

B.“比”字的笔顺依次：横、竖提、撇、竖弯钩

C.“可”字的笔顺依次：横、竖钩、竖、横折 、横

D.“由”字的笔顺依次：竖、横折 、横、竖、横

（3）下列对语段中划线句子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①句将立秋、处暑、白露等节气的依次到来比喻成坐滑梯，巧妙地写出了天气变化很

快。

B. ②句用“手”和“表情”的变化来告诉我们气温越来越低，运用了排比的手法，生动

传神。

C. ③句以霜降的寒冷是由“立秋、处暑、白露、秋分一点一点铺垫起来”为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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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说明“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根有脉、有因有果的”。

D. ④句中的“有规矩”和“守规矩”形象地说明了节气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来去有

序，因果相循。

（4）请结合语段内容，解释加点词语“怀柔”的意思。（2分）

答：

2.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了一副趣联：传说明代有一位学台，在浙江天台山游览时，夜宿

山中茅屋。次日晨起，见茅屋一片白霜，心有所感,随口吟出上联：天气大寒，霜降屋檐成

小雪。联中嵌有三个节气，一气呵成，毫无痕迹,令人叫绝，引来后人对句无数。作为其下

联，你认为下面几个选项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上联：天气大寒，霜降屋檐成小雪。 日光端午，清明水底见重阳

下联：

A. 春雷惊蛰，谷雨润物到小满（平仄）

B. 今朝惊蛰，春分时雨到清明

C. 乌云遮月，谷雨纷纷到天明（词性不相对，节气）

D. 云集小暑，惊蛰山间芒种急（对仗有问题平仄）

3. 书法课上老师让同学们欣赏以二十四节气为题材的书法作品，下面是小茗同学对四幅书法作

品的欣赏，其中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 B C D

A. 隶书“夏至”二字，横长直短，敦厚大气。

B. 楷书“大暑”二字，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匀称端庄。

C. 篆书“霜降”二字，线条婉转通畅，古朴大方。

D. 草书“清明”二字，笔画繁复，飘逸潇洒。

4. 默写（共 4分）

（1）我报路长嗟日暮,_________。（李清照《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___________。（范仲淹《岳阳楼记》）

（3) __________， _________。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陆游 《游山西村》）

5. 初中三年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你所在的班级正在制作毕业纪念册，大家纷纷在纪念册上留

言，或抒发离别之情，或表达对同学们的美好祝愿。如果从下面的古诗中选择一句作为留

言，你会选择哪句？请说说选择这一句的理由。（4 分）

A.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B.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C.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5189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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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答：选择 （只填诗句序号） 理由：

二、文言文阅读（共 10 分）

阅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完成6—9小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

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意思相同．．的一组是( )(2分)

A．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 （推举；发动 ）

B．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家喻．户晓 （知道、明白）

C．生于忧患． 不患．人之不己知 （祸患，灾祸；担忧）

D．舜发于．畎亩之中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从；比）

7．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语句。（2分）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翻译：

8. 孟子在文中从哪些方面讲了成才的问题？（3分）

答：

9. 下面链接材料是一则寓言故事，请你阅读后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故事的内容，然后说一说这

则故事印证了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的什么说法。（4 分）

【链接材料】

兽有猱①，小而善缘②，利爪。虎首痒，辄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③不觉也。猱徐

取其脑啖之，而汰④其余以奉虎曰：“余偶有所获，腥不敢私，以献左右⑤。”虎曰：“忠哉，

猱也！爱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觉也。久而虎脑空，痛发，迹⑥猱，猱则已走避高木，虎跳

踉⑦大吼乃死。（刘元卿《猱》）
【注释】①猱 náo：古书上说的一种猴。 ②缘：攀援。 ③殊快：很舒服。 ④汰：扔掉。 ⑤左右：犹言

“您”，敬辞。 ⑥迹：名词作动词用，意为“追寻……的踪迹” ⑦跳踉：四脚乱蹦。

答：

三、名著阅读（9 分）

10.我们读过的名著中有许多人物都经历了各种磨难，最终成就了大事，堪称英雄。请你从《三

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任选一个人物，概述．．其所经历的的磨难及成就的大事。

（50 字左右）（3 分）

答：

11.下面三个名句与《论语》中的哪个语句内容相关？请在下面横线上填上相应的序号（每项只

选一句）。（3分）

A.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B.生，亦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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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④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答：A B C

12. 散文集《朝花夕拾》多侧面的反映了鲁迅先生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记述了他性格志趣形成

的过程和寻求民族光明的历程。如《五猖会》中 ① （事件），让我们对比出现在学习

氛围的宽松和对学生个性的尊重；《藤野先生》中 ② （事件），则启发我们应该更加

懂要做一个严谨的人；而《父亲的病》中 ③ （事件），则会让我们对比出现在医学的

发展和对生命的关注。 （3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31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3—16 小题。（共 9 分）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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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

从小就会背诵的二十四个节气歌。2016 年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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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常会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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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 31 个列入代表作名录的项目。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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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知识体系。具体说就是古代天文学家早在周朝和春秋时代就用“土圭”

测日影法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根据一年内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引起的地面

气候的演变次序，将全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从西汉起直至今天，二十四节气历代沿用，一直

是深受农民重视的“农业气候历”。它指导农业生产不违农时，按节气安排农活，进行播种、田

间管理和收获等农事活动。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

研究古代的气象和物候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材料二】

我们可以把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按次序排列，分为四组。这四组就是“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每个季节共六个节气，请看下列表格：

季节名称 节气

春季 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谷雨；

夏季 立夏，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

秋季 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

冬季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现在我们把每个季节的六个节气再分为前后两半，立刻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季

节的前半段都是以“立”字引领，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每个季节的后半段，又

都是以这个季节的名称引领，分别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

这是说春夏秋冬四季从四个“立”立起来，立起来就是开始嘛，也就是春天从“立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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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从“立夏”开始了。每个季节后半段的“春夏秋冬”配上两个“分”字，两个“至”字。

分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分”，就是“一分为二”了，这就表明，在这里把一个季节“一分为

两半”了。那另外两个“至”字呢？有人会很容易理解为“到头了”的意思，但要弄清楚是什

么到头了？不要当作是这个季节到头了，而是太阳向北或向南走到头（北回归线、南回归线）

了，要回头走了。确切追究这个“至”字的本义的话，“至”是极的意思。夏至就是说太阳向北

走到极点（北回归线）了，要回头了，但夏季并没有完，而是刚刚到中点。冬至也是类似，太

阳刚刚到极南点（南回归线），开始转向北了，冬季过了一半了。

综上所述，其实我们可以把上述这四个季节的八个节气准确的称之为 ① ，因为

它们是界定一年中各个季节和不同时段的分水岭。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为

什么快到了夏季的末尾才大暑，快到了冬季的末尾才大寒？这夏季和冬季不是歪了吗？我们可

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厨房烙饼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体验，不管饼铛有多热，饼放到里面都不会

马上成熟，烙饼成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自然界也是如此，当太阳直射地球时，还并不是我们

感觉最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冷和热虽然是依赖太阳的照射，但又与地面的接受过程有很大

关系。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大暑出现在夏末的原因了。

上面我们说的八个节气是二十四节气的骨架，那么其它的节气呢？我们看立春和春分之间

插入了“雨水”和“惊蛰”。这两个名字描写了春季上半季的气象或生物的特征。要开始下雨了，

藏在地下过冬的小生命听见太阳的召唤要开始苏醒了。春分和立夏之间插入的是“清明”和“谷

雨”。从“清明”两个字便可以知道【甲】。从“谷雨”两个字也可以知道这是庄稼需要雨水促

长的季节。立夏与夏至之间插入“小满”和“芒种”。小满是小麦灌浆的时候，芒种是小麦收割

和秋种的大忙季节。夏至与立秋之间插入“小暑”和“大暑”，这是最热的一个月了。立秋和秋

分之间插入“处暑”和“白露”，“处”含有隐退的意思，这是暑热 ② 和早晚开始见露珠

的初秋季节了。秋分与立冬之间插入“寒露”和“霜降”，其意已见字自明了。立冬与冬至之间

插入“小雪”和“大雪”；冬至与立春之间插入“小寒”和“大寒”，其气象意义就更清楚，不

必解释了。总之一句话，八节之间插入的十六个节气，是用来描述中国黄河流域的气象和物候

的。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可根据各地的气象和物候特征模仿为这十六个节气取适当的名称，来

显示当地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并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

13.阅读【材料一】，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三个理由。（3分）

理由一：

理由二：

理由三：

14. 在【材料二】的①②两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 四季轮回 强弩之末 B 四季轮回 寿终正寝

C 四始四中 强弩之末 D 四始四中 寿终正寝

15. 【材料二】中关于“夏至”与“冬至”的说明，印证了【材料一】中的那句话？（抄写在

横线上）（2分）

答：

16. 结合下面两则材料的内容，请你用自己的话在【材料二】甲处补全句子。（2分）

①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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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名。（节选自《历书》）

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

听之娱，信可乐也。（节选自《兰亭集序》）

答：

（二）阅读冯骥才先生的《老母为我“扎红”》，完成17—20小题。（13分）

老母为我“扎红”

冯骥才

○1 今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又该扎红腰带了。

○2 在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槛儿年”，本命年扎红腰带——俗称“扎红”，就是顺顺

当当“过槛儿”，寄寓着避邪趋吉的心愿。故每到本命年，母亲都要亲手为我“扎红”。记得

12年前我甲子岁，母亲已86岁，却早早为我准备好了红腰带，除夕那天，亲手为我扎在腰上。

那一刻，母亲笑着、我笑着、屋内的人也笑着。所有孩子自出生一刻，母亲最大的心愿莫过于

孩子的健康与平安，这心愿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执著不灭；而我竟有如此洪福，60岁还能

感受到母亲这种天性和深挚的爱。一时心涌激情，对母亲说，待我12年后，还要她再为我扎红，

母亲当然知道我这话里边的含意，笑嘻嘻地连说一个字：好、好、好。

○3 12年过去，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到，如今72岁了。

○4 母亲呢？真棒！她信守诺言，98岁寿星般的高龄，依然健康，面无深皱，皮肤和雪白的

发丝泛着光亮；最叫我高兴的是她头脑仍旧明晰和富于觉察力，情感也一直那样丰富又敏感，

从来没有衰退过。而且，一入腊月就告诉我，已经预备了红腰带，要在除夕那天亲手给我扎在

腰上，还说这次腰带上的花儿由她自己来绣。她为什么刻意自己来绣？她眼睛的玻璃体有点浑

浊，还能绣吗？她执意要把深心的一种祝愿，一针针地绣入这传说能够保佑平安的腰带中吗？

○5 于是在除夕这天，我要来体验七十人生少有的一种幸福——由老母来给“扎红”了。

○6 母亲郑重地从柜里拿出一条折得分外齐整的鲜红的布腰带，打开给我看；一端——终于

揭晓了——是母亲亲手用黄线绣成的四个字“马年大吉”。竖排的四个字，笔画规整，横平竖

直，每个针脚都很清晰。这是母亲绣的吗？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看绣得行吗，我写好了字，

开始总绣不好，太久不绣了，眼看不准手也不准，拆了三次绣了三次，马（馬）字下边四个点

儿间距总摆不匀，现在这样还可以吧。”我感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力于心情的表达。妹妹告诉

我，她还换了一次线呢，开头用的是粉红色的线，觉得不显眼，便换成了黄线。妹妹笑对母亲

说，你要是再拆再绣，布就扎破了。什么力量使她克制着眼睛里发浑的玻璃体，顽强地使每一

针都依从心意、不含糊地绣下去？

○7 母亲为我“扎红”时十分认真。她两手执带绕过我的腰时，只说一句：“你的腰好粗呵。”

随后调整带面，正面朝外，再把带子两端汇集到腰前正中，拉紧拉直；结扣时更是着意要像蝴

蝶结那样好看，并把带端的字露在表面。她做得一丝不苟，庄重不阿。

○8 我比母亲高出一头还多，低头正好看着她的头顶，她稀疏的白发中间，露出光亮的头皮，

就像我们从干涸的秋水看得见洁净的河床。母亲真的老了，尽管我坚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却

无力使母亲重返往昔的生活——母亲年轻时种种明亮光鲜的形象就像看过的美丽的电影片段那

样仍在我的记忆里。

○9 然而此刻，我并没有陷入伤感。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证明着，我现在仍然拥有着人间最

珍贵的母爱。我鬓角花白却依然是一个孩子，还在被母亲呵护着。而此刻，这种天性的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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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纯粹、深切、祝愿，全被一针针绣在红带上，温暖而有力地扎在我的腰间。

○10感谢母亲长寿，叫我们兄弟姐妹们一直有一个仍由母亲当家的家；在远方工作的手足每

逢过年时依然能够其乐融融地回家过年，享受那种来自童年的深远而常在的情味，也享受着自

己一种美好的人生情感的表达——孝顺。

○11孝，是中国作为人的准则的一个字。是一种缀满果实的树对根的敬意，是万物对大地的

感恩，也是人性的回报和回报的人性。

○12我相信，人生的幸福最终还来自自己的心灵。

○13此刻，心中更有一个祈望，让母亲再给我扎一次红腰带。

○14这想法有点神奇吗？不，人活着，什么美好的事都有可能。

17.文章记述了母亲86岁和98岁时两次为我“扎红”。母亲两次“扎红”时，“我”的内心感受

颇多，请说说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4分）

答：

18.研读文章○6 ○7 两段，试举一例，简要分析作者是如何来刻画母亲这一形象的。（4分）

答：

19.请用自己的语言，谈谈你如何理解“人生的幸福最终还来自自己的心灵”这句话。（2分）

答：

20. 冯骥才先生通过老母两次为我“扎红”的描述，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作者的感悟引发了

你什么样的思考？请以问题的形式写出你的思考。（3分）

答:

（三）阅读梁衡先生的《不能没有家》，完成21-23小题。（9分）

不能没有家

梁衡

【A】
①一个人品德和能力的养成有三个来源，学校的知识灌输、社会实践的磨炼和家庭的熏陶

培养。家庭是这链条上的第一环。人一落地是一张白纸，先由家庭教育来定底色。家庭教育与

学校、社会教育最大的不同是：无条件的“爱”，以爱来暖化孩子，煨弯、定型。学校教育有

前提，讲纪律、讲成绩；社会教育有前提，讲原则、讲利害。家庭里的爱，特别是母爱是没有

原则和前提的，爱就是前提，是铺天盖地、大包大容的爱。这种博大、包容的爱比社会上同志、

朋友式的爱至少多出两个特点。

②一是绝对的负责。父母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孩子，家庭的爱，就像一只老母鸡硬

是要用自己的体温把一颗冰冷的蛋焐成一只小鸡，并且一直保护到它独立。我们经常看到一个

小孩子不吃饭，父母会追着哄着去喂饭；不加衣服，父母追着去给他添衣。有不懂事的孩子说：

“我不吃难道你饿呀？”确实，父母肚子不饿，但心中疼。同时又因为有了这种无私的、负责

的态度，才敢进行最彻底的教育，坚决引导孩子向最好的标准看齐，随时涤除他哪怕是最小的

毛病，甚至用打骂的手段，所谓打是亲骂是爱。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在社交场合看到某人吃

相不雅，举止太俗时，就暗说：家教不好。但说归说，这时谁也不肯去行教育责任，指破他的

缺点了。因身份不便，顾虑太多。皇帝的新衣只有在皇帝小时候由他妈去说破，既已成帝，谁

http://www.thn21.com/Special/ga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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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敢言呢？有些毛病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去克服，有些习惯必须在家庭环境中培养，错过这个环

境、氛围，永难再补。

③二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有了动机上的无私、负责，才会有效果上的无微不至。孩

子彻底生活在一个自由王国中，他所有的潜能可得到淋漓尽致发挥，就像一颗种子，在春季里，

要阳光有阳光，要温度有温度，要水分有水分，尽情地发芽扎根。孩子有什么想法不会看人脸

色而止步，不会自我束缚而罢休。甚至撒娇、恶作剧也是一种天性的舒展。这样，他的全部天

才基因都会完整地保留下来，将来随着外部条件的到来，就可能长成这样那样的大家、人才、

甚至伟人。但是一进入社会教育，哪怕是最初的幼儿园教育都是某种程度的修理、裁剪、规范

统一，是规范教育不是舒展教育、创造教育。家庭教育中的无微不至，充分自由，潜移默化将

一去不再。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孩子一说去幼儿园就大哭不止。当然，人总得从家庭教育升到

学校教育阶段，但绝不能缺少家庭教育。

④其实，家庭给人的温暖和关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教育作用还不止于孩童阶段，

它将一直伴随到人的终生。表现为夫妻间、兄弟姐妹间、子女与老人间的坦诚指错、批评、交

流、开导、帮助等，这都是任何社会集体里所办不到的。我们细想一下，一个人成家之后在亲

人面前又不知改了多少缺点，得到多少鼓励，学到了多少东西。因为家庭成员的合作克服了多

少生活及事业上的难题。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继续教育机构，但常忽略了这个终生家庭教育机构，

一个独身的人或寄人篱下的人将失去多少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B】这么想来，人真的不能没

有个家。

⑤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一个人少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

少了家庭教育、家庭温暖，他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C】一个社

会如果没有家庭这个细胞它将无缘发展。（本文有删改）

21. 读完文章，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观点。（2分）

答：

22. 阅读第②段，简要分析作者是如何就本段中提出的看法展开论证的。（4分）

答：

23.下面的事例，你觉得可以放在文章【A】【B】【C】哪处？为什么？（3分）

抗战英雄赵一曼烈士牺牲后，他的儿子陈掖贤失去家庭，与亲戚住在一起。虽然有党组织

无微不至的关照，但他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内向，常郁郁不乐。成年后的陈掖贤教学工作

颇受称道，但他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致命的弱点：自己管理不了自己的个人卫生和每月几十

元的工资。屋内被子从来不叠，烟蒂遍地。钱总是上半月大花，后半月借债，一次他竟四五天

没钱吃饭，饿在床上不能动。婚姻也不理想，结了离，离了又复，家事常吵吵闹闹，最后的结

局是自缢身亡，让人倍感心酸。

放在 处

理由：

五、作文（共 50分）

（一）根据情境，按要求写作。（10分）

25．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

在社会大课堂活动中，初三一班的几位同学探访了北京最古老的街区——南锣鼓巷，此次

活动加深了大家对北京胡同文化的认识。请你根据下面两则同学们整理的材料，向二班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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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南锣鼓巷的几大看点，推荐他们去南锣鼓巷感受北京古都的风貌。

材料一：

南锣鼓巷是一条胡同，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的交道口地区，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平安大

街，宽8米，全长787米，与元大都同期建成。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至今已有740多年的历

史。因其地势中间高、南北低，如一驼背人，故名罗锅巷。到了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

绘制的《京城全图》改称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见图一）、

规模最大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见图二），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南锣鼓巷及周边区

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明清时期这里的街街巷巷挤满了达官显贵，王府豪庭数不胜数。胡同

里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

菊儿胡同是南锣鼓巷最北头东边的一条胡同。1990年，建筑大师吴良镛主持设计的菊儿胡

同危房改造工程，有机更新”了这条古巷中的小胡同，使其既保留了老北京四合院的神韵，又

适合现代人居住。1992年被亚洲建筑协会授予“亚洲建筑金奖”，1993年又被授予“世界人居

奖”。

在胡同中部，北边有一片2至3层的楼房，黑瓦白墙，围合成一个个小院落，既有江南民居

的秀丽，又有老北京四合院的神韵，和周围的建筑风格也十分协调，这就是改造后的菊儿胡同

新四合院。这些新四合院兼有单元式公寓楼房私密性强，和院落式住宅邻里感强的双重特点，

它与旧的胡同格局有机地统一起来，保护了古都风貌，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一个成功的探索。

材料二：南锣鼓巷地图

图一南锣鼓巷胡同分布图 图二 南锣鼓巷民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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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C%93%E6%A5%BC%E4%B8%9C%E5%A4%A7%E8%A1%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AE%89%E5%A4%A7%E8%A1%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AE%89%E5%A4%A7%E8%A1%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9F%8E%E5%85%A8%E5%9B%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B8%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BE%E5%AE%98%E6%98%BE%E8%B4%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BA%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8%89%AF%E9%95%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E6%B0%91%E5%B1%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E6%B0%91%E5%B1%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8C%97%E4%BA%AC%E5%9B%9B%E5%90%8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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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二：

读完梁衡先生的《不能没有家》后，你可能会有许多感慨，一个人的成长与多种因素相关，

其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请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联系实际谈一谈家庭对一个人成长

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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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风雨过后是彩虹

要求：（1）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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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题目二：

你的书包与你朝夕相伴，几乎是形影不离，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塞入它的囊中，书本啦，文

具啦，水杯啦，手机啦，化妆品啦，情书啦……但有一天，它突然朝你发脾气了，拒装你的一

件东西。它拒绝了你的什么物件？为什么要拒绝？后来你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请你展开

想象，以“拒装 的书包”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1）将题目补充完整并抄写在答题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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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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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2017届初三第一次统一练习

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基础•运用（共20分）

1. （1）B （2）C （3）B （4）指的是惊蛰到来前天气温暖、柔和，舒适。（意思对

即可） 2.B 3. D
评分：以上6道小题，每小题2分，共12分

4.（1）学诗谩有惊人句 （2）横无际涯 （3）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评分：每空1分，共4分，有错字不给分

5. 选 B或D，答案要点：一表惜别，一表祝愿

评分：本题共4分，选择诗句2分，说出理由2分

二、文言文阅读（共10分）

6.B 评分：本题2分

7. 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两个关键词要译对）

评分：本题2分

8. 一方面客观上要经历磨难；另一方面，要经过主观努力。

评分：本题2分，每点1分

9.老虎沉湎于猱的“瘙痒”及美言美食的享受，最后头痛而死； 死于安乐。

评分：本题共4分，概括内容2分，“死于安乐”2分

三、名著阅读（共9分）

10. 示例：林冲经历了被高衙内陷害，家破人亡，被发配沧州。

最终成为梁山好汉，除暴安良。

评分：本题3分，磨难2分，成就的大事1分

11. A ○6 B○3 C○1
评分：本题 3 分，每小题 1 分

12. ①我在看戏前要求背书的恐惧 ②修改我所画的解剖图

③父亲在庸医延误下丧命

评分：本题共3分，每小题1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31分）

（一）非连续文本阅读（9分）

13．形成时令、气候、物候变化的知识体系；几千年来一直指导农事活动（一直是

深受农民 重视的“农业气候历”）；对研究古代气候、物候有重要意义。

评分：本题共3分，每点1分

14. C 评分：本题2分

15.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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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F%B3%E6%9A%97%E8%8A%B1%E6%98%8E%E5%8F%88%E4%B8%80%E6%9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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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本题2分

16. 这是天气晴朗温暖阳光明媚的季节。（意思对即可）

评分：本题2分

（二）记叙文阅读（13分）

17.相同点：我为能享受到母爱，感到无比幸福；希望母亲长寿。（两点）

不同点：第二次扎红时，我内心非常感谢母亲的长寿，给子女一个其乐融融的家；能让子

女有机会尽孝。（两点）

评分：本题4分，每点2分

18.答案要点：有事例，母亲为我“扎红”的事件或扎红过程中，母亲的语言、动作等细节（均

可），表现出母亲的特点（认真细致、庄重严肃，表现了母亲对孩子执着深切、“不含糊”

的爱）。

评分:本题4分,事例2分,分析2分

19.要点：只有心灵觉得幸福满足了，才会真正感觉到幸福。（意思相近即可）

评分：本题2分

20.示例：作为儿女，怎样做才能算真正尽孝？/当代家庭有很多空巢老人，儿女对空巢老人应

该做点儿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还有幸福可言吗？/在孝顺这个问题上，如何让自己的心

灵得到幸福？（尽力而为）

评分：本题3分,根据内容酌情给分

（三）议论文阅读（10分）

21. 人不能缺少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评分：本题2分

22. 首先提出家庭的爱是绝对负责人的观点，然后用老母鸡呵护小鸡做比，阐述父母为了孩子

的付出，接着从反面列举没有家教导致举止粗俗的例子来论证观点。

评分：本题4分

23. 示例1：放在A处（2分），文章开篇先叙述赵一曼烈士的儿子陈掖贤因为母亲牺牲而缺少家

庭温暖、家庭教育，没能够形成自己完整的人格和生存的基本能力，最终导致了人

生失败的惨剧，引出下文作者要提出的观点：人不能缺少家庭教育。（2分）

示例2：B处，用赵一曼烈士的儿子陈掖贤因为母亲牺牲而缺少家庭温暖、家庭教育，没能

够形成自己完整的人格和生存的基本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生失败的惨剧这个事例

从反面来说明人应该有个家，论证了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

示例3：C处，用赵一曼烈士的儿子陈掖贤因为母亲牺牲而缺少家庭温暖、家庭教育，没能

够形成自己完整的人格和生存的基本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生失败的惨剧这个事例，

从反面论证了一个人少了家庭教育、家庭温暖，他至少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不

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评分：本题4分,每点2分

五、作文 50分

24. 评分：内容项6分，语言项4分

25. 作文评分标准：见2017年考试说明


	  （1）我报路长嗟日暮,_________。（李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