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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初三（上）期中

语 文

2019.10

命题人：任君 审稿人：陈可芳

考试时间：150 分钟 总分：100 分

班级 姓名 学号

一、基础运用（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第 1-3 题。（每小题 2 分，共 6 分）

中国人口味之杂，堪称世界之冠，但也有一定规律可循。有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地区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口味与地理环境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山西人能吃醋，可谓“西酸”之首。他们吃饭前，往往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三调羮．醋用以“解馋”。

改革开放前，每逢春节，别处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

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他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另外，福建人、广西人爱

吃酸笋，越酸越能显出制作者的水平。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可是一道传统名莱。

山西等地的西方人何以爱吃酸 打开中国地图，可知这些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

水土中含有大量的钙。因而他们的食物中钙的含量也相应较多。这样，通过饮食，易在体内引起钙质淀．积，形成

结石。这一带的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发现多吃酸性食物有利于减少结石等疾病。久而久之，他们也

就渐渐养成了爱吃酸的习惯。

1.文段中加点字注音及书写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调羮．（gēng）供．应（gōng）淀．积（diàn）“这”字是半包围结构，书写时先写“文”，再写“辶”。

B.调羮．（gěng）供．应（gōng）淀．积（dìng）“这”字是左右结构，书写时先写“文”，再写“辶”。

C.调羮．（gēng）供．应（gòng）淀．积（diàn）“这”字是半包围结构，书写时先写“文”，再写“辶”。

D.调羮．（gěng）供．应（gōng）淀．积（dìng）“这”字是左右结构，书写时先写“辶”，再写“文”。

2.文中划曲线句“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其中“底子”含义与下面各句中的“底子”意思最相近的一项是

（ ）（2分）

A.她重重盯了我一眼，似乎把我底子．．全估计出来了。（沈从文《新湘西行》）

B.她穿着一件白底子．．小红花的衬衫。

C.每逢写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再补充。（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

D.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物质条件还是困难，因为以前底子．．太坏。（谢觉哉《要永远同人民群众

同甘共苦》）

3.根据上下文，给文中划横线句加上标点，使其表意更清楚。

山 西 等 地 的 西 方 人 何 以 爱 吃 酸

4.根据语境，将下列句子填入横线处，顺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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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有些汉字以形表意，使用汉字时往往观其形而得其意。如“门”（門）字，观其形，

则明其意为左右对开的两扇门。 因此，学习、使用汉字时，我们要注意形与意的紧密结合。

①“休息”的“休”字，由“人”和“木”两部分组成，就是“人”靠着“树”歇息

②其实，有些形声字的声旁也是表意的

③不仅象形字如此，会意字也是如此

④如“文盲”的“盲”字，声旁“亡”既表音也表意，“盲”就是“亡”了“目”

A.②④③① B.③①②④ C.③④①② D.②①③④

5.学校书法社团举办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书法展览。对以下书法作品的欣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甲作品由楷书、行书两种书体书写，既典雅端庄，又刚劲有力，笔墨在枯瘦和圆润中变化，似乎象征着人们呼

唤改革的强烈的逐梦之心。

B.乙作品属于行书，同时带有草书笔意，笔走龙蛇，真如百川灌海般奔腾前进。

C.丙作品采用隶书的书体，笔画平直，稳健古朴，蚕头燕尾，优雅动人。

D.丁作品是一枚雕刻的图章，采用隶书书体，棱角分明，笔画繁复，正如内容一样，镌刻出一步一个脚印的“实

践”。

6.下列词语中的加点字读音有误的一项是（ ）（2分）

A.前仆．后继 pū 断壁残垣．yuán B.强．聒不舍 qiǎng 牵强．附会 qiǎng

C.瞥．见 piě 脊．梁 jǐ D.一碧万顷．qǐng 一见倾．心 qīng

二、古诗文阅读（17 分）

（一）古诗文默写。（4分）

7.我欲乘风归去， ，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

8.从今若许闲乘月， 。（陆游《游山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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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当共剪西窗烛， 。（李商隐《夜雨寄北》）

10.政通人和， 。（范仲淹《岳阳楼记》）

（二）阅读《望岳》，完成第 11-12 题。（4 分）

望岳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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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一句中的“钟”“割”都做到了一字传神，请任选其一作简要赏析。（2 分）

答：

12.你读过的古诗中还有借登高抒写心绪的诗句吗？请写出连续的两句。（2分）（原创）

答： ， 。（2 分）

（三）阅读甲、乙两文，完成 13-15 题。（9 分）

【甲】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

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

吾谁与归？

【乙】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疾，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

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13.下面句中加点词的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2 分）

A、或异二者之为． 为．众忌疾 B、不以．物喜 子京忽以．书抵文正

C、滕子京负．大才 负．者歌于途 D、把酒临．风 执策而临．之

1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 分）

（1）浮光跃金，静影沉璧：

（2）文正患无隙以规之：

15.联系甲乙两文谈谈你对“微斯人，吾谁与归”的理解。（3分）

答：

三、名著阅读（8 分）

16.阅读下面的连环面，完成后面的填空。



4 / 8

（1）船过了赤道，突然来了一股飓风，一连十二天，我们被狂风卷来卷去，随时面临着船毁人亡的危险。

（2）别人都葬身海底了我在海浪中拼命挣扎，最后侥幸抱住一块岩石，死死不放，才保住了性命。

（3）上岸后，一夜醒来，我发现那艘坏掉搁浅了的大船被冲到离我不到一里的一堆礁石上，我决心把船上的东西

找来度日。

（4）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把塑料口袋里的土随意抖落在围墙边。过了一个月，使我惊奇的是那里竟然长出几棵

绿苗，仔细辨认，原来竟是 和 。

（5）为了吃上粮食，我摸清了岛上只有旱季和雨季，从失败中知道了下种的时间。没有工具，我就砍倒了一棵铁

树，削成一把木铲，掘地下种。

（6）庄稼成熟了，我用水手用的腰刀代替镰刀收割。我一点都不舍得吃，全部留作种子，我为总有一天能吃到面

包感到高兴。

上面连环画选自《鲁滨逊漂流记》，这是鲁滨逊第四次航海的经历。第四幅图他在岛上种植了 ① 和 ② ，这得

益于他曾经有过在巴西做 ③ 的经历。（3分）

17.下面是小华和小明两名同学的对话，请根据你的阅读积累，补全对话内容。（5 分）

小华：最近我迷上了京剧脸谱，发现鲁智深和李逵这两个人物的脸谱很有趣。你看这两张图（甲图、乙图），就

是他们俩的，他俩的脸谱颇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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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是的，他们二人性格也比较相似，除了都有刚正、耿直的特点之外，还具有 ① 的特点，所以脸谱都以深

色为主色调。

小华：但是我看小说《水浒传》，发现他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小明：没错，因为出身和地位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性格中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为了躲

避缉捕出家。但他不遵守出家人的规矩，喝酒吃肉，甚至常常大打出手，因此绰号“ ② ”。从 ③ （事件）可

以看出鲁智深对待兄弟林冲——看中的是一个“情”字。

小华：哦，我知道了，李逵出身贫寒，心更粗些。他虽然对宋江言听计从，但当他得知宋江强抢民女时却大怒，

砍倒杏黄旗，可见他心中更重一个“ ④ ”字。

小明：我查阅过资料，李逵的京剧脸谱叫“黑十字门脸”，就是从额顶到鼻尖画一通天立柱纹，两眼窝之间以黑

横线相连，立柱纹与横线交叉形成十字形。另外，李逵脸谱的眼、眉、嘴都勾出了笑意，把眉心两个圆点勾得更

近，用以表现紧皱双眉的怒容。

小华：那我知道了，这两张京剧脸谱中， ⑤ 图是李逵的！

四、现代文阅读（共 23 分）

（一）阅读文章，完成第 18-20 题。（共 9分）

书房花木深

冯骥才

①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用一堆木头在阳台上搭一座木屋，还将剩余的板条钉了几只方形的木桶，盛满泥土，

栽上植物，分别放在房间四角。鲜花罕有，绿叶为多。再摆上几把藤椅、竹几、小桌，两只木纹裸露的老柜子，

各类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放置其间。还有一些老摆设，如古钟、钢剑以及拆除老城时从地上捡起的铁皮门牌高高矮

矮挂在壁上……最初是想把它作为一间新辟的书房，期待从中获得新的灵感。谁料坐在里边竟写不出东西来。白

天，阳光进来一晒，没有涂油漆的松木的味道浓浓地冒出来，与植物的清香混在一起，一种享受生活的欲望被强

烈地诱惑出来。享受对于写作人来说是一种腐蚀，它使心灵松弛，握不住手里沉重的笔了。

②到了夜间，偏偏我在这书房各个角落装了一些灯。这些灯使所有事物全都陷入半明半暗。明处很美，暗处

神秘。如果再打开音响，根本不可能再写作了。写作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想象之旅，是钻到白己心里的一种生活，

是精神孤独者的文字放纵。在这样的被各种美迷乱了心智的房子里怎么写作呢？因此，我没在房里写过一行字。

每有“写”的欲望，仍然回到原先那间胡乱堆满书卷与文稿的书房伏案写作。

③渐渐地，这间搭在阳台上的木屋成了花房，但得不到我的照顾。我只是在想起给那些植物浇水时才提着水

壶进去，没时间修葺与收拾。房内四处的花草便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疯长起来。从云南带回来的田七，张着耳

朵大的碧绿的圆叶子，沿着墙面向上爬，像是攀岩；几棵年轻又生命力旺盛的绿萝已经蹿到房顶，一直钻进灯罩

里；最具生气的是窗台那些泥槽里生出的野草，已经把窗子下边一半遮住，上边一半又被蒲扇状的葵叶黑糊糊地

捂住。由窗外射入的日光便给这些浓密的枝叶撕成一束束，静静地斜在屋子当中。一天，两只小麻雀误以为这里

是一片天然的树丛，从敞着的窗子唧唧喳喳地飞了进来，我欣喜之极，怕吓坏它们，不走进去，它们居然在里边

快乐地鸣唱起来了。

④一下子，我感受到大自然野性的气质，并感受到大自然的本性乃是绝对的自由自在。我便顺从这个逻辑，

只给它们浇水，甚至还浇点营养液，却从不人为地改变它们。于是它们开始创造奇迹——

⑤首先是那些长长的枝蔓在屋子上端织成一道绿色的幔帐。常春藤像长长的瀑布直垂地面，然后在地上愈堆

愈高。绿萝是最调皮的，它在上上下下胡乱“行走”——从桌子后边钻下去，从藤椅靠背的缝隙中伸出鲜亮的芽

儿来。几乎每次我走进这房间，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画面：一些凋落的粉红色的花瓣落满一座木佛身上；几片黄

叶盖住桌上打开的书；一次，我把水杯忘在竹几上，一枝新生的绿蔓从杯柄中穿过，好似一弯娇嫩的手臂挽起我

的水杯。于是，在我写作过于疲劳之时，或在画案上挥霍一通水墨之后，便会推开这房间的门，撩开密叶纠结的

垂幔，独坐其间，让这种自在又松弛的美，平息一下写作时心灵中涌动的风暴。

⑥我开始认识到这间从不用来写作的房间非凡的意义。虽然我不在这里写作，但它却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我

前边说，写作是一种忘我的想象，只有离开写作才回到现实来。这间小屋却告诉我，我的写作常常十分尖刻地切

入现实，放下笔坐在这里所享受的反倒是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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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我被它折服了，并把这种奇妙的感受告诉一位朋友。朋友笑道：“何必把现实与理想分得太清楚呢！其实

你们这种人理想与现实从来就是混成一团。你们总不满现实，是因为你们太理想主义。你们的问题是总用理想要

求现实，因此你们常常被现实击倒在地，也常常苦恼和无奈。是不是？”

⑧朋友的话不错。于是当我坐在这间花木簇拥的木屋中，心里常常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天生用理想来

生活的人！

（文章来自网络，有删改）

18.阅读文章，依据书房建成前后作者心理感受的变化，梳理文章内容。（2分）

① →心智迷乱，无法安心写作→ ② →自在松弛，平息内心波澜

19.文中第③段和第⑤段都描写了花木的生机勃勃，但作者的写作目的略有不同，请结合具体语句，说说有何不同。

（4 分）

答：

20.读了此文，有人认为作者是为了表现环境与人的关系，也有人认为是写作家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你赞同哪种

看法？请结合文章内容加以说明。（3分）

答：

（二）阅读下面材料，完成第 21-22 题。（共 7分）

【材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过，由于生产生活改变等原因，北京的一些非遗项目面临失

传的困境。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雕漆工艺，其所耗原料与时间均不菲。一克雕漆堪比一克黄金。雕漆在胎上涂积漆料时必

须逐层进行，涂一层，晾干后再涂一层，如此循环，每天只能刷一到两层。涂漆完毕后，再以刀代笔，雕刻出山

水、花卉、人物等浮雕纹样。一系列工序下来，有些工艺品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水果曾是老百姓吃不起的奢侈品，以假乱真的蜡果因此拥有广阔的民间市场。蜡果的制

作工序复杂，从制作模具到灌蜡、上色、风干，一个蜡果的完工需要半个月左右，且对制作者有美术功底的要求。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蜡果的身影渐渐从百姓家庭中淡出。

面临严重挑战的还有一得阁墨汁的制作技艺。这门传统手艺与车间工业生产不同，比起精准的参数，更依赖

师傅的个人经验。车间工作辛苦，骨胶味道难闻，技师要想获取丰富的经验，必须能够吃苦耐劳，所以很难找到

合适的传承人。

【材料二】

意大利人曾不无自豪地说，全世界大约 4%的历史艺术品出自意大利。也有人说，整个意大利就是一件大文物。

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保存下来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多得数不胜数。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形成于 19 世

纪，风靡一时。但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电视的出现、西西里岛上城镇社会的变迁，到 20 世纪 50 年代傀儡戏已

经呈衰落趁势。现在意大利政府在抢救和保护西西里岛傀儡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兴建木偶戏学校，举办西

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木偶展览。目前在西西里岛的商店和摊头上到处都可以买到精美的木偶。这些木偶已

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吸引着各方游客。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文化的侵袭，韩国的民族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在一大批民俗文化

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1964 年韩国启动了“人间国宝”工程，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授予“人

间国宝”荣誉称号并确定其责任和义务。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 万韩元提供补助。对于能培养出一个大师级人才的

人，不仅给他薪水，以支持其提高技艺，而且还要给他研究经费和传承费。经过 40 年的上下推动，韩国的民族文

化得到了全面保护和振兴。

在对非遗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最薄弱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实际上它们拥有大量非物质文

化遗产，而它们共同面对的是保护经费匮乏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筹措 300 万美元的款项并提供技术援

助，对它们在非遗方面的保护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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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结合两则材料内容，请你说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哪些困境。（4分）

答：

22.结合材料二，请你就北京如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三条建议。（3分）

答：

（三）阅读《奋斗成就梦想》，完成 23-25 题。（共 7 分）

奋斗成就梦想

①人间五月天，处处好风景。

②但相比让人游目骋怀、放松身心的自然之美，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种让人更温暖、更动人、更砥砺人心的

人文之美。他们是凌晨即起在街道上打扫忙碌的环卫工人，是顶风冒雨也要按时送达包裹的“快递小哥”，是病

房里不顾脏累悉心照顾病患的护工，是野外几十米的高空中正在检修线路的电工，是实验室里一遍遍比对试验数

据的科技研发者，是奔波在生命一线的消防战士、守护道路安全的人民交警……奋斗者最美丽，劳动者最光荣，

这些奋斗者的姿态就是最美的风景，这些以辛勤劳动传递生命热量、以恪尽职守践行使命责任的劳动者就是最美

的人。

③作为个人，我们都有着人生出彩的梦想，都有让自己的小家庭美满幸福的愿望。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只有肯挥洒汗水，辛勤灌溉，埋头打拼，执着追梦，梦想才能成真，日子才有奔头。

④作为国家，我们正处于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正在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中国梦是

每一个人的梦，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做书写梦想的执笔人，每一个人都要做通往梦想的筑路者。

⑤我们相信，无论小家大家，一切梦想的实现都来自于筚路蓝缕的创业，来自于胼手砥足的拼搏，来自于锲

而不舍的努力，就像那首《时代号子》中所唱“汗也不白流，累也不白受，实干才能出成就，谁也别吹牛”。

⑥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劳动，成就一个家庭的“小目标”；无数人的奋斗，是一个国家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大逻辑”。只有奋斗，才能让每一个人在追梦历程中绽放人生芳华；只有奋斗，民族

复兴的伟大梦想才能聚力功成。

⑦由此可见，奋斗成就梦想。人类因劳动而美丽，世界因劳动而精彩。今天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

无数劳动者正向着梦想前进，为着梦想而努力，汇聚着创造历史的庞大力量。奋斗是新时代劳动者最美的姿态。

在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里，每一位劳动者都是主角。我们坚信，在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中国会更加精

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一定会实现。

23.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什么？（1 分）

答：

24.简要分析第②段的论证过程。（3 分）（原创）

答：

25.请你从文学作品中选择一个人物，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对“奋斗”的理解。（3 分）

答：

五、写作（4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26.与他人相逢，也许是一次情感的寄托；与书籍相逢，也许是一次心智的陶治；与大自然相逢，也许是一次灵魂

的洗礼；与历史相逢，也许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请以“相逢”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27. ，因 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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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1）请将所选的作文题目以完整的形式抄写在答题卡上。

（2）字数在 600-800 之间。

（3）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