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朋友”“对岸”“意外”“光明”是名词。

B.“航行”“神情”“跳”“已经”是动词。

C.“你”和“我”是代词；“茫茫”是形容词。

D. 画线语句标点使用有误，应改为：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

我光明！”

4. 下列搭配有误的一项是（ ） （2分）

A.《春》———朱自清———散文家、诗人、学者———散文

B.《天净沙·秋思》———马致远———戏曲作家、散曲家———元曲

C.《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小说

D.《天上的街市》———郭沫若———作家、诗人———诗歌

5. 阅读下面《朝花夕拾》选段，完成相关题目。（3分）

（1）鲁迅先生非常喜欢选段（一）中提及的一部书是《 》。

（2）选段（二）中“我”急于去东关看的迎神赛会是 。

（3）选段（三）中“他”指的是 。

6. 默写（7分）

（1）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2）乡书何处达？ 。

（3） ，洪波涌起。

（4）不义而富且贵， 。

（5）三十而立， ，五十而知天命。

（6）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表达对友人的同情与关

切的两句诗是： ， 。

选段（一）
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

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

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选段（二）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

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

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

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选段（三）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

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

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

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七年级语文试卷第 1页（共 8页） 七年级语文试卷第 2页（共 8页）

于洪区 2022-2023学年度上学期期末学业水平测试

七年级语文试卷

试题满分 12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须用 0.5mm黑色字迹的签字笔在本试卷规定位置填写自己的

学校、班级和姓名。

2．考生须在答题卡上作答，不能在本试卷上作答，答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请将答题卡交回。

4．本试题包括三道大题，24道小题，共 8页。如缺页、印刷不清，考生须声明，

否则后果自负。

一、积累与运用（20分）

1. 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 缥
·
缈（mi伲o） 余

·
辉（hu侃）

·
鉴赏（ji伽n） 畏罪

·
潜逃（qi伲n）

B. 纯
·
粹（cu佻） 晕

·
眩（xu佗n） 狭

·
隘（伽i） 小心

·
冀
·
冀（y佻）

C. 禁
·
锢（g俅） 狡

·
猾（hu佗）

·
庇护（b佻）

·
混为一谈（h俅n）

D.
·
掺和（ch佟n） 安

·
祥（xi佗ng）

·
搓捻（chu侪） 怪

·
诞不经（d伽n）

2. 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2分）

所谓书卷气，是一种 诗书后形成的高雅的气质和风度，是良好素质的表

现。书卷气，采自于书，得益于 地读书。人通过读书，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

的熏陶下，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促狭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

为 。打开书，便打开了一面 生命的镜子，那扑面而来的真善美，令

人陶醉，长此以往，你便会体现出浓郁的书卷气了。

A. 饱读 孜孜不倦 平和 审视

B. 阅览 孜孜不倦 和蔼 正视

C. 阅览 锲而不舍 平和 正视

D. 饱读 锲而不舍 和蔼 审视

3. 下列各项中分析
·
有
·
误的一项是（ ） （3分）

·
朋
·
友，

·
你可曾在

·
茫
·
茫大雾中

·
航
·
行过，在雾中

·
神
·
情紧张地驾驶着

·
一
·
条大船，小心翼

翼地缓慢地向
·
对
·
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

·
跳，唯恐

·
意
·
外发生。在接受教育之前，

·
我正像

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
·
已
·
经临近。我心里无声地

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在此时，爱的
·
光
·
明照到了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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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理解（50分）

（一）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第 7题。（3分）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乡思

李觏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①天涯不见家。

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②还被暮云遮。

【注释】①望极：望极：望尽，极目远望。②碧山：这里指青山。

7. 对两诗的理解和分析
·
不
·
恰
·
当的一项是（ ）

A.《夜雨寄北》首句的一问一答，极富表现力，包含着诗人太多的苦涩与无奈。

B.《乡思》的一、二句诗人极力写出故乡的遥远，把思家的愁苦表现得很深刻。

C. 两首诗的三、四句都从近处着墨，实写诗人所见所感，凝重压抑之感更加强烈。

D. 两首诗都借景抒情，语言朴素自然，层层深入，不断推进，把感情发挥到极致。

（二）阅读选文，完成 8-11题。（13分）

【甲】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

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

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乙】

邹孟轲母，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时，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

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游为贾人①炫卖②之事。孟母又曰：

“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③，揖让进退。孟母曰：

“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

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④。

【注释】：①贾人：商人。②炫卖：叫卖。③俎豆：古代祭祀用的礼器。④渐化：逐

渐濡染。

8. 下面句子中加点词意思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3分）

A. 其
·
舍近墓 太丘

·
舍去（《陈太丘与友期行》）

B. 此非吾所
·
以居处子也

·
以刀劈狼首（《狼》）

C.
·
复徙舍学宫之旁

·
复投之（《狼》）

D. 君子谓孟母
·
善以渐化 择其

·
善者而从之（《论语》）

9. 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4分）

（1）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2）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

10. 请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断两处） （2分）

及 孟 子 长 学 六 艺 卒 成 大 儒 之 名

11. 结合选文内容，回答下列问题。（4分）

【甲】文告诉我们想要成才成学，应具备 和 等条件。

【乙】文叙述了 故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

（三）阅读选文，完成 12-13题。（5分）

【材料一】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仅餐饮业餐桌的粮食浪费每

年就高达 1800万吨，相当于 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其中人均浪费量为每餐 96克，

浪费率高达 11.3%。随着社交媒体兴起，少数人受利益驱动，盲目追求点击量和曝光度

在一些“吃播”节目中假扮所谓“大胃王”，一边胡吃海喝一边暗中催吐，造成极大的

浪费。

【材料二】前不久，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旋即，全国上下闻令而动，狠抓落实，以扎实举措推动全社

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

【材料三】我国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忧，耕地减少、地力退化、减灾防灾能力不足

等问题，都是粮食丰收丰产的现实威胁。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外部经济环

境日趋复杂多变，粮食贸易不确定性愈发凸显。正因为如此，要端稳端牢 14亿人的饭

碗，在全力开源基础上更需持续节流。

【材料四】某机构就“浪费粮食后，你会产生负罪感吗？”这一问题向 1280人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2. 根据材料，下列理解
·
不
·
正
·
确的一项是（ ） （3分）

A. 我国仅餐饮业餐桌的粮食浪费每年就高达 1800万吨，其中人均浪费量为每餐

96克，浪费率高达 11.3%。

B. 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后，全国上下旋即以扎实举措推动全

社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

C. 我国粮食安全虽高枕无忧，但也要端稳端牢 14亿人的饭碗，在全力开源基础上

更需持续节流。

D. 分析比对扇形图数据可知得出：1280个被调查人中，大多数对浪费粮食缺乏负

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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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的氛围，你会落实哪些行动？（至少两

点） （2分）

（四）阅读选文，完成 14-19题。（18分）

怪老头

①进入伏天，桐镇三天两头下雨。这雨，一场接一场，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

猛。桥断，路毁，水田淹没，屋舍漏雨，桐镇村村告急。

②早饭后，天色骤然暗下来，如墨似的云团，搁在山头上，好像伸手捏一把，就能

攥出一场雨。柳老师来桐镇中心小学四十多年，直到退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鬼天气。

他来到门房，破例拨通门墩的电话，无人接听。柳老师随手翻阅报纸，一张大幅照片映

入眼帘，画面中，县长西装革履，春风满面，在外地参观考察。柳老师一声叹息，扔掉

报纸，摇摇晃晃，一头杵在沙发上，不省人事。

③柳老师是支边教师，从南方大城市来。和他一起来小镇支教的还有一个白生生的

双眼皮姑娘。每天放学，学生离校后，柳老师在校园大柳树下拉小提琴，白姑娘闻琴起

舞，校园涌起别样的温情。

④两年后，白姑娘受不了桐镇无休无止的风沙，回南方去了。柳老师一声不吭地留

下来。白姑娘离开的那些日子，柳老师每天站在夕阳的余晖里拉小提琴。悠悠的琴声，

随风飘荡，搅得大柳树心烦意乱，叶子哗啦啦响。后来，小提琴坏了，柳老师走出院

子，爬上学校的后山，站在歪脖子老槐树下，出神远眺，直到太阳跌进山窝里。

⑤学生一茬一茬地走出学校，柳老师还是一个人。热心的同事们给柳老师介绍对

象，柳老师不搭话，翻白眼。校长不信，亲自出马，结果，看到的也是柳老师的白眼。

⑥许是大山里西北风吹得厉害，不经意间，柳老师的脖子歪了，像山后的那棵老

槐。歪脖子柳老师上课，自带三分威严，学生不敢捣乱，成绩出奇地好。柳老师像是万

能的，学校缺啥老师，他就能上啥课，有板有眼，从不敷衍。

⑦柳老师有个习惯，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要造册登记，逐年跟踪记录，直至退

休，从未间断。柳老师与人交谈，开口闭口全是学生。“李家庄的门墩官至县长，王家

洼的富贵是兜底扶贫对象。”诸如此类，如数家珍。

⑧柳老师从来都是一身蓝色中山服，洗得泛白，如天空一般干净，瓦蓝瓦蓝的。衣

服破了，打上补丁，缝成口袋的模样。柳老师的衣兜里都是钱，大小不等，但凡学生表

现好，他就立马兑现奖励。后来，学生们才发现，家境贫寒的同学，总是表现最好。柳

老师奖励学生不只局限在校内，但凡考上高中的，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都有奖励。

门墩经常讲，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是靠柳老师的奖励挺过来的。

⑨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柳老师始终不买手机，如需联系，还是书信往来。偶尔，

有人打学校电话找柳老师，他也不去接听，由门房代为转达。柳老师几乎不看电视，获

取信息的方式，仍旧是读报纸。学校不缺报纸，柳老师悉数阅读，连夹缝里的广告也不

放过。剪报收藏，摘抄文字，是他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经年累月，柳老师对政策法规

稔熟于心，不管谁做校长，若是执行权力有所偏颇，他毫不忌讳地走进校长办公室，歪

着脖子，引经据典，慷慨陈词，直到校长点头认可。

⑩窗外，一场大雨停歇，屋内，柳老师醒了过来。门墩脚穿雨鞋，一身泥泞，一脸

倦容，手里拿着那份报纸，站在病床前。“老师，这是前些日子的事，道路不通，报纸

送迟了。”柳老师动了动嘴，说不出话，笑了，笑着笑着，歪了大半辈子的脖子伸直了，

人也跟着伸直了。

輥輯訛后来，人们整理柳老师的遗物时，发现一份遗书：一生平凡，一生固执，人人呼
我怪老头，无怨；一生为人师，一生跟党走，无憾。我走之后，所留之物，全部交给学

校党组织。

（作者：王宇宇，有改动）

14. 柳老师是个“怪老头”，结合全文，说一说他“怪”在哪些地方。（3分）

15. 选文第⑦段内容能否删去？分析理由。（2分）

16. 选文第⑧段画线句子运用了哪种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作用？（3分）

柳老师从来都是一身蓝色中山服，洗得泛白，如天空一般干净，瓦蓝瓦蓝的。

17.“前有伏笔，后有照应”是行文中常见的章法，使文章结构严谨。请找出前文

中与第⑩段“屋内，柳老师醒了过来。”一句相照应的句子。（2分）

18. 柳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选文简要分析。（4分）

19. 文章结尾聚焦了柳老师的“一份遗书”，有什么作用？（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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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阅读选文，完成 20-23题。（11分）

听 雨

王继怀

①静坐在书桌前，窗外正下着雨。听着雨打篷的声音，听着这温馨而又富有诗意的

雨声，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耳畔响起了儿时大山里的雨声，想起了一个个关

于听雨的故事。

②记忆中，大山里的老家是经常下雨的。雨后的山村也是非常美丽的，像一幅水墨

画。小溪里的水涨了，村子里池塘满了。雨后山间草木新，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一阵

清风吹来，泥土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

③微风细而中，我常赤着脚，斗笠也不戴，漫步在田野，任凭雨淋着，享受着而中

的这份惬意。母亲发现后，必教育我一番，但再遇微风细雨，我会依然如故。记忆中，

我最喜欢的还是下雨天坐在屋檐下，看着如诗如画的山村雨景，静静地听着大山里别具

风情的雨声。老屋顶上的黛色瓦片，长满青苔的橡子，群山环抱的小山村，都被山间云

雾缭绕着。空中飘落着雨丝，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在雨中穿来穿去，用那剪刀似的尾巴剪

断大山里的这挂雨帘。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雨打芭蕉，雨
·
敲房顶，雨

·
击田野，雨

·
落池

塘……时大时小，时缓时急，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听其声，听其调，听其韵，让心灵

随着雨声的节奏一起飞舞。我就这么静静地赤着脚坐在屋檐下，感受着大山里雨的气

息。

④关于听雨，我又想起那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与一位华侨交谈的故事。这位华侨是我

的同乡，他得知我来到西班牙，特意到宾馆来找我，与我聊了很久。他说他到马德里已

经 20多年了，已经把马德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却

愈来愈浓，只要有家乡人来马德里，他知道了都会来见一见，聊一聊。这位华侨说，他

小时候在老家就特别喜欢听雨，有一年回老家正好碰上下雨，他就掏出手机录了一段雨

声。回到马德里后，他常把这段在家乡录的雨声放给自己听，每次听着这富有节奏和韵

律的雨声，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在老家听雨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回到了万里之遥的故乡。

⑤在繁华的都市，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推开窗，听着雨声，那一个个关于听雨的

故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今夜，我听的是雨声， 。

（选自《南方日报》，有删改）

20. 作者想起了哪些和雨有关的故事？请结合选文③～④段的内容概括。（3分）

21. 从修辞的角度赏析选文第②段画线语句。（3分）

雨后的山村也是非常美丽的，像一幅水墨画。

22. 结合语境，品析第③段画线的句子中加点词的表达效果。（3分）

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雨打芭蕉，雨
·
敲房顶，雨

·
击田野，雨

·
落池塘……

23. 把下面的内容填入第⑤段的横线上，最恰当的一项是（ ） （2分）

A. 更是听泥土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

B. 更是听来自家乡的浓浓乡愁

C. 更是听一位华侨交谈的故事

D. 更是听大山里雨的气息

三、写作（50分）

24.请从下面两题中任选一题作文。

（1）花样年华，青春飞扬，每一个瞬间，每一番经历，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言

一笑……都在为精彩的人生助力，都在为伟岸的人格奠基。

同学们，一路走来，你的人生中遇到过什么，是谁在你成长的路上赠你以力量，给

你以启迪，又是谁让你变得比从前更优秀？你们之间发生了怎样动人的故事？

请以“谢谢你，使我变得更好”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①将题目工整地抄写在答题卡上；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可以记述经历，抒发情感，发表见解；

③字迹工整，书写规范，不少于 600字；

④文中不得出现含有个人信息的地名、校名和人名等；

⑤文中不得引用，抄袭本试题卷阅读理解部分的材料。

（2）倾听在汉语词典里有两个意思，除了本义“侧着头听”之外，现在多指“细

听，认真地听。”倾听不单指用耳朵来听，它也是感知、理解、休息、关怀……倾听可

以用耳朵，也可以用眼睛、心灵、文字……

请以“倾听 ”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将题目补充完整；

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可以记述经历，抒发情感，发表见解；

③字迹工整，书写规范，不少于 600字；

④文中不得出现含有个人信息的地名、校名和人名等；

⑤文中不得引用，抄袭本试题卷阅读理解部分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