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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 2021 届初三年级一模考试

语文试卷

2021.4

学校__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__

1.本试卷共 12 页，共五道大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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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姓名和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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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4 分）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学校组织同学们开展"黄河之旅"综合实践活动。作为

活动成员，请你帮助完成宣传材料的整理。

资料一∶黄河的告白

五千年很长吗?遇见你们——黄皮肤的华夏子孙之前，我已经在世界的东方流浪了上百万年。我跨越山河，向

着天地的中央一路奔流。辽阔的中原，四季交替，万物生长。我放缓了脚步，看见你们从地平线走来。你们有智慧

的眼睛，你们有充满力量的双手，你们从日月星辰的轨迹里发现春耕冬藏．的秘密 而我，我有水，我用我的全部滋

养你们的每一颗种子。黄色的波涛，黄色的土壤，黄色的面孔，我们拥有相同的基因，你们叫我——母亲。你们在

我流淌的土地上收获丰盈，努力生长。我延伸出龙的模样，与你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那一夜，华夏的

火种照亮了世界，又温暖了我。从此，我不再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1.给加点字注音，在方框处填写标点，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春耕冬藏． cánɡ 逗号 B.春耕冬藏． zànɡ 逗号

C.春耕冬藏．cánɡ 分号 D.春耕冬藏．zànɡ 分号

2. 同学们就这段文字的朗读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正确的一项是（2 分）

【甲】文段开头用设问句“五千年很长吗”，引人思考，让人感受黄河的源远流长，应该用高亢的声音读出刚劲

有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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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文段结尾用“我不再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表达出黄河与华夏儿女融为一体的欣喜，应用欢快柔和的声音读

出活泼的感觉。

【丙】文段把黄河拟人化，让黄河穿越五千年，跨越时空，向人类告白，应该用深情的语调读出娓娓道来的感

觉。

资料二∶母亲河的历程

《母亲河的历程》短视频分镜头脚本

镜头 镜头标题 解说词

一 黄河之水天上来 一条细流

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出发

带着雪域高原未消的冰寒雪气

开始了她短暂的旅程

如一条游龙钻入山谷

执着向前

二 九曲黄河万里沙 她用环环相连的河曲

在广裹的草原

绘出奇美的风景

当穿过绵长的峡谷区

遇见大城市

她已经成长为宽阔的大河

巨流滚滚，深沉而有力。

三 一条大河润中原 为解北方干旱

她赫然北上，劈开沙漠

呈“几”字形流经黄土地区

滋润了广阔的田地

她继续行进

从晋陕大峡谷奔涌而出

冲_①_（积/击）出的平原

是华夏文明生息之地

四 奔流到海不复回 5464 公里水流泱泱，一路向东

干流贯穿九省

地扼东西，兼跨南北

数百条支流汇入她的身体

形成庞大的水系，奔流入海

临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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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沉积造陆而成的三角 ②（州/洲）

是她给陆地留下的最后一份馈赠

3. 镜头一的解说词中，有一处表达欠妥，请你帮助修改。（2分）

修改∶

4. 根据解说词的内容，在①②处填写汉字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①积 ②州 B.①击 ②州 C.①击 ②洲 D.①积 ②洲

5.请你补齐下面这副对联，作为短视频的结束语。（2分）

历九曲而穿九省，① ，涌一腔豪气；

②千川以润千畴，万物萌生，听两岸歌飞。

A. ①狂涛漫卷 ②纳 B.①漫卷狂涛 ②吐

C. ①漫卷狂涛 ②纳 D.①狂涛漫卷 ②吐

资料三∶黄河的气概

为体现黄河蕴含的文化价值，同学们想为黄河设计一个标志。下面是标志的设计要求，请阅读后完成任务。

作品应由图示和文字两部分构成。图示部分用书法笔墨勾勒出奔流不息的黄河水， 的壶口瀑布，

的黄土高坡， 的黄河峡谷， 的九曲十八弯……文字部分用草书“黄河”二字，突显大气洒脱、张

扬奔放的黄河气概。

6.在文段横线处依次选填恰当的词语，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气势磅礴 壁立千仞 沟壑纵横 蜿蜒曲折

B.蜿蜒曲折 沟壑纵横 壁立千仞 气势磅礴

C.蜿蜒曲折 壁立千仞 沟壑纵横 气势磅礴

D.气势磅礴 沟壑纵横 壁立千仞 蜿蜒曲折

7.下面是几位同学围绕要求设计的标志，请你帮助选出最恰当的一项。（2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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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写。（共 4分）

8.忽如一夜春风来，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分）

9. ，鸡犬相闻。（陶渊明《桃花源记》）（1 分）

10.“山”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熔铸着诗人的个性气质和审美情趣。你能写出的含"山"的两句古诗（词）

是“ ， ”。

（本试卷中出现的诗句除外，允许有一个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2 分）

（二）阅读《雁门太守行》，完成 11-12 题。（共 5 分）

雁门太守行

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1.这是一首描写战争的诗歌。前两句中，“黑云压城”写出敌人攻城的气势，“金鳞开”写出了 ① 的景象，

渲染出紧张的气氛。三四句中“ ② ”表明了战争的惨烈。五六句中“半卷红旗”“鼓寒”等细节，突出了 ③

的氛围。（3分）

12.杜牧《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与本诗中“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都用到了典

故。请简要说明两位诗人分别借典故表达了怎样的情感。（2 分）

答∶

（三）阅读《愚公移山》，完成 13-15 题。（共 8 分）

愚公移山

《列于》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

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

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甲】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舂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

男，始此，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乙】

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烯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

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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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丙】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滑雍南。自此，

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13. 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意思都相同的一项是（2 分）

A.毕．力平险 群贤毕．至 毕．生精力 原形毕．露

B.杂然相许． 以．身许国 许．为佳作 只许．成功

C.寒暑易节． 贞良死节． 开源节．流 高风亮节．

D.始一反．焉 适得其反． 举一反．三 易如反．掌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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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甲】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翻译∶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敲石头，挖土，用箕畚装土石，运到渤海边上。

理解∶太行、王屋二山既高且大，愚公带领大家移山，工程艰难，工具简陋，路程遥远，可谓困难重重。

【乙】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

翻译∶你（智叟）的思想真顽固，顽固得没法改变，连寡妇和小孩都比不上。

理解∶智叟说北山愚公不聪明，愚公很生气，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智叟还不如寡妇和小孩。

【丙】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翻译∶天帝被操蛇之神的报告感动了，命令大力神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走了那两座山。一座放在朔东，一座放

在雍南。

理解∶愚公挖山、移山的行动给天庭也带来影响，众神对此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最终，愚公门前的大山被移

走了。

14. 愚公移山的做法看似“愚”，但他却比常人更有远见。结合上文和下面这则【链接材料】，简要说明“有远见”在

愚公和不韦之妻身上是如何体现的。（4 分）

【链接材料】

越人寇，不韦①避兵而走剡②。贫无以治舍，徘徊于天姥③之下，得大木而庥④焉。安。一夕，将斧其根以为

薪，其妻止之，曰∶“吾无庐，而托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于是也，骄阳赫而不吾灼⑤，寒露零而不吾凄，飘风扬

而不吾溧⑥，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谁之力耶?吾当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爱之如身体，犹惧其不蕃且殖也，

而况敢毁伤之乎!吾闻之，水泉缩而潜鱼惊，霜钟鸣而巢鸟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鱼鸟且然，而况于人乎?”

（节选自《郁离子 ·不韦不智》）

【注】①【不韦】人名。 ②【剡（shàn）】古县名。 ③【天姥（mǔ）】山名。 ④【庥（（xiū）】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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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不吾灼】即"不灼吾"，烤不着我。⑥【 溧（lì）】因寒冷而瑟瑟发抖。

答∶__

三、名著阅读（5 分）

16．马南邨说∶“重要的书必须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请结合你阅读过的一部名著，说说你对此

的体会。（100 字左右）

答∶

四、现代文阅读（共 24 分）

（一）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19 题。（共 7 分）

【材料一】

近几年，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革新和普及，网络视听产业发展迅猛。《2020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截至 2020年 6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9.01亿。综合视频、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频等已经全面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图 1、图 2 看出，短视频 。短视频即短片视频，一般指在互联网新媒体上传播的时长在 5分钟以

内的视频。2018 年下半年，短视频应用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综合视频应用，成为网络视听应用领域之首。2019 年

短视频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178.8%，短视频已成为用户“吸”时利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增幅显著。截至 2020年 6月，

短视频以人均单日 110分钟的使用时长超越了即时通讯。

【材料二】

基于各大网络平台的统计显示，新闻、美食、旅游、摄影、运动等内容的短视频颇受欢迎。这表明，视频社会

化时代的内容供给更加多元，贴合不同年龄、身份人群的兴趣爱好及精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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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传播方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存在的问题：过分注重视听效

果而忽视其内容与内涵建设，形式大于内容且雷同重复无新意，消费主义主导短视频生产而导致视频内容意义缺失

等。《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青少年作为我国网民占比最高的群体，占据了总量的 26%，

其中 20%的青少年表示“几乎总是”在看短视频，“每天看几次”的比例也接近 10%。由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尚

未定型，极易受到网络内容的影响。短视频在给青少年提供多样化信息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青少年的负

面影响。

【材料三】

什么是鼩鼱?它跟老鼠的区别是什么?你会通过什么方式认识一种陌生生物?过去，百科全书和电视科普节目往往

是获得此类知识的主要渠道。在互联网普及后，可以通过搜索和浏览获取信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

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动动手刷刷短视频，就能找到各种答案。传播学中有个知沟理论：经济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

是造成知识差距的主要因素。随着短视频的热潮席卷，这种知沟正在被技术渐渐缩小。借助视频类平台增长知识已

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习惯。视频社会化推动了知识共享平台的打造，推动了全民学习型社会建设。

短视频传播不仅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时空界限，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最近，一组名

为《博物馆说》的短视频走红网络。全国 143 家顶级博物馆、美术馆的馆藏珍品纷纷亮相，由馆长或专家以短视频

形式，讲述文物蕴含的历史内涵、文化精神、当代价值。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多年积累的文化艺术资源，借由

互联网平台“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好地弘扬了历史文化，满足了群众文化需求，提高了全社会文化素养。

17. 根据图 1 和图 2的内容，在【 材料一】横线处填写恰当的语句。（2 分）

答：__

18. 阅读【材料三】，能够依据文意作出的一项推断是（2 分）

A.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是看电视科普节目和短视频。

B. 视频社会化推动了知识共享平台的打造，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时空界限。

C. 短视频的出现，消除了因为经济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造成的知识差距。

D.大力弘扬历史文化，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这是短视频传播的主要目的。

19.结合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影响，你对短视频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思考?综合三则材料，用“因为……所以……”的句

式说出你的认识。（3分）答∶

（二）阅读《黄河的颜色》，完成 20-22 题。（共 9分）

黄河的颜色

①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生下来最先知道并让人心向往之的大江大河，大抵应该就是黄河和长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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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不仅因为在尚不能独自出门远游的童年时代，小学《语文》课本里“不尽长江滚滚来”和“黄河之水天上来”

的诗句所激发起的无边幻想，让原本就心怀童稚的少年浮想联翩。还因为从那一刻起，每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

国人都深深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是炎黄之后，黄河长江养育的儿女。

③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黄河，是在三十多年前。

④1984年，我乘火车去沈阳，车上拥挤不堪。到了风陵渡，我就试图把自己挪到窗口，想瞅机会看一眼黄河的

身影。就在我拼命挪动身子，寻找瞭望窗外的缝隙的时候，突然，车厢里有人惊呼：“黄河!”

⑤其时，火车已经行驶到郑州黄河铁桥中间。轰隆隆呼啸而过的窗外，夕阳映照下，一片金黄的洪流自北向南

涌来，闪耀着金灿灿的光华，在天地之间奔流。

⑥“这就是黄河啊!”

⑦就在我痴痴望着金光灿灿的黄河，心旌飞扬、不能自已时，火车一声长啸，驶过了黄河大桥。窗外的田野、

村庄，又陷入冬日的肃杀、灰蒙。

⑧第一次和期待已久的黄河相遇，竞仅如此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就是这转瞬即逝的匆忙一瞥，金光闪射的黄

河水和车窗外黄河流经华北平原时的浩荡气势，便让我终生难忘。

⑨20世纪 90 年代，我在兰州看到的黄河却青碧如洗。那次到兰州天色已暮，我投宿的宾馆就在黄河铁桥之侧。

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一条清粼粼的河流跃然窗外。河水清澈碧翠，舒缓东流。我有些纳闷：明明就住在黄河边上，

眼前哪来这么一条纤尘不染的河流呢?室友告诉我，眼前这条碧水清流就是黄河。他还告诉我，黄河在兰州以上，

都清澈如许。面对青翠如玉的黄河水，我竞一时间感动无语——黄河居然有如此温婉可亲的一面。

⑩而最让我震撼的却是在壶口看到的泥沙俱下、跌宕奔突的黄河的力量与气势!

⑪那是 2011年秋，我从志丹县返回途中，发现有条公路直通壶口，便情不自禁，一脚油门从陕北高原进入被

滚滚南下的黄河劈开一道裂口的秦晋大峡谷。

⑫从陕北黄土高原断裂带纵横交织的沟壑环绕而下，闪烁着金色波浪的黄河时隐时现。到了壶口镇，满河流水

如凝结在一起的黄金粘液，在秦晋大峡谷深处舒缓南下。傍依只有零星细浪无声翻滚的黄河转过一个弯子，骤然间

就有隆隆巨响迎面扑来。顺着震彻峡谷的喧响望去，茫茫水雾从峡谷中央升起。水雾升腾的地方，在西北高原奔走

2000 多公里的黄河，带着已经与茫茫黄土地融为一体的颜色奔涌而来，那是我们华夏民族最美的肤色。一个巨大

的石壶朝天敞开，因两岸层层叠叠的巨石阻拦而顿时变得膂力震天的滚滚黄河，如身披黄金铠甲、冲锋陷阵的威武

之师，愈是险要狭窄，就愈奋勇向前，手挽手，肩并肩，全速奔腾，彰显着黄河的坚强，诉说着黄河的执着。飞泻

而下的巨浪跌落壶底，似沸汤开壶，激流翻滚，声震如雷。这是力量的交响，是团结的交响，是奋然永进的交响，

这是真正的黄河大合唱。

⑬那一刻，黄河两岸被一种令人心旌飞扬的金黄色映照着、笼罩着、拥抱着，犹如黄金锻造的宫殿。以至于此

后多少年，只要一想起黄河，我耳际就回响起排排巨浪涌入壶口时排山倒海的隆隆巨响，眼前就浮现出壶口瀑布前

赴后继、激情绽放的黄金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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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穿越秦晋大峡谷，我看清了黄河的真实面孔。那是一张饱经沧桑、意志坚定，既热情豪放又温婉可亲的脸。

⑮透过这张脸，我看到了整个华夏

（取材于王若冰同名文章）

20.作者记叙了自己三次看到黄河的情景，抒写了自己的心情。请你阅读文章，依次概括。（3分）

答：

21. 文中有多处描写黄河的颜色的句子。请你任选一处，体会其表达效果。（3 分）

答：

21.梁衡曾写道，黄河“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请结合文章内容，写出文中的黄河具有怎

样的个性。（3 分）

答：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3-25 题。（共 8.分）

①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爱牛、敬牛、颂牛，或咏之、或绘之、或塑之。在唐朝诗人看来，牛是“日耕百亩”的勤

劳符号;在宋代名将眼中，牛代表的是“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牺牲精神;在现代诗人笔下，牛具有的

是“深耕细作走东西”的开拓品格。牛的品格，牛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

②千百年来，牛都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象征。这也是人们爱牛、敬牛、颂牛的一个原因。“俯首甘为孺子

牛。”鲁迅先生以孺子牛自比，愿为人民鞠躬尽瘁;画家李可染也曾将自己的画室堂号定为“师牛堂”，他这样解释自

己为何喜欢画牛;“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为民服务、默默奉献，这是牛身上

的品格，也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精神。

③“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古人历来将牛视为开天辟地的力量之一。人们之所以赞颂牛，也在于牛所拥有的这

种勇于开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恰恰是我们在攻坚克难中奋进、在披荆斩棘中前行的力量所在。著名物理学家钱

三强教授在年逾花甲时，仍干劲十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回答：“属牛的。”以牛自况，不

仅仅在于他生肖属牛，更在于他性格属牛——像其父亲钱玄同所寄望的，始终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也正是这

么一股子“牛劲”，让他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社会怎样发展，这股子创新发展、攻坚克难的“牛劲”永不过时。

④牛之所以成为人们讴歌的对象，还在于它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品质。减克家有诗云∶“老牛亦解韶光

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曾给自己起过一个“耕砚牛”的绰号，勉励自己要像牛一样勤奋耕耘。他还

经常对人说不教一日闲过，甚至还给自己立下每天必须画 5 幅画的规矩。正是因为像牛一样勤奋，他才最终收获“画

虾数十年始得其神”的真功夫。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不教一日闲过”中耕耘

出来的;每个梦想的实现，都是在“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中拼搏出来的。

⑤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拼搏奋斗正当其时。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牛的品格、大力发扬牛的精

神 ，“牛劲十足”，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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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阅读文章，在第⑤段横线处填写能表明“牛的精神”的词语。（3 分）

答：

24.阅读全文，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2 分）

【甲】第①段提出中心论点：牛的品格，牛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

【乙】第②段先引名言，再举事例，论证生的品格，继而阐明这种品格值得每个人学习。

【丙】第③④段列举钱三强、臧克家、齐白石的事例，论证了牛所具有的精神品格。

25.牛的品质也是中国人民精气神的具体体现。阅读下面两则材料，请你任选其一，结合上面的文字，简要说明她或

他们具有怎样的精气神。（3分）

【材料一】

中国揽月"天团"自主研发中继、着陆、巡视、月面长期工作等探月工程的核心技术，多项技术创新填补了系列

国际国内空白。他们将中国人的勇敢身姿展现于深空探测领域，为探月工程赢得世界瞩目的成绩。

【材料二】

作为名校毕业生，黄文秀坚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地方建设。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服务的日子里，身为

百坭村第一书记的她，挨家挨户走访全村 19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帮助 88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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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致敬”为题，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从传统服饰到亭台楼阁，从农事节气到民间艺术，从盘古开天的浪漫神话到卧如弓行如风的传统功

夫……中国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基因。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风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一百年后，围绕着“中国风”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请你发挥想象，写一篇故事。题目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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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