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南京市鼓楼区
七年级（上）期中试卷 

语文 

注意事项： 

1.本试卷 6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考生答题全部答在答题卡上，答在本试卷上无效。

3.答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请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非选择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写在

答题卡的指定位置，在其他位置答题一律无效。
一、积累与运用。（25 分）

1.请用正楷字抄写下面的句子。（3 分）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解析】只能用正楷，字迹需端正清晰。

 

2. 下列选项中读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和蔼 ǎi             倜傥 dǎng         小心翼翼 yì 

B.抖撒 sǒu            应和 hè           不求甚解 shèn 

C.云霄 xiāo            黄晕 hūn          人迹罕至 hǎn 

D.着落 zhuó           酝酿 liàng         水波粼粼 lín 

【答案】B 

【解析】A.傥 tǎng  C.晕 yùn  D.酿 niàng 

选项中的字词读音基本都来自课内基础，同学们的课内字词需要熟练掌握。 

3.下面的语段中有三个错别字，请找出并依次订正。（3 分） 

读书是一段孤独的旅程。不需要呼朋引伴，只需要静静品味、签赏。有时陶醉于美妙的诗歌

花园，有时穿行于人生鼎沸的人间剧场，有时漫步在真善美的散文天地……读书之乐在旅程

中油然而升。 

错别字                         

订正                                            

【答案】鉴赏 人声鼎沸 油然而生 

【解析】本题考查同学们的基础字形，较为简单。 

4. 用诗文原句填空。（10 分） 

（1）            ，洪波涌起。                                     （曹操《观沧海》） 

（2）潮平两岸阔，            。                               （王湾《次北固山下》） 

（3）遥怜故园菊，            。                       （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4）               ，随君直到夜郎西。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5）               ，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6）夜发清溪向三峡，               。                        （李白《峨眉山月歌》） 

（7）正是江南好风景，               。                      （杜雨《江南逢李龟年》） 

（8）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 

（9）子夏曰:“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十二章） 



 

（10）“           ”，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朱自清《春》） 

【答案】 

（1）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2）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3）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4）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5）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6）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7）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8）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9）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10）“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解析】 

课文默写考察同学们对必背课文的掌握情况。只要你认真背了，考场上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

现“忘词”的情况。扣分点都是在错别字上，“萧瑟”“悬”“芦”“藤”“笃”要注意写

法偏旁，“一年之计”容易误作“一年之际”这几个问题，总体来说默写不难。 

见《新东方初一期中复习——基础知识》。 

5.班级开展“有朋自远方来”的语文活动。下列小组活动不符合．．．主题的是（  ）（2 分） 

A.第一组同学搜集了一组成语:形影不离、高山流水、肝胆相照等 

B.第二组同学讲述了几个故事:《伯牙绝弦》《割席断交》等。 

C.第三组同学展示了一组诗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荣萸

少一人”等。 

D.第四组同学分享了两篇文章:朱光潜的《谈交友》、培根的《谈友谊》。 

【答案】C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于典故诗句以及文章主题的理解，“有朋自远方来”这一主题核心是“友谊”，

A 中的成语讲的都是和友谊，朋友相关。B 中的典故《伯牙绝弦》讲的是友谊之深，《割席

断交》则是讲交友的原则，都围绕“友谊“展开。D 中由篇名即可知主题。C 的两句诗写的

都是对兄弟的思念，渴望家人团圆，不符合主题。 

6. 下列句中的加点词不是．．多义词的一项是（  ）（2 分） 

A.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朱自清《春》） 

B.但在南国，雨仍然偶尔造访大地，但它变得更吝啬．．了。（刘湛秋《雨的四季》） 

C.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冰心《荷叶〃母亲》） 

D.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答案】C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词语含义的理解。四个选项的语句都来自课内。难度适中 A 项“赶趟儿”

本来指人相互追赶，这里指花竞相开放。B 项“吝啬”原指人的小气，这里指的是雨水少。

D 项机关本指技巧机械，这里指计谋计划。 

 

7. 对名著《朝花夕拾》中人物的判断和理解不当．．的一项是（  ）（3 分） 

A.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她”

是衍太太。她是一个待人真挚，关心孩子的老好人。） 

B.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他”是范爱农。他是一个正直倔强、

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 

C.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是阿

长。她是一个为人热心、心地善良的劳动妇女。） 

D.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他”是

藤野先生。他是一个工作负责、关心学生的日本人。） 

【答案】A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名著《朝花夕拾》的阅读和理解，此题看起似乎有难度，但本质上是“人物

形象”题，只要熟知人物及对应性格就能作答。A 项的衍太太，是个让小孩子吃冰，怂恿鲁

迅看不良书籍的人物，心术不正、令人憎恶，而非题目中所说的老好人。 

 

二、阅读与理解。（45 分） 

（一）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 8-9 题。（4 分） 

绝句 

喻凫 

银地无尘金菊开，紫梨红枣堕
①
莓苔

②
。 

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 

【注释】①堕（duò）:掉下，坠落。②莓苔:青苔 

8.你从诗歌的一、二两句读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请运用想象，描绘出来。（2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古诗诗句的理解与分析，诗歌画面的描绘是故事理解常考的题型。学生需抓住

诗句中的形容词和动词，展开描绘。前两句写的就是秋天的景色。“银地”即为银色的地，

原因是月光照射，“金菊开”即金色的菊花绽放，“紫梨”“红枣”色彩鲜明，画面感强。

“堕”“莓苔”文后有注释，即“掉在了青苔上”，写秋实累累之景。此类题要注意两点，

一、诗中的字词都要用自己的话解释，证明读懂了；二、写答案时注意文从字顺，因为古诗

文微言大义或者会用一些倒装，我们描绘时必须按正常的语序。 

9.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2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古诗情感的理解。从诗中的“菊”“秋水”“月”等意象来看，情感多与思念

有关。从诗的最后一句“今夜故人来不来”能够看出，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到来的期盼

或者是对友人的思念。要注意的是，答题时要加上对诗句的分析，不能直接写情感。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14 分） 

【甲】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

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

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乙】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
①
诣

②
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

③
果，果有杨梅。

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①孔君平:孔坦，字君平，官至廷尉。②诣（yì）:拜访，拜见。③设:摆放，摆设。 

10.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4 分） 

（1）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2）俄而雪骤．            

（3）撒盐空中差可拟．                        （4）甚．聪慧              

【答案】内集：把家里人聚集在一起。骤：急 拟：相比 甚：很，十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字词含义的掌握。四个都是课内字词，前三个明确有课下注释，只要认

真复习都能做对。最后的“甚”是个常见的文言词汇，迁移“幸甚至哉”中的“甚”也能够

得出答案。 

11.用“/”给句子划分朗读节奏。（划一处）（1 分） 

未 闻/ 孔 雀 是 夫 子 家 禽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断句题是常考题型，划分句子的朗读节奏，首先要理解句子

的意思，然后弄清句子的成分，不要把句子割裂开。文言文朗读节奏的划分是有规律可循的：

（1）句首关联词或语气词之后要要停顿；（2）有些古今异义词朗读是要分开；（3）主语

和谓语之间，谓语和宾语、补语之间，一般要停顿；（4）需要着重强调的地方，一般要停

顿。 

1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4 分） 

（1）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2 分） 

                                                                                 

（2）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2 分） 

                                                                                 

【答案】 

（1）谢安大哥（谢奕）的女儿说：“不如比作柳絮趁着风飞起。” 

（2）孔君平来拜见他的父亲，恰巧他父亲不在家，孔君平就把这个孩子叫了出来。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的翻译和理解。第一句是课内的知识，要注意“未若”“因”的翻译。 



 

第二句是课外文言文的内容，“诣”的意思是“拜见，拜访”，“呼”意思是“叫”，“乃”

意思是“于是，就”。难点在于“诣”还没有学，但综合注释，就能翻译句子。 

13.甲、乙两文记载的都是孩子聪慧的故事。请概括说说两文中孩子的聪慧分别体现在哪里。 

（3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谢道韫的聪慧表现在能够用“柳絮”贴切地比喻飘雪，才气

十足，有灵性。而后者杨氏子的聪慧则表现在他思维敏捷，机智幽默且回答的时候婉转不失

礼貌。文中孔君平在姓上做文章，孩子也在姓上做文章，由孔君平的“孔”姓想到了孔雀；

最妙的是，他没有生硬地直接说“孔雀是夫子家禽”，而是采用了否定的方式，说“未闻孔

雀是夫子家禽”，婉转对答。 

14.假如你是文中的杨氏子，名叫吴清河的来客指着杨梅对你说“此是君家果”，你将如何

应答？请仿照乙文，写出你的答句。（2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并且在此之上还要会运用。文中孔君平在姓上做文章，孩子

也在姓上做文章，由孔君平的“孔”姓想到了孔雀。因而题干中给了“吴清河”，答题时也

要在“吴”字上做文章，可以取谐音“未闻蜈（吴）蚣是夫子家虫。” 

【全文翻译】在梁国，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家里有一个九岁的儿子，非常聪明。有一天，孔

君平来拜见他的父亲，恰巧他父亲不在家，孔君平就把这个孩子叫了出来。孩子给孔君平端

来了水果，其中就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给孩子看，说：“这是你家的水果。”孩子马上

回答：“我可没听说过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 

（三）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5-18 题。（14 分） 

济南的冬天 

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大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

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

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

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

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儿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

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

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

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

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儿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

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儿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儿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

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

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



 

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儿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

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儿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儿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

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

卧．着点儿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倒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

来了。天儿越睛，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

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

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

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15. 为什么说冬天的济南是个“宝地”？阅读全文，说说理由。（3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概括和理解。第一段总起说“济南真得算个宝地。”后文则都是

对原因的概述。首先因为济南的冬天有风声；能见到太阳，是响晴的；又不像热带的阳光那

么毒，是温晴的。同时，有山有水，济南秀丽如画,天明水净。答题时除了概括特点还要加

以分析“说说理由”。 

16.想象下列各句描绘的情景，回答括号中的问题。（5 分） 

（1）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

上卧．着点儿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句中的两个“卧”字有

何妙处？）（2 分） 

                                                                                     

（2）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

在水里照个影儿呢。（从修辞手法的角度赏析句子。）（3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语句的赏析，赏析题可以赏析修辞手法、加点字、表现手法等，要点有手法、

艺术效果、情感和表现的内容。题干中已经将要求进一步具体化。（1）是赏析加点字词，

点明“卧”是“躺或趴”的意思，且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村庄和雪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

了小村庄、矮屋顶上地薄雪的形状、情态，烘托出恬静安适的气氛，且“卧”字表现出的安

闲、舒适与前文的“一个老城……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好像……一个摇篮里”相照应，前

后呼应，使文章浑然天成。表达了作者对济南，对济南冬天的喜爱。（2）是从修辞角度赏

析，从“不忍得”“照影”可以看出此句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水和柳拟人化，用绿萍、水藻、

柳影的绿来烘托出水的“绿”，表现出水的温暖多情。（秋季教材第一讲、第二讲） 

17. 阅读第 4 段，说说作者为什么认为“最妙的是下点儿小雪”。（3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第四段紧接上文的“山”来说，如果下了“小雪”的景色

更加宜人。薄雪覆盖下的小山,无论从山上,山尖还是山坡,山腰都突出了山秀美的景色和娇美



 

的情态。山坡上雪色与草色相间的美景,给读者以动人的,动态的生活实感。黄昏时，把夕阳

斜照下粉色的薄雪，比拟为害羞的少女，写出了雪在夕阳照射下娇美的感觉。因而“下点儿

小雪”之后，济南城周的山美得更加多样，整段突出了作者对小山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18.下列各句朗读处理不妥当的一项是（  ）（3 分） 

A.“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一句中，“温晴”重

读，能突出济南冬天的鲜明特点。 

B.“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一句中，“觉得”后停顿，“有

了着落”和“有了依靠”连读，这样能读出冬天里济南人的安全感、温暖感。 

C.“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一句用欣喜、赞叹的语气来读，节奏轻快些，这样，“妙”的韵

味就出来了。 

D.“这就是冬天的济南”一句中，“济南”重读，强调济南冬天这个特定时令的与众不同，

更能突出作者对济南冬天的赞美。 

【答案】D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朗读和情感表现的掌握。重音所对应的内容就是情感着力之处。D 选项中如

果重读“济南”，则无法表现对济南“冬天”的赞美。  

（四）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9—22 题。（13 分） 

徽派父亲 

许若齐 

1 父亲 1925年生人，最后一代传统徽州人。 

2 父亲生活古板、讲究，数十年一成不变：起床、泡茶、吃饭……精确到分钟。 

3 他用一个细花瓷碗吃饭，几十年不曾更换；每顿不多不少，浅平一碗。吃饭讲规矩，

他不上桌，谁都甭想先吃；饭桌上每人座位亦数十年不变，父亲居中，我在他右侧下方，次

子的位置。 

4 父亲晨起一杯茶，须用家中灶上第一道开水泡，水开得要翻“鱼眼”。 

5 父亲尤嗜粽子。腊月里裹好，一长溜子挂在灶间的长竹竿上。吃前用文火烤一个时辰。

青绿的箬叶慢慢变得焦黄，香味渐渐逸出；偶尔噗哧．．一声，粽里的油渗出，滴到炭火上。 

6 父亲将粽子放进细瓷花碗里，筷子戳开，肥肉与猪油业已化尽，浸润在粽子焦黄的身

段里。他慢条斯理地吃着，就着味重汁醇的绿茶，每次两个，咸甜各一，折冲相宜。 

7 曾祖父是举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私塾，一代不如一代。作为传统徽州人家，父亲

最担心的是“书香门第断书香”，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天下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那些寒风

呼啸或春雨潇潇的夜晚，桌上一盏罩子灯，芯挑高，油添足，我们姐弟仨着读书写字。灯是

祖上传下来的，黄澄澄的镂花铜皮被摸得锃亮，玻璃罩子每天擦，可以省些灯油。 

    8纸窗虚白，外面偶有几声狗吠，父亲在看古医书，线装竖版，时不时教我们笔划顺序，

描红握笔。父亲一手毛笔字相当了得，年轻时开药方皆挥毫写就。每年腊月二十三后，他都

要用半天时间裁纸研墨润笔写春联。我的事情是研墨。父亲告诫我：此事虽小，做时也要心

静如水，运力指头，切不可“浅划辄止”，敷衍应付。父亲腰、腿、臂、腕的式子很正，下

笔一挥而就。待到全部写完，我们还要随父亲贴春联，当然是打下手。门上的位置，上下左

右间距，父亲却用尺一一量丈；糨糊的稀稠，也很讲究。 



 

921岁那年，屯溪放欢庆烟火，乐极生悲，踩死几人。我与同学在江边谈文学人生，全

然不知对岸发生如此大事。半夜回家，父亲怒不可遏。为寻我，他走遍几家医院，心急如焚，

老泪纵横，以为我已遭不测。 

    10父亲 14岁拜新安名医程岺圃先生学医，18岁在苏家巷悬壶开业，弱冠
①
即载誉乡里。 

11 从我记事起，居家那间破旧大屋每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工农兵学商，走卒贩夫

达官贵人，侯诊的人坐满长条凳。父亲看病有原则：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一位男子来自深

山小村，发现与他身后的竟是本县县长，手脚都不知怎么放了。父亲却招招手，让男子先看

病，他比县长来得早。 

12 父亲看病时笑容可掬，一旦色正言重，必是坚拒患者的谢礼，有人悄悄将东西放于

屋外墙角，父亲发现就打发我等上门送还。多少个夜晚，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们拎着东西，

大街小巷地转悠。找到了送礼人家，一番口舌一番推搡，放下东西就跑，算是完成一件大事。 

13 印象中有两次病家送东西父亲没有推辞。一位村妇，病愈生了儿子，送来一摞腌菜

馅玉米饼，全家就着稀粥吃了一段时间。一位部队首长，坐着吉普车来看病，途经山里，用

猎枪打了只野鸡送给父亲。父亲亲自动手，合着冬笋丁、五花肉丁烧了一锅，其味之香，至

今不忘。 

（选自 2017年 7月 28日《新华日报》，有删改） 

【注释】①弱冠：男子 20岁称弱冠。 

19.根据文章内容，完成下面的填空。（2 分） 

文中的父亲有着传统徽州人的特点。日常生活方面，他古板讲究讲规矩;          方 

面，他言传身教有爱心；看病行医方面，他           。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概括。全文一共 13 小节，吃饭讲规矩是在第 3 段，到第 6 段为

止讲的都是吃东西。后面言传身教有爱心，可从 7-9 段看出，说的是“教育子女”，而最后

几段讲的是行医。可以概括为“一视同仁医术高”此类概括题要注意的是，找出对应段落，

并且要注意字数相同，结构相仿。 

（新东方暑假班教材第二讲，概括题） 

20. 文中哪些事体现了“我”家是传统的书香门第？（3 分）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书香门第”相关内容是在 7、8、9 三个小节。因

而具体事例都是从这三节中概括，第一曾祖父是举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私塾，祖上都是

读书人，观念上重视读书；第二平日里孩子就有阅读习惯；第三父亲书法了得，教我们读书

写字，做人道理；第四父亲亲自写春联，且对于礼数要求等等。这几个方面能看出“我”家

是书香门第。 

（新东方暑假班教材第二讲，概括题） 

21.阅读文章，按要求回答问题。（4 分） 

（1）请分析下面句中加点词的表达效果。（2 分） 

青绿的箬叶慢慢变得焦黄，香味渐渐逸出；偶尔噗哧．．一声，粽里的油渗出，滴到炭火上。 

                                                                                 

（2）请从人物描写的角度赏析下面句子蕴含的感情。（2 分） 

为寻我，他走遍几家医院，心急如焚，老泪纵横，以为我已遭不测。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语句的赏析。赏析题可以赏析修辞手法、加点字、表现手法等，要

点有手法、艺术效果、情感和表现的内容。题干中已经将要求进一步具体化。（1）加点词

语赏析，“噗哧”是拟声词，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油汁发出的声响，表现出粽子的美味。（2）

人物描写的角度有“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神态”五个方面，此句中“走”“心急如焚”

“老泪纵横”等词语，运用了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细腻生动地表现了父亲因找

不到我以为我遭遇不测的痛苦和难过，表达了父亲对我的爱。 

（新东方秋季教材第一讲、第二讲） 

22. 本文与《秋天的怀念》所表达的对父（母）的感情有何异同？（4 分） 

                                                                                 

【解析】此题考查学生对文章情感的理解和把握，难度较大。不仅要掌握课文《秋天的怀念》

以及《徽派父亲》的思想情感，同时还要把两者进行对比。《秋天的怀念》表现了母亲对儿

子的理解和关爱，讴歌了母爱的博大深沉、崇高无私，也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深切的爱与怀念。 

而《徽派父亲》这一篇通过写父亲几个方面的事情，塑造了父亲古板传统，言传身教，疼爱

孩子，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等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赞美和爱。同样是回忆性的散文，

都表达了子女对父母的讴歌赞美和爱，不同的是，《秋天的怀念》情感更加深沉，母亲故去，

作者除了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以外，还有生时未能尽孝留下的愧疚与遗憾，《徽派父亲》的情

感则相对轻松，以明快流畅的笔调，写了几件常事，塑造了一位传统“徽派父亲”的形象。 

三、写作。 

23.请以“长大真好”为题，写一篇记叙文。（30 分） 

要求：（1）不少于 500 字。 

（2）叙事要完整。 

（3）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班级名和人名。 

【解析】 

鼓楼区的作文限定了题目，限定了文体。学生要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反应出“长大真好”

这个主题。题目很简单，关键是在选材和立意的组合上有难度。选材上，学生所选取的事件

可能太过普通甚至老套。作文的主题很明确，但是想要深刻却不容易。有的同学看到“长大

真好”这个题目会想到自己再也不用受到父母的管束，正符合了现在这个阶段的心理，很容

易把“长大真好”写成“没人管真好”，这样的立意分数不高。 

大部分同学会通过一件事情表现自己能够独立，已经长大，这样的立意基本符合要求，

但选材容易流于普通，比如“独立学习”“独立外出”“独自上学”等等，加之“流水账”

这个沉疴，就事论事，无法从日常的生活事件中，提炼出真挚的情感，分数不会很高。所以，

我们认为较深刻的立意是以下几种： 

1.长大了，有能力为父母分忧，不仅不需要父母的保护，反而能保护父母家人。这样的

感觉真好。 

2.长大了，逐渐能够体会父母的苦心，父母的爱，真好！ 

3.长大了，面对同一件事情更加成熟，能够克服困难，拥有更加包容的态度，沉稳的内

心，真好！ 

3.长大了，能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关怀，真好！  

…… 

如果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去立意，即便选材普通也无伤大雅。在行文时注意注意点题，注

意细节描写和运用修辞，将会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