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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初三期末试卷

语 文
学校 姓名 准考证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12页，共五道大题，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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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3分）

1．阅读下面的消息，根据要求，完成⑴–⑷题。（共 8分）

央视网消息：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

展览”到今天累计参观观众已经超过 50万人次。在展览上，体育领域获得的一个个奖

杯、奖牌和一项项突破，也从一个侧面记录着中国的飞速发展。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84年，许海峰斩获中国奥运史上的

首枚金牌。这些中国体育史上的辉煌瞬间，让不同时代的体坛名将们心潮 pénɡ pài。

聂卫平说：“国家强大了，富裕了，体育也能强大。国运强，体育也强。”陈一冰说：“中

国代表团除了成绩以外，整个精神面貌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和认可。从技术到意

志品质，到拼搏的状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变化。”

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快速发展、

正在 jué qǐ的中国。即．将举办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让北京成为全球首个举办过夏季

奥动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十八大以来，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体育改革也在不断提速，并在篮球等领域 ① 。引进高水平外籍球员、教练员的同时，

也有更多中国体育人才走出国门。一系列 ② 的举措，推动我国由 ③ 向 ④ 迈进。

⑴根据文中的汉语拼音，将词语用行楷字体．．．．依次写在田字格内。（2分）

⑵对文中加点字注音和画线字笔顺的判断，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即．（jí） “革”字的第八笔是：横

B．即．（jì） “革”字的第八笔是：竖

C．即．（jí） “展”字的第九笔是：捺

D．即．（jì） “展”字的第九笔是：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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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根据语境，文中横线处依次填入词语恰当的一项是（2分）

A．①初见成效 ②行之有效 ③体育强国 ④体育大国

B．①初见成效 ②行之有效 ③体育大国 ④体育强国

C．①行之有效 ②初见成效 ③体育强国 ④体育大国

D．①行之有效 ②初见成效 ③体育大国 ④体育强国

⑷适合作这则消息标题的一项是（2分）

A．勇拼搏 创佳绩 体育奏响中国改革最强音

B．勇拼搏 创佳绩 改革铸就中国体育腾飞路

C．国运盛 体运兴 改革铸就中国体育腾飞路

D．国运盛 体运兴 体育奏响中国改革最强音

2．同学们阅读了上面的央视网消息后，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变化产生强烈兴趣。大家搜集

到下面的材料，并据此展开小组讨论。请参与讨论，完成⑴–⑵题。（5分）

【材料】

1984年 7 月 28日，第 23届洛杉矶奥运会，当许海峰以一环优势射落中国历史上

首枚奥运金牌，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时，举国上下为之沸腾。这成为中国奥运历史

的里程碑事件。许海峰的夺金让当时的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国人在国际赛场上扬眉吐气、

扬我国威的希望，自那时起，国人对于奥运金牌的狂热瞬时被点燃。政府不断加大对

竞技体育的投入，运动员以夺取金牌为目标，奥运金牌榜牵动亿万国人的喜怒哀乐。

随着体育成绩的突飞猛进和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近些年来“理性看待金牌”的

声音越来越多。2015年起，国家体育总局取消了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的评选，对全

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

奖牌和总分排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日比赛结束，中国军团一金未得，国人总体而

言情绪稳定，那种因丢失一枚金牌而呼天抢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了。反而像傅园慧这样

没拿金牌，却表示竭尽全力、没有遗憾的运动员越来越多，何姿拿到银牌后男友亲切

安慰又送上惊喜求婚，更是引发了一场网上的狂欢。

⑴结合材料，谈谈我们的“金牌观”为什么发生了变化。（2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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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综合同学们的发言，小组整理了下面这份汇报稿，其中有一处标点使用不当和一处

表达欠妥，请你分别找出并加以修改。（3分）

【汇报稿】

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曾经背负“东亚病夫”恶名的中国人只能以这样的

眼光看待奥运金牌；金牌即强盛，金牌数的增长即国民体质的增强。②现在人们不

再以获得金牌与否作为评判运动员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③“用了洪荒之力”的傅

园慧之所以“亮了”，恰恰因为她的身上展现了竞技体育该有的自然率真之美。④从

关注金牌到享受比赛，我们看到国人越来越不甘落后的心态，也看到国人离体育运

动的初衷越来越近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9分）

（一）诗文积累（共 7分）

3．默写。（共 4分）

⑴转朱阁， ，照无眠。（苏轼《水调歌头》）（1分）

⑵露从今夜白， 。（杜甫《月夜忆舍弟》）（1分）

⑶你的好友因遭遇挫折而意志消沉，请你用一句能体现自强不息精神的古诗词鼓励他

积极进取。（2分）

4．根据材料，判断下面的书法作品哪一幅出自苏轼之手，并任选一幅．．．．说说它带给你的艺

术享受（至少运用一种修辞手法）。（3分）

【材料】

苏轼和他的学生黄庭坚很爱开玩笑。据说有一回，苏轼对黄庭坚说：“你的字就

像死蛇挂在树上。”黄庭坚立刻机敏地回敬道：“那你的字就像压在石头下面的癞蛤蟆。”

说完，两人相视大笑。当然，这种不雅的比喻，只是打趣罢了，否则他们也不会与米

芾、蔡襄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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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完成 5–6题。（共 4分）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5．诗中“闻笛赋”“烂柯人”“歌一曲”皆有所指。任选其一．．．．，简要说明指的是什么。（1分）

答：

6．这首诗的意境或情感让你联想到哪个人或哪个作品，为什么有这样的联想？（3分）

答：

（三）阅读《岳阳楼记》，完成 7–10题。（共 8分）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

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

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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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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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2分）

A．政通．人和 阡陌交通．

B．春和景．明 四时之景．

C．长烟一．空 长堤一．痕

D．把酒临．风 临．溪而渔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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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属予作文以记之。

翻译：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理解：滕子京请我记述的是他治理巴陵的功绩和重修岳阳楼的盛事。

B．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翻译：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离开祖国、怀念家乡、担心诽谤、害怕讥讽的心情，

满眼萧条景象，感慨到极点而十分悲伤。

理解：前文由人心悲凉写到天气恶劣。淫雨、阴风、浊浪的景象，又值暮色沉沉、

虎啸猿啼之际，令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C．微斯人，吾谁与归？

翻译：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和谁志同道合呢？

理解：句中的“斯人”指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

“古仁人”。

9．《古文观止》评道：“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只将登楼者览物之

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下列选项中，两句皆为转折句．．．

并与此评析对应的一项是（2分）

A．乃重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是进亦忧，退亦忧。

B．衔远山，吞长江……前人之述备矣。 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C．然则北通巫峡……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然则何时而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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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岳阳楼是江南名楼，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登临揽胜，留下许多名篇佳作。将杜甫的《登

岳阳楼》与本文比较，杜诗和范文的借景抒怀，哪个给你的触动更大？为什么？（2分）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答：

三、现代文阅读（共 23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1–13题。（共 7分）

【材料一】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天

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应该像天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奋力向前；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

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有着承载万物的博大胸怀和高尚道德。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

用这句话概括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种现象本身就证明

了中华民族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个性。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

路，我们的古代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 ① 、 ② 等等，都反映

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决心和气概。

【材料二】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

起人顾拜旦曾经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正如 。其实 。”1920年，国际奥委

会正式确认“更快、更高、更强”为奥林匹克格言，并在当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上首次使

用。虽然只有短短的六个字，但其含义却非常丰富，它不仅表示在竞技运动中要不畏强手、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永远进取、超越自我，将自己

的潜能发挥到极限。

【材料三】

说起用一个体育比赛项目来命名一种精神，大家会想到中国女排。历久弥新的女排精

神，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拼搏

印记。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在先丢一局的情况

下以 3：1逆转取胜，时隔 12 年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队员龚翔宇赛后说：“遇到困难顶

着头我也得上，我觉得要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儿，不管怎么着我也得顶住。”短短一句话，

道出了女排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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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实现世界冠军五连冠，成为全民偶像，而这一切

的起点要从 1981年的日本大阪世界杯说起。在那届世界杯赛上，中国女排连胜六场杀入

决赛，而决赛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日本队此时已经六获世界冠军，实力非同一般。比赛

开始后，奔着冠军而来的女排姑娘们发挥神勇，很快拿下了前两局。按照当时的赛制，不

管下面的比赛结果怎样，中国队已经获得了冠军。此后日本女排连追两局，2比 2平。在

决胜的第五局中国队以 14 比 15落后时，中国队教练袁伟民叫了暂停，他说：“你们不要

以为已经拿了世界冠军。输了这场球，等于做了夹生饭。不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世界冠军，

并不是很光荣。”比赛重新开始。据郎平回忆：“你看到后几个球，都是四号位了。已经没

有快攻的掩护了，就是明打了！靠实力往下砸吧！”郎平的这一砸，砸出了中国女排辉煌

时代的到来，也砸出了中国人心中蕴蓄已久的激情。当时的中国，电视机还不普及，但几

乎每台电视都锁定了这场比赛。荧屏前挤着的往往是几家人，甚至是一个单位的人。大家

随着一个球的输赢，一起叹息，一起叫好。记分牌最后定格在 17比 15，中国队七战七捷，

以无可争议的实力获得了世界冠军。领奖台上，姑娘们泪洒衣襟。电视机前，中国人集体

欢庆。激动的人们走上街头，自发进行庆祝。

8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步入改革开放，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体育水平，和世界强国

相比都有一段距离。中国人渴望胜利，也需要一场这样的胜利。中国女排拿到的冠军，让

全体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全国掀起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就连邮票也印上了女排姑娘。

37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都经历了许多变化，然而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留了下来，

女排精神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11．依据上下文，在【材料一】的横线处依次填入恰当的词语。（2分）

12．依据上下文，下列三句话依次填入【材料二】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2分）

①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

②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③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②①③ D．③①②

13．阅读【材料三】，说说女排精神同前两则材料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奥林匹克精

神”有什么联系。（3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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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留学巴黎》，完成 14–16 题。（共 9 分）

留学巴黎

冼星海

我曾在国内学了好些年音乐，还在广州南大教过音乐，但仍然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

不理想，很想到法国去。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高超，成为“国际”的音乐家。凑

巧得马思聪兄的帮忙，把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介绍给我。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

穷困，毅然于 1929年离开祖国赴巴黎。

到了巴黎，我常处在失业与饥饿中，求救无门。找到了职业，学习的时间又太少。我

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看守电话的佣人等各种被看作下贱的跑

腿。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忙里偷闲抽出一点时间来拉拉提琴，看看谱，练练作曲，

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上课时间一到，千方百计去上课，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很

好了。最糟的是，有时一大早 5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 12 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

很累，回来又一直打工到晚上 9点，结果端菜上楼时，眩晕得连人带菜摔倒在地。被骂了

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我很不愿意把我是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工友们，连老板也保密。同事对我很不好，

有些人还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杂事给我做，还打骂我，因此我常打架。

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一见我学习，总是找出事来给我，譬如说壁上有尘，要我去揩，等

等。但我对他很好，常常替他写信回家（东北），他终于感动了，对我另眼相看，给我衣

服穿。

我失业过十几次，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的麻烦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

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救助我的人，这些

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大概他们知道我能演奏提琴，常请我到宴会上演奏，每次给一二百

法郎，有时多到一千法郎。有对白俄夫妇，已没落到做苦工，他们对打工者的苦楚深有体

会，用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

我就这样过朝挨夕。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实在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

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一整天也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苦起来，把钱扔

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租，不付钱给他，就有坐牢的危险——如

果不是为了学习，这倒是个活路。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郁闷。幸而教师肯帮

助我，鼓励我。音乐会演奏名曲，他们常送票给我。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

奏他的提琴独奏时，不厌我穷拙，让我坐前排。这些意外的关怀，时时促使我重新鼓起勇

气，同时也扩大了我的艺术眼界。我觉得自己的学习逐渐有些进步，开始学习应用复杂的

技巧，写了好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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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牵挂和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很喜欢观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是法兰西盛大的节日。有整齐的

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民众非常热烈地唱着国歌，三色国旗飞舞飘扬。我每次

都很感动。1932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每逢节日，我都去看游行。民众爱国的狂热，法

国国歌的悲壮，强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想到三年来遭受的种种辛酸，

无助、孤单、悲痛、哀愁、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在悲痛里，我心

头涌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我把对于祖国的这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

渐渐把原本脱离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诉说内心的痛苦，

诉说祖国的被压迫。初到法国的时候，还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一个作品要花上一年

的工夫，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个月。但以后，我觉得不能这样

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

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门窗都坏了，巴黎的天气本来就比中国南方冷，冬夜又刮大

风，我没有棉被，觉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来，煤油灯灭了又灭。我

伤心极了，打着战，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

生的苦辣辛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

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享誉世界的俄罗斯音乐家普罗

珂菲叶夫也很爱它。我的作品，包括上面说过的《索拿大》终于能在巴黎公开演奏并且播

出了。

大概因为作品和别的先生的介绍，我有幸认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普罗·刁客先

生，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更幸运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还给我各种援助，送我衣

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又派他的门生送我乐谱，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

曲班。在这以前，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亲自弹奏过我的作

品，鼓励我不要灰心，教我学唱，学法文，经济上不时周济我。在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

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我伴奏。

报考的那天，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着不像样，又是中国人。为

难之际，恰巧普罗·刁客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我万幸考入了高级作

曲班，考了个荣誉奖。入学后，我专心学作曲，学音乐理论，兼学指挥。生活也有好转。

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刁客先生更常帮助我。不过比起别人来，我还是穷得多，几年生

活全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

1935年春，我在作曲班毕了业，刁客先生逝世，我不能再继续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

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临行时，上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

家劝我留在巴黎，我也不肯。为了不过分打击她的盛意，我对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

黎来。至今我许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许多书籍稿件也放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钱

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但愿现在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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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读完本文，你对作者留学生活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3分）

答：

15．结合文章，以《风》的创作为例，说说你对艺术创作与人生苦难关系的理解。（3分）

答：

16．从吸引读者的角度，提出一个有思考价值的问题，说说这个问题产生的思考过程。（3

分）

问题：

思考过程：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7–19题。（共 7分）

①现代人往往把体育运动作为宣泄体内过剩能量的方式，一提到体育运动，就自然想

到操场与健身房中的肌肉和肢体训练，很多人也会模仿运动员进行高强度训练，忽视了体

育运动与文化心理的联系。导致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身心对立”的思想观念。在对“身

体”的认识上，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提供了不同于现代竞技体育的阐释体系，对如何

认识“体育运动和文化心理的联系”具有非常大的启示。

②在中国儒学中，身与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系。“身体”一定建立在心性修

养之上。如《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①，斯远暴慢②矣；

正颜色③，斯近信矣；出辞气④，斯远鄙倍⑤矣。”由此，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身心兼修的

体育活动。比如唐代盛行的“木射”，将十五根瓶状的木柱分为两类：一类通体涂红，分

别刻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字，共十根；另一类

涂黑，分别刻上“慢”“傲”“佞”“贪”“滥”等字，共五根。比赛时将木柱立在场地一端，

参与者抛滚木球击打木柱，击中红色木柱为胜，击中黑色木柱为负。这项运动与现代的保

龄球极其相似，但与之不同的是，参与“木射”活动，不仅展示体能和技巧，更是将运动

作为传播“仁义”道德观念的途径，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

③在中国儒学中，“身体”也不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如《孝经》

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认为个人的身体与家庭成员

密切相联，所以尤其注重家人朋友的会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体育运动也深受这种观念的

影响。比如，中国武术界自古以来就有“以武会友”的优良传统。习武者通过切磋技艺，

提高武学修为。明清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各种民间结社如雨后春笋，多以习武为凝聚方

式，不但推动武术的普及，而且促进不同门派之间的横向交流。

④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的身体

是一个小天地。哲学家们认为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倡导顺应自然规律，达到人

与自然的和谐。比如，围棋、太极拳等，讲究柔稳缓和、平衡统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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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的代表，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深受人们喜爱。

⑤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身体”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弥补当代竞技体育运动对“身体”认识的不足。中国体育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还需要

进一步展示出中国独有的文化与传统，这样才能真正让世界认识中国体育，从而丰富全人

类对体育运动的认知和体验。

（节选自朱洪举《文化中的身体：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有改动）

注：①动容貌：使内心情感表现于面容。 ②暴慢：粗暴，放肆。③正颜色：使脸色庄重严肃。④出辞气：

注意说话的言辞和口气。⑤鄙倍：鄙，粗野；倍同背，背理。

17．阅读全文，判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第②段论述的重点是：中国儒学认为“身”与“心”是统一的。

B．第③段举“以武会友”的事例，阐明了“身体不仅是个体性的”这一观念对体育

运动的影响。

C．第④段先解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接着以围棋、太极拳为例，论述这种观念

对体育运动的影响。

18．下列诗句与文中中国儒学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不一致．．．的一项是（2分）

A．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王安石《棋》

B．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约客》

C．覆雨翻云着一争,分明死地要求生。如何自有转身路,苦向人间险处行。

——钱时《夜观汝溪二侄象棋四首》

D．象棋一局酒三杯，此乐都从静处来。明月清风不轻与，青山流水要相陪。

——陈著《饮于梅山弟家醉书八首》

19．冬季来临，校园长跑活动拉开帷幕。结合阅读本文的启示，写几句话，号召大家积极

参与到长跑活动中来。（3分）

答：

四、名著阅读（5分）

20．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有同学

在进行《水浒传》专题研究时，聚焦武松和李逵打虎的情节，以“观打虎，识英雄”

为题，写了一篇小论文。如果你也进行《水浒传》中人物的比较研究，你会选择另外

哪两个人物？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又会聚焦哪个方面进行比较？（不超过 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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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文（40分）

21．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清代才子袁枚写下

的小诗《苔》，被梁俊老师和一群山里孩子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重新唤

醒，一夜之间走进亿万国人心中。梁老师想通过这首诗告诉山里的孩子：“我

们即使拥有的不是最多，但依然可以像牡丹花一样绽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独特价值，只要认真、努力生活，就能精彩绽放。请以“等待绽放”为

题，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虽年代久远，但在现代生活中仍具有重要意

义。假如我校组织一场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是怎样的情景？又会发生什么有

趣的事情？请你参考下面材料，发挥想象，自拟题目，写一篇故事。

“投壶”需将箭矢掷入壶内，依

次投矢，各将四矢投完为一局。

“冰嬉”内容十分丰富：“抢等”

即现代的速度滑冰；“抢球”颇似

现代的冰球比赛；“转龙射球”即

冰上射箭。

“蹴鞠”玩法多样。其中一种玩

法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

侧，以射门数多者胜。

“踢毽”在室内、室外均可进行，

踢法多种多样。既可以比次数，

也可以比连踢的时间，还可以比

踢的花样。

“跳百索”分单人跳和多人跳。单

人跳时，可双手交叉摇绳跳，也可

带人跳、跑步快跳等。多人跳时，

两人摇绳，其他人跳，边跳边唱。

“扛鼎”与现代举重颇为近似。

或在两个鼎耳之间穿一横杠，手

抓横杠将鼎提起，或抓鼎耳将鼎

举起，以重者为胜。

要求：

⑴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⑵字数在 600–800之间。

⑶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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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初三期末

语文试卷答案及评分参考

一、基础·运用（共 13分）

1．⑴澎湃 崛起 （共 2分。每词 1分。）

⑵A（2分。选 A得 2分，选 C或 D得 1分，选 B不得分。）

⑶B（2分。选 B得 2分，选 A或 D得 1分，选 C不得分。）

⑷C（2分。选 C得 2分，选 B或 D得 1分，选 A不得分。）

2．⑴①随着中国体育实力的增强，追求金牌已经不是唯一目标，②展现拼搏精神、享受

比赛过程，更是参与竞技体育的意义所在。（2分。每个要点 1分。）

⑵第①句，修改：分号改为冒号。

第④句，修改示例：“不甘落后”改为“成熟自信”。

（3分。判断 1分，修改 2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9分）

（一）（共 7分）

3．⑴低绮户 ⑵月是故乡明 ⑶示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共 4分。每空 1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4．乙

示例一：甲 《花气熏人帖》用笔简峭，瘦劲奇崛，笔画似长枪大戟，气势雄健，可

谓风度翩翩，自有一种风流。

示例二：乙 《黄州寒食诗帖》“字势”参差错落，浑然一体，由小渐大，如滔滔江河

不可抑制，将贬谪后的抑郁哀伤倾泻于笔端。

（共 3分。判断 1分；艺术享受 2分，其中修辞手法 1分。）

（二）（共 4分）

5．示例一：“闻笛赋”指向秀所作的《思旧赋》。

示例二：“烂柯人”指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中所载晋人王质的故事。

示例三：“歌一曲”指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1分）

6．示例一：这首诗的情感让我联想到欧阳修。他被贬滁州，能从失意苦闷的情绪中超脱

出来，寄情山水，与民同乐，这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

所流露的惆怅又豁达的乐观心态相一致。

示例二：这首诗的意境让我联想到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王诗中的“海日生残夜，江

春入旧年”，与刘诗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都蕴含了旧事

物必将被新生事物取代的哲理。

（3分。联想 1分，分析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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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 8分）

7．D（2分）

8．C（2分）（2分。选 C得 2分，选 A得 1分，选 B不得分。）

9．C（2分）

10．示例一：杜诗给我的触动更大。杜甫将个人离愁与家国命运、社会苦难联系在一起，

诗中的丧乱之愁深挚动人。

示例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令人

由衷敬佩。因而范文带给我的感触更深。

（2分）

三、现代文阅读（共 23分）

（一）（共 7分）

11．示例：①夸父逐日 ②愚公移山 （共 2分。每空 1 分。）

12．B（2分）（2分。选 B得 2分，选 A或 D得 1分，选 C不得分。）

13．要点：①顽强拼搏、不屈不挠、为国争光的女排精神，②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③同时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不断进取、

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的最好注解。

（3分。每个要点 1 分。）

（二）（共 9分）

14．示例：我对作者留学生活的第一印象是艰难。因为作者留学期间，迫于贫困不得不做

杂役，有时累到晕倒，工作中还时常遭受欺凌。挨饿受冻、居无定所是生活的

常态，还要忍着羞辱拉奏小提琴讨钱，生活艰难至极。

（3分。印象 1分，理由 2分。）

15．示例：人生的苦难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沉情感往往更能激发创作。作者创作《风》时，

冬夜刺骨的寒风侵入陋室，让他想到一直以来艰难的生活经历，倍感苦辣辛酸，

最终借风述怀，完成了这个作品。

（3分。认识 1分，分析 2分。）

16．示例：

问题：本文没有运用特别的写作技巧，为什么却能如此地打动人心？

思考过程：本文只是对留学生活的平实记述，但一段段真实的经历却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的忍辱负重、矢志不渝更带给人强烈的震撼，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思考。

（共 3分。问题 1分，思考过程 2分。）

（三）（共 7分）

17．A（2分）

18．C（2分）

19．示例：长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健康的身体，还有在生活学习中处处需要的坚韧顽强

的意志品质。这是一个修炼自己、让自己在历练中成长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在

长跑中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吧！

（3分。结合文章 1 分，联系实际 1分，激励性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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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著阅读（5分）

20．评分标准：共 5分。内容 4分，语言 1分。

五、作文（40分）

21．评分标准：共 40分。

内容、表达（36分） 说明 书写（4分）

一类卷

(40-34)

符合题意，内容具体，中心明确；

想象丰富、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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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符合题意，内容比较具体，中

心比较明确；想象比较丰富、比较

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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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尚具体，中心

基本明确；想象不够丰富、不够合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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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题意，内容空洞，中心不

明确；缺乏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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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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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字数不足 600字，每少 50字扣 1分，最多扣 3分。

2．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