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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一六一中学高一（上）期中 

语    文 

班级            姓名            学号 

 

 

 

 

 

 

 

 

A卷（50分） 

一、课内基础知识（28分。其中 1-8题每小题 3分，第 9题 4分） 

1．下列加点字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账簿．（bù）     湖泊．（bó）      勾．（gòu）当     债券．（juàn） 

B．鲶．（nián）鱼   箕踞．（jù）      应．酬（yìng）    绯．（fēi）红 

C．契．（qì）约     押解．（xiè）     侮．（wǔ）辱      横．（héng）暴 

D．辟．（pī）头     连累．（lèi）     炮．制（pào）     寒伧．（chen）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3分） 

A．沉湎     以德报怨     水到渠成     雍荣华贵 

B．冲坍     豪迈壮观     诩诩如生     故弄玄虚 

C．揖让     迫不及待     鸦雀无声     淋漓尽致 

D．仰慕     穿流不息     容光焕发     自惭形秽 

3．下列加点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A．这件工艺品表现了人类许多的思想和智慧，可谓匠心独运．．．．。                                                                                       

B．新来的经理真是妙手回春．．．．，让我们这个一盘散沙似的企业重新有了凝聚力。 

C．作为画家标新立异．．．．、别开生面都是需要的，但不能乱来。不能不顾客观的存在,不能不顾及人们的欣赏习惯。 

D．不知道这位老画师是观察了多少的活虾，才能够画虾画得这样出神入化．．．．的。 

4．下列文学常识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莫泊桑是 19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美国的欧·亨利、俄国的契诃夫 

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的名篇《项链》是一曲咏叹小人物人生命运的悲歌。 

B．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范爱农》选自《彷徨》。 

C．《林冲棒打洪教头》节选自《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

长篇章回体小说。 

D．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在文学创作上以散文为最高成就，北宋文坛的领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我们

初中学过的《醉翁亭记》就是他的作品。 

5. 下列加点词语解释错误的一项是（3分） 

A. 果行，国人皆劝．              劝：鼓励 

B. 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              多：赞扬 

C. 余扃牖．而居                       牖：窗户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4 页，分为 A 卷、B 卷和 C 卷。A 卷为课内基础知识、课内现代文阅读、名句名 

篇默写。共 14 道题，共 50 分；B 卷为课外阅读与经典名著阅读，共 11 道题，共 50 分。C 

卷为作文题，共 50 分。 

2.本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3.在机读卡上，用 2B 铅笔作答；在答题纸上，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作答。 

4.在答题纸密封线内准确填写班级、姓名、学号。考试结束后，将机读卡和答题纸、作文

纸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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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                知：知晓 

6. 下列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        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B. （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          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 

C. 父勉其．子，兄勉其弟                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 

D. 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7. 下列各句与例句句式相同的一项是（3 分） 

例：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 

A. 遂使之行成于吴。                  B. 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 

C. 姚黄者，千叶黄花。                D. 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 

8. 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与现代汉语完全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              B. 吾不欲匹夫．．之勇也 

C. 其余庸人．．不可胜言                  D. 诸公以故严重．．之 

9.翻译句子：“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石钟山记》）（4分） 

 

二、课内现代文阅读（12 分，每小题 3分） 

（一）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有一架扁豆。还有一

畦瓢菜。这地方不吃瓢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瓢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种来和扁豆配对的。王淡人的

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桥写的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这点淡泊的风雅，和

一个不求闻达的寒士是非常配称的。其实呢？何必一定是瓢儿菜，种什么别的菜也不是一样吗？王淡人花费心思去

找了瓢菜的菜种来种，也可看出其天真处。自从他种了瓢菜，他的一些穷朋友在来喝酒的时候，除了吃王淡人自己

钓的鱼，就还能尝到这种清苦清苦的菜蔬了。（《故乡人》） 

10. 从王淡人在院子里种扁豆和瓢菜、在医室里挂郑板桥的对子，可以看出他什么性格特点？（3分） 

（二） 

有一个星期天，她到极乐公园去走走，舒散一星期来的疲劳。这时候，她忽然看见一个妇人领着一个孩子在散

步。原来就是佛来思节夫人，她依旧年轻，依旧美丽动人。 

路瓦栽夫人无限感慨。她要上前去跟佛来思节夫人说话吗？当然，一定得去。而且现在她把债都还清，她可以

完全告诉她了。为什么不呢？ 

她走上前去。“你好，珍妮。”  

那一个竟一点也不认识她了。一个平民妇人这样亲昵地叫她，她非常惊讶。她磕磕巴巴地说： 

“可是……太太……我不知道……你一定是认错了。” 

“没有错。我是玛蒂尔德·路瓦栽。” 

她的朋友叫了一声： 

 “啊！……我可怜的玛蒂尔德，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的，多年不见面了，这些年来我忍受着许多苦楚，……而且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这是怎么讲的？” 

“你一定记得你借给我的那挂项链吧，我戴了去参加教育部夜会的那挂。” 

“记得。怎么样呢？” 

“怎么样？我把它丢了。” 

“哪儿的话！你已经还给我了。” 

“我还给你的是另一挂，跟你那挂完全相同。你瞧，我们花了十年工夫，才付清它的代价。你知道，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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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什么也没有的人，这可不是容易的啊！……不过事情到底了结了，我倒很高兴了。” 

  佛来思节夫人停下脚步，说： 

“你是说你买了一挂钻石项链赔我吗？” 

“对呀。你当时没有看出来？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啊。” 

于是她带着天真的得意的神情笑了。 

佛来思节夫人感动极了，抓住她的双手，说： 

“唉！我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一挂是假的，至多值五百法郎！……” 

11.对选段内容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偶遇佛来思节夫人，玛蒂尔德勇敢地上前相认，是因为她要满怀信心地找佛来思节夫人清算使自己十年艰辛的

旧账。 

B.“十年”后的玛蒂尔德，已经由一个美丽动人、活泼高雅、富于幻想的姑娘，变成了顾不上梳妆打扮，粗壮耐

劳、高声大气的妇人。这些变化使得她的昔日女友都认不出她来了。 

C. 唉！我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一挂是假的，至多值五百法郎！……”一句中“可怜”一词，表现了佛来

思节夫人对玛蒂尔德的极端嘲讽。 

D.听了玛蒂尔德十年艰辛赔项链的叙述，佛来思节夫人“感动极了”，这句话表达了佛来思节夫人对自己无意之

中得到一挂真项链后的欣喜与感激之情。 

12.对佛来思节夫人说了“对呀。你当时没有看出来？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啊”之后，为什么玛蒂尔德会带着天真得

意的神情笑了？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十年的艰苦生活结束，终于还清了债务，她心里感觉轻松极了。 

B．十年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变得吃苦耐劳，成为了生活的强者。 

C．偿债的艰辛终于使她明白追求享乐、爱慕虚荣是自己不幸的原因。 

D．赔偿的项链没有被佛来思节夫人认出，她维护了自己的信用和尊严。 

13.文章在结尾处才说出项链原来是赝品，“出乎意料”；但在情节安排上是合情合理的，“情理之中”。这是因

为作者早已埋下伏笔，做出暗示。请选出说法错误的一项（3 分） 

A．借项链时，佛来思节夫人竟爽快答应。如果项链是真的 ,她就可能不愿借出 ,即使碍于情面不得已而借出 ,

也理应嘱咐妥善保管，这是蛛丝马迹之一。 

B．玛蒂尔德在皇宫街一家铺子里，看见一挂钻石项链，恰好跟他们找的那一挂项链一样，标价四万法郎，说明

原来那挂是假的。 

C．当玛蒂尔德惴惴不安地还项链时，佛来思节夫人竟然“没有打开盒子看”，这说明那挂项链本不是什么贵重

首饰。 

D．当玛蒂尔德去买项链时，珠宝店老板“查看了许多账簿以后”说：“我只卖出这个盒子。”这说明项链与盒

子本不是原配，项链是假的。 

 

三、名句名篇默写（10分，每空 1分） 

14.在横线处写出课文原句 

（1）春秋时期，鲁与齐交战，起初鲁庄公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被曹刿阻止。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

战胜齐军。这“敌疲我打”的方针是“        ，再而衰，         。” 

（2）《出师表》中，诸葛亮写在“先帝”三顾茅庐前，自己“躬耕于南阳”时的心态是：“          ，         。” 

（3）《出师表》中，诸葛亮劝刘禅对宫中、府中官员的赏罚要坚持同一标准：“        ，不宜异同。” 

（4）《陋室铭》中，作者认为“斯是陋室”但陋室不陋的原因：“        ”。 

（5）《小石潭记》中作者生动地描写出潭中的游鱼动静相宜、灵活有趣：“佁然不动，     ，往来翕忽。似与游者

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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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桃花源里，人们辛勤劳作、幸福生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其间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

并怡然自乐。”  

（7）《岳阳楼记》中“      ，      ”，突出表达了作者伟大的政治抱负。 

B卷（50分） 

四、课外文言文阅读（20 分） 

杏花书屋记      归有光 

   杏花书屋，余友周孺允所构读书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
①
玉岩公为御史，谪沅、湘时，尝梦居一室，室旁杏

花烂漫，诸子读书其间，声琅然出户外。嘉靖初，起官陟．宪使，乃从故居迁县之东门，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后隙

地谓允曰，“他日当建一室，名之为杏花书屋，以志吾梦云。” 

   公后迁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归而没于．金陵。孺允兄弟数见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如是数年，始获安居。

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于园中构屋五楹，贮书万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间，周环艺以花果竹木。方

春时，杏花粲发，恍如公昔年梦中矣。而回思洞庭木叶、芳洲杜若
②
之间，可谓觉之所见者妄而梦之所为者实矣。

登其室，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 

   昔唐人重进士科，士方登第时，则长安杏花盛开，故杏园之宴，以为盛事。今世试进士，亦当杏花时，而士之

得第，多以梦见此花为前兆。此世俗不忘于荣名者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间关岭海十余年，所谓铁石心肠，于富

贵之念灰灭尽矣；乃复以科名望其子孙。盖古昔君子，爱其国家，不独尽瘁其躬而已；至于其后，犹冀其世世享德

而宣力
③
于无穷也。夫公之所以．．为心者如此。 

   今去公之殁，曾几何时，向之所与同进者，一时富贵翕赫，其后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虽蠖屈于时，而人方

望其大用，而诸孙皆秀发．．，可以知《诗》《书》之泽也。《诗》曰：“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于

胥乐兮！”
④
吾于周氏见之矣！ 

【注】①先大夫：先父。②洞庭木叶：语出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芳洲杜若：语

出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这里系借用，比喻玉岩公被贬官之所，并与前文“谪沅、湘时”照应。③

宣力：出力，效力。④“自今”五句：语出《诗经》的第三章。大意是：今年算是个开端，岁岁皆为丰年，君子有

了俸禄，就留下给子孙，大家都欢乐无比。 

15.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起官陟宪使  陟：提拔，升迁       B．孺允葺公所居堂    葺：修补 

C．揭之楣间    揭：张贴、悬挂       D．而诸孙皆秀发      秀发：秀丽的头发 

16.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A．公指其．后隙地谓允曰         其．敢有不尽力者乎  （《勾践灭吴》） 

B．不及归而没于．金陵          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勾践灭吴》） 

C．以．公所命名              余是以．记之（《石钟山记》） 

D．夫公之所以．．为心者如此            此世所以．．不传也。（《石钟山记》） 

17.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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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文先介绍杏花书屋的由来及其布置，然后用“登其室，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引出议论。 

B．友人的父亲玉岩公是一个正直的文化人，他由于大胆向皇上进言，因此触怒皇上而遭贬。 

C．作者认为，富贵显赫的人，他们的子孙也跟着富贵显赫；而贫穷之人，其子孙依然贫穷。 

D．全文围绕书屋的建造和命名，展示友人父亲玉岩公其人的人格，使得本来普通的书屋具有了不平凡的意义。 

1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孺允兄弟数见侵侮，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4分） 

（2）向之所与同进者，一时富贵翕赫，其后有不知所在者。（4分） 

19.请简要概括以“杏花”命名书屋的原因。（3分） 

五、课外现代文阅读（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0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20—24 题。 

地气重凝 

①每天，我们第一件事往往是关注天气，也经常问别人“今天天气怎么样”，很少有谁问“今天地气怎么样”。

人立天地间，天气有阴有晴，看得见、触得着，地气却不然。不过，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跟伙伴们满地追逐、

摔跤、捏泥人、弹琉璃球……小伙伴们个个壮得像小牛犊，很少生病，家长们说：“多亏吃了土、接了地气。”那个

年代各家兄弟姊妹都不少，父母照顾不过来，才让孩子一个个疯跑疯玩。孩子们也不知因衣服脏了、破了，挨了多

少骂。现在的孩子们就没那么幸运，想接触点泥土或玩玩我们玩过的游戏，几乎是一种奢望．．。衣服和手掌稍微有点

脏，家长就会立马给冲洗干净，甚至还要专门消毒。 

②“让孩子接触地气”，现在的年轻家长也很难认同。我的一位同事，孩子经常生病，只好把孩子的奶奶从乡

下接进城里照看孙子。奶奶照看孙子自然会用心尽力，这一点不容置疑。可儿媳却对老太太有些“怨言”，原因就

在于老太太经常带着孙子到楼下的空地上玩耍，因而儿媳与老太太产生分歧。老太太说：“让孩子晒晒阳光、吃吃

地气，就不生病了。我的几个孩子都是这样带大的。”“孩子见土长得壮”“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些老话，虽然很

多人耳熟能详．．．．，可老太太说不出科学依据，只得退让作罢。 

③记得早些年下地劳作，长辈都要求必须先把鞋脱了，“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

气，庄稼就不爱长啦”。被耕种过的土地、有人住的地方，才会沉淀凝聚地气。地气旺人气，人与自然齐生共荣添

灵气。地气伴随春天醒来，既让人耳目一新，还会渗入无色无形的空气，让你听到、嗅到、感觉到。她用这些方式

告诉我们，她的脚步敏捷而轻盈，她的美丽无处不在。 

④开春的大地仿佛有一种声音，隐隐约约，丝丝传到耳畔……听不清，道不明。侧耳谛听，隐约的，不是风滑

过树梢，也不是管弦丝竹的余音……噢！那分明是地气在蠕动！她从遥远的土层深处传导而来。当布谷鸟的歌声在

田野上空倏然．．滑过，冰凌刚刚消融的土地，被地气一熏，身子松软，山冈上立刻“草色遥看近却无”。盛夏时节，

悠悠的地气被正午火辣的阳光照射，愈发炎热而强烈，灼烤的大地和路面上升腾起一阵阵、一波波的热浪，清晰可

见，那正是我们平日看不到的地气！稔熟．．的秋天，地气被丰收的声音和味道浸润着，揉搓着，搀扶着，扩散着，丰

厚而饱满；冬天，地气聚敛，谦卑地覆盖起季节的浮躁，偶尔会在避风的山沟、泉旁，飘逸为白色的雾气，时隐时

现几分朦胧与神秘。 

⑤眼下城市摊大饼般地成长，许多人反而感觉无处生存。从农村走进城市，天天奔走在宽敞平坦的柏油路上，

觉不到泥土的珍贵和芳香。在城里生活久了，整天脚踏水泥路，穿梭于高楼大厦，总觉得自己无根无落、越来越轻，

好像要飘浮起来一般。城市日益增高的水泥森林、鸣笛穿梭的汽车、雾霾升腾的味道，渐渐掏空人们的心灵，感到

上不着天、下不触地，没了降落、抵达和栖息的地方。许多人由向往城市的繁华，转向抗拒甚至恐惧城市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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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鸡鸣狗吠的乡村、雨后泥土的清香、遍地庄稼的田园风光。一句话，那是怀想和留恋大自然的天然地气的纯正。 

⑥地气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息。大地厚重地载着万物，天空任我们思绪驰骋。俗话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

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今年清明节我回到故乡沂蒙山区那个小山村时，正赶上乡亲们赶着牛、扛着农具下地耕种。

我陪老父亲来到自家菜园地，脱掉皮鞋，双脚插进故乡松软潮湿的土地时，一股凉爽的气息瞬间传遍全身，身心被

地气抚摸、浸润和包围，顿感缕缕慈爱与温暖，神清气爽。过去听说，长久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需要下床走走，接

接地气，才能逐渐康复。地气究竟是什么？记得我爷爷曾说过：“开春吸几口新鲜空气，炒盘第一刀韭菜，喝碗新

剜野菜熬的粥，人就气血畅通，就接上地气了。” 

⑦说得深些，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动

情、不会有真情。吃着农家粗茶淡饭，熟知那一长串鲜活而简单的人和事，才理解土话里深藏的含义，才会打开内

心的玄机。脚下粘过多少泥浆，心中就积淀多少真情嘛。假若韭菜、麦苗都分不清，地瓜、土豆都不认识，蒲公英、

苦菜、荠菜、车前草都叫不出名，就不可能真懂民情和乡事。没有“土气”，也就接不上地气。真心话是在心窝里

暖出来的、焐出来的，用情用心才会接收到地气、扛得起风雨。这与每粒种子破土之前，都先憋着劲往下扎根、先

接通地气是一个理儿。 

⑧尊天道，守地理，就是信仰自然规律。 

⑨季节正在翻页，新的生命与梦想又在深厚新鲜的土壤里孕育着嫩芽苞…… 

                                                 （取材于厉彦林《地气重凝》） 

20．下列加点字词的读音或在文中的意思，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耳熟能详．：“详”，在此的意思是“细说” 

B．奢．望：“奢”读 shē，在此的意思是“过分的” 

C．倏．然：“倏”读 shū  在此的意思是“极快的” 

D．稔．熟：“稔”读 rěn  在此的意思是“熟悉的” 

2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自己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幸运，因为那时能满地追逐，能够经常接地气。 

B．人与自然齐生共荣，这主要体现在被耕种过的土地、有人住的地方就会凝聚地气。 

C．第⑤段划线句写出久居城市的许多人太长时间没有与土地接触后的无着无落之感。 

D．文章结尾句用诗意化的语言描绘了土地对新生命与梦想的孕育，充满美好与希望。 

22．第④段分别描写了地气春夏秋冬的哪些特点？请简要概括。（4分） 

23．文中多次强调要“接地气”。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如何才能做到“接地气”。（5分） 

24.第⑦段作者说“农具上没有手印，手掌上没有过血泡和老茧，对粗笨的农具就没感觉、没感情，对百姓也不会

动情、不会有真情”，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谈谈看法。（5分） 

六、经典阅读·微写作（10分） 

25.经典小说总是为我们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她）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请你从《边城》《欧也妮·

葛朗台》中任选一．个．人物，加以描述并做简要点评。要求：符合原著内容，条理清晰。150字左右。 

C卷（50分） 

七、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50分） 

26.种子经历与黑暗的抗争，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蛹经历痛苦的蜕变，才能冲破束缚、破茧化蝶。生命的发

展，就是不断从一个自己走向另一个自己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许悄然无声，也许轰轰烈烈。 

    结合上面材料，以“走向另一个自己”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记叙文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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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试题答案 

五、课内基础知识（28 分。其中 1-8 题每小题 3 分，第 9 题 4 分） 

1.B 

2.C（A 雍容华贵 B 栩栩如生 D 川流不息） 

3.B （匠心独运：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独创性的运用巧妙的心思。妙手回春：称赞医生医术高明，能把垂危的病人

治好。标新立异：通常指提出新的主张、见解或创造出新奇的样式。也指为了显示自己，故意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或者用往常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吸引人。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4.B （《范爱农》出自《朝花夕拾》） 

5. D 管理 

6. D（A.于是，就 / 表判断，可译为“是，就是”； B.连词，表修饰／连词，表转折；C.人称代词，自己的 （也有

版本译为“他们的）/ 指示代词，其中的 D. 两个“之”都为助词，可译为“的”） 

7. B（例句为被动句。A.状语后置；C.判断句；D.定语后置） 

8. B（多指有勇无谋的人，含轻蔑意味。现代汉语也有此义项） 

9.凡事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根据主观猜测去推断它的有或没有（正不正确），可以吗？ 

评分标准：“目”“耳”“而”“臆断”，各 1分，共计 4分。 

六、课内现代文阅读（12 分，每小题 3 分） 

10. 不求闻达（淡泊）、风雅、天真。（共 3 分，一点 1 分。照抄原文“这点淡泊的风雅，和一个不求闻达的寒士是

非常配称的”“ 也可看出其天真处”给 2 分。） 

11.B（3分） 

12.D（3分） 

13.B（3分） 

七、名句名篇默写（10分，每空 1分） 

14.在横线处写出课文原句 

（1）一鼓作气    三而竭   

（2）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3）陟罚臧否 

（4）惟吾德馨 

（5）俶尔远逝 

（6）黄发垂髫 

（7）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四、课外文言文阅读（20分） 

15.D   试题分析：秀发：喻指人神采焕发，才华出众。 

16.D ……的原因。试题分析：A 代词，指居宅/副词，表示反问；B 介词，在/介词，比； C 介词，用/介词，因为。 

17.试题分析：C 项，与原文意思表达相反。 

18.（1）孺允兄弟多次被侵害欺侮，不免有动荡不安、很不稳定的祸患。（数：多次，1 分；“见”，表被动，1 分；

“患”，忧患、祸患，1 分；句意 1 分。） 

（2）以前与玉岩公一起考中进士做官的人，富贵兴盛显赫一时，可他们的后代有不知道沦落在哪里的。（“向”，

以前、从前，1 分；“翕赫”，显赫，1 分；“后”，后代，1 分；句意 1 分。） 

19.答案：记录昔日梦境或实现昔日梦境；希望子孙考取功名。（第一点 1 分，第二点 2 分） 

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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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花书屋，是我的友人周孺允建造的读书室。孺允自己曾说他的先父玉岩公担任御史，在玉岩公谪戍到沅、湘

一带时，曾梦到自己居住在一间房子里，室外杏花烂漫，自己的几个儿子在房子里读书，朗朗的读书声传到户外。

嘉庆初年，玉岩公被朝廷重新起用后升任御史，于是他的家从原先住的地方迁到县的东门，也就是他现在居住的房

子。玉岩公曾经指着房子后的一块空地对孺允说：“他日应当在那里建造一栋房子，命名为杏花书屋，以此来记录

我昔日的梦。” 

 

    玉岩公后来升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还没有来得及荣归故里就死在了南京。玉岩公死后，孺允兄弟多次被侵害

欺侮，免不了有动荡不安、很不稳定的祸患。像这样好几年，才得以安定的生活。到了嘉庆二十年，孺允修葺玉岩

公的居室，趁此机会在园中建造了五间房屋，藏书达万卷，用玉岩公昔日命的名，悬挂在门楣之上。在院落的四周，

种植花果竹木。当春天到来时，杏花烂漫，整个院落如玉岩公昔年梦中之境。再回想玉岩公昔日谪戍在沅、湘一带

的情景，真可谓是醒来所见的现实是虚妄的，而梦中所想做的才是真实的。走上这个厅堂，追思玉岩公，怎能不感

慨万千！ 

 

    以前唐代人重视进士科，读书人将要登第的时候，正是长安杏花盛开之时，所以人们都把新进士的杏园宴当做

一件美事。如今科考进士，也是在杏花盛开之时，读书人中第，常常以梦见杏花为前兆。这是世俗对荣华不能忘记

成为这样的。玉岩公因为向皇帝进谏而触犯了皇帝，（被贬谪）在岭南地区辗转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心肠像铁

石般刚强，对于追求富贵的念头已经灰飞烟灭了。但玉岩公仍用科举功名来希望自己的子孙。大约古代的君子，爱

自己的国和自己的家，不仅鞠躬尽瘁；竟至对他们的后代子孙，仍然希望他们代代享受恩德并且永无止境地为国效

力。玉岩公良苦用心的原因大约就在上述这些吧。 

 

    如今距离玉岩公去世，还没有多长时间，但以前和他同时中进士做官的人，一时富贵兴盛显赫，可他们的后代

就有现在不知沦落早何地的。孺允兄弟虽在目前还不得志，但人们正期望他们能被重用。并且玉岩公的本家孙辈都

才华出众，散发秀美的神采，可以凭着这知道受到了《诗》《书》传家的影响啊。《诗经》中说：打如今开了头，年

年都有好收成，君子有了厚禄就留给子孙。大家都欢乐无比啊！我在周氏家族看到了《诗经》所说的情形啊！ 

 

五、课外现代文阅读（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0分） 

20.D（第④段“稔熟．．的秋天，地气被丰收的声音和味道浸润”，可知，稔：庄稼成熟。另，“稔”作“熟悉”的意思，

多指对人。） 

21．（3分）B（第③段：“被耕种过的土地、有人住的地方，才会沉淀凝聚地气。地气旺人气，人与自然齐生共荣添

灵气。”） 

22．（4 分，每个特点 1分，意思对即可） 

答案要点：春天：隐约、温热（蠕动）；夏天：炎热、强烈；秋天：丰厚、饱满，冬天：谦卑、朦胧（聚敛）。 

23．（5 分）（每点 1分） 

答案要点： ①要和土地多接触；②耕种土地时要尊重土地、爱惜土地，让人与土地齐生共荣；③要能感受到大自

然的天然地气的纯正；④要用情用心深入农家生活，懂民情和乡事；⑤要信仰自然规律。 

24．（5 分） 

评分标准：句义理解 2分；表明观点 1分；引发的联想（或举例或分析）2分。 

句义理解参考 1：为政者，应该深入体验百姓生活，懂得百姓疾苦，心系百姓，才能更好地治国。 

句义理解参考 2：一般人，应该深入体验农家生活，懂得民情和乡事，才能懂得生活的真谛。              

六、经典阅读·微写作（10 分） 

25.【评分标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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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C卷（50分） 

 

七、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50 分） 

26.【试题分析】 

题目突出“过程教育”的理念，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教育，重视实践中的体验。材料中运用了种子孕育和蛹

蜕变两个喻体，比喻青年学子的成长过程。“也许悄然无声，也许轰轰烈烈”的多种可能性，暗示每一个人的成长，

有着不同的特点。 

作文立意的范围比较宽泛，但根据不同立意写成的文章，质量会有高下之分。上乘的作文，应该是在材料的本

体上挖掘，写出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历程。可以写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感触较深的事情（比较容易写得亲切生动），也

可以写所熟悉的他人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