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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共 9页，五道大题，23道小题。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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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一、基础·运用（共 14分）

学校开展 “走近中国火星计划”主题活动，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1.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⑴-⑶题。（共 6分）

4月 24日，2020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在国家航天局网站等网络平台举行。备受关注

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及标识在仪式上公布【甲】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

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乙】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

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

化传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

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示了独特字母“C”的形象，汇聚了中国行星探测（China）、

国际合作精神（Cooperation）、深空探测进入太空的能力（C3）等多重含义，展现出中国航天瞭．望太空开放合作的

理念。

（1）加点字读音和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瞭．望 liào 振耳欲聋 B.瞭．望 liáo 川流不息

C.瞭．望 liào 怒不可遏 D.瞭．望 liáo 消声匿迹

（2）在文中【甲】【乙】处依次填入标点符号正确的是（2分）

A.【甲】逗号 【乙】句号 B.【甲】句号 【甲】分号

C.【甲】逗号 【甲】逗号 D.【甲】句号 【甲】逗号

（3）文中画线句有两处表达欠妥，请你加以修改。（2分）

答：① ②

2.阅读下面的文段，选择适合的下联（2分）

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个行吟诗人在中国南方的汨罗江畔，吟唱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

就是楚国大夫屈原。屈原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人，大约是公元前 300多年前的诗人、学者。他一口气对远古

历史，以及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和故事提出了 172个问题。在屈原的《天问》中，屈原对人类的起源、远古的传说

和创世神话提出了许多问题，表现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这诸多问题的探索和追寻。郭沫若曾经称赞屈原的《天问》说：

“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

上联：天问探空圆火星漫游梦 下联：



A.下联：屈原提问探索人类起源 B.下联：屈原问天寻人类创世源

C.下联：屈原探索不惧征途漫长 D.下联：沫若称赞算一等奇文字

3.结合文段内容进行赏析，其中修辞方法判断或理解有误的一项是（2分）

火星是太阳系中距离地球较近、自然环境与地球最为类似的行星之一，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深空探测的热点。

大约每隔 26个月，地球与火星会运行至最近的位置，此时发射探测器将节省大量燃料。2020年 7月，备受瞩目的

火星探测将迎来发射“窗口期”。届时，包括中国“天问一号”、美国“毅力号”和阿联酋“希望号”在内的多国火星探测

器，将“同台竞技”奔向火星。

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不仅在于探究火星生命的存在和演化过程等问题，更可借此了解地球的演化历史、预

测地球的未来变化趋势，同时也为人类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寻找潜在目标。这次火星探测任务称得上是“弯道超车”，

将通过一次发射，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并对火星表面重点

地区精细巡视勘查。希望本次探测能够铺就通往太空的新“天路”。

A.“窗口期”是用比喻的方法生动形象地把“大约每隔 26个月，地球与火星会运行至最近的位置”的时间点比作“窗

口”，写出了此时执行火星计划有机会且机会难得。

B.将“天问一号”和其他国家的火星探测器同期发射比喻为“同台竞技”奔向火星，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我国的火星探

测技术发展快，成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C.将这次我国的火星探测任务比喻为“弯道超车”，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我国的火星探测技术发展速度快的特点。

D.新“天路”是把人类通往火星的航线比作上天的道路，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类对太空的不断探索，表达了人们

向太空开路的勇气和美好希望。

4.下面是同学们收集的书法作品，其中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甲 乙 丙 丁

A.甲图书法作品书体是隶书，一波三折、蚕头燕尾，呈现端庄之美。

B.乙图书法作品书体是草书，笔势连绵、酣畅纵横，展现飞动之美。

C.丙图书法作品书体是行书，苍劲有力、方正典雅，蕴含庄严之美。

D.丁图书法作品书体是楷书，方正大气，笔画端庄，体现稳重之美。

5.跨越千年的历史，古代文人骚客从未停止过对头顶星空的遐思和探索。请你写出两句古

人所作与星空有关的诗词：“__ _ _， 。”（2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6分）

（一）默写（3分，每空 1分）

6.安得广厦千万间， ！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7.小石潭流水淙淙，树蔓青翠，鱼儿在清澈的潭水中畅游，面对眼前美景，遭贬而游历于此处的柳宗元的心情却

是：“ ， 。”



（二）阅读白居易的《卖炭翁》和《观刈麦》，完成 8--9题。（5分）

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

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

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

愧，尽日不能忘。

8.对以上两首诗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2分 ）

A.《卖炭翁》主要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作品揭露了“宫市”的腐败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

给予鞭挞与抨击，表达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B.“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写了卖炭翁在冻得发抖的时候，却一心盼望天气更冷。“愿”字写出了卖炭

翁的艰难处境和矛盾心理，表达了作者对他的同情。

C.《观刈麦》主要写了农民一家人辛苦劳碌割麦和一个怀抱孩子的妇人拾麦的情景，作品表达了对贫困人民的同

情，对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

D.“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写了人们割麦精疲力竭却仿佛不知道天气炎热，只是珍惜夏日天长。“惜”字就是

为了赞美人们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美德。

9.白居易的《卖炭翁》和《观刈麦》都是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表现手法有相似之处，请结合两首诗的内

容，分析作者是如何用相同手法抒发内心不同情感的。（3分）

答：

（三）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0--12题。（8分）

虽有嘉肴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

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善学者

善学者，师逸①而功倍，又从而庸②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③坚木，先其易者，

后其节④目⑤，及其久也，相说⑥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待其从容⑦，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注】①逸：安闲，这里指费力小。②庸：归功于。③攻：治，指加工处理木材。 ④节：树枝和干的交接处。⑤

目：纹理不顺处。⑥说：同“悦”。⑦从容：有"自然"的意思。

10.下列选项中加点字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2分 ）

A.虽有至．道 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如获至．宝

B.故．人不独亲其亲 故．曰：教学相长也。 故．虽有名马

C.然．后尽其声 公然．抱茅入竹去 不以为然．

D.不知其．旨也 请循其．本 莫名其．妙

1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2分）

（1）《兑命》曰：“学学半。” 译文：

（2）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 译文：

12.下面是某同学写的《虽有嘉肴》的论证过程，请你补齐内容。（4分）

这篇短文的中心论点是“ ① ”（原文）。作者开篇用 ② 的方法切入话题，先以“嘉肴”说起，

自然引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的道理；然后举“学”与“教”所产生的“ ③ ”（原文）和“ ④ ”

（原文）两种情境，并进一步解释，将论述引向深入；再得出本文的结论；最后引用《尚书》中的话印证观点。

三、名著阅读（5分）

13.苏轼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如果让你从必读名著《傅雷家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任选一部重新阅读，你会选择哪一部，并结合书中的具体内容说说理由。（120字左右）

答：

四、现代文阅读（共 25分）

（一）阅读非连续文本，完成 14—16题。（共 7分）

【材料一】

疫苗就是把疾病的病原体通过减毒处理、灭活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注射疫苗后，

当人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害力的病原体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

抗体等。当人再次接触到相关病毒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制造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毒对

人体的伤害。

也就是说，注射疫苗其实就是向人体内注射了经过处理而且极其微量的病毒，这个剂量对于人体往往是无害的。

人体在消灭这些病毒的同时还会形成抗体，这就是疫苗的原理。举个例子：流感疫苗，其实就是将被改造过的“安

全的”流感病毒注射入人体，让身体得一次“小流感”，等痊愈之后，体内就有了相关的“记忆”，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

【材料二】

中国免疫规划利用疫苗控制传染病发病情况表

疫苗 具体情况

小儿麻痹 1995年后阻断本土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使成千上万孩子避免肢体残疾



新生儿乙肝 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从 1992年的 9.7%降至 2014年的 0.3%

麻疹 上世纪中期发病人数达 900多万，至 2017年发病人数已不到 6000例

白喉 以前可导致数以十万计儿童发病，2006年后我国已无白喉病例报告

流脑 上世纪 60年代发病最高年份曾高达 304万例，至 2017年发病人数已低于 200例

乙脑 最高年份报告近 20万例，2017年发病数仅千余例

【材料三】

中国疫苗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晋代葛洪记载了天花在中国的一次爆发：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

臾周匝，状如火创，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天花疫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疫苗之一，据说是宋代

人发明的疫苗，叫做“痘苗”。清代医学家朱纯嘏的《痘疹定论》载：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

召集诸医，探问方药。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

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这也是史料

记载的最早一次天花疫苗接种。

14.阅读【材料一】，判断下列选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通过减毒处理、灭活等方法把疾病的病原体制成不具伤害力的病原体。

B.人体注射疫苗，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产生特殊抗体等。

C.人如果接触到相关病毒，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产生更多保护物质。

D.注射疫苗就是向人体内注射极其微量的病毒，这个剂量对于人体往往是无害的。

15.阅读【材料二】，找出一句话，判断这句话的说明方法并分析作用。（2分）

答：

16.上述三则材料分别从“ ① ”“ ② ”“ ③ ”三个角度介绍疫苗。（每空限填四字词语，3

分）

（二）阅读《长城秋雨夕》，完成 17—19题。（共 10分）

长城秋雨夕

贾宝泉

①雨中登长城，秋风萧瑟无限意。

②雨是今天的雨，长城是昨日的长城。

③北国深秋的雨，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温柔缠绵亦如南国梅子黄时雨。雨催开伞的花，红的，绿的，黄的，

叫不上颜色的，八达岭的长城之上、长城之下，便蔚成伞的花圃;伞下面是人，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棕

色皮肤的，都来了，都来到这长城之上、长城之下，一起笑着，嚷着，用手指点着，谁也不肯让心神稍歇。十月的

潇潇雨不曾邀来雷声，人们的欢声笑语便是轻奏的雷鸣。

④长城又称“紫塞”，长城外又是塞外。幼时夜读古典诗词，"塞外"的字眼时常让我触目惊心，拖两行细长的清

泪，点点滴滴，点点滴滴，落在线装书上，洇湿一片宣纸的黄土地，为筑长城的流民，为哭倒长城的孟姜，更为去



国怀乡的戍边将士。微风轻摇豆油灯焰，把亡故的帝王后妃、才子词入、离人思妇一起投影到我的心幕，这几千年

的电视连续剧得播映多少个时辰？像我这样读长城哭长城的少年一定不少，从古至今到未来，泪水积少成多，就连

绵成代代秋雨，打湿秦时天空，汉时天空，元明的天空，直到中山服牛仔裤的天空，直到几千年以后红男绿女们美

丽的天空，远古的气息就这样给代代秋雨闪回，闪回到长城还在人世的时候。

⑤不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不再是“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癖”，不再是“将军白发征夫泪”，不再是“胡儿眼泪双双

落”。如今一统了，紫塞内外飘扬的是同一面旗子。远近的烽火台还在，东一座西一座结成抗风林。长城上依然有

汉家兵将，头戴金盔身着恺甲，不过并不出征，而是笑容可掬地为中外游客导游。

⑥秋雨越来越浓，转眼间就密似珠帘了，而游人并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多。

⑦一朵又一朵的浓云依恋在长城垛口上，随着长城追随到目力不到的远处。雨中看不远，但我推断得出，浓云

下面一定是人，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棕色皮肤的，满世界各色皮肤的;而云朵外，依旧是长城，长城的

前方，还是云……

⑧长城外边是花是草是树，塞外的花、草、树。高挑的白桦挺起胸脯做着雨中浴，绰约的美人松虽然给秋雨淋

湿了头发，依旧练着舞功，柿和枫执拗地持守霜重色愈浓的性子，分别着一身淡黄、轻红。特别是枫，岁岁年年云

鬓样，秋雨不改旧时妆，云雾重了它是轻红，云消雾散它是深红，我行我素地自甘寂寞地守在立着长城的山上，年

年的云雾没有漂白了它，倒是它把云雾染红了。

⑨树间安谧地饮食的牛羊，有牧童吹着竹笛来往。他不用鞭，笛声依约是他流动的鞭。人和牛羊都做着雨中浴;

牛蹄下的草，绿得深，绿得重，发射翡翠的冷光，俯俯仰仰迎送旅人;草间的野花，虞美人们，波斯菊们，蓝鸽子花

们，静静地编织一片云，翌晨挂在天上就是朝霞了;花下的蘑菇一柄柄都是白绸伞，我想，这些伞下一定有许多小甲

虫躲雨，那些年长的甲虫们，一定会展开薄翼遮在小儿女们头上的。

⑩树外的古道两旁，小桥流水隐约，竹篱人家宛然画图。古道上有汽车竞赛长跑，在山腰写着一个又一个“之”

字。古道用它久历风雨的肩膀扛起现代文明。

⑪当年筑造长城的流民和兵卒，未必想得到他们给后世留下珍宝，更不会想到几千年以后有个农民的儿子叫

毛泽东的，说了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话，给人刻写碑上，竖在长城边侧；也不会想到还有个尼克松，有个撒切尔

夫人，有个伊丽莎白女王，还有无以计数的海内外游人，万里迢迢来看他们的杰作；他们当初想的无非是尽快造好

长城省去一些战事，然后回家与亲人团聚，一起饮陶罐里的低度酒。

⑫往往，举世瞩目的古迹，就是在深重的苦难中建造的。它要求建造者准备几百吨的血，几千吨的泪，几万吨

的汗，不计其数的生命。它的挺立，意味着一些人要倒下。往往，古迹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只是出于一个并不繁复的

设想，却在无意间为后世留下珍宝，进而为一个民族制作了图腾。

⑬秋雨渐渐地停了，云隙间透出蔚蓝的天光，湿重的云团躲进山谷里养神，轻纱似的云缕还留在长城上擦拭游

人的履痕。夕阳已走到山村，它的光芒并不离开，依旧穿过云阵照着八达岭的群山，以及我足下、头上的长城。长

城两侧的山峦上，最美的是枫，是柿树，一株枫就是一个红火把，一株柿树就是一个黄火把，这千千万万的火把，

把紫塞内外烧得黄中透紫，有如一簇簇温度不等的火焰。长城是伸向云天的旗，枫是它的红缨；长城是万里关山上



的万里路，云是它的驿站。

⑭游人前方是云朵，云朵下面是人，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棕色皮肤的；而云朵外，依旧是长城；

长城的前方，还是云；云下，又是人……

⑮长城望不断。长城的前方是长城。

⑯长城赖以存身的，是我的——我们的黄土地。

17.阅读文本，完成下面的表格（2分）

秋雨变化 看到的景象和想到的人或事

秋雨点点滴滴 ①

秋雨越来越浓 ②

秋雨渐渐停了 看到雨后长城上的游人和景色，想到长城赖以存身的黄土地

18.反复阅读文章的第⑧⑨⑩段，品味其语言的妙处，并试着写一段赏析文字。（4分）

答：

19.这篇文章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叙事抒怀，请你从文中任选一组对比，结合内容说说对比手法的使用效果。（4分）

答：

（三）阅读《蓄积不畏难的攻坚精神》，完成 20—22题。（共 8分）

蓄积不畏难的攻坚精神

①大江大河波涛奔涌，冲波逆折处尤显壮丽澎湃。前进征程上，越是困难如山、挑战艰巨，我们越是要蓄积不

畏难的攻坚精神。

②蓄积攻坚精神，绝不能害怕困难。挫折与磨难，堪称检验初心的试金石，推动事业发展的催化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始终葆有攻坚精神，是我们党带

领人民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誓言“疫情不退、我们不退”的医务工作者，到夜以继日、埋头攻

关的科技工作者，再到顶风冒雨、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无数党员干部不惧风浪、冲锋在前，同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可见，面对挫折与磨难，焕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坚定“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意志，一定能闯过一道道险关隘口。

③蓄积攻坚精神，离不开苦干实干。犹记焦裕禄初到兰考县，正是兰考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之时。

他没有被困难吓倒，毅然喊出“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口号，带领 36万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治理灾害。真

正的共产党人，就应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以实干担当擦亮政治本色。无论是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还是化危为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都需要以攻坚精神真抓实干、落

细落实。“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越是不容易，越要奔着矛盾去、朝着问题改，越要扑下身子、撸起袖子，干出我

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④蓄积攻坚精神，要增强韧劲定力。1939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标题就是



“永久奋斗”。他号召模范青年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等待我们去攻克。逐梦的征途，容不得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

念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在攻坚克难中增强斗争本领，在接续奋斗中挺立精神脊梁，我们一定能用确定性战胜不

确定性，赢得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⑤“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

的。” 。

20. 阅读全文，判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文章开篇提出中心论点: 前进征程上，越是困难如山、挑战艰巨，我们越是要蓄积不畏难的攻坚精神。

B.文章分别从不能害怕困难、要苦干实干、要增强韧劲定力三个方面，来论证蓄积不畏难的攻坚精神的具体要

求。

C.第③段从现在、过去两方面，论证了蓄积攻坚精神，离不开苦干实干。

21.阅读第②段，说说本段的论证过程是怎样的。（4分）

答：

22.请你在横线上写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要求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方法。（2分）

答：

五、写作（40分）

23.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请以“众志成城”为题，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人与动物都是大自然的“成员”，动物是人类永远的朋友。假如有一天你变成了某种动物，会发生怎样的故

事呢？请任选一种动物,将名称填在横线处，补齐“ 奇遇记”这个题目，发挥想象，写一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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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参考答案

一、基础运用（共 14分）

1（1） 1（2） 2 3 4 8 10 14 20

C D B B C D B D C

选择题每道题 2分

1.（3）①“天问一号”的命名或这个命名 ②真理的追求 （2分）

5.示例：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跟星空有关古诗句即可（2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6分）

6.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1分)

7.凄神寒骨，悄怆幽邃。（2分）

9. 评分标准：相同的手法：如心理活动、肖像、动作描写等（1分）结合两首诗（1分）不同情感（1分）

11. （1）《兑命》说：教别人也是自己学习的一半。

（2）善于提问的人,像木工砍木头,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再砍坚硬的节疤。

12.教学相长，类比，“知不足”，“知困”

三、名著阅读（共 5分）

13.选其中一部名著（1分），结合书中内容（2分）说理由（2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5分）

15.找出一句话并判断说明方法（1分），分析作用（1分）

16.示例：科学原理、接种效果、悠久历史，三个方面意思对即可。

17.示例：①看到了长城上下雨中伞、伞下游人，联想到自己幼时夜读古典诗词（或长城相关的故事、或长城相关的

人物或长城相关的诗词等）。②看到雨中长城外边的景色，想到筑长城的人（或筑长城的苦难或到长城游览的人等）。

18.赏析的句子 1分，赏析的点（修辞、标点、用词、表达方式等）1分，赏析文字 2分。

19.示例：古今对比， “塞外”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古代的“戍边、流亡”和“战争不断、人民凄苦”，让人不禁伤心落

泪；而如今的塞外烽火台依在，但天下一统，飘扬着同一面旗子，不同肤色的人们游览长城，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和

平美好。（对比内容 2分，抒怀 2分）

21.示例：首先提出本段的观点蓄积攻坚精神，绝不能害怕困难。然后引习总书记的话来阐述葆有攻坚精神是我们党

走向胜利的法宝，接着举抗击新冠的事例证明观点，最后强调不怕困难才能战胜困难。（一点 1分）

22. 示例：努力蓄积不畏难的攻坚精神，脚步不停、拼搏不息、奋斗不止，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没有什

么奇迹不能创造。（修辞 1分，结尾作用 1分）

五、写作（40分）

23.



（1）评分标准

项目

等级
内容、表达（36分） 说 明 书写（4分）

一类卷

（40—34）

要求：符合题意，内容具体，

中心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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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工整，标点正

确，错别字 2个以

下，格式规范。

二类卷

（33—29）

要求：比较符合题意，内容比

较具体，中心比较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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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工整，标点大

体正确，错别字

3—4 个，格式规

范。

三类卷

（28—24）

要求：基本符合题意，内容尚

具体，中心基本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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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迹不够清楚，标

点错误较多，错别

字 5—7 个，格式

大体规范。

四类卷

（23—0）

要求：不符合题意，内容空洞，

中心不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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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分为基准分上

下浮动，然后加书

写项的得分。

1—0分

字迹潦草，难以辨

认，标点错误很

多，错别字 8个以

上，格式不规范。

（2）说明

①不将题目填写在答题纸上，从总得分中扣 1分。

②字数不足 600字，每少 50字扣 1分，最多扣 3分。

③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