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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县育才双语学校七年级第一次月考

语文试题

时长：90 分钟 满分：120 分

一、积累和运用（共 26 分）

1.根据拼音写汉字。（2分）

（1）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

làn màn（ ）。

（2）后来发生了 fēn qí（ ）：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

有意思……

2.下面加点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我们在学习中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B.成都医务人员面对疫情毫不退缩，始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C.夏秋季雨量充沛，河水湍急，非常危险，同学们一定不能心存侥幸．．．．下河游泳啊！。

D.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与日俱增．．．．。

3.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大夫的言谈逸事，是南宋人刘义庆主持编写的。

B.《雨的四季》通过对雨在四季中的不同特点的描绘，抒发了作者对雨的爱恋。

C.《散步》和《秋天的怀念》的作者分别是莫怀戚和史铁生。

D.老舍字舍予，北京人，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

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2 分)

A.为了防止新冠疫情不再反弹,市领导要求各部门加强管理,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

B.同学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红军老战士，倾听着他那光辉的英雄事迹。

C.军训期间，班主任们为学生准备了训练所需的防晒霜、风油精等提神药物。

D.通过开展“每月少开一天车”的活动，可以使北京的空气更加清新。

5. 按要求填空。（每空 1分，共 14 分）

（1）夜发清溪向三峡， 。

（2） ，受降城外月如霜。

（3） ，崔九堂前几度闻。

（4）遥怜故园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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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 。

（6）《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表达对友人深切挂念的是： ， 。

（7）《次北固山下》中蕴含时序变迁、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

理的诗句是： ， 。

（8）《天净沙▪秋思》中点明主旨、直抒天涯游子之悲的句子是： ， 。

（9）请写出连续两句描写春天的课外古诗句 ， 。

6.名著导读（每空 1 分，共 4 分）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

人、长妈妈即阿长，郝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

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

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以上文字出自鲁迅__________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的文章《__________》。《朝花夕

拾》此书共____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书名叫《________》。

二、文言文阅读，回答 1～4题。（12 分）

甲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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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

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

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7.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字。（每空 1分，共 6分）

（1）撒盐空中差．可拟．____ ______ （2）未若．．柳絮因．风起____ _____

（3）王欲舍．所携人__________ （4）遂携拯如．初 ________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每句 2分，共 4分）

①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通过乙文你能得到什么启示？（2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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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文阅读理解（32 分）

（一）萧萧白杨

许冬林

①白杨树是我见过的生长得最专注的树了。树干挺拔向上，像毛笔的中锋，笔直指向天

空。那些丫枝里，没有一个逃兵，哪怕一点异心都没有。看着那样统一步调的丫枝，在主干

的统领下，奔向同一个方向，会让人心底涌起“忠诚”两字。

②和白杨相比，感觉南方的树木是娇生惯养的。南方有佳木，它们枝叶蓊郁，八方伸展，

是一副柔媚多情的姿态。而白杨呢，它大约是乔木中的君子，行坐端庄，穆穆临风。

③以前读到“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我以为白杨秋风是一幅仓皇晦暗的画面。“萧

萧”是白杨在风里落叶的声音——长风浩荡，秋色肃杀，和落叶一起沉寂于大地的，还有永

不复返的生命。《古诗十九首》里，白杨就这么萧条冷落，似乎一直在很悲剧地落叶。

④后来做中学老师，给学生上《白杨礼赞》，依旧将信将疑，以为作者是怀着主观偏见，

生生把晦暗苍凉的白杨给提亮了。直到亲眼看见，才惊觉白杨原来不那么萧索。

⑤在新疆，秋日朗照的天空下，看到水渠边的一排白杨树，我竟然也和上世纪四十年代

初的茅盾先生一样，惊奇地叫了一声。

⑥白杨实在英挺，是纤尘不染的那种英挺伟岸。

⑦“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风吹白杨，万叶翻动，萧萧有

声。西北地区的树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叶子要稀一点。叶子的间隙里，风可以张开膀子穿

过去。不像南方的树，叶子太密太厚，永远是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期，风一吹，声音模糊得没

有重点。

⑧我喜欢白杨，喜欢它的这种疏朗与简洁，就像难得一遇的谦谦君子，儒雅、低调，懂

得节制欲望，与攘攘①尘世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可又是有力量的。我站在白杨下，听风吹白

杨，感觉像是站在楼兰遗址的颓墙前，虔诚地倾听古人浑厚庄严的歌谣。

⑨白杨入画。但不是中国水墨，而是西洋油画。西北无边无际的阳光下，白杨被照得通

体明亮，气宇轩昂。叶子翠绿，树干纯白，色彩饱和度强。而西洋油画，用色饱满，适宜画

白杨。在油画框里，白杨用枝干和茂盛的叶子，来表达阳光醇厚，表达天空高远。

⑩去交河故城时，我在吐鲁番的一条路边停下，特意下车，亲手抚摸了一棵白杨。

⑪交河故城是唐朝安西都护府遗址，在吐鲁番。安西都护府是唐代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

首任都护是乔师望，他是唐朝将领，庐陵公主的驸马。后来接任的郭孝恪击败龟兹后，把安

西都护府从交河城迁到了龟兹，即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此后，都护府在唐蕃战火中几失几守，

最后府衙基本稳定在龟兹。王维有《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诗里的安西，已经是位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了。

⑫在唐代，从长安望向安西都护府，那是山长水阔，黄沙漫天。那些远赴西北镇守边塞

的文武官员，那些鞍马风尘夜夜望乡的中原士兵，一定在不遇故人的孤独中，用白杨的葱茏

喂养着乡思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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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边塞诗人岑参写出了边地苦寒却也雄奇的大

观。那时，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岑参第二次出塞任职。新的守边人来了，老的守边人回去，

一拨拨人马轮换，用人之颠沛换国之长安。岑参来给他的前任武判官送行，“轮台东门送君

去，去时雪满天山路”，那时，西北的白杨一定落光了叶子，在漫天风雪中伫立成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样子。

⑭当春天来临，交河故城的城墙下桃花盛开。一千多年前的春天，白杨也在春风里萌发

新叶。我想，那些一拨拨来过西北、驻守过西北、穿越过古丝绸之路的人们，是否在深深孤

独中，慢慢就散发出白杨的气质？

⑮如果有白杨，又何惧大地空旷。

（《散文》，2019.06 有删改）

【注释】①攘攘：世人追名逐利的样子。

10. 下面选项中对本文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第①段说白杨的形象让人想起“忠诚”，也照应了后文那些忠诚的守边人。

B. 第⑥～⑨段作者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来刻画白杨之美。

C. 第⑬段“用人之颠沛换国之长安”一句中“长安”具体指的是唐代的都城长安。

D. 作者对白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认为它一贯萧索到喜爱感佩。

11. 请谈谈作者认为西洋油画比中国水墨更适合画白杨的原因。（4分）

12. 作者和茅盾看到白杨树都“惊奇地叫了一声”，茅盾是因为恹恹欲睡之感被傲然挺立的

白杨惊醒，而作者是为什么？请结合文本分析原因。（3分）

13. 第⑪段作者引用王维的诗有什么用意？（4分）

（二）远航归来

肖复兴

①不知为什么，最近一些日子，总想起王老师。王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虽然已经过

去了整整六十年，我还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叫王继皋。

②王老师是我们班语文课的代课老师。那时候，我们的语文任课老师病了，学校找他来

代课。他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门口，引得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聚光灯一样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梳着一个油光程亮并高耸起来的分头，身穿笔挺的西装裤子，白衬衣塞在裤子里面，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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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打扮。关键是脚底下穿着一双皮鞋格外打眼，古铜色，野鱼皮，镂空，露着好多花纹编

织的眼儿。

③从此，王老师在我们学校以时髦而著称，常引来一些老师的侧目，尤其是那些老派的

老师不大满意，私下里议论：校长怎么把这样一个老师给弄进学校来，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④显然，校长很喜欢王老师。因为他有才华。王老师确实有才华。王老师的语文课，和

我们原来语文老师教课最大的不一样地方，是每一节课都要留下十多分钟的时间，他为我们

朗读一段课外书。这些书，都是他事先准备好带来的，他从书中摘出一段，读给我们听。书

中的内容，我都记不清楚了，但每一次读，都让我入迷。这些和语文课本不一样的内容，带

给我很多新鲜的感觉，让我充满好奇和向往。

⑤王老师朗读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嗓音略带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带有磁性。而且，

他朗读的时候，非常投入，不管底下的学生有什么反应，他都沉浸其中，声情并茂，忘乎所

以。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荡漾。有时候，

同学们听不大懂，有调皮的同学开始不安分，故意出怪声，或成心把铅笔盒弄掉到地上。他

依旧朗读他的，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也是他自己的世界里。

⑥王老师的板书很好看，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见到的字写得最好看的一位老师。他头一

天给我们上课，先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王继皋”三个大字，

我就觉得特别地好看。我不懂书法，只觉得他的字写得既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样子，也不是

教我大字课的老师那种毛笔楷书一本正经的样子，而是秀气中带有点儿潇酒劲头儿。我从没

有描过红模子，也从来没有模仿过谁的字，但是，不知不觉地模仿起王老师的字来了。起初，

上课记笔记，我看着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的样子，照葫芦画瓢写。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习惯，

写作文，记日记，都不自觉地用的是王老师的字体。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读中学，即使

到现在，我的字里面，依然存在着王老师字抹不去的影子。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

人对你的影响，竟然可以通过字绵延那么长的时间。

⑦不仅字写得好看，王老师人长得也好看。我一直觉得他有些像当时的电影明星冯喆。

那时候，刚看完《南征北战》，觉得特别像，还跟同学说过，他们都不住点头，也说是像，

真像。后来，我又看了《羊城暗哨》和《桃花扇》，更觉得他和冯喆实在是太像了。这一发

现，让我心里暗暗有些激动，特别想对王老师讲，但没有敢讲。当时，年龄太小，觉得王老

师很大，师道尊严，拉开了距离。其实，现在想想，王老师当时的年龄并不大，撑死了，也

不到三十。

⑧王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好几次讲完课文后留下来的那十多分钟，他没有给我

们读课外书，而是教我们唱歌。他自己先把歌给我们唱了一遍，唱得真是十分好听，比教我

们音乐课的老师唱得好听多了。沙哑的嗓音，显得格外浑厚，他唱得充满深情。全班同学听

他唱歌，比听他朗诵要专注，就是那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托着脑袋听得入迷。

⑨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王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歌名叫做《远

航归来》。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里面的每一句歌词：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也叫人感到亲切甜香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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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我们的亲娘！

当我们回到你的怀抱，

火热的心又飞向海洋……

⑩一连好几次的语文课上，王老师都带我们唱这首歌，每一次唱，我都很激动，仿佛真

的是一名水兵远航归来，尽管那时我连海都没有见过，也觉得银色的浪花和秀丽的海岸就在

身边。我也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

远好远的地方。

⑪整整六十年过去了，这首《远航归来》，还常常会在耳边回荡。这首歌，几乎成了我

的少年之歌，成了王老师留给我难忘旋律的定格。

（选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文汇报，有删改）

14.第③段有何作用?（3分）

15.分析文中画横线句子的表达效果。（6分）

（1）有时候，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安静得很，他的声音在教室里水波一样荡漾。

（2）我也发现，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王老师比我还要激动，眼睛亮亮的，好像在看好远

好远的地方。

16.王老师给“我”留下了哪些美好的印象?（5分）

17.文章以“远航归来”为题，有哪些用意?（4分）

四.写作（50 分）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家里、在学校、在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事，像一盏盏灯，照亮了

你的心扉，给予你精神力量，指引你前进的方向。生活告诉了你：做人要诚实，面对困难要

乐观，荣誉不仅仅属于自己，要关爱别人……

18.请你选取一件事，以“这件事告诉我________”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写出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切身感受。

要求：

（1）选用恰当的词语把题目补充完整。

（2）内容具体，中心明确，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

（3）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班级、人名

（4）结构合理，详略得当，语言通顺，表达方式恰当。

（5）字迹工整，书写格式规范；不少于 6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