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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地区 2021 届初三年级一模练习

语文试卷

2021年 04月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试题 12页，答题纸 2页。共五道大题，23道小题。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纸密封线内填写学校、班级名称、姓名。

3.试题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考试结束，请将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一、基础 运用

班级语文专题学习活动中，老师组织大家开展读报活动。阅读材料，完成后面各题。

持续擦亮古都金名片

——北京市规自委举办第二届“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

3月 20日，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北京印迹”平台第二届“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在北京市规

划展览馆举办。活动以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为背景，聚焦《条

例》修订要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点、责任规划师参与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等热点话题，聚集“两区三带”

保护、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深入探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面向全社会宣贯解读《条例》精神，推动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包括“大家谈”“青年说”“少年志”三个部分，围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贯彻执行，围绕老城、

三山五园、三个文化带等保护重点展开研讨，让 【甲】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老中青三代人士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刘轩在致辞中说，市规自委将在五大方面采取措施，落

实好《条例》新要求：在名城保护体制机制方面，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纳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工作体

系；在空间规划管理方面，结合《条例》中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要求，进一步加强有

关规划的编制和审查工作；在配套政策管理方面，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调整建

设项目的审批职能，同时全力配合中轴线申遗工作；在保护利用实施工作指导方面，将加快编制“两轴”沿线重点地

区详细规划，出台街区更新实施意见，推动一批文物腾退，推广“共生院”模式，持续推进三山五园地区疏解整治提

升工作，营造融入历史元素的“小而美”的高品质公共空间；在社会宣传引导和公众参与方面，进一步发挥好“北京印

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整体宣介平台和责任规划师的作用， 【乙】 名城保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张维主任寄语本次活动。他说，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

新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之际，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将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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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化的光荣职责和使命，凝聚各方共识、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上新台阶！希望“北

京印迹”平台能够坚持 【丙】 文化的初心，不断探索、开拓创新，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工作持续贡献力量，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

1．词语中加点字读音判断完全正确的是（2分）

A舆．论（yú） 氛．围（fēn） 模．式（mó）

B舆．论（yǔ） 氛．围（fèn） 模．式（mú）

C舆．论（yú） 氛．围（fèn） 模．式（mú）

D舆．论（yǔ） 氛．围（fēn） 模．式（mó）

2. 【甲】【乙】【丙】三处结合语境选填词语比较恰当的是（2分）

A【甲】支持 关注 参与 【乙】构建 【丙】传播和传承

B【甲】关注 支持 参与 【乙】搭建 【丙】传承和传播

C【甲】参与 关注 支持 【乙】构建 【丙】传承和传播

D【甲】关注 支持 参与 【乙】搭建 【丙】传播和传承

3. 下面图片是本次活动的宣传海报。爱好书法的几名同学对“名城保护大家谈”的字体产生了分歧。你认为正确的判

断应该是（2分）

A 篆书 草书 B 行书 隶书 C 行书 篆书 D 草书 楷书

4. 结合下面材料，完成（1）--（3）题。

名城保护·大家谈——

权威专家解析新版《条例》和保护工作要点

主旨报告“名城保护·大家谈”环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邱跃，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单霁翔，清华大学教授、三山五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郭黛姮，《中

国水利史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蕃，分别围绕“推进法制建设 保护历史名城——重新制定的《北京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解读”“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需要你我共同参与”“‘三山五园’为什么是国家金名片”“从北京城河湖演变

史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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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保护·青年说——

青年专家学者齐聚，探讨新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实践和未来探索方向

自由论坛“整体保护·青年说”环节，齐聚不同研究方向的青年专家学者，探讨新版《条例》指导下，新时期的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实践和未来探索方向。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处主任科员陈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研

究所主任工程师李楠、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研究所主任工程师赵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张晓光，四位青年专家学者围绕讨论议题“《条例》实施背景下，重点区域的保护重

点和探索方向”，结合自身研究成果与探索实践，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万金红，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汤羽扬教授工作室建筑师刘昭袆，北京联

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城市科学系副教授刘剑刚，三位青年专家学者围绕讨论议题“《条例》实施背景下，三条文化

带的保护重点和探索方向”，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和探索实践展开了广泛交流与探讨。

三山五园保护·少年志——

集合遗产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在校学生，全面展示历史文化保护的教育探索和实践“三山五园保护·少年志”环节，

旨在向青少年儿童传播和科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知识和理念，以增强社会整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责任感。

香山公园副园长康玲从香山慈幼院讲起，向大家娓娓道来静宜园的劫后新生。清华附中老师介绍了清华附中“走

进圆明园”创新课；颐和园副园长秦雷介绍了颐和园青少年研学规划；现场还展示了海淀、东城等区在 2020年疫情

期间开展的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三山五园相关“云课堂”教学。此外，101中学高一学生顾兰蕙作为少年代表，

作了题为《圆明园福海的保护与开发》的演讲，获得专家老师们的鼓励与赞扬。

在活动的最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学生进行了《少年中国说》朗诵，领导专家为中小学生颁发“三

山五园小守护者”证书，希望此次活动在他们心中播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种子，并能随他们一起成长，不断生根

发芽，并长为参天大树。

（材料来源：光明网 2021-03-22）

（1）“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环节，主持人在主旨报告正式开讲前，诙谐幽默地说了句“下面，就名城保护这一话题

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告诉大家!”根据你的理解说说这里的“大家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2分）

答：_____________

（2）“整体保护·青年说”部分的第三段划线句子中，有标点使用不规范的地方。找出来并提出修改意见。（2分）

答：_____________

（3）老师布置了一项“我是北京名城保护小使者”的主题任务，要求同学们以微信的形式向身边的同龄人宣传北京

名城保护的意义。请你拟写一段微信文字完成任务。（2分）

答：_____________

5. 默写。（6分）

（1）_____________，在河之洲。窈窕淑女，_____________。 （《诗经·关雎》）（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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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是陋室，_____________。 （刘禹锡《陋室铭》）（1分）

（3）_____________ ，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1分）

（4）塞下秋来风景异，_____________。 （范仲淹《渔家傲》）（１分）

（5）八百里分麾下炙，_____________。 （辛弃疾《破阵子》）（１分）

二、名著阅读

6．宋代大儒朱熹谈到读书的时候这样说过：“一个人，读书前是什么样，读书后还是什么样，便是未读。”结合你

阅读名著的读书经历，说说体会。（字数 150字左右）（5分）

答：_____________

三、古诗文阅读

（一）阅读古诗，完成后面 7--9题。（7分）

望 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发挥联想想象，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绘“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一句所展现的画面。(2分)

答：_____________

8. 最能体现诗人希望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壮志的诗句是(2分)

A.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B.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C.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D.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9. 这首《望岳》诗，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句句写望，而且层次清晰。试作简要分析。(3分)

答：_____________

（二）阅读《左传》文言文段节选，完成后面 10－13题。（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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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惠未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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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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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左传》)

【乙】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
⑴
。宋人既成列

⑵
，楚人未既

⑶
济。司马

⑷
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
⑸
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

⑹
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
⑺
伤，不禽二毛

⑻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

⑼
，不鼓不成列。”

(选自《左传》)

【注释】⑴宋公:宋襄公。泓:泓水，河名。 ⑵成列:指摆好阵势。 ⑶既:尽，全部。 ⑷司马:官名，指子鱼。 ⑸

陈:同“阵”，指摆好阵势。 ⑹门官:国君的卫士。 ⑺重:重复，再次。⑻二毛:头发斑白的人。⑼亡国之馀:亡国者

的后代。

10.句中加点字意思完全一致的是（２分）

A衣食所安． 寝食难安． 安．步当车

B望其旗靡． 所向披靡． 从风而靡．

C一鼓．作气 欢欣鼓．舞 擂鼓．助威

D忠．之属也 忠．心耿耿 志虑忠．纯

11.翻译句子并依据上下文作进一步理解，全都正确的是（2分）

甲．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翻译：吃肉的人出身卑微，不能谋划长远。

理解：这些人太多的计算个人的利弊得失，不能从国家百姓的角度长远考虑。

乙．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翻译：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件件察清楚，也一定依据实情进行评判。

理解：鲁庄公力所能及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审理案件，表明百姓在庄公心里占有一定地位。

12.理解文段内容，然后摘录原文句子回答。(3分)

⑴[甲]文中，曹刿“请见”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他认为“可以一战”的理由是: _____________。

⑵[乙]文中，子鱼认为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是_____________。

13. 从选段文字看，长勺之战和泓水之战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局?(2分)

答：_____________

四、现代文阅读

（一）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 14—16题。（7分）

山庄有芳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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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平山庄并不在大山深处，而是建在湘中市的城南。这里原属城郊，有一大片高高低低的丘陵，模糊地叫作庆

云山。有山，自然有沟谷，有湖水，有溪流，有树木。这些年来，房地产开发商瞄准了这块风水宝地，紧挨着城市，

且又有山林之美，谁不想到这里来?于是，这里齐刷刷地有了好些名之为山庄的住宅区，吉平山庄就是此中的一个。

山庄里的路，分为大路和小径两种。大路一律是混凝土浇注的，在各栋楼的正面经过，当然也挽系着一些供人

们消闲的场所，车走人行，各得其便。小径当然是幽静的小路，铺着鹅卵石或青石板，一般来说与大路相隔或远或

近的距离，在楼的背后抛出，绕过阴凉的溪泉，再蜿蜒在深深浅浅的沟谷里。沟谷里的小径，两边是低矮的灌木或

疯长的草，鸟也叫，虫也鸣，笼罩着很原生态的氛围。车必须走大路，人呢，也喜欢走大路，安全、平稳、干净，

彼此碰面可以寒喧、聊天。人的天性，总是畏惧寂寞和冷清的。

季钧渐渐地发现，在早晨和黄昏散步的人中，有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人，却喜欢孤零零地走在那条小径上。季钧

散步走的是大路，或远或近看到的多是一个侧影。老人的头总是低着，像在寻找什么，右手握拳，只伸出食指，不

停地比画来比画去，很陶醉的样子。他在比画什么呢，不知道。老人姓甚名谁，年齿几何，季钧一概茫然。

季钧今年四十出头，供职于本市的书画院，任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个名声很响的书法家。他得过许多大

奖，出版过好几本个人书法专集，为不少风景胜地写过匾额、楹联。很多人都说他该坐市书法家协会“一把手”的交

椅了，尽管竞争者不是没有，但他认为自己“扶正”应该十拿九稳。眼看换届选举的时间日益迫近，他的心情就像眼

下的仲春天气，酥酥的，暖暖的。

为了躲避每日来索书、买字、求教、套近乎的人，季钧从市中心的住宅区搬到吉平山庄来。当然，书画院和社

会上组织的公益活动，他是会踊跃参加的。汶川大地震后，吉平山庄的业主委员会，也组织了捐款捐物的活动。季

钧捐了五万元，排名第一。在他的名字之后，是一个叫“郝任天”的业主，捐了两万元。

季钧偶尔听到人们议论这个“郝任天”，是铁路上退休的工人，就是散步老走小路的那个老人。季钧记住了这个

老人的名字和住址，他家客厅的窗口正对着老人家几个房间的窗口，而且两栋楼之间只隔着一块不大的草坪。

一年四季，每天季钧都是五点来钟起床，读书读帖一个小时后，出门散步。有一个早晨，大概是四点来钟，起

大风了，他记起昨夜忘记把客厅的窗子关严，便蓦地起床，到客厅去关窗子。当他走到窗子前，掀开窗帘，眼光便

被对面一个窗口的明亮灯光吸引住了，从侧影看那正是郝任天。白须白发的郝任天立在一张大书案前，手中拎着一

支大毛笔，正全神贯注地在一张大土纸上练字，从手势和笔势的圆熟上，看得出老人如此练字已年深日久。书案上，

摆着一方很大的砚池，砚池边搁着一块墨，说明老人用的不是从商店买的墨汁，而是在砚中磨墨，香气定是溢满了

整个屋子。

在这一刻，季钧的脑海里闪现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的名单，但这个名单里绝对没有“郝任天”；市里举办的各种

书法大赛上，也绝对没有收到过他的作品。

老人这么早起练字，勤勉是无疑的，写的字到底成色如何呢？季钧怀着一种要破解什么绝密的亢奋心情，总会

在散步时绕到不远处的垃圾围子去瞅一瞅。郝任天每天练那么多字，不可能把每张都留下来，总会要丢弃一些吧。

在离第二栋、第三栋楼不远的山庄围墙边，有一个供丢放垃圾的砖石围子。在一个夕照闪烁的傍晚，季钧在垃

圾围子里拾到了一叠废字纸。他在不远处的草地上坐下来，摊开褐黄色的土纸，细细地欣赏，先是喜，继而惊，再

而陷入沉思。凭心而论，老人的字写得太好了，而且与他的书写路数很相近。从字的行气、间架、结体、意趣上，

看得出老人长期研习“二王”和黄庭坚的功力，但又分明受了近代书法家马一浮的影响。马一浮将古人简帛书的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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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入行书，老人则更进了一步，简帛书的随意和灵动，与老人的心态全融会在字里行间，脱却眼下书法家难以避免

的焦虑、浮躁和急功近利，从中可以拈出一种亘古的“静穆”。拿老人的字和自己的字相比，季钧自叹弗如！

第二天早晨，天微微发亮，对面的灯熄了，季钧知道老人该出门散步了。又过了一阵，他也出门了，从相反的

方向切入小径，然后缓缓地朝前走去。

天上出现淡红的霞彩了。前面有了缓缓的脚步声，季钧想：那只可能是郝任天。他先是见到白发、白须，再见

到一袭青色的对襟上衣，而后见到一双青灰色的布鞋。老人低着头，右手凌空伸指而画，是在“练”字哩。

季钧退到路边，待老人走近了，彬彬有礼地说：“郝老，你早哇！”郝任天抬起头来，面容清癯，神情蔼然。在

相互介绍认识后，他们并排走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虽是萍水相逢，却似多年故交。他们就这样走走谈谈，谈谈走

走，良久，在小路沙地边的一条石凳上坐下。

太阳在薄雾中升了起来，红红的，如一颗巨大的樱桃。

“郝老，你的字写得这样好，参加过书法大赛吗？”

“没有，家里世代是铁路工人，我只是爱好这个，觉得写字是一种快乐和一种熏陶，身也健，心也静，我就满

足了。”

“你参加过哪一级书法家协会？”

“我哪一级协会都没参加。”

“我介绍你参加市书法家协会，好吗？”

郝任天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肯定地说：“不！不劳你费神了。”

季钧觉得很遗憾。老人几十年临池不息，对这些已经看得很淡了。正是这种淡泊，使得他的书法进入一个奇瑰

的境界。

“郝老，你的字就从不示人？”

“当然不是。每年的春节前，我会抽出时间，带上红纸、砚、墨、笔，回到老家村子里，义务为乡亲们书写春

联，一写就是一百多副，联语不同，字体也各有变化，他们都夸我写得好哩，那不就是个人的书法展览？一年一届，

办了几十届了。哈哈，哈哈！”

薄薄的雾散开了，阳光灿烂，洒下满地金辉。

郝任天站起来，向季钧拱了拱手，然后径直走了。那背影转过一丛树木，不见了。季钧又呆呆地坐了好一阵儿，

才快步走回家去。

几天后，季钧被通知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既有各方面的领导，也有本市有名望的书法家代表，济济一堂。

议题是讨论下一届书协主席的人选，除季钧之外，还有另一位年长他十余岁的老书法家。这两个主席人选，各有各

的支持者，因此市里不得不予以重视，怕因此而弄得不欢而散。大家没想到的是，当主持人讲过话之后，季钧抢先

发言了。他诚恳地说出自己的种种不足，力举那一位老书法家任主席，而且相信在正式开会选举时，一定会全票通

过!大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季钧轻松地舒了一口长气。

早晨和傍晚，吉平山庄的通幽曲径上，人们从此便常常见到一老一少两个并排而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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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鑫森 文字有删改）

14.从执念书协主席职务到退出书协主席人选推荐，季钧的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阅读全文，概括文中促使他发生变

化的几件事。（3分）

答：_____________

15.临近结尾部分的划线句子：“季钧又呆呆地坐了好一阵，才快步走回家去。”此时此刻的季钧内心有什么样的心理

活动？（２分）

答：_____________

16.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对题目“山庄有芳邻”里“芳邻”的理解。（2分）

答：_____________

（二）阅读下面文字材料，完成后面 17—19题。（６分）

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与未来

作为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名称的“北京中轴线”，即我们常说的北京传统中轴线。它北起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

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至永定门，贯穿北京老城南北，全长约 7.8公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的载体，

东方文明古都规划建设的最高成就，北京中轴线自元大都建都七百五十余年来，一直统领着城市功能与空间格局。

在历代城市建设者的不断保护传承下，北京形成了气势恢宏、纲维有序的城市特色风貌。在 2017版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中，北京中轴线是贯穿市域的主轴；在 2020年最新公布的核心区控规中，中轴线亦被确立为核心区整体

秩序的统领、带动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抓手。作为北京乃至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金名片，其规划理念与物质载体应

不断被保护与延续。

（一）历史沿革

北京中轴线的发展演变与北京老城同步。

北京中轴线奠定于元代。元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始建，于当时积水潭（今什刹海）的东岸选择确立了城

市的中心点（基本位于今天鼓楼的位置），在其上修筑了中心台，成为元代中轴线的起点。这条最初的轴线自中心

台，南经万宁桥至宫城，再经皇城，最后至南端丽正门（今英雄纪念碑附近），形成了约 3.75公里的城市中轴线。

明永乐四年（1406年）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明代北京城始建至外城（永定门瓮城）建设完成，

北京中轴线延续至今整体格局基本形成。

明代迁都北京后，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但城市中轴线的主体格局与位置被严格保留。明代早期先建宫城，

再建内城，又建庙社、郊祀、坛场、门阙等，内城中轴线北起钟鼓楼，经皇城万岁山、紫禁城、承天门、千步廊、

大明门，至内城南门正阳门，全长达 4.75 公里。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外城开始修建，将山川、天地两座坛庙纳入城中，形成了“凸”字形的城廓格

局，中轴线南端点再次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形成了贯穿紫禁城、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 7.8公里的城市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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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串联了永定门、天桥、正阳门、棋盘街、千步廊、紫禁城、景山、地安门、万宁桥、鼓楼和钟楼等重要建筑，

轴线两侧还分布着社稷坛、太庙、天地坛、山川坛等坛庙建筑。

明后期与清代继承与延续了北京中轴线整体空间格局，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至 1914年间仅对中轴线上

的建筑群进行了局部改造与调整（如景山五亭与寿皇殿的修建）。总体来说，明清时期对城市的改造使中轴线具有

对全城的统帅性与完整性，而轴线上的建筑、景观的规模、气势、规整程度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

以 1914年社稷坛作为中央公园面向公众开放为标志，北京中轴线开启公众化转变历程。1914至 1977年，中轴

线上及其两侧的皇家建筑经历了一系列功能调整，原有宫殿、苑囿、坛庙建筑陆续开放，用作博物馆或公园。1977

年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历史建筑群完成扩建，形成以中轴线对称、规模空前且开敞的矩形民众广场，成为了北京城市

规划建设的里程碑。

1978年至今，北京中轴线的整体历史格局通过一系列城市总体规划、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保护规划等

不同层级的城市规划得到保护与延续，中轴传统空间序列得以回归。

（二）价值内涵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老城严谨对称空间格局的核心，蕴含着元、明、清及现代中国首都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的

独特匠心。

北京中轴线具有单一方向性，以宫城为基点，居北面南，以整体空间格局充分展现中国从古至今城市规划建设

对于礼仪与秩序的尊崇。其严谨的规划布局完整地展现了《周礼•考工记》所描绘的中国古代理想王城范式，“前朝

后市、左祖右社”，宫苑居中、居前（居南），民廛居后（居北），太庙与社稷坛两组礼仪祭祀建筑分布于轴线两

侧。

北京中轴线以“中”对称的布局与设计方法体现“择中而居”的理念，将帝王“不重不威”的政治主张、儒家所主张

的“居中不偏”的伦理思想与“美善交汇”的传统审美取向相融合，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和美学价值。北京

中轴线更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象征着控制整个国家山水格局的宏观轴线，成为国家礼仪秩序的物质缩影。

北京中轴线选址独具匠心，将轴线的建筑景观与历史水系密切联系，体现出古代战国时期典籍《管子》“因天

材，就地利”的都城规划原则，更体现出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而作为一组规模空前、气势恢宏

的城市轴线建筑群，北京中轴线又以模数化比例关系构成富于韵律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制设计严格的等级性、对称

建筑的规划格局与建筑形态的同构与变化、建筑色彩的强烈对比、对景与框景等视觉景观设计手法的运用，塑造出

具有强烈层次性与秩序性的建筑景观形态。

北京中轴线以一系列历史道路串联起多元的城市空间：居于核心位置的朝堂宫苑（景山、故宫）和国家纪念性

建筑（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历史建筑群），左右两侧的坛庙建筑（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位于重要节点和

端点的报时设施（钟楼、鼓楼）与城门建筑（天安门、正阳门及箭楼、永定门历史地标）。它将庄严的国家性场所

与居民生活的日常空间巧妙地组织起来，为延续至今的国家礼仪文化传统，及业已消逝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

的物质见证。

北京中轴线曾经是、并且仍将是随着北京城的发展而不断延续与变化的。历史中尽管受到政权更替及社会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的影响，中轴线上及其两侧建筑群所在的部分历史区域经历了变迁与改造，但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

的城市空间序列始终保持有真实性与完整性，并对北京城市发展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是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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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各个时代始终得到尊重和保护。北京中轴线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见证，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

价值观的活的载体。

（三）面向未来

北京中轴线目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规划工作全方面同步开展，不仅正在编制申遗文本、保护管理规

划，还开展了专项立法、城市设计导则、综合整治计划、三年行动计划等提升中轴线保护管理水平、指导申遗保护

整治实施项目的重要工作。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城市建设理念的转变，为封建皇权服务的功能定位不再适用于新时期的城市中轴线，但中

轴线这一城市建设核心理念仍然贯彻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之中。至今，中轴线已生长成为市域城市布局的主轴，这

条 7.8公里长的中轴线，将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和永定河水系，形成更为精彩壮丽的城市

整体景观。

750余年来，北京中轴线见证着中华文化亘古纵横、汤汤不息。申遗在即，相信在规划指引下，北京将以科学

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有序实施中轴线遗产的保护与整治工作，将中华文明的坚守、传承呈现给全世界。

（材料来源：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021-02-04）

17.阅读材料（一），补足表格空白处内容。（3分）

五个历史时期

元代 1 中轴始建

2 整体格局基本完成

清代 3

民国至现代 4 公众化转变过程

当代 5

18.阅读材料二，简要概括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2分）

答：_____________

19.综合以上材料信息，在横线处为句子选填恰当的短语。（2分）

一线贯穿南北， ，美善交汇，光耀今古；

多元串起空间， ，面向世界，传播文明。

A 纲维有序 B 居中不偏

（三）阅读下面文段，完成后面 20—22题。（７分）

态 度

①一条蚯蚓，遁地三尺，穿越黑暗，缘于它锲而不舍的挖掘;一只大鹏，俯瞰五岳，睥睨江河，缘于它始终不渝

的飞翔。一条山路，尽管崎岖而险恶，但不畏艰险的人终会直抵高山之巅;一条大道，尽管平坦而宽阔，但瞻前顾后

的人也会半途折戟沉沙……这一切，都缘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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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端正学习态度，可以使一个学子在学业上柳暗花明；调整工作态度，可以让一个劳动者在职场中游刃有余。

正确的人生态度，是用来成就人生的。它可以使一个人懂得清醒地审视自己，理智地面对人生，不好高骛远，不随

波逐流，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困境所溺，乐观积极，昂扬向上，从而在浮躁的尘世面前从容不迫，在喧嚣的生活背

后淡定自如。

③人在一生中，总会为自己设定一个人生目标，而态度则会使这个目标更加坚定。一个拥有积极态度的人，往

往专心并执著于自己的目标，为之殚精竭虑，为之废寝忘食，心无旁骛，义无反顾。他们的人生态度常常明朗、坚

定、睿智、乐观，像洒向草地的阳光，像掠过江面的劲风，在灿烂中摇曳着生机，在刚劲中透露着力量，充满无限

活力。抱有消极人生态度的人则不然，他们往往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热情不高，投入不够，慵懒、倦怠，左顾右盼，

三心二意，像秋日的落叶一般飘零，像墙上的衰草一般枯败、沉郁，没有活力，没有希望。

④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是自我品质的一种反映。拥有乐观人生态度的，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拥有豁达人生态

度的，一定是一个大度的人；拥有平实人生态度的，一定是一个谦逊的人；拥有严谨人生态度的，一定是一个一丝

不苟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一定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时时兼济苍生的，一定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⑤如果说，品质是从生命的个体上旁逸斜出的一条绿色藤蔓的话， 。这些花朵，在绚烂地

绽放之后，最终为你结出最美的人生果实来。

⑥如果你在生活中活得困顿迷茫，在人生的路上走得并不顺心遂愿，就该想着适当地调整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

了，或许，你会因此发现人生最美的风景。

（材料来源于马德文章 文字有删改）

20.作者认为“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什么？（2分）

A．懂得清醒地审视自己，理智地面对人生。

B．为自己设定一个人生目标。

C．不同的人生态度，是自我品质的一种反映。

D．正确的人生态度使人发现人生最美的风景。

21.仔细阅读第③段，用简洁的语言分析其论证方法及作用。(3分)

答：_____________

22.依据上下文，在第五段横线处补写恰当的句子。（2分）

答：_____________

五、写作

23.任选其一，完成作文。（40分）

题目一：以“我们共同走过”为题，完成作文。

题目二：以“我静静地坐在窗前”为开头，自拟题目，发挥想象，按要求完成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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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字以上；文章中不要出现真实的人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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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基础与运用

1. A； 评分：2分。

2. B； 评分：2分。

3. C； 评分：2分。

4.（1）权威专家向在座的听众作主旨报告，解析名城保护相关内容。 评分：2分。

（2）前两句句末，研究员万金红和建筑师刘昭祎后面的“逗号”换成“顿号”。 评分：2分。

（3）示例：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无比宝贵的物质财富，是北京城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做好名城保护工作，

就是做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名城保护，我们责无旁贷。 评分：2分。

5. （1）关关雎鸠；君子好逑。 评分：各 1分，共 2分；

（2）惟吾德馨； 评分：1分；

（3）醉翁之意不在酒； 评分：1分；

（4）衡阳雁去无留意； 评分：1分；

（5）五十弦翻塞外声。 评分：1分。

二、名著阅读

6.示例：略。 评分：6分；针对朱熹的话的理解 2分，结合读书谈感受 3分，语言表达 1分。

三、古诗文阅读

（一）

7. 示例：大自然仿佛是对泰山情有独钟，把神奇、秀丽的俊美景色都汇聚于泰山一山，巍峨雄险、神奇瑰丽的神奇

壮观赋予泰山五岳独尊的美誉。泰山好像也不负造物主的恩宠，高峻的山势像一把硕大无朋的刀把阳光切断，形

成山南山北的一昏一暗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象。 评分：2分。

8. D； 评分：2分。

9. 参考：全诗扣住题目中的“望”字，随空间和角度的转移写出泰山景色的变化。首联远望，把泰山放在齐鲁大地浩

渺宏远的大背景下凸显泰山的一枝独秀。颈联近望，宏观整体勾勒出山势的高峻。颔联凝望，借层云与归鸟的细

节描写，表达感情的激荡和眼界的空阔。尾联更是由实而虚，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句子，写想象中的俯

视，表现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 评分：3分。

（二）

10. B； 评分：2分。

11. 乙； 评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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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评分：1分；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乃“忠之属也”。 评分：1

分。

（2）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时；楚人既济未成列时。 评分：1分。

13. 根本原因在于，最高决策者对正确的建议是否能够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鲁庄公听取了曹刿的建议，抓住有利

战机作战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宋襄公没有听取司马子鱼的建议错失战机，导致泓水之战的失败。 评分：2

分。

四、现代文阅读

（一）记叙文阅读

14. 参考：一开始，季钧对自己的书法水平及自己在书法界的影响自信满满，觉得副主席职务势在必得。无意中得

知郝任天捐款两万元的低调举动，看见郝任天早上练字，特意从垃圾堆废纸里发现郝任天书艺的出神入化，特别

是，两个人见面闲聊时知道了郝任天几十年乐此不疲为乡亲们写春联、拒绝自己介绍加入书协的淡泊名利，最终

使季钧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评分：3分。

15. 参考：季钧通过和郝任天的闲聊，在了解了郝任天淡泊名利、为乡亲们写春联等情况以后，想到自己热衷书协

副主席职务，想到自己对取得的一点点成绩的沾沾自喜，自诩高人一头，对比之下感到自惭形秽，相形见绌，进

而下定决心向郝任天学习。 评分：2分。

16．参考：芳邻指的是郝任天和季钧两个人， “芳”字写的是两个人的人格品质。郝任天的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

贵功名，几十年坚持不辍为乡亲们写春联，让人敬佩。季钧反躬自省，见贤思齐，也让人挑指赞扬。 评分：2

分。

（二）非连文本阅读

17．（1）明代； （2）局部改造与调整； （3）向传统空间序列开始回归。 评分：3分，各 1分。

18．中轴线以整体空间格局展现了中国从古至今城市规划建设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尊崇，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和

美学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见证，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活的载体。 评分：2分。

19．① B，② A； 评分：2分。

（三）议论文阅读

20．A； 评分：2分。

21. 参考：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在提出人的态度对人生目标的影响关系之后，接着把拥有积极态度的人生和拥有

消极态度的人生的两种行为表现差异进行对比，展开论述时又同时运用了比喻论证的手法，突出积极态度的重要

性。 评分：3分。

22. 示例：“不同的人生态度则是绽放在这些藤蔓上色彩各异的花朵。” 评分：2分。

五、写作

23. 评分标准略。评分：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