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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通州高一（上）期末 

语    文 
2024年 1月 

本试卷共 8页，150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

无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

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 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

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

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

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

“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

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

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去辨别的“我呀”

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

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

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

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

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讲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

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

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圆局[1]中去看，所

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圆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

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

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

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

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

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

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注释：【1】圆局：周围环境。 

1．根据阅读材料，下面对“面对面的社群”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面对面的社群”出现在熟人社会里。在这种社群里，互相合作的人是天天见面的。 

B．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人与人可以不必见面，通过说话人的声音就可判断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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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个人即使离开家乡很长时间，一旦回乡，也能立刻融入家乡的“面对面的社群”。 

D．作者认为在乡土社会的“面对面的社群”里，文字远远不如语言传情达意充分。 

2．根据阅读材料，下列对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用处”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文字能打破人们面对面交流的限制，使人们通过书写能够更灵活地沟通。 

B．文字是结绳记事的更高需求，突破了人与人在空间和时间上交流的障碍。 

C．创造了约定俗成的有意义的记号，使不同部落能够迅速有效地传递信息。 

D．随时记录面对面交流时的内容，以便减少表达中可能发生的误解和走样。 

3．阅读文本材料，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作者用《项脊轩志》说明在“面对面的社群”中声音、足音等直接信息辨识度高。 

B．材料中“广西瑶山部落”的例子是要说明由于文字落后，会造成意料不到的危害。 

C．作者认为文字的传情达意，会受到时间、地点、环境、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D．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语言交流可以不遵循文法，借助表情、动作也能达到表达效果。 

4．根据阅读材料推断，下列说明“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的现象，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在传统的乡村庙会中，村民们通过口口相传和直接的面对面交流来组织各种庆典。 

B．乡村婚礼通常以庄重而传统的方式进行，参与者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协商和筹备。 

C．乡村里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通常由手艺人实际示范和口头面授的方式传递。 

D．在乡土社会中，一些家族会编制族谱和家谱，用以追溯家族的历史，并传承后人。 

5．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文字在乡下不是必需的。请根据阅读材料内容，概括他提出这一观点的依

据。（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

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

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

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

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

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

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

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

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取材于苏轼的《赤壁赋》）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举酒属．客      属：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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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纵一苇之所如．     如：往 

C．山川相缪．      缪：围绕 

D．横槊．赋诗      槊：长矛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 

扣舷而．歌之                                  其声呜呜然． 

A．                                              B． 

正襟危坐而．问客曰                       何为其然．也 

固一世之．雄也                               而又何羡乎． 

C．                                                D．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相与枕藉乎．舟中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多么悠远啊我的情怀，眺望着美人啊，她却在天的另一方 

B．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 

正当他攻破荆州，顺着长江而下，到了江陵 

C．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知道这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只能把箫声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中 

D．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月亮）像那样时圆时缺，却终究没有增减的变化 

9．用斜线（/）给选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5 分）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10．阅读选文的第三段，用文中语句，将下面一段分析文字补充完整。（4 分） 

“客”由眼前所见联想到历史英雄，他们尚且如此渺小，何况“   ①   ，   ②   ”的常人。进而，“客”以

“   ③   ，   ④   ”形象地表达出生命短促、个人渺小的感慨。 

11．阅读下面三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 6 分） 

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②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③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1）解释材料中加点词“鲜”“戚”的意思。（2 分） 

（2）简要说明这三则材料反映了孔子怎样的思想。（4 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送元二适江左
【1】 

杜甫 

乱后今相见，秋深复远行。 

风尘为客日，江海送君情。 

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
【2】 

经过自爱惜，取次
【3】莫论兵。 

注释：【1】此诗作于 763 年。杜甫于 760 年在成都营建草堂。其后，成都发生兵乱，杜甫流亡至梓州。在

梓州送别元二（排行第二）。“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的地区。【2】丹阳尹：晋室偏安江左后建都的地

方。白帝城：东汉公孙述割据称帝的地方。这里暗喻“藩镇所在地”。【3】取次：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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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以下对诗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首联中的“今”“复”二字，表明诗人和元二在战乱后才相见未久，又要离别。 

B．颔联中的“客”与“万里悲秋常作客”中的“客”都有“寄居异乡”的意思。 

C．颈联中“丹阳尹”“白帝城”两地是指元二要经过的地方，引出后面的两句诗。 

D．最后两句以警告收结，提醒元二，路途中不要因爱惜财物而与士兵发生争论。 

13．以下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诗中“乱后”二字，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背景，“秋深”点明了离别的凄凉环境。 

B．诗人以“风尘”喻友人即将面临的困苦旅程，以“江海”形容自己对友人的深挚之情。 

C．诗人在颈联中化用典故，影射历史人物，不仅加深诗歌的内涵，也使诗歌具有历史感。 

D．诗歌前四句侧重写诗人离乱之际的送别伤情，后四句从友人角度，写诗人的关切之情。 

14．阅读诗歌，结合具体诗句，对作品中的诗人形象加以阐释。（6 分） 

15．下列关于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的代表作品。文章多用比喻、排比，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君子善假于物

也”的道理。 

B．《登泰山记》是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的游记散文。作者登上泰山，用“半山居雾若带然”烘托出泰山的

高峻。 

C．《拿来主义》是鲁迅的著名杂文。文章中提出的“占有、挑选”的“拿来主义”，放在今天，依然有借

鉴价值。 

D．朱自清，现代散文家。其代表作《荷塘月色》用清丽典雅的语言，描绘出月下荷塘的朦胧幽静之美，

充满诗意。 

16．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1）荀子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品行是通过后天不断学习获得的。“金”要锋利，需“就砺”；人要成为

“   ①   ”的君子，就要“   ②   ”。 

（2）韩愈在《师说》中阐明了“择师”学习的态度和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

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   ③   ，   ④   。” 

（3）李清照的词作《声声慢》手法独到，起句“   ⑤   ，   ⑥   ，凄凄惨惨戚戚”，运用十四个叠字，层层

渲染了词人孤寂凄清的心绪。 

（4）李煜《虞美人》中“   ⑦   ，   ⑧   ”两句词，以水为喻，形象地表现了愁绪的连绵悠长。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7-20 题。 

我与地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

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

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

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

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

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

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

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

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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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天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

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

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

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

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权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

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

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

了；树干上留着一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

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

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

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平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

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

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

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交给他的一

个事实；上天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

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

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

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

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

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

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

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

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

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

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

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

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

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取材于史铁生的同名散文） 

17．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注音和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坍圮．．了一段段高墙       坍圮（tān pǐ）：倒塌 

B．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   亘古（gēn gǔ）：远古 

C．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     肆意（sì yì）：由着自己的性子 

D．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熨帖（yù tiē）：舒服 

18．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作者通过写“我”与地坛的相遇、相守，呈现了一个绝望的人寻找希望，最后向死而生的心路历程。 

B．文章第五段，作者描写了地坛中充满活力的昆虫，以它们的生命状态来安慰、启发病痛中的自己。 

C．作者用所见的地坛之景、地坛之物告诉人们：苦难与幸运、残疾与健全是相依相存，应坦然相对。 

D．《我与地坛》作为哲理散文，作者采用问答形式，将深沉的追问融入到叙事、写景中，语言清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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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上下文，谈谈你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6 分） 

（1）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2）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20．史铁生在文章第七段中用了一组意象群讲述了地坛里景物的“变”与“不变”。这些“变”与“不

变”给了作者怎样的启示？请结合具体语句加以阐述。（7 分） 

五、本大题共 3小题，共 66分。 

21．语言基础应用（6 分） 

（1）阅读短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①根据．．气象台预报，北京 13 日至 16 日将迎来强降雪和寒潮天气，本轮降雪较周一的降雪更加明显，

②具有持续时间长、累积降雪量大，累积降雪量将达到大雪及以上。③其间．．气温持续走低，最高气温处于

0℃冰点以下。④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关注低温对人体健康、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减少室外活动，

注意安全。 

A．①句中的“根据”一词不能去掉。 

B．②句中在“降雪量大”后面需加“的特点”。 

C．③句中的“其间”应该改为“期间”。 

D．④句中的“公众”可以换为“市民”。 

（2）根据语境，将下列 5 个句子，填在下面横线上，顺序恰当的一组是（3 分） 

作家李健吾在散文《雨中登泰山》中写到：“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级，______，才不过走完慢十八

盘。”表达了雨中登山时的感受。 

①是乐趣也是苦趣 ②一级又一级 ③迈前脚 ④拖后腿 ⑤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 

A．③④②⑤①  B．⑤②④③①  C．②①⑤③④  D．①③④②⑤ 

22．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 

（1）本学期的学习即将结束，请用一段话把所学教材中你认为最值得读的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推荐给其他

人。要求：要突出该诗或文章的主题和阅读价值。语言简明，条理清晰。 

（2）今年北京的第一场冬雪，一位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商量后“借”了一节课带学生们到操场上打雪仗。

请对这位老师“借课”的做法，谈谈你的看法。要求：观点鲜明，语言简明，条理清晰。 

（3）请以“温暖”为题目，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 

23．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1）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批判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他指出

不深入群众，写出来的文章没有人喜欢看；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

的成分，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观点不仅在语言学习和写作方面有指导

意义，在社会其他方面也具有现实意义。 

请选择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角度或观点，以“我谈‘学习之道’”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

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到：“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

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在你的生活经历

中也会有许多这样的经验和体会。 

请以“______的味道”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

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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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1．（3 分）C 

2．（3 分）C 

3．（3 分）B 

4．（3 分）D 

5．（6 分）答案要点： 

①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人们的交流往往是面对面地进行。 

②乡土社会里，人们的声音、足音，甚至气味等直接信息的辨识度高。熟悉的人们通过声音、足音等也能

进行交流。 

③文字是不太完善的交流工具，不如语言传情达意充分。乡土社会选择语言而不选择文字交流是自然的。 

【评分说明：6 分。每个要点 2 分，意思对即可给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分。 

6．（3 分）A（属：劝请） 

7．（3 分）C（C 项两句中的“之”均为助词，“的”。A 项第一句中的“而”为连词，表修饰关系，“地”；

第二句中的“而”为连词，表顺承关系，相当于“然后”。B 项第一句中的“然”为助词，表示状态；第二

句中的“然”为指示代词，“这样”。D 项第一句中的“乎”为语气词，相当于“呢”；第二句中的“乎”为

介词，相当于“于”。） 

8．（3 分）B（当时他夺取荆州，攻占江陵，顺着长江东下的时候） 

9．（5 分）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评分说明：5 分。按“评标说明”给分】 

10．（4 分）①渔樵于江渚之上②侣鱼虾而友麋鹿（或：①驾一叶之扁舟②举匏樽以相属） 

③寄蜉蝣于天地④渺沧海之一粟 

【评分说明：4 分。每空 1 分】 

11．（6 分） 

（1）（2 分）鲜：少；戚：悲伤 

【评分说明：2 分。每个词的解释 1 分】 

（2）（4 分）孔子认为仁主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外在表现是末节。（或“花言巧语、仪容伪善都是为了取

悦于他人而做的行为，所以几乎无仁德可言”。）仁是礼乐制度的根本。礼的内在实质比它的形式更重要。 

【评分说明：4 分。按“评标说明”给分】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3分。 

12．（3 分）D 

13．（3 分）C 

14．（6 分）从“乱后今相见，秋深复远行，风尘为客日，江海送君情”诗歌前四句，我们看到战乱中流离

失所、客居他乡的孤独诗人。虽然自己的处境危难，但面对朋友，诗人却表现出满腔的真挚和关爱之情。

诗人用“晋室丹阳尹，公孙白帝城”历史典故，写出国势衰败，藩镇割据，战乱不停的社会现实，也暗指

友人旅途的艰险，引出对友人的关心和嘱咐。读者从中看到一位面对国家战乱，自己身处困境，但仍能忧

国忧民的诗人形象。 

【评分说明：6 分。按“评标说明”给分】 

15．（3 分）A 

16．（8 分）（1）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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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4）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评分说明：8 分。每空 1 分。写对一句给 1 分，每句中只要有一处错误，该句便不给分】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9分。 

17．（3 分）B 

18．（3 分）D 

19．（6 分） 

（1）（3 分）在作者的心目中，古园（地坛）和他是息息相通的，古园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理解他的情

感，并给他以生命的启示。可以说他残疾以后再来到这里，古园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2）（3 分）“荒芜”是历史的见证，“并不衰败”则是作者眼中现在的真实。不衰败的现实使他感受到生

命的涌动，促使他思考死与生的问题，促使他与命运抗争。 

【评分说明：共 6 分。每小题 3 分，按“评标说明”给分，意思对即可给分】 

20．（7 分）答案示例： 

作者在十五年中看到这座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的人肆意雕琢”，但祭坛石门中每日的落日却把地上的

每一个坎坷都照得灿烂；虽然地坛已荒芜，但雨燕却能依旧高歌；在寂静的冬天，却依旧有雪地上孩子的

脚印；不管你忧郁还是欣喜，地坛里苍黑的古柏一直镇静地站在那里。（3 分）这些变与不变的事物体现出

一种接续轮转、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作者从中看到了生命的必然和永恒。（2 分）古园历久而弥坚的活力

激励作者勇敢面对人生的不幸，积极坦荡地生活下来。（2 分） 

【评分说明：7 分。按“评标说明”给分，意思对即可给分】 

五、本大题共 3小题，共 66分。 

21．（6 分） 

（1）（3 分）A 

（2）（3 分）C 

22．（10 分）微写作：略 

23．（50 分）作文： 

作文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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