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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丰台高一（上）期中 

语    文（A卷） 

练习时间：150 分钟 

2023.11 

本练习共 13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两则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

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

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

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

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 

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的乡下人去了，到了这最适

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

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的乡下人住下了，不

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

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

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

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

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

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

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

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即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

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

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信

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这自是“土气”的一

种特色。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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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材料一，下列不能．．直接说明“乡下人离不了泥土”的一项是（3 分） 

A. 中国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 

B. 中原的乡下人去了内蒙，一家家划着小小的方地种植起来。 

C. 西伯利亚的中国乡下人，还是要下种子，试试能不能种地。 

  D. 张北一带的乡下人，语言上和其他方面基本受到蒙古影响。 

2. 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和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作者认为乡下人充满土气，对他们有几分藐视的意味。 

B. 从农业老家迁移出去的人也遵循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 

C. 大旱大水，连年兵乱，仍旧不能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 

D. 在孤立和隔膜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信用。 

材料二 

《乡土中国》“乡土本色”篇中的道理，让诗人来表达会怎么样？《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先生为了

得出“乡下人”身上存在视土如命、安土重迁这种“土气”特征的结论，采用的论证手法完全是一个社会

学家的学术论证的手法。他密集援引了五个例子来作为论据，除了援引能正面支持论点的事例，当然也注

重从反面的角度去援引事例，借助对比论证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由此可见，学术论证重视“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事”与“理”之间的关系，是论据与论

点的关系，论述者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建立“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努力使自己的论点具有强大

的逻辑力量——说服的力量。人们信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道理，因此“以事说理”是社会学家最常运

用的方法。 

那么，同样谈论“乡下人”的“土性”，换作诗人会怎么表达呢？请看臧克家写于 1942 年的诗歌

《三代》：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这首诗简洁到极致，就 21 个字；质朴到极致，没有一个形容词，三个名词“孩子”“爸爸”“爷

爷”，三个动词“洗澡”“流汗”“埋葬”，一个介词短语“在土里”重复出现。诗歌《三代》有没有主

题？当然有！臧克家想不想说出某个道理？当然想！但诗人臧克家不直接表达，这就是许多优秀诗歌所共

有的艺术特征——含蓄，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优秀的诗歌必须要有“美”的品性，“理”往往隐含于诗

歌的意象与借助一组组意象营造的意境背后。“在土里洗澡”的“孩子”，未来必定重复“爸爸”的命

运，即“在土里流汗”；他年老力衰之时，就是他的血汗被榨尽之时，他又将和他的父辈、祖辈一样，来

自“土里”，回到“土里”，“在土里埋葬”。——这就是诗歌《三代》的一组意象背后所暗示出的

“理”！诗歌即使简洁叙事如《三代》，它诉诸读者的也必须是“情”、是“美”，而非直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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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选自魏建宽《<乡土中国>“乡土本色”篇的三大学术观点，让诗人、作家来表达会怎么样？——说

说“学术论证”与“文学书写”的区别》，有删改） 

 

 

3. 根据材料二，下列对诗歌《三代》的分析不准确．．．的一项是（3 分） 

A. 这首诗简洁而质朴，表达了诗人对“乡下人土性”的思考。 

  B. 优秀的诗歌具有“美”的品性，这首诗也给人以美的体验。 

  C. 诗中三代人都与土紧密相连，所以他们的命运必定重复。 

  D. 本诗通过一组意象诉诸读者的是“理”，而非直接呈现“情”。 

4. 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学术论证注重文本表达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文学作品与之相反。 

  B. 《乡土中国》通过援引事例来证明“乡下人”具有“土性”的特点。 

  C. 诗人笔下的《三代》以极简的笔墨给读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D. 《三代》中的三个人物安土重迁，将务农作为谋生的第一选择。 

5.材料一第一段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请结合两则材料概括其具体表现。并说说学术论证与文学书

写在阐明这一道理时有何不同。（6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修
①
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

②
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

曰： 

“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

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 

“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

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

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

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

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况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

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

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

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 

修泣而志之不敢忘。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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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推恩，褒其三世。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虽不

克有于其躬，而庇赖其子孙矣。”乃载我皇考崇公
③
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

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取材于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有删改） 

【注】①修：欧阳修自称。②太夫人：欧阳修的母亲郑氏。③皇考崇公：指欧阳修去世的父亲。欧阳修的

父亲被追封为崇国公。 

6.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生四岁而孤．                   孤：年幼无父 

B．吾何恃．而能自守耶             恃：依靠 

C．不及事吾姑．                   姑：婆婆，丈夫的母亲 

D．此死狱．也                     狱：牢狱 

7. 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吾于．汝父                     列官于．朝 

B．汝之．必有立                   然知汝父之．能养也 

C．求其．生而不得                 汝其．勉之 

D．而．世常求其死也               抱汝而．立于旁 

8.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毋以是为我累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家贫）就替我劳累 

B．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 

人死后祭祀再丰厚，也不如在他生前尽微薄的奉养啊 

C．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重在仁爱之心 

D．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 

做善事没有不得到好报的，时间或迟或早 

9.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开头欧阳修简单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突出赞美了太夫人的美德以及付出。 

B．文章中连续转述了太夫人的大量叙述，欧阳修借此表达对父亲政绩及人品的追思。 

C．文章中欧阳修写自己在先父死后二十年，列位朝廷做京官，天子施恩褒奖三代宗亲。 

D．文章结尾欧阳修认为自己“德薄能鲜”，却“幸全大节”，是因为先辈的品德的荫庇。 

10. 文章结尾段，欧阳修评价自己的父亲“积善成德”。请结合全文，概括说明欧阳修父亲“积善”体现

在哪些方面。（6 分） 

 

（二）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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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②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③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

政》） 

④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

能，则劝。”（《论语·为政》） 

⑤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11.（1）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4 分） 

①使民以时 

②有耻且格 

（2）上述材料体现了孔子的哪些“为政”思想？请加以概括。（6 分） 

三、 本大题共 4 小题， 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岁暮
【1】

 

  唐·杜甫 

  岁暮远为客，   边隅还用兵。 

  烟尘犯雪岭
【2】

， 鼓角动江城。 

 天地日流血，   朝廷谁请缨? 

 济时敢爱死?    寂寞壮心惊! 

注释：【1】本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此时客居阆州(今四川阆中)。 

【2】雪岭: 又名雪山，在成都(今四川成都)西。雪岭临近松州、维州、保州 (均在今四川成都西北)，杜甫作本诗时，三州

已被吐蕃攻占。 

12. 下列对诗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诗题“岁暮”二字，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给全诗定了低沉的调子。 

B．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写出了诗人流寓西蜀、寄人篱下的境况，故有“远为客”之叹。 

C．颔联承上具体写“用兵”之事。“烟尘”“鼓角”描写了唐军积极备战、抵抗吐蕃入侵的情形。 

D．“天地日流血”写唐王朝前有安史之乱，后有吐蕃入侵，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对时局的高度概

括。 

13.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本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饱含着诗人深广的忧愤。 

B. “边隅还用兵”的“还”字，言自己避地西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隐含了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复

杂情感。 

C.“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

虑。 

D. 本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如“边隅还用兵”是实写；“鼓角动江城”是虚写，写出了唐军抵

抗吐蕃军队入侵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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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尾句“寂寞壮心惊”意蕴丰富而深刻，请结合全诗分析其内涵。（6 分） 

 

15. 默写（8 分） 

○1 《短歌行》中，曹操引用《诗经》中的“        ，        ”两句，借女子思慕爱人，委婉地表达

了自己渴盼贤才的心情。  

○2 杜甫的登高之作，写景境界阔大，气势雄浑。如《登高》中“         ，        ”，营造了苍茫寥

廓的意境。 

○3 白居易的《琵琶行》生动地摹写了音乐的变化：“嘈嘈切切错杂弹，         。         ，幽咽泉

流冰下难。” 

○4 诗词中的“芙蓉”，往往不仅是单纯的景物，还是一种感情的象征，如《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

芙蓉，兰泽多芳草。         ？         。”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6-19 题。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

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早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

家雀。”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

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叨走了你的帽啦。每当祖父这样做的时候，祖父和孩子们都一齐地笑得不

得了。 

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会跑

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

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祖母死后，我就跟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早晨念诗，晚上

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

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懵懵懂懂．．．．的，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

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

着我说：“房盖被你抬走了。”听了这笑话，我略微笑了一会工夫，过不了多久，就又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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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不学这个。”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

好，我还是不要。 

《春晓》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

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

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就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念成“西沥忽通扫不

开”，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说，“这是说小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了。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 

我问祖父：“为什么小的时候离家？离家到哪里去？” 

祖父说：“好比爷爷像你那么大离家，现在老了回来了，谁还认识呢？小孩子见了就招呼着说：你这

个白胡老头，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听觉得不大好，赶快就问祖父：“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心里很恐惧。 

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祖父说完了，看我还是不很高兴，他又赶快说：“你不

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快再念一首诗吧！念‘春眠不觉晓……’” 

我一念起“春眠不觉晓”来，又是满口的大叫，得意极了。完全高兴，什么都忘了。但从此再读新诗，

一定要先讲的，讲过的也要重讲。似乎那大嚷大叫的习惯稍稍好了一点。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祖父讲了我也不

明白，但是我喜欢这首。因为其中有桃花。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所以每念完这首

诗，我就接着问祖父:“今年咱们的樱桃树开不开花？” 

除了念诗之外，还很喜欢吃。 

记得大门洞子东边那家是养猪的，一个大猪在前边走，一群小猪跟在后边。有一天一个小猪摔井了，

人们用抬土的筐子把小猪从井里吊了上来。吊上来，那小猪早已死了。活猪才能卖个好价钱，所以没人会

和一个老头子争一头小死猪，祖父把那小猪抱到家里，用黄泥裹起来，放在灶坑里烧上了，烧好了给我吃。 

我站在炕沿旁边，那整个的小猪，就摆在我的眼前。于是，被人嫌弃的东西，在祖父的“魔法”下，

变成了让人口水直流的烤乳猪。祖父把那小猪一撕开，立刻就冒了油，真香，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东

西，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第二次，又有一只鸭子掉井了，祖父也用黄泥包起来，烧上给我吃了。在祖父烧的时候，我也帮着忙，

帮着祖父搅黄泥，一边喊着，一边叫着，好像拉拉队似的给祖父助兴。 

鸭子比小猪更好吃，那肉是不怎样肥的，所以我最喜欢吃鸭子。 

那是一个夏日的亭午．．，我吃，祖父在旁边看着。祖父不吃。等我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说我的牙齿小，

怕我咬不动，先让我选嫩的吃，我吃剩了的他才吃。 

祖父看我每咽下去一口，他就点一下头。而且高兴地说“这小东西真馋”或是“这小东西吃得真快”。

我的手满是油，随吃随在大衣上擦着,祖父看了也并不生气，只是说：“快蘸点盐吧，快蕴．点韭菜花吧，空

口吃不好，等会要反胃的……”说着就捏几个盐粒放在我手上拿着的鸭子肉上。我一张嘴又进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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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吃鸭子的印象非常之深，等了好久，鸭子再不掉到井里，我看井沿有一群鸭子，我拿木杆就往井

里边赶，可是鸭子不进去，围着井口转，而呱呱地叫着。我就招呼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我说：“帮

我赶哪！” 

正在吵吵叫叫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着吃。” 

祖父说：“不用赶了，爷爷抓个鸭子给你烧着。” 

我不听他的话，我还是追在鸭子的后边跑着。 

祖父上前来把我拦住了，抱在怀里，一面给我擦着汗一面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 

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烧呢？于是我从祖父的身上往下

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 

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 

(有删改) 

16. 下列对文中加点字的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我懵懵懂懂．．．．的               懵懵懂懂：尚未完全理解 

    B. 乡音无改鬓毛衰．             衰：斑白 

    C. 那是一个夏日的亭午．．         亭午：中午 

    D. 快蕴．点韭菜花吧             蕴：蕴藏 

17.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把“几度呼童扫不开”念成“西沥忽通扫不开”，是因为“我”不想学诗，所以故意读错诗

句。 

    B. 从大喊乱叫着念诗到“似乎那大嚷大叫的习惯稍稍好了一点”，表明“我”学诗的状态有了变

化。 

    C. 由“桃花”想到“桃子”，既写出“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也为下文写“我”喜欢吃的内容作准

备。 

    D.萧红以其女性作家独有的细腻笔触向读者讲述她的儿时生活，纯朴清新，有着别样的美。 

 

 

18.结合文章内容，概述画线句“祖父非常地爱我”有哪些表现？据此说说祖父是个怎样的人？ 

（6 分） 

19.茅盾先生评价《呼兰河传》是“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小说所呈现的温馨回

忆背后，承载着作者深层的哀伤。请结合文章内容说说蕴含着哪些哀伤。（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6 分） 

①亚运会开幕之夜，杭州以一场“潮起亚细亚”的东方美学仪式惊艳世界，倾诉出“心手相连 永远向

前”的亚洲心声。②全球 1 亿多人汇聚而成的“数字火炬手”与线下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也点燃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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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共同梦想。③观众席上，东道主．．．把掌声和欢呼献给白血病后复出泳坛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献给 48

岁仍征战体操赛场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④杭州城中，11 张市民转赠泰国选手翁巴达那吉家人

的门票，彰显着东道主的待客之道。⑤亚运会是体育竞技的赛场，也是文明互鉴的舞台。⑥以体育促包容，

同一轮明月下，体育和文化交相辉映．．．．，向世界展现着活力四射的亚洲风采，展示着悠远璀璨的亚洲文明。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①句中“心手相连 永远向前”八个字加了双引号，以表强调。 

B. ③句中“东道主”原指请客的主人，此处指现场的中国观众。 

C. ⑤句中画波浪线的两处互换位置，衔接更恰当。 

D. ⑥句中的“交相辉映”不能换成“熠熠生辉”。 

（2） 不改变句意，将④句中画线的部分改写成以“市民”为主语的句子，并使第④句前后连贯。将改写

后的答案写在答题纸上。（3 分） 

21.微写作（10 分） 

请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个．．．．，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字。 

（1）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有

关部门建议，劳动教育应该进入中学生课程表。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一建议的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2）北京有许多独特的景致，如卢沟晓月、北海塔影、居庸叠翠、西山晴雪……请选择一处北京景致，

进行描写。 

要求：特点鲜明，描写具体。 

（3）请以“奋斗吧！中国青年”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 

 

22．作文（ 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1）土地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我们从土地里收获着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土”这个意象常让人联想到

大地、故土、家园，勾起人们无尽的乡情与乡愁。然而，在当今社会，“土气”作为贬义词而存在，春耕

秋收这些发生在土地上的故事，很多人都感到十分隔膜。有人说，我们正在远离土地…… 

你如何看待上述现象，请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是个充满内蕴的词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诗句无不传达着人们思念家乡、热爱家乡的

深切情感，倾诉着一个个美好动人的故事。你和自己的家乡有怎样的故事呢？ 

请以“我和我的家乡”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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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多文本阅读 

1. D      2. B       3.D       4.A 

5. 参考答案 

具体表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下人，他们以种地谋生，离不开泥土。从人和空间的关系来看，乡下人世

代定居在一处，不甚流动。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来看，住在一处的人与住在另一处的人（即村与

村之间）是孤立和隔膜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有信用的。 

不同：学术论证重视“事”与“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常采用“以事说理”的方法。文学作品则是在呈现“情”与

“美”的背后含蓄地呈现“理”。 

（评分标准：6 个要点，每点 1 分，“具体表现”4分，“不同”2 分，共 6 分，意思对即可。） 

二、文言文 

6. D  (“狱”应翻译成“案件”） 

7. B（对于，在；取独；他们，一定；转折，修饰） 

8. A（不要因钱财多了成了我的累赘） 

9. C（欧阳修在先父去世二十年后才当上官，又过了十二年才列位朝廷当京官。） 

10.  ①清贫好施，如“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常不使有余”； 

②重亲至孝，如祭母时每每涕泣感慨“至其终身”； 

③问案勤谨、宅心仁厚，如“尝夜烛治官书”，叹息“求其生而不得”。 

（评分标准：3 个要点，每点 2 分，“积善内容”概括 1 分，结合原文说明 1 分，共 6 分，意思对即可。） 

参考译文： 

①我不幸，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立志守节，家境贫困，她靠自己的力量操持生活，还要抚养我、

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 

②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乐于助人，又爱结交朋友，他的薪俸微薄，常常所剩无几，

说：‘不要让钱财使我受累！’他去世后，没有留下可赖以生存的家产。我靠什么守节呢？我对你父亲有

所了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③“从我成为你家媳妇的时候，没赶上侍奉婆婆，但我知道你父亲很孝敬父母。你自幼失去父亲，我

不能断定你将来有成就，但我知道你父亲一定后继有人。我刚出嫁时，你父亲为他母亲守孝刚一年。岁末

祭祀祖先，他总是流泪说：‘祭祀再丰富，也不如生前的微薄奉养啊。’偶然吃些好的酒菜，他也会流泪

说：‘从前娘在时常常不够，如今富足有余，又无法让她尝到！’刚开始我遇到这种情形，还以为是刚服

完丧不久才这样。后来却经常如此，直到去世。可从这一点能看出你父亲很孝敬父母。 

④你父亲做官，曾经在夜里点着蜡烛看案卷，他多次停下来叹气。我问他，就说：‘这是一个判了死

罪的案子，我想为他求得一条生路却办不到’我问：‘可以为死囚找生路吗？’他说：‘想为他寻求生路

却无能为力，那么，死者和我就没有遗憾了，况且去寻求生路而又办到呢！正因为有得到赦免的，才明白

不认真推求而被处死的人可能有遗恨啊。经常为死囚求生路，还不免错杀；偏偏世上总有人想置犯人于死

地呢？’他回头看见奶娘抱着你站在旁边，于是指着你叹气说：‘算命的说我遇上戌年就会死，假使他的

话应验了，我就看不见儿子长大成人了，将来你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他也常常用这些话教育其他晚辈，

我听惯了所以记得很清楚。他在外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他在家里，从不装腔作势，他行事厚道；是发

自内心的！唉！他是很重视仁的啊！因此；我就是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好后代的原因。你一定努力啊！奉

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重在仁爱之心。我没什么可教你

的，这些都是你父亲的愿望。” 

⑤我流着泪记下了这些教诲，不敢忘记。先父死后二十年，我才取得俸禄来供养母亲。又过了十二

年，列位于朝廷做京官，才获得赠封双亲。天子施恩，褒奖三代宗亲。 

⑥于是我流着泪说：“唉！做善事无不得到好报的，时间或迟或早，这是必然的道理。我先祖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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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有德，虽然他们在有生之年不能享受到，这就足够使其德行显扬于后世，庇荫支持子孙。”于是又记

下先父崇国公的遗训，以及太夫人的教育，以及所以对我有所待的原因，都写在阡表上，好让大家知道我

德行浅薄，能力微小，只是适逢其时才能得到高位，有幸保全大的原则，没有辱及先祖，都由于上述的原

因。 

11.（1）①役使百姓要按一定的时节 

（评分标准：使：役使。以：可以翻译成“按照”。“使”“以”各 0.5 分，整句话理解 1 分。） 

②(百姓)就会有羞耻心而内心归依。 

（评分标准：耻：耻辱心。格：内心归依，心悦诚服。“耻”“格”各 0.5 分，整句话理解 1 分。） 

（2）为政以德，推行仁政；敬慎认真；以身作则；遵守礼制，不能僭越；举贤任能；以礼教化。 

（评分标准：共 6 个点， 每点 1 分，共 6 分。） 

参考译文： 

①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办事严肃认真，讲话恪守信用，节约用度，惠爱人民，役使

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论语·学而》） 

②孔子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

（《论语·为政》） 

③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逃避制裁而无羞耻心；用道德来训导

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归顺。”（《论语·为政》） 

④季康子问道：“要使人民恭敬、忠诚和勤勉，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当政者对待人民庄重，人

民就会恭敬；对待父母孝慈，人民就会忠诚；选用贤能之人，教育无能的人，人民就会勤勉。”（《论

语·为政》） 

⑤孔子论到季氏，说：“他用天子规格的八列舞乐队在庭院奏乐舞蹈，如果这种事可以容忍的话，还

有什么事不可容忍的呢？”《论语·八佾》 

三、 

12.C    13.D 

14.参考答案：   

（1）“寂寞”（3 分）：岁末暮年的伤时之叹；漂泊异乡的境遇之悲；政治上被冷落的孤独寂寞； 

（评分标准：共 3 个点， 每点 1 分，共 3 分。） 

（2）“壮心惊”（3 分）：对国家边境遇侵，时局艰危的担忧；对朝中无人为国分忧的愤慨；诗人报国愿望

难以实现的忧愤。 

（评分标准：共 3 个点， 每点 1 分，共 3 分。） 

15.①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②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③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 

④采之欲遗谁  所思在远道 

（评分标准：共 6 分，每空 1 分， 错字、漏字都不给分。） 

四、 

16.D    17.A 

18. 文中祖父是一个内心温暖善良、幽默达观的老人。（2分）在封建社会中，是祖父给与了“我”这个女

孩最多的宠爱：他陪伴“我”的左右，呵护“我”的成长；他教“我”学诗，寄予一个女孩子文化的启

蒙；他用“魔法”把本被人嫌弃的死猪变成了美味，满足“我”的口腹之欲……正是有了祖父无微不至的

关爱，甚至是一些宠溺，才有了“我”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4分） 

（评分标准：共 6 分，按点给分，意思对即可。） 

19.“一串凄婉的歌谣”，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即小说所呈现的温馨回忆背后，承载着作者深层的哀伤。

例如祖父对“我”讲《回乡偶书》这首诗时，有一处细节的描写非常值得玩味，“我”问祖父“……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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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祖父听后的反映是“笑”，画面非常温馨，既体现了“我”作为

孩子的不谙世事，更充满了祖父对“我”的宠爱，而让人差一点就忽略掉这其中隐含的人衰老、死亡与永

别。（结合文本分析） 

（评分标准：共 6 分，举例 2 分，分析“温馨”与“哀伤”的关系 4分）。 

五、 

20.（1）C 

（2）市民转赠给泰国选手翁巴达那吉家人 11 张门票 

21. 微写作 

略 

22. 作文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