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

卷面（3 分）：书写规范，卷面整洁，可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一、联读春之暮（27 分）

1、亘、秩、怍、斓 （每格 1 分，共 4 分）

2、（每格 1 分，共 8 分）（1）何人不起故园情 （2）凭君传语报平安

（3）杨花榆荚无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飞

（4）明月来相照 （5）猛志固常在

（6）其为仁之本与 （7）安能辨我是雄雌

3、C （3 分）

4、（每格 1 分， 共 4 分）（1）等到 （2）买 （3）曾经 （4）通“耳”，罢了

5.（2 分）D

6.（3 分）不一样。庄周认为：生为梦幻，死是苏醒，早逝（殇）反而能使人走向长

生（彭）。王羲之认为：死亡总是突然来袭，同时也不接受庄周为消解死亡恐惧所提

出的解释。王羲之与名士们相聚饮酒赋诗，并且将雅集诗作逐一记录在册，企图通过

这种方式创造一条与后人沟通的途径——这是对死亡的新知。（本题满分 3 分。判断

1 分，理由 2 分，意对即可。）

7.（3 分）示例：小苍，我建议你参加，很有意义（1）在旧时百姓的观念中，人死后不能

直接进入极乐世界，而由生前功过决定身后的归宿，但是只要能得到来人的凭吊和祭祀，便

能不断与人产生联系，达到一种超越生死的神格所在，我们的纪念活动可以让烈士在精神上

超越生死。（2）对人们来说，死后没有后人的纪念，才是真正的死寂。烈士们为我们而牺

牲，如果我们参与扫墓活动，他们就会与我们的精神产生联系，活在我们心中，把他们的英

雄精神传递下去，甚至获得永生。（3）参与扫墓活动，也是我们学习先烈精神，增强民族

凝聚力，自豪感，学习他们英雄精神的好时机，我们也不能错过。（以上 3 点 答对 1 点可得

2分，任意两点即可得满分 3分）

二、联读人之暮（30 分）

8. （3 分）（1）找野食时很能干（意对即可） （2）因洪灾而无法趸菜失业（与老伴早死了）

（3）勤劳质朴 勤劳能干 乐观开朗 心灵手巧（以上任意一点都可得分）

9. （4 分）

（2 分）（1）“一……就……就”这几个关联词，把菜虎和老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

起。“一”写出菜虎手推车的声音是一种特有的信息，告诉老伴，他快到家了。两个“就”

写出菜虎老伴对菜虎回家的信息和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写出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依赖，也

可看出他们看似平淡的生活，也充满美好和幸福。

（2 分）（2）两个连续问号，带着强烈的反问语气，突出洪灾后当时环境的恶劣，老百姓

生活的悲惨现状；再用叹号结尾，加强了控诉语气，表现出盼儿对生活的无助和强烈的不满。

（问号，叹号的分析，各占 1分）

10.（4 分） ①第一次，表现菜虎心情轻松愉快，对生活充满希望；以及菜虎一家祥和、自



足的生活状态。②第二次，表达作者对菜虎和家乡生活的深切怀念。（每点两分）

11. （5 分）（能综合文本内容和链接材料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深入分析，且观点正确。）

示例： 作者在回忆菜虎一家水灾前的生活时，是充满温情的。（1 分）他将菜虎运菜时车轮

发出的声音，比喻为“音乐”、“歌”，并记录了菜虎妻子为他做饭的温馨细节。水灾发生后，

菜虎一家陷入困境，对盼儿的开朗能干，作者也暗含赞许之情。（2 分）然而，故乡这些默

默无闻的小人物，扑朔的命运却令人唏嘘。晚年的作者写作《乡里旧闻》，为他们留下了只

言片语，让我们见到了生命凯歌的转瞬落幕，是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去思考的，冷静的笔触

后，有巨大的悲悯与同情。（2 分）（从以上几个角度展开分析，按点给相应分数，支持其他

有言之成理的解读。）

12.（4 分）（1）斜着眼看 （2）⑤ （3）绑或束缚 （4）只

13．（3 分）

选（1），“乎”字在疑问句句末，具有一种反问语气。文中杨二在大怒中展示出自己的拳

术，对老叟问话中展示出他对老叟的轻视，态度的傲慢，目中无人，年少轻狂。（“乎”字的

作用 1分，结合文段表达的效果 1分）

选（2），“矣”用于陈述句尾，有渲染和加强的语气的作用，句中结尾的“矣”强调出杨

二冒犯老人，自取其辱后的羞愧。也从侧面表现出作者对老叟深藏不露，武功高强的赞叹之

情。（“矣”字的作用 1 分，结合文段表达的效果 1 分）

14.（3 分）

示例：赞同小灵，从老叟在文中观看杨二拳术时“咳嗽不绝声，旁睨而揶揄之”，可见，

老叟已经探得杨二的拳术水平。以及后文中老叟轻松制服杨二来看，老叟早已成竹在胸，稳

操胜券。所以当杨二发出挑战时，他从容微笑，丝毫不把嚣张的杨二放在眼里，这是冷静的，

自信的微笑。（能结合文本用细节证明是冷静的微笑，得 3 分，有观点无文本细节不得分。）

示例：赞同小溪，从前文中，老叟观看杨二拳术时，早已知道他功夫不过如此，完全不是

自己的对手。所以用“咳嗽”“旁睨”“揶揄”，来表示对杨二的不满。当不知天高地厚的杨

二，还敢向老叟宣战，态度极其不敬时，他对年少无知，自不量力的杨二充满嘲笑。（能结

合文本用细节证明是嘲笑，得 3 分，有观点无文本细节不得分。）

15. （4 分）

我认为小灵的推荐是合理的。因为两文内容相似、写法相近。内容上，都是写深藏不露

的民间高手老人，用实力教育了那些有了一点功夫就夜郎自大，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写法上，

刻画卖油翁与卖蒜叟的形象时，既通过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来（正面）直接刻画，又运

用（侧面描写）反衬手法来间接刻画。在思想上，都教育年轻人技艺无止境，应该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苦心研习，要做一个德艺双馨的大家。（以上 3点相同点，

每点 1分）



但是，两文在道理上稍有不同，《卖蒜叟》是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可狂妄自大。

而《卖油翁》说的是熟能生巧，通过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此，通过本文拓展，由课内勾

连课外，巩固课内知识的同时还能拓宽视野。（不同点和拓展意义任意达到 1 点得 1 分，总

共 1 分）

三、读写文之暮（40 分）

16.（3 分）两诗的心境不同。叶诗通过描写动态的暮春画面来反衬书房的宁静，体现出

诗人沉浸书本世界的愉悦闲适。黄诗通过写落花、柳绵、斜阳、子规等凄美哀愁的暮春意象，

表达了伤春之愁、流年之叹，充满失意惆怅。（心境不同得 1 分，结合诗歌得分析，每点 1

分。心境相同，不得分。）

17.（2 分）祥子喜欢小福子，有情人却未能成眷属，最终小福子不堪生活的重负自杀。

18.（1）（2 分）祥子好不容易攒够钱买了一辆自己的人力车，却被军阀大兵连人带车强抢

去军营服役，最后人虽然逃出，却失去了车子。

（2）（3 分）

示例 1：我觉得祥子不会帮。祥子是个底层劳动者，只想着个人发家致富，缺乏进步

思想，在经历三起三落和小福子的死后他的个人理想彻底破灭，他沦为一个懒散无耻的行尸

走肉，最后为了几十块钱向国民党举报组织洋车夫游行的阮明，因此我认为他不会帮助革命

者。

示例 2：我觉得祥子会帮助革命者。祥子是个普通劳动者，虽然不具备革命意识，但

他本性淳朴忠厚，在曹先生一家有难时，哪怕自己的积蓄被孙侦探敲诈一空绝望无助时他仍

不忘抓紧通知曹先生家人避难。对生活、对人性之善仍抱希望的祥子遇到正直善良为百姓谋

福利的革命者，只要力所能及的忙他应该愿意伸出援手。（写到祥子性格品质得 1 分，结合

书中情节内容得 2 分。）

19.作文（30 分）

一档：26-30 分，基准分 28 分。与话题春天联系紧密，主旨鲜明，情感真挚，表达有文采。

二档：21-25 分，基准分 23 分。与话题春天有关联较紧密，主旨鲜明，情感较饱满。

三档：16-20 分，基准分 18 分。主旨不够明确，表达欠流畅，与春天关联不紧密。

四档：15 分及以下，偏题，主旨不明确，表达混乱，或与春天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