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试卷第 1页（共 8页）

绝密★启用前

2017—2018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第一学月考试

语 文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和第Ⅱ卷（非单项选择题）两部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50 分。

2．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答卷时，必须将答案
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考试结束后，将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单项选择题 共 42 分）

一、积累与运用（18分，每小题 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有错．．的一项是

A．虬．（qiú）枝 楠．（nán）木 坦荡如砥．（dǐ）

B．淅沥．（lì） 蕈．（xùn）菌 揠．（yà）苗助长

C．斛．（hú）树 泾．（jìng）流 惴．（zhuì）惴不安

D．腠．（còu）理 婵．（chán）娟 当．（dàng）其租入

2．下列词语中，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秀颀 妙手偶得 潜滋暗长

B．涸辄 旁逸斜出 纵横绝荡

C．甬道 浮想联翩 无边无垠

D．荒诞 叩石垦壤 恹恹欲睡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面对无意义的朋友关系时不如坦荡如砥．．．．，立马绝交，投身下一段高质量的友谊中。

B．初中的科目比小学较多，因此，在学习中我们不能揠苗助长．．．．，一定要循序渐进。

C．十八岁是成人的年纪，那时我们绝不可以继续惴惴不安．．．．地挥霍父母辛苦所赚的金钱。

D．若疾病在人体皮肤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以免病情恶化后造成诸多不良的后果。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不仅唐诗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还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

B．《中华文明之美》开播以来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是其新颖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造成的。

C．为了提高节目的文化水平，《朗读者》邀请文化艺术界专家参与了节目的录制与策划。

D．2016 年美国“玫瑰公主”在加州帕萨迪纳评选揭晓，17岁华裔女孩刘瑞麒入选。

5．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以及文化的简称。语文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门教学科目，其

教学的内容是语言文化， 。 ， 。 。

自贡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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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运行的形式也是语言文化

②语文的能力是学习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基础

③也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

④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特点

A．①②③④ B．①④②③ C．①②④③ D．①③②④

6．下列有关作家作品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茅盾，现代作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他的《白杨礼赞》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

B．《囚绿记》是一篇咏物抒情的文章。其作者陈蠡是现代散文作家，原名陆圣泉。

C．陶弘景的《扁鹊见蔡桓公》启迪人们：犯了错误要及时改正，不能拒绝别人的批评。

D．苏轼，北宋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现代文阅读（15分，每小题 3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8 题。

纯音乐比歌曲有着更为广阔的“感受空间”，这个判断似是而非。说纯音乐有更大的宽

容度，可是，说它在感染力或包容度上优于歌曲，则并不那么恰当。事实上，歌是一种极特

殊的形式。我一直并不把作歌看成填词谱曲，原因即在此。我觉得歌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方

式和逻辑，而不是器乐（音乐）的方式和逻辑。理想境界的歌并不是词和曲的结合，两者不

存在结合的问题，而是从诞生起就浑然一体。换个角度观察：语言和音乐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在那个部分里音乐和语言其实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歌。歌是人自身拥有的一种自然

能力，它把自己撞出了声音，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有点儿神秘，但却是真实的。当然，真正

的歌是太少了。

有一句老话，好像是“情之所动，发乎于声”，这个说法倒有点儿像歌的定义。真正的

歌，如果把它改编成器乐曲，不管怎么改编可能都是失败的，它不会比原先的内容多，或者

说多出来的东西不会比原先的东西精彩。

因此我说：回到歌唱。

即便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歌唱亦是音乐的源头。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歌唱肯定是音乐史

的第一个阶段，随后才是器乐的阶段。从中世纪开始，器乐统治了西方将近四百年，致使整

个近现代都成了器乐的天下，而歌曲只占据非常可怜的仆从地位。从本世纪开始，随着黑人

布鲁斯的兴起，并乘着一个新大国的新的全球影响力，歌曲重新回到了音乐的主流地位，它

的发展是迅速的、惊人的、幅员广大的、波澜壮阔的，而器乐的发展开始呈现缓慢和僵化的

局面，因此我们或可以把二十世纪称为歌唱的世纪。而由于这个歌唱世纪的推动，千百年来

在民间默默发生默默流转并分隔在世界各个局部地域的歌唱，开始得以在整个世界中流传，

并有可能光荣地进入音乐的史册，使这部长期以来只有器乐史的人类音乐史，终于不再因歌

唱的缺席而残缺。

而这里你看到的，不过是一点点可怜的文字。对它们而言，更大的世界在于它们评价的

对象内部。你可以把文字全部忘掉，然后脱去心上的所有累赘，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怀着

纯真倾听那些来自陌生世界的歌声。这是评论者所期望的，也是回到歌唱的另一层涵义。

（节选自李皖《回到歌唱·自序》，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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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作者所说的“回到歌唱”，与其涵义不相符．．．的一项是

A．重新理解“真正的歌”的感染力与包容度并尊重其发展的方式与逻辑。

B．重新思考将歌曲改编为器乐曲的方式与逻辑并使结果更加丰富与精彩。

C．重新认识歌唱在人类史上的作用并站在时代高度上申明其应有的位置。

D．从一个新的角度聆听本书中所论及的这些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曲。

8．下列对文意的分析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观念曾一度认为，纯音乐比歌曲有着更为广阔的“感受空间”，本文作者对这观

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B．不尊重歌曲的创作规律，将其任意改编为器乐曲，使“真正的歌”越来越少，本文

作者对此现象提出了批评。

C．本文作者力图以自己的文字重写音乐史，对器乐统治西方近四百年的历史予以澄清，

还歌唱以本来的面目。

D．本文作者认为，理想境界的歌是情感性、音乐性通过语言载体的完美传达。由此我

们亦可以得到“诗歌同源”的论断。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9～11 题。

中 国 文 化

人类衣食住行这类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即使有不同，也没有根本的意义。

比方，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或直接用手抓吃饭，对于人类的命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张

义先利后还是义后利先，主张人是目的还是手段，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同属一个整体还是与

己无关的对象，却足可影响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命运。因此，这里不考虑作为物质现象的中

国文化，而考虑这些现象中所渗透的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或者说，中国之道。

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德性，倡导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是我们祖先的信

念。我们的先人推崇的那些开天辟地的圣贤，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克己让人，给人

类造福。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牺牲自己，成全众人，被我

们中国人奉为文明始祖的人，无论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黄帝、尧、舜，他们的

共同特点，就是创造文明，与民兴利，公而忘私，品德高尚。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就总体

而言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冀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中国精神或

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

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

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中国之道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这些理念与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原则是不相容的，却是人类生存

下去不可或缺的。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适的

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说只是将这些理念单纯再重申一下，而是要将它们予以现

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的东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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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作为助缘。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适的，它就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

秀成果，就一定会有兼容性。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1 年 7 月 23 日，有改动）

9．下列有关本文中的“中国之道”的说法，不准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之道是指渗透着中国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的现象。

B．中国之道并不存在于所有中国文化现象之中。

C．中国之道的核心包括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

D．中国之道是建立在普适理念基础上的高尚的文化精神。

10．下列对本文有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足以影响人类的命运，无关乎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

B．中国文化一贯推崇的德性，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复兴中国文化的根据。

C．只要中国文化不过时，人类就能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

D．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系列理念与西方现代性原则具有不相容性。

11．根据本文提供的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一项是

A．坚持中国之道，并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文化才能够发展、复兴。

B．西方文化中也可能包含中国之道的某些内容。

C．西方现代性原则不具备有利于人类生存下去的普适意义。

D．现代中国文化要具备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就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三、文言文阅读（9分，每小题 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2～14题。

捕 蛇 者 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

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

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

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选自《柳河东集》）

12．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黑质．而白章 质：底子，底色。

B．可以已．大风 已：止，这里指治愈。

C．貌若甚戚．者 戚：亲戚。

D．若毒．之乎 毒：痛恨，怨恨。

1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之”的意义和用法，与其他三项不相同．．．的一项是

A．永州之．野产异蛇 B．募有能捕之．者

C．今吾嗣为之．十二年 D．若毒之．乎

（节选）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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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毒蛇的外形异。它黑色的身子上，长有白色的花纹，与其他普通毒蛇不一样。

B．毒蛇的毒性异。它碰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它咬了人，就没有治愈的办法。

C．毒蛇的用途异。它可以晒干后用来治好麻风、手脚弯曲不能伸展等许多病症。

D．毒蛇的数量异。它的同类有上百条，因此皇帝每年都招募捕蛇人征集这种蛇。

第Ⅱ卷（共 108 分）

注意事项：

判断题、多项选择题，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题目指示的位置，按题目要求规范填涂；

主观性试题，必须使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题目所指示区域内作答。答在本

试卷上无效。

四、古代诗文阅读（20分）

（一）文言翻译（6 分）

15．把第Ⅰ卷文言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分）

（1）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

（2）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二）古代诗歌阅读（9 分）

阅读下面一首词，完成 16～17题。

浣 溪 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6．下面是对这首词的分析和鉴赏，正确的请选“A”，错误的请选“B”。（5 分）

（1）上片抒写由喝醉酒后而触发的怀旧之感、伤今之情、惜时之意。

（2）下片抒写了消逝中的再现、重现中的变化，以及词人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与思索。

（3）“夕阳西下几时回”透露出对美好景物和难忘情事的流连，以及对光阴流逝的惆怅。

（4）结句“小园香径独徘徊”中的“独”字突出了独享歌筵之乐的得意之情。

（5）此词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了词人对年华流逝、好景不长的伤感之情。

17．下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传诵千古的佳句，请简要分析这两句诗，

并说说这两句诗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 分）

（三）默写名句名篇（5 分）

18．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5分）

（1）商女不知亡国恨， 。（杜牧《泊秦淮》）

（2）但愿人长久， 。（苏轼《水调歌头》）

（3）河伯欣然自喜， 。（《庄子》）

晏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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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园无此声。（纳兰性德《长相思》）

（5） ，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五、文学作品阅读（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9～22题。（18分）

窗 中 戏 剧

①女人倚在窗子边，朝对面望去。风微微地从河边吹来，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她

住在顶楼的倒数第二层，街道在远远的下面，就连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噪音也很少传到

这里。就在女人准备从窗边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那个老人房间里的灯不知道

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天色还不晚，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那种感觉就

好像太阳底下开着的街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

②女人站住了。

③老人打开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

④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

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只见老

人又冲着这边点点头，同时伸手去摘帽子，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帽子。老人转身

消失在了后面的房间里。

⑤很快，老人又出现在了窗前。这次，他的头上多了一顶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

脱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致意。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

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心他的整个

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女人有些愕然地后退了一步。

⑥这时，窗子对面的老人一抬手，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同时，他将围巾顶在了

自己的头上，就像一个穆斯林人一样，将自己的头包裹了起来。接着，他将双臂交叉，合在

胸前，开始鞠躬。每次抬起头时，他的左眼都闭着，仿佛在向女人传递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某

种秘密信息。女人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发现，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

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当他那满脸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的脸

重新出现在窗前时，女人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

⑦老人仍然没有停下来。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三条街道以外的警

局接到了女人的电话，女人在电话中有些语无伦次、声音十分激动，以至于警察们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对面的老人笑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他伸出一只手，

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在脸上一抹，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经瞬间被

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直到警车赶到楼下。

⑧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警车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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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甚至跟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上。他们凑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门，

没有人应；然后按门铃，仍然没有回应。作为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一道门并不是难事——

门很快被打开了，干净利落。顺着窄窄的走廊，他们终于捕捉到了走廊尽头隐约的灯光。女

人蹑手蹑脚地，紧紧地跟在警察后面。当通往里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时，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

仍站在窗子旁。他的双手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枕头，放在自己头上，又拿下，不断重复着。

那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什么人，他要去睡觉了。而他的肩上，还披着一块地毯。众人几乎已经

走到了他的身后，老人仍然没有转身——这个老人的听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女人的视线越过

老人，望向对面，她看到了自己家那扇昏暗的窗子。

⑨就像她所想的那样，底下那一层的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她家楼顶上，不知什么

时候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

在里面。

⑩这个小孩儿头上也顶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一个床单。他不停地在床上蹦着跳着，朝

着这边挥动着双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他先是笑着，接着，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即，

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他在一秒钟之内将自己的笑容攥在了手中。紧接着，小男孩伸出

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笑容抛到了所有目瞪口呆的人们脸上。

（选自《读者》，作者：[德]伊尔泽·爱辛格尔）

19．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6分）

A．小说使用多种人称方式，通过有限视角和无限视角的自如转换，讲述了一个女人驻

足窗边偶然发现的“窗中戏剧”——一位老人为对面楼上的小男孩的倾情表演。

B．“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这句话暗示女人能够看到老人的表演，

较好地为后面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

C．这篇小说精心刻画了一位老人的形象。一方面尽情展示“窗中戏剧”，对老人进行

正面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另一方面也通过小男孩的表演对老人进行了侧面烘托。

D．“窗子”这个意象在小说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窗中戏剧”窗子是观察点、立

足点，女人所站立的“窗子”和老人表演的“窗子”分别是误会的源起点和终结点。

E．小说选择一个偏僻的题材，尽情展示老人在窗前逗孩子玩的独角戏剧，老人表演只

是排遣自己的孤独寂寞，让我们透视到了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猜疑。

20．小说开头第①段画线句对老人房间灯光的描写有什么作用？（答出二点即可）请结合全

文简要分析。（4分）

21．小说是怎样刻画老人形象的？请从人物描写方面指出两种描写手法，举例并作出简要的

分析。（4分）

22．小说题为“窗中戏剧”，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拟题的理由。（答出二点即可，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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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言运用（7分）

23．下列情境中的语言表达是否得体。得体的，请选“A”；不得体的，请选“B”。（3 分）

（1）中秋节那天，全家去酒店聚餐。结束后，只喝了一点儿酒的爸爸坚持要自己开车。

女儿劝阻说：“爸爸，酒后驾车会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你不要命了吗？”

（2）舅舅送给小明一款新手机，父母不让他把手机带到学校去，小明很郁闷，有同学

安慰他说：“你父母是为你着想，担心手机会影响你的学习，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吧。”

（3）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小玺

在车站候车室看到一位老大爷正在吸烟，于是对老大爷说：“老大爷，您好！为了大家的健

康，请您到车站吸烟区吸烟，好吗？”

24．仿照下面画横线的部分，续写一个句子组成排比句。（4 分）

潇洒是人们心中的美丽风景，潇洒的内涵包罗万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

种与世无争的潇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是一种豪迈自信的潇洒； 。

七、写作（63分）

25．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63分）

（1）也许你曾经因学习的重压而放弃过；也许你曾经因朋友的误解而苦恼过；也许你

曾经因父母的指责而伤心过；也许你曾经因老师的批评而自卑过；也许你曾经因生活的失意

而痛哭过……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这一切都成为你永久的怀念。回首往事，你一定会有

很多感触。

请以“从此，我不再 ”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先将题目补充完整，文体自选（诗歌除外），立意自定；②不得套作，不得抄

袭；③文中的人名、地名、单位名一律用“××”代替；④卷面整洁，字迹清楚；⑤不少于

500字，最多写满格。

（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

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火了，也火了来自复旦附中 16 岁的诗词学霸——武亦姝。中

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评价：“武亦姝站在那里气定神闲的样子，诗意就出来了，这就是所

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想学金融的上海高二学生姜闻页，并不觉得读诗词浪费时间，她

说“接受美的熏陶，让自己能诗意地栖居在现实的土地上。”有的同学说：“中考只占 5 分的

古诗文默写，用背书的时间可以多做好几道理科题，分数早回来了！”“我又不读中文系，有

必要学这么多吗？”还有的同学说：“中国的未来不会属于像武亦姝那样只会背中国古诗词

的少年。”

请参照以上材料的内容及含意，根据你的理解和体会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标题自拟，文体自选（诗歌除外），立意自定；②不得套作，不得抄袭；③文

中的人名、地名、单位名一律用“××”代替；④卷面整洁，字迹清楚；⑤不少于 500字，

最多写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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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17—2018 学年九年级上学期第一学月考试

语文参考答案

第Ⅰ卷（单项选择题 共 42 分）
一、积累与运用（18分，每小题 3分）

1．C（“泾”读“jīng”）
2．B（辄→辙；绝→决）

3．C（“惴惴不安”的意思是：因担心害怕而心中不安。与原句意思不符）

4．D（A 语序不当，“唐诗”应置于“不仅”前；B 句式杂糅，删去“的原因”或“造

成的”；C 逻辑错误，“录制”与“策划”交换）

5．A（原文选自“语文 360百科”）

6．C（《扁鹊见蔡桓公》是后人所编成，其作者不是陶弘景）

二、现代文阅读（15分，每小题 3分）

（一）（6 分，每小题 3 分）

7．B（“使结果更加丰富与精彩”不相符）

8．D（A“本文作者对这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错，表述绝对；B“将其任意改编为

器乐曲”错，主观臆断；C“本文作者力图以自己的文字重写音乐史”错，主观臆断）

（二）（9 分，每小题 3 分）

9．A（“中国之道”表述为一种“现象”错）

10．B（A“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足以影响人类的命运”错，表述绝对；C“人类就能在

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错，“中国文化不过时”并不是“和平与平等生活”的充分条件；

D“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系列理念”错，不是“一系列”）

11．C（“不具备有利于人类生存下去的普遍意义”错，表述绝对）

三、文言文阅读（9分，每小题 3分）

12．C（悲伤）

13．A（A 为助词，的；BCD 均为代词，代指捕蛇这件事）

14．D（原文并没提到“数量多”）

第Ⅱ卷（共 108 分）
四、古代诗文阅读（20分）

（一）文言翻译（6分）

15．（6分）

（1）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它的人，（允许他们用蛇）当作他缴纳的租税。（译出

大意 1分，“岁”“当其租入”译正确一处 1分）

（2）更换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呢？（译出大意 1分，“若”“则如何”

译正确一处 1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9分）

16．（5分）

（1）B（“由喝醉酒后而触发”错，是“由眼前景物而触发”）；（2）A；（3）A；（4）B

自贡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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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歌筵之乐的得意之情”错，突出了“凄清寂寞之感”）；（5）A。

17．（4 分）花要凋谢，春将疾逝，谁能奈何，幸有似曾相识之燕归来寻旧垒（1 分）。

通过对易逝的自然春光的描写，抒发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揭示了人生易逝，轮回无穷的人

生哲理（2 分）；这两句诗抒发了作者对落花叹息，对似曾相识归燕的迷离的思想感情（1
分）。（主观性试题，意思正确即可给分）

（三）默写名句名篇（5分）

18．（5分）

（1）隔江犹唱《后庭花》； （2）千里共婵娟； （3）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4）聒碎乡心梦不成； （5）山重水复疑无路。

（一空 1 分，有错字、别字、漏字，该空不得分）

五、文学作品阅读（18分）

19．（6分）

A、E（A“小说使用了多种人称方式，通过有限视角和无限视角的自如转换”错，小

说只运用了单一的第三人称、无限视角；E表达局限，这位老人表演戏剧还有童真的形象与

慈爱的情怀）

20．（4分）

①外面很亮，老人房间里开着灯光，为老人的表演提供了明亮的环境；②室内有灯光，

窗边的女人才能清晰看得到老人的表演，为推动后面的情节发展作了铺垫；③老人“房间的

灯光”像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这一句联想描写暗示了

老人内心的童真和慈爱圣洁的情怀。（答出二点即可，每点 2 分）

21．（4分）

示例一：描写方法：动作描写。如“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1 分）。

或：神态描写，如“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1 分）。

表达效果：写出了老人逗孩子玩耍时的滑稽而可爱的情态（2分）。

示例二：描写方法：正面描写。如“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团”（1 分）；

或：侧面描写。如最后一段通过小孩子的动作，可以看出老人曾做出怎样的动

作（1分）。

表达效果：正面与侧面描写相结合，使老人可爱、童真的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2 分）

22．（4分）

①“窗中”点明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戏剧”暗示故事情节的戏剧性；②因为“窗”

的局限而造成人们的误解，推动故事情节发展；③意在提醒读者通过“窗子”发现生活中的

美，表达了作者对关爱、良善的人性美的欣赏。（答出二点即可，每点 2 分）

（主观性试题，意思正确即可给分）

六、语言运用（7分）

23．（3分）

（1）B（说话者女儿的态度、情感判断用语不得体）；（2）A；（3）A。

24．（4分）

示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一种坚定执着的潇洒；“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一种老当益壮的潇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是一种乐观自强的潇洒……（引用、句式 2 分，主题、内容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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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写作（63分）

25．（63分）

作 文 等 级 评 分 标 准

类卷 内 容 表 达 书 写 备 注

一类卷

（54-60 分）

符合题意

中心明确

内容具体

思想感情真实健康

表达准确

有创意

语句通顺

结构完整

条理清楚

字迹工整

书写正确

卷面整洁

以 57分为基准分

二类卷

（48-53 分）

符合题意

中心较明确

内容较具体

思想感情真实健康

表达准确

语句较通顺

结构完整

条理较清楚

字迹较工整

错别字少

卷面干净

以 50分为基准分

三类卷

（36-47 分）

基本符合题意

有中心但不明确

内容不够具体

思想感情基本真实健康

表达基本清楚

语句不够通顺

结构基本完整

条理不够清楚

字迹清楚

错别字较多
以 42分为基准分

四类卷

（27-35 分）

严重偏离题意

中心不明确

内容不具体

思想感情不够真实健康

表达不清楚

语句不通顺

结构不完整

条理不清楚

字迹难以辨认

错别字多
以 31分为基准分

五类卷

(26 分以下)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五类卷：

①文不对题；②文理不通，语无伦次；

③思想观点确有错误；④抄袭。

说明：1．未将标题补充完整，或未写标题，或标题未写正中与上下未空一行，或没按要求

写标题，均扣 1 分；

2．不足 500字，每少 50字扣 1 分；

3．每一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扣满 3 分为止；

4．不必明确判定写作为某一种文体，只要符合题目要求，即按意见评分。

写字评分意见（3 分）： 一等：字迹工整，3分；

二等：字迹较工整，2 分；

三等：字迹整洁，1分；

四等：字迹难以辨认，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