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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怀柔高一（上）期末 

语    文 

一、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6 题。 

材料一 

①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

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

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

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②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

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

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

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③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

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

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

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④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

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⑤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

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取材于《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文法”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在文字利用上讲究文法是为了减少文字的“走样”。 

B.说话时的辅助表情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文法的作用。  

C.为避免误会，写作时要尽量依着文法写完整句子。  

D.学外国语的会因书本上和说话时文法不同而痛苦。 

2.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之所以出现“文字”，是因为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接触发生了阻碍。 

B.文字所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 。 

C.完整的句子在说话时显得迂阔可笑，所以当面说话绝不能用完整的句子。  

D.当有了电话、广播、传真的时候，书信文告等文字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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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①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

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

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

他的父母之邦。 

②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

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

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

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③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

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

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④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

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

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

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

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⑤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

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

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

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⑥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

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

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

之间传授无缺。  

取材于《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3.材料一和材料二中加点词语在句子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走样”本意是指失去原来的样子，在这里指文字本身出现的错误。 

B.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愚”是“愚笨”的意思，是指头脑迟钝，不灵活。 

C.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人怕出名，猪怕壮”是指为人处世，懂得方寸，低调不张扬。 

D.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 

“不为人先，不为人后”是一种处世态度，不当第一名，也不做最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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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引“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句子，是为了强调“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 

B.乡土社会经验的获得就像“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 

C.在定型的乡土社会中生活，只有当记忆力不够时，才需要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 

D.在乡土社会里，因为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所以用不着准备姓名录、通信簿。 

5.材料二第③段说，“‘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句话的

理解。（5 分） 

 

6.请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回答，为什么费孝通先生认为乡下人没有文字需要？（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12 题。 

新修滕王阁记 

韩愈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①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

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②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

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③，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

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④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

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

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

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

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⑤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

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

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

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

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 

注释：①王勃作《滕王阁序》，王绪作《滕王阁赋》，王仲舒作《修滕王阁记》。后两作已失传。 

②言事：指上《论佛骨表》被贬斥揭阳。③大号：年号。④傥：或许。⑤燕：通“宴”。 

7．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便道取疾．以至海上           疾：疾病 

B．以为当得躬诣．大府           诣：往，到 

C．窃．寄目偿所愿焉             窃：私下 

D．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   假：借机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微信号:bjgkzx)，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4 / 8 

8.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以．言事斥守揭阳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 

B.公至之日，皆罢行之． 

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C.公又来燕于．此 

  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D.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9.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益欲往一观而读之 

更加想去那里看一看然后阅读前人文章 

B.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 

  又安心放下自己的事情来辛苦你的馆人 

C.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没有比前人奢侈，没有荒废后人可观赏的景观 

D.乃不辞而承公命 

于是不推辞接受了您的命令 

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从题目上看，本文似乎是一篇游记，然而，作者却一反常规，仅仅是以滕王阁为线索，并未详细记叙其建造修

葺过程、历史沿革、壮观景貌等。 

B．开篇写道“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作者出笔入题，毫不拖泥带水，把滕王阁的壮观、雄奇、美丽

仅用“瑰伟绝特”四字高度概括。 

C．因为有壮美之辞的“序、赋、记等”，作者自然“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却自己的烦忧。下面笔势一转，却是

“系官于朝，愿莫之遂”。 

D. 末尾“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表达了作者人到老年，在为王公作赋之

余，随王公尽情游览滕王阁的快乐之情。 

11．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系官于朝，愿莫之遂 

 

12.全文用大量篇幅倾诉作者“欲游滕王阁而不得游”的深深遗憾，请分条概括作者未能登阁的具体原因。（6 分） 

 

三、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3-14 题。  

鹊桥仙·夜闻杜鹃① 

陆游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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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成清泪，惊残②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注释：①这首词当是陆游客居四川时期的作品。杜鹃，又名杜宇、子规等。 

②惊残：惊醒。 

13.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两项是（4 分） 

A.本词上片重在写景，“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展现了暮春时节，寂静、昏暗、风雨连天的景象，

“茅檐”“蓬窗”代指其简陋的寓所。 

B.本词下片重在叙事抒情，词人通过对愁苦现状的详尽描绘，来抒发内心的痛楚，“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

枝飞去”中，“催”和“孤”是词眼。 

C.“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故山”，就是故乡。在故乡尚且对鹃啼“不堪听”，更何况此时作客他

乡，这里的“犹自……况”表递进关系。 

D.本词托物言志，由杜鹃啼声之悲，表达自己人过中年、壮志难酬的愤慨和渴望停止漂泊的内心感受，抒情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哀怨婉转。 

E.纵观全词，作者先绘景，渲染气氛，接下来写杜鹃夜啼，以及由此引发的感受，最后通过联想，表达人生的感

慨。可谓结构细密，层次分明。 

14.“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同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运用的手法相同，请从手法运用的

角度对本词中的词句加以赏析。（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10 分） 

①“秋”是文人笔下的宠儿，他们留下了众多描摹秋景的名句，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到，“           ，          ，如今

有谁堪摘”，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到，“东船西舫悄无言，            ”；当然，也有文人直接借“秋”表情达意，如杜

甫《登高》中的“              ，百年多病独登台”。 

②“诗言志，歌永言”，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用“____________，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接表达对权贵的蔑

视；而曹操在《短歌行》中，用“明明如月，           ”，间接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 

③《荀子•劝学》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与韩愈《师说》中“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

子，       ，       ，如是而已”的观点是相同的。 

④苏轼在《赤壁赋》中，用“       ，       ”的比喻手法，感叹我们个人在天地间生命的短暂和个体的渺小。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6—19 题。 

冬天的记忆 

①“大雪不封地，不过三二日”。现在已到年终岁尾，随着冬至临门，下雪、降温，冬天的气候肆虐着人们。早

晨的气温已经接近零下十度，地上的雪没有化，已经结成了冰；走起路来很滑，一不小心还会溜倒跌伤。冷、冰、

冻成为当下气候的特色。这气候又一次验证了谚语的正确。以大雪为标志，冬天开始发威，一个“冷”字会陪伴人们

走进严寒。看着前几天未化的雪、结起的冰，小时候冬天的记忆又从心底泛起，隔着时空的季节相望，寒冷又找到

了寒冷，更有那涌动的亲情。 

②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初，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寒冷，最严寒的时候气温要达到零下十几度，记得那时的雪下得

很厚，白茫茫的一片雪盖住了麦苗，覆盖屋面、山坡，一时难以融化。屋椽上的冰柱长短参差不齐，长的要达一米

多。我和小伙伴一起嬉戏，用手够到的就直接掰下，够不到就用棍子打下，掰一块冰就往嘴里填，像现在吃冰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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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吃起来。大人看见要批评，主要怕凉着，肚子疼。家庭御寒就是在屋里生个炉子，哪有现在的暖气一说。炉子垒

好后，里外是用黄泥抹起来，炉子里面的黄泥还要多掺一些麦穰抹齐，外面的也就是炉台少放麦穰，用水抹光滑。

炉圈是大、中、小三个套在一起，这要把大的炉圈固定在炉口；中的和小的是移动的，可根据用火的情况，随时拿

开或盖上。这还要另外配备一个炉钩子，就是盖上与揭开炉盖时用的。那时用的还是泥瓷烟囱，一节一节的要扣起

来，一直顺到窗户的外面，烟囱口上还要套上一个弯脖，怕刮风使烟倒灌。烟囱的接头处要用泥抹严，要不，出烟

不顺畅时接头处往外冒烟，弄得屋里会很呛。屋里的门、前后墙的窗户，用白色的毛头纸糊起来，一边还留下一个

可以卷上卷下的小口，屋里屋外可以通气。 

③那时家里的水缸放在屋的外间，到了“三九”严寒日，水缸里的水也上冻了。舀水做饭的时候，得先用水瓢把

上面的这一层冰捣开，才能顺畅地舀满水。我与大妹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里外间的房子，我们住在里间。生火、

看炉子，都是奶奶代劳。她老人家早上早早地就起床，生火、烧水、做饭。我们两个还在梦乡。有时早上醒了，因

天气冷，也不想起，躺在被窝里，听到外面的北风嗖嗖地刮着，窗户上糊的毛头纸被刮的一会儿鼓到外面，一会儿

鼓到里面，有缝隙的地方还发出吱吱的响声，像一个人在吹口哨。这时，往往看到爷爷已经从附近的煤矿倒出的炉

渣中捡回了一筐乏炭。他的嘴里吐着热气，头上戴着一个能遮住耳朵的棉帽。那时小孩穿的棉裤、棉袄，是直接上

身的，奶奶怕凉着我们，在起床穿衣服时，她老人家把我们的棉裤、棉袄里子朝外，放到火上烤烤。烤热了，才让

我们穿上。并把烧好的热水倒在脸盆里，让我们洗脸。 

④一天里吃饭的时候，是火最旺的时候。奶奶把菜做好后，开始用旺火烤煎饼。拿过放在外屋冰凉的煎饼，一

个个放在火上烤，烤出一排排的麻点，黄黄的。奶奶娴熟地烤着正面，再反过来烤另一面，等到烤均匀了，煎饼也

就热了，泛起一阵玉米的芳香，刚好吃。这时奶奶再把烤好的煎饼一个个叠起来，递到我们的手里，让小孩大人先

吃，她老人家最后一个吃。当时对这些沾满亲情的沐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被一个玩心主导。现在想来，这些

带有时代印记的点点滴滴，看火、做饭、烤煎饼、捡炉渣、烤衣服，烧水，是家务、是亲情、是付出与呵护，是人

生亲情链条中丰厚、温馨的一环，更是老人的一种风范与传承。 

⑤凡人俗事，我们都行走于凡尘间。往事已过，冬日在人世间重复着，没有变的还是一个“冷”字，可生命历程

中这些充满亲情、微小的光芒依然滋润着我的心田，并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印记中的物件虽都成为历史，可往事

却仿佛历历在目，可想而知，老人们不知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为他们的儿孙取得温暖、做出可口的饭菜。是老人

的担当、吃苦、忘我，才赢得了儿孙生活的幸福。这血脉的情令人无法忘记，今天依然在冬日里闪耀。 

（有删改）  

16.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4 分） 

A.谚语大多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文中的“大雪不封地，不过三二日”，就是一条关于大雪节气的谚语，

自此之后，天气会更加寒冷。  

B.作者小时候的生活“沾满亲情的沐浴”，但那时作者只是被一个玩心主导，无暇去体会这一切，现在想起来内心充

满了歉疚与悔恨。 

C.文章通过多处生活细节描写，展现了爷爷奶奶对孩子们的疼爱，但比较而言，奶奶的形象塑造的更为真切，也更

加丰满。 

D.文章结尾作者感悟到“这血脉的情令人无法忘记，今天依然在冬日里闪耀”，既强化了文章主题，又照应了文章开

头。 

E.本文用优美凝练的语言，瑰丽绚烂的想象，再现小时候严寒来临时那多姿多彩的冬日生活，描写生动逼真，叙事

蕴含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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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结合文意，说说第①段中划线句子的含义。（4 分） 

隔着时空的季节相望，寒冷又找到了寒冷，更有那涌动的亲情。 

 

18.文章第②段，作者用大量笔墨，详细描写了家里的炉火、烟囱、门窗，有何用意？（6 分） 

 

19.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作者笔下的“奶奶”具有怎样的“老人的一种风范与传承”？（6 分） 

 

五、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5 分。 

巩固基础知识，完成 20-24 题。 

20.下列词语中的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慰藉． （jiè）   稻菽．（shū）  三匝．（zā）  戛．(jiá)然而止 

B.筵．（yàn）席    鼓瑟．(sè）    吐哺．(pǔ)    大模．（mó）大样 

C.巷．（xiàng）道  暧．（ài）暧   遒劲．（jìn）   跌宕．（dàng）起伏 

D.惆怅．（chàng）  载荷．（hè）   茎．（jìng）秆  弄巧成拙．（zhuó） 

21.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通讯是报刊、广播、电视中常见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的一种新闻体裁，人物通讯就是用通讯的笔触写的人物报

道。 

B.《诗经》又称“诗三百”，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

河。 

C.《短歌行》《归园田居》《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古体诗，和律诗、词等相比，篇幅可短可长，句式灵活，音节

格律较自由。 

D.《劝学》选自《荀子》，现存 32 篇，大部分为荀子自著。荀子，名况，战国末期思想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

者。 

22.下列选项中的“人家”与语段中加点词“人家”意义相同的一项是（3 分）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

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  

A．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B．紫鹃真心盼望黛玉嫁个好人家。   

C．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D．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要讲究规矩。 

23.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知：通假字，同“智”，见识。  

B.师不必．．贤与弟子         不必：用不着，不需要。 

C.侣．鱼虾而友麋鹿         侣：名词的意动用法，以……为伴侣。 

D.戊申晦．，五鼓           晦：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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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对下列文言句式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青，取之于蓝             状语后置，应为“于蓝取之” 

B.不拘于时                 被动句，“于”相当于“被” 

C.而今安在哉               宾语前置，应为“而今在安哉” 

D.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判断句，“者”是判断句的标志 

六、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50 分。 

25．作文（50 分） 

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不可避免地都要经历“风雨”。对此，有人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渴望风雨的到

来；有人说，是家人朋友陪我走过了一场场人生的风雨，我感激他们；还有人说，直面风雨，不管结果如何，这种

经历本就是一种财富……是啊，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无论什么样的风雨，都无法

阻挡成长的脚步。 

请以“风雨中，我大步向前”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700 字的记叙文。 

要求：立意积极健康，人物形象鲜明，叙事合理，感情真挚自然；有描写、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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