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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西城高一（上）期末 

                        语    文                                  2020.1 

本试卷共 9页，共 150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第Ⅰ卷 

一、根据要求整合相关知识，完成 1～4题。（每题 3分，共 12分） 

1．下列各组词语中，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裸露     慰籍     礼尚往来     望洋兴叹 

B．浮燥     耽搁     鸦雀无声     废寝忘食 

C．幽僻     国粹     雷厉风行     不谋而合 

D．荫蔽     熨帖     没精打采     变换莫测 

2．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作多以四言为主，结构上较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其创作内

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B．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反对六朝以来浮华艳丽的文风，主张“文以载道”，提倡“惟陈言

之务去”，代表作有《师说》等。 

C．闻一多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著名诗人和学者。著有《红烛》《死水》等诗

集；其《最后一次演讲》广为传诵。 

D．雪莱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富有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被恩格斯称为“天才预言家”，代表

作有《西风颂》、《峨日朵雪峰之侧》等。 

3．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负：背着 

B．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耻：耻辱  

C．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水：游泳 

D．方其破荆州，下．江陵            下：攻占 

4．对下列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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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一代的英雄啊，然而如今在哪里呢？  

B．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被我的话感动（她）站立了好久，但坐下后再转紧琴弦拨出急声。 

C．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竟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D．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君子的资质秉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二、填空（共 8分） 

5． 在下面的横线上默写诗文原句。（选作其中 4题）（每空 1分） 

①大自然的美既缤纷艳丽，又充满活力。譬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写到的“看＿＿＿＿，＿＿＿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②古人时常会感怀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苏轼游赤壁时就曾发出“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

臾，＿＿＿＿”的感慨。  

③古代诗人面对如画江山时，往往会生发感叹。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江山如画，＿＿＿＿”；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千古江山，＿＿＿＿。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④“水”是诗人笔下常见的描写或设喻对象。作者常通过“水”寄托自己的情感，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

别》中借“＿＿＿＿，＿＿＿＿”的比喻感慨世事易逝，人生苦短。 

⑤你所在的班级召开以“学习重在积累”为主题的班会，你可以引用《劝学》中“＿＿＿＿，＿＿＿＿”

这两句话，从正面设喻来强调积累的重要性。 

三、填空（共 10分） 

6．阅读下面一段文字，根据上下文．．．．．，在横线处填入恰当的词句，使整段文字表意准确、语言连贯、符合逻辑。 

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些被我们看作  ①  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是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

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  ②  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的确如此，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

以现在的情形来说，最大多数的人是要  ③  地到田里去的。我们不妨  ④  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  

⑤  ；而且，据说凡是从这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都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种直接  ⑥  的传统。最近我

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原本  ⑦  的草原上，依旧锄

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想不到  ⑧  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

生也告诉过我，远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那里的  ⑨  ，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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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  ⑩  ，现在很有

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取材于《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四、阅读《我与地坛》选段，完成 7～8题。（共 10分） 

①现在我才想到， 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②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

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

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

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

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儿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

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

当年我不曾想过。 

③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

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

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

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

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

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最终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④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

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

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儿

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更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

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

迫。 

⑤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

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

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7．第①段中说“……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下列选项中对“母亲面对的难题”理解不准确．．．的两项是

（4 分） 

A．疼爱儿子，理解儿子内心的苦闷而又不知道儿子在想些什么。 

B．渴望知道儿子在想些什么，但又知道有些事不宜问而不敢问。 

C．担心儿子出事，便给儿子出主意；儿子不听，她就非常苦恼。 

D．希望儿子活下去并找到幸福的人生路，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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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想要为儿子承担痛苦和不幸，而又知道儿子是不会同意的。 

8．第③段“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一句中，“这样”一词指代了哪些内容？请分条作答。（6

分） 

五、微写作（共 10分） 

9．请从下面三道小题中任选一题作答，请将你选择的小题号．．．．．．．．．填．在答题纸上的相应位置．．．．．．．．．．。（10分） 

（1）《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标题中“放号”的读音在一些读者那里产生了分

歧：是读“fànɡ háo”，还是读“fànɡ hào”？请谈谈你认为的最合理的读音是什么，并说明理由。要

求：结合诗意论析；150字左右。 

【原诗】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1919年 9、10月间作 

（2）请以“北京的冬天”为内容，写一段描绘性文字来呈现这个季节。要求：具有北京特点；150字左右。 

（3）请你为刚刚过去的 2019年总结一个“国家年度关键词”，并记述产生这个关键词的代表性事件。要求：

具有 2019年的特征或风貌；150字左右。 

第Ⅱ卷 

六、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题。 

答刘正夫书 

韩愈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 

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

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之名，名之所存，谤

之所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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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

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

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

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

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

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

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顾常以此为说耳。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又常从游于贤尊给事，既辱厚赐，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

如？愈白。 

10．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之名     接：接待，此处可理解为“笼络” 

B． 宜师．古圣贤人               师：以……为师  

C． 虽不为当时所怪．             怪：奇怪 

D． 忝．同道而先进者             忝：有愧于 

11．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来者则接之．                 今后进之．为文 

B．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之名     则共观而．言之        

C．为．文宜何师                 以古圣贤人为．法者 

D．然其．所珍爱者               然其．存于今者 

12．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 

   如果看见他来了，怎么可以不回应他的诚意呢？ 

B．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 

 名声存在的地方，就是诽谤指向的地方。 

C．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并不是一定要文章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且以那样的方式结束。 

D．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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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是出自这样做的人，而不是出自遵循寻常世俗之见的人。 

13．将下面句子译为现代汉语。（6分） 

①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 

②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 

14．请分条概括本文在学习“为文”问题上作者所持的观点。（4分） 

 

七、本大题共 3小题，共 10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7题。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
①
，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
②
，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注释】①深辙：大车所轧之痕迹，此代指贵者所乘之车。②周王传：指《穆天子传》，记录了有关周穆王

的传说。 

15．下列对诗中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孟夏”紧跟着暮春的时序，此时草木繁盛，枝叶纷披，将陶庐笼在一片绿阴之中。 

B．“既已”、“时还”等字眼表明耕种既毕，收获尚早，诗人可以偷闲读书，别有兴味。 

C．“微雨”、“好风”是细雨和风，润衣不湿，吹面不寒，增加了酌春酒摘田蔬的兴致。 

D．“泛览”、“流观”意为泛泛而读，诗人并不追求现实功利的目的，因而读得不在意。 

16．本诗中的“众鸟”，既可以看作是实写，也可以理解为有所象征。下列诗句中写“鸟”也属于这种情况的一

项是（3分） 

A．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B．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C．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D．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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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本诗末句“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请结合全诗概括作者感到读书之乐．．．．的原因。（4分） 

 

八、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1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8～21题。 

我的早年教育 

富兰克林 

⑴我自幼即好读，手中偶有点钱便都用来购书。我的第一部书便是班扬的《天路历程》。后来我又将这书卖

掉购买了布尔顿的《历史丛书》，书为坊间廉价小本，不下四五十册。正值我求知欲如饥似渴之年，却苦于无适

当的书可读，我父亲的少量藏书多属于宗教论战性质，而我此时已决定将来不作牧师，是以藏书大多只是稍加涉

猎。父亲书中我最耽读不倦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惟有在这部书上的时光最不虚抛。 

⑵这种浓厚的书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进入印刷业，尽管此时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这行业。我对印

刷业的爱好远较父亲强烈，惟下海当水手的念头仍未完全忘怀。考虑此事后果堪忧，父亲遂不再耽搁，立即催我

去詹姆斯处作学徒。不久我对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练。这时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书。利用与书肆学徒相识关系，

我有时竟能从那里借上一册小书，但每次必速看速还，不敢污损。有时一本书晚间借回，次日天明即须归还，这

时我便一卷在手，连宵赶读，以防到时还不回去，叫人来催。 

⑶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的各类书籍收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

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倒也有

些好处，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

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就擒事。两诗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

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

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的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

至可说是我日后的重要立身之阶。 

⑷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

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此书文字极佳，因而有意模拟它。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

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

标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

误，加以改正。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字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果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

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需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

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

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需要足句完篇时，再对

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

纰漏，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

来或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  

⑸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末载有苏格

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

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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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

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

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

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

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妨认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

我不错的话，某事可能如此”。这个习惯，我认为，每当我从事某种措施的推行，需要发表见解和说服人们的时

候，往往给我带来极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谈的目的无非为了提供情况、了解情况、使人心悦与使人乐从，因此

我深愿一切好心聪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观自是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应有作为。因为那种态度势必要引起反感，

招怨树敌，甚至使我们处处遭到失败，这时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语言才能，也必无济于事。若你的目的在于提供情

况，发表意见，过分自信与专断的态度每每容易产生龃龉，使人不能耐心聆听。若你的目的在于从他人获取情况

和增长知识，但同时对你目前的看法却又表现得十分拘执，厌恶争辩的谦虚人们必将望望然而去之，听任你错误

如故。因此，以这种态度出之，既不能为你赢得听话人的好感，也不能获得你所争取者的乐从。 

18．下列对文本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有误的两项．．．．．是(4分） 

A．父亲见富兰克林从小嗜书，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便安排他向他的哥哥詹姆斯学习技能，从事印刷这

个行当。 

B．作者模拟并改写《旁观者》，因为比原作更胜一筹，也因为一直以来的愿望，作者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

不错的英文作家。 

C．作者饱读诗书后，对诗兴趣浓厚，也善于散文写作，这些优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日后成功的重要

手段。 

D．作者学习写诗，根据刚发生不久的事而写的时事诗《灯塔悲剧》记录了船长海上遇难的事，销路极佳，因

而大受鼓舞。 

E．父亲对作者的诗作大加嘲笑，认为作者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的诗人，因此作者断绝了作诗的念头。 

19．结合全文，说说富兰克林早年所受教育中，有哪些东西对他后天成功有所帮助。（6分） 

20．作者写自己读苏格拉底辩论法的用意是什么？谈谈你的理解。（5分） 

21．富兰克林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对周围世界强烈的认识愿望、对现实的感悟都促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阅读者。

请结合文本，联系生活，谈谈你对“真正的阅读者”的看法。（6分） 

 

第Ⅲ卷 

九、本大题共 1小题，共 50分。 

22．作文（50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请将你选择的小题号填在答题纸上的相应位置．．．．．．．．．．．．．．．．．．．．），按要求作答。将文章标题抄

在答题卡上。 

（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有益于育德、励志、静心、启智。读书可以自寻其趣，陶冶性情，如陶

渊明一般在书海中获得快乐与满足；读书也可以开阔视野、深化思维，如韩愈那样“能自树立”，使其文“存于

今”；读书还可以认清自我，找到方向，如富兰克林那样助力自己的人生事业…… 

在你的阅读经历中，读书又是如何影响与改变你的，请以“读书使我         ”为题，写一篇文章，文体自

选（诗歌除外），不少于 700字。 

（二）请从下面 5个词语中任选两到三个，将它们串联起来，自拟标题，写一篇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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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青春  ②劳动  ③诗歌  ④风景  ⑤家乡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运用记叙、描写和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不少于 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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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西城高一（上）期末语文 

参考答案 

一、（每题 3分，共 12分） 

1.C  2.D  3.B  4.B 

二、（共 8分，每空 1分） 

5. ①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②渺沧海之一粟  羡长江之无穷  ③一时多少豪杰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④世间

行乐亦如此  古来万事东流水  ⑤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或：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评分参考：句中多字、

缺字、有错别字，该空不得分。若 5道小题 10个句子都作答，以前 8句为准；答案若涉及版本用字的不同，

可酌情赋分。] 

三、（共 10分，每空 1分） 

6.（示例）①土头土脑  ②种地  ③拖泥带水  ④缩小（一些）范围  ⑤农业区  ⑥向土里去讨生活  ⑦最适宜

于放牧  ⑧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或：利用这片地的其他方法）  ⑨天气如何  ⑩土的束缚  [评分参考：

不要求所填词句与原作完全一致，只要符合文段旨意与上下文语境要求，意思对、合逻辑、表达通畅即可赋

分。] 

四、（10分） 

7. C、E[评分参考：本题 4分，每项 2分。] 

8.（示例）①她只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②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

事无法代替。③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她情愿自己去死。④她盼望着自己的儿子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路。⑤通往

幸福的路，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⑥儿子太年轻，只沉浸在自己不幸中，不能理解母亲的痛苦与

忧虑。[评分参考：本题 6分，答对一点给 1分，两点给 3分，三点给 4分，四点给 6 分。答对四点即可给满

分。]  

五、（共 10分） 

9. ⑴（示例略）[评分参考：本题 10分，以 5分为基准上下浮动。有观点或结论（即表态），能结合诗句分析，

分析能基本支持观点，即给 5分（不能结合诗句或分析不能支持观点，则在 5分以下）；理由充分，分析深

入，则可给到 8分；在 8分基础之上，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可给到 10分。] 

⑵（示例略）[评分参考：本题 10分，以 5分为基准上下浮动。有北京特点，有冬天特征，有描写文字，即给

5 分（北京、冬天、描写，三点不能都具备则在 5分以下）；地域特征明显，描写细腻，则可给到 8分；在 8

分基础之上，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可给到 10分。] 

⑶（示例略）[评分参考：本题 10分，以 5分为基准上下浮动。有关键词，有 2019国家面貌，有叙写之事，

即给 5分（关键词、国家、记述，三点不能都具备则在 5分以下）；关键词有分量、能反映国家面貌，记叙清

楚，则可给到 8分；在 8分基础之上，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可给到 10分。] 

六、（共 19分）   

10.（3 分）C 

11.（3 分）D 

12.（3 分）C 

13.（6 分）（示例）①古代圣贤所写的书完全保存了下来,文辞各不相同,应当效法谁呢? [评分参考：本句 3分，

“具存”1 分，“辞皆不同”，1分，“宜何师”1分。]②至于圣君治国之道,不用文士也就罢了,若重用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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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会看中那些有才能的人。[评分参考：本句 3分，“圣人之道”1分，“不用文”1分，“尚其能”1

分。] 

14.（示例）本文中韩愈认为应以古代圣贤为师（1分），且重在学习圣贤的思想而非言辞（1分）；为文不要太

关注难易（1 分），贵在“能自树立”（或：不因循守旧，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分）。[评分参考：本题 4

分，每个要点 1分。] 

（参考译文） 

韩愈复信进士刘君足下： 

蒙你惠书求教,显示出我（在学问上）所不及之处，既多承赐与，且惭愧我确实如此。这真是非常幸运的事

啊!凡是要举进士科的人,无论哪个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家,哪家不可以去拜访?前辈进士对于后辈(的求教),如果看见

他来了,怎么可以不回应他的诚意呢?有人来访,就应该热情接待,全城的士大夫没有谁不是这样做的。遗憾的是,惟

独我韩愈落了一个喜好笼络后进的骂名。我知道,好名声存在的地方,就是诽谤指向的地方。 

既有来问的,我就不敢不真诚地回答。有人问道：“做文章应该效法谁？”我一定会郑重地回答道:“应该效

法古代圣贤之人。”再问道:“古代圣贤之人所写的书倒是完全保存了下来,可文辞各不相同,该效法谁的呢?”我

会郑重地回答道:“应该效法他们的思想用意,而不是效法他们的文辞。”又问道：“文章应该写得简易还是繁

难?”我一定会郑重地说:“不必刻意写的艰涩或简单，只要文章合理、合适就可以了。”如此罢了,绝不是极端地

提倡文章一定要这样写,坚决禁止文章那样写。 

早晚都能看到的各种东西,谁也不会去关注它,当看到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人们就会一起观赏谈论。文章难道

和这不同吗?汉朝人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但也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文章做得最杰出,那么可以说,下

的功夫深的,名声就传得远。如果都顺从世俗随波逐流,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见解,即使不被当代的人责怪,也一定不

会流传到后世。您家中的各种物品,都是日常离不了要使用的，但其中那些你所珍爱的,肯定不是寻常的东西。那

么君子做文章的道理,难道和这有什么不同吗?现在的那些要写文章的晩辈后生们,能够深入探求努力获取,以古代

圣贤之人的做法为法则,虽然说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得合格,但如真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那样的人才出

现, 必定是出自这样做的人，而不是出自遵循寻常世俗之见的人。至于圣君治国之道,不用文士也就罢了,要是重

用文士,一定会看中那些有真正才能的人,这种才能不是别的,就是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不因袭遵循世俗之见

的人啊。自从出现文字以来，谁不写文章呢?但其中那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一定是能够这样做的啊。如此而已，

我经常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 

我对足下来说，是愧为同道而先进的人,又经常与令尊给事中大人往来学习。既然承蒙足下如此深厚的礼遇,

又怎能不把我所能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作为我对你的答复呢?你觉得我的说法怎么样?韩愈禀 

七、（共 10分）  

15.（3 分）D 

16.（3 分）A 

17.（4 分）（示例）①读书环境美妙。坐在夏日绿荫中的庐室里，听小鸟欢唱。②有时间读书。耕种已毕，正值

农闲，且和世人很少来往。③读书有物质基础。耕务完成，家中还有春酒和新鲜菜蔬。④读书时景色优美。有

微雨和好风可赏。⑤读书的方式轻松愉悦。因求知怡情而“泛览”“流观”。⑥读书的效果好。诗人顷刻之间

随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评分参考：本题 4分，答出 1点给 1分，答出 2点给 2分，答出 3点给 4

分。（答出任意 3点即得满分）。答案不能脱离“读书”谈快乐，且要有概括，只翻译诗句不能得分。作答只

要能从作品中找到依据且能言之成理即可。] 

八、（共 21分） 

18.（4 分，每项 2分）B、E 

19. （示例）①浓厚的阅读兴趣；②深入研究的学习过程；③学以致用的主动实践；④家人的支持；⑤谦逊的表

达习惯 [评分参考：本题 6分，每个要点 2分，答出三点即可得满分。意思对即可。] 

20. （示例）①作者学到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每辩必胜（1 分）；②充分运用这种方法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建议

（1 分），将谦逊的习惯保留下来，为日后各项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 分）。③深化主旨（1 分），点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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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人生的影响（1分）。[评分参考：本题 5分，第①个要点 1分，第②③个要点各 2分。] 

21.（示例略）[评分参考：本题 6 分。“看法”，2分；结合文本，2分；联系生活，2分。] 

九、（共 50分） 

22. （50分）              作文评分参考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50—42

分） 

紧扣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分为基准分。符合一类卷的基

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文章可

得 48分以上。 

 

二类卷 

（41—33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分为基准分。符合二类卷的基

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

文章可得 39分以上。 

 

三类卷 

（32—25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分为基准分。符合三类文的基

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文章

可得 31分以上。 

 

四类卷 

（24—0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分为基准分浮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