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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 2015～2016学年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语文练习及答案

2016.1 

一、文化积累（10分） 

1.在下面语段的横线处填写诗文原句。（8分）

古人常常借助对景物、事物的描绘，表达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感悟和思考。暮春时

节，王羲之与朋友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 ① ，映带左右”的兰亭

集会， “ ② ，俯察品类之盛”，由此引发了他对“生与死”的思考。而陶渊明

则通过对“榆柳荫后檐， ③ 。暧暧远人村， ④ ”的乡村生活的描写，

表达了对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苏轼被贬黄州，月夜泛舟赤壁之下，面对“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  ⑤    ，水光接天”的自然之景，产生了“寄蜉蝣于天

地，  ⑥    。 ⑦ ，羡长江之无穷”的慨叹。王安石在辞官还乡的途中游

览褒禅山后，更是得出“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⑧ ，可以

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的人生思考。 

2.下列选项中，《三国演义》有关内容与主要人物的对应，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辕门射戟——吕布 B.千里走单骑——关羽

C.火烧连营——陆逊 D.挥泪斩马谡——刘备

二、古诗文阅读（3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3-10题。 

（一）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

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

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

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

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

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

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

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二） 

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

‘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

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

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

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7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6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6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47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007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6694/63107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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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

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

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

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

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

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

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

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三） 

高祖还归①，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

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

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

复②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

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

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

“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③为其以雍齿④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

沛。 

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注释】①刘邦平定英布叛乱，返回时经过沛县。英布，秦末汉初名将。先为项羽帐下五大将之一，后叛

楚归汉，汉朝建立后封淮南王，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前 196年起兵反汉，因谋反罪被杀。 

②复，免除（兵役或徭役、赋税）③特：只是。④雍齿，人名。

3.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许多历史典故都与他有关，请你依据材料，写出两个与刘

邦有关的成语。（2分） 

4.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 分）  

Ａ.始怀王遣我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孔雀

东南飞》） 

Ｂ.欲止宫休舍           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游褒禅山记》） 

Ｃ.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      既东封郑（《烛之武退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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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   给贡职如郡县（《荆轲刺秦王》） 

5.下列语句中，加点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Ａ.固不如也  沛父兄固请留高祖 

Ｂ.系颈以组  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Ｃ.乃以秦王属吏   高祖乃起舞 

Ｄ.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令儿皆和习之 

6.“为”甲骨文写作“ ”，本义为役象以助劳，用法复杂。请准确理解下列语句中加点

“为”的意义和用法，并按要求在横线处填写恰当内容（只填序号）。（4分） 

“为”作动词，读作“wéi”，翻译成“做、作”，如 、 、 ；

翻译成“作为”，如  。“为”作介词，读作“wèi”。译作“因为”，如 ；译作

“替”，如  、  ；表被动，如  。 

①为父老除害 ②唯恐沛公不为秦

王 

③君为我呼入 ④不者，若属皆且为

所虏！ 

⑤军中无以为乐 ⑥高祖击筑，自为歌诗

曰 

⑦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⑧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①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翻

译： 

②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

翻

译： 

8.《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司马迁通过形象的描摹，塑造了刘邦这一丰满的

人物形象，表现了他   、   、   、   （横线上只能填写四字词语）等复杂

的人物特征。（4 分） 

9. 刘邦以布衣之身取得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历代学者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你认为刘邦

取得天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上述文本（至少两个文本）中的具体内容，谈谈你的

认识。（不少于 150字）（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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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中“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大风歌》

表现了刘邦怎样的矛盾心理？请结合刘邦的生平和经历，具体分析。（6分） 

三、论述类文本阅读（20 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1-16题。 

小说家俗世里的精神坚守 

麦家 

①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确实，

小说是通过描写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

复杂的精神世界。这注定小说家要具备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葆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

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 

②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

景，习俗，人情冷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

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

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有滋有

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生

活的“芯”。壳是外生活，芯是内生活。有壳无芯，是蜡像，不是活人；有芯无壳，是哲学，

不是文学。 

③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

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

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生活固然有颓败、黑暗的一

面，但小说家不能直接展示这些，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象和败象，其背后有复

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小说终归不能满足于表达外生活，而是要深入内生活，要追问，

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要敞开人灵魂的纵深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

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 

④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

活的敏感、深入、认知，不抗拒生活对他们的呼唤，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但另一方面，

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

持应有的警惕和立场。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作为人的良知，作为世道人

心的捍卫和坚守，作为作家的尊严和责任，作家的心中必须有一方净土。无论生活如何喧嚣，

无论作品写得如何花红柳绿，他都要努力守护好这块净土。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文

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

西。”他说出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探索人精神匮乏背后的真相、

悲哀之中的仁慈、乱象之中的坚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温暖的心，从而让我们活得

更沉着，更勇敢。 

⑤毋庸质疑，时代变了。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

坚持，有所捍卫。文学【甲】，相反，它【乙】，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

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

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

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

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 

（有删节） 

11.文中加点字的注音及书写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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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像模（mó）像样 沉溺 B.折(shé)

腰 乱象 

C.校（jiào）正 气喘吁吁 D.喧嚣（xiāo） 毋庸

质疑 

12. 请将下面两个语句分别填入【甲】【乙】两处。【甲】处应填 ，【乙】处应

填    。（2分） 

A.应是欲望的制动器 B.不是欲望的加油站 

13. 结合上下文，说一说你对画线句子的理解。（4 分）

①要造好日常生活的

“壳”： 

②炼制好生活的

“芯”：  

14.第④段中，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认为文学应                 。

而我认为，文学更重要的是                  。（每空限 15 个字）

（4分） 

15.作者认为，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去

编制生活，下列说法中，与作者观点不相符的一项是（3分） 

A.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

改造。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 

B.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中跑出来大叫：‘狼来啦’，而背后果然跑出一只大灰狼——

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弗拉基米尔·纳

博科夫) 

Ｃ我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的人们的特

点。那么，这才是典型的东西。(托尔斯泰) 

Ｄ. 既然我在生活，思索，奋斗，受苦，那么这一切就会在我写的东西里反映出来。我为

您把生活艺术地写出来，您就会在那里面看见您早先没看见过、没留意到的东西：生活的反

常，生活的矛盾……。（契诃夫） 

16.结合文本内容，并以你所熟悉的一篇小说为例（例如《变色龙》《范进中举》《故乡》……）

谈谈你对“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的理解。（5分） 

四、文学作品阅读（20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7-21题。 

且认他乡作故乡 

彭程 

那一年我去阳朔旅游，走累了，便踅摸进老城西街的一家酒吧歇脚。柜台后站着的是一

位三十开外的金发男人，用汉语大声招呼着客人，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简单交谈几句，

得知他是法国人，故乡在巴黎附近，五年前来中国旅游，喜欢上这儿了，留了下来，并娶了

当地的一位姑娘，儿子如今两岁了。免不了有好奇者问东问西，洋女婿开朗俏皮，绕口令般

地回答：我喜欢，我习惯，这儿就是我的家！ 

  塞纳河畔长大的老外，自己肯定也不会想到，遥远的中国西南地区一条叫作漓江的河流

边的一座小城，成了他的归宿。当时，大学者陈寅恪的一句诗，蓦然跳入我的脑海：且认他

乡作故乡。但陈诗写于抗战末期避难西南之时，虽然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但山河破碎，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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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阻隔重重，只好将此地当作故乡，字句间是聊以自慰的无奈，而面前这位外国年轻人的

选择，则分明是主动而愉快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连接了他的生命的深刻记忆，对其产生依恋

再自然不过。“【甲】”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情感丰富的人类。柳宗元被贬柳州，思念长安，

下笔何其郁结：“【乙】”乡愁会贯穿终生，因此倘若叶落不能归根，那样的哀伤当会浃髓

沦肌。于右任临终前的绝笔《国殇》，写出了那种锥心之痛：“【丙】”怀乡病发作起来，

不分畛域。 

  故土之感最为丰沛酣畅的时候，当属已然消逝的农业时代。生活封闭自足，人们安土重

迁，悲喜歌哭、生老病死于同一个地方，是人生的普遍样式。除了科举及第等极少数情形外，

背井离乡多与战乱、动荡、灾祸等种种不祥之事相连。这种背景下酿造出的故乡情感，既是

审美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被赋予了某种伦理的意义。 

  不过这里我想说的，却是另外一点。 

  也许由于乡情乡思太过普遍而达到了覆盖性的程度，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或者是

有意地避而不谈——实际上，也有不少人，是从生身的故乡之外的陌生地方，获得了灵魂的

慰藉。那里的风景、气候、饮食、习俗，那里的环境和氛围，种种能够说清和难以说清的东

西，黏合在一起，产生了特异的魅力，让他迷恋，产生一种置身故乡般的感觉。 

  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有深切的体验。读大学时，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从故乡华北平

原考入京城的我，却对从未到过的江南，怀着隐秘而(chì)    热的向往。我借助唐诗宋

词，上世纪初作家们的游记，以及当时并不多见的有关照片和画作，一遍遍地想象和勾勒我

心中的梦境：白墙黛瓦，春雨杏花，小桥下桨声欸乃，逼仄、幽深而弯曲的小巷中，青石砌

就的路面被脚步叩响。正值浪漫的年龄，梦境的最深处，每每会有一个袅娜而模糊的身影。

等到毕业数年后，终于有机会踏上苏州的地面，我感觉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稔。 

  若干年后，广袤的新疆，无论哪个方面都与江南构成鲜明对照的地方，成为我新的向往。

我怀着和当年一样的痴迷，在抵达之前热烈地渴望，在返回之后长久地回忆。一望无际灿烂

绽放的向日葵，雪峰下蜿蜒迤逦的云杉和塔松，梦幻般蔚蓝的湖水，果子的甘甜和烤肉的香

味，歌声和舞蹈，异族的面容和幽深眸子里的动人之美……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在我内心的画卷中，故乡的地盘也在渐渐地扩展。在家乡碧绿

茂密的青纱帐之外，我添加上了巴蜀的山川和雾岚，八闽的荔枝树和甘蔗林，彩云之南的阳

光和鲜花等等……我觉得，在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长住直至终老，都会是无悔的选择。 

  生身之地的故乡，在这个过程中，从中间位置渐渐地挪移开来。对它依然怀着深情，但

不再是唯一。常见有人把某地称为“第二故乡”，恋念之情(yì)    于言表。这让我越

来越意识到，所谓故乡，实质上不过是感情深度投注之地。和一个地方朝夕与共，耳鬓厮磨，

自然会产生感情，未必拘囿于出生之地。过去一个人很难去到家乡之外的地方，因此对故土

的萦系中，多少会有些被动的成分。今天，技术的便利、生活的流动性，让人们行走的半径

大幅度增加，倘若某一处地方让我们喜爱，乐意生活于斯，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 

  “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用作小说书名的话，曾经广为流传。它说出了

人们向往陌生地方的一种隐秘的动机，这是一种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天性。于是，“且认他乡

作故乡”，也便有了切实的心理依据。这不好说是移情别恋，因为通常并不会取代对家乡的

情感，毋宁说是乡情的扩大更贴近一些。 

  这种意义上的故乡的疆域，是随着一个人经历、眼界、胸怀的扩大，随着他对人性的理

解、对文化的包容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而渐渐拓展的。这种家园之感有时甚至会跨越国界。

十九世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游历了俄罗斯之后，为粗犷辽阔的大自然所震（hà

n）    ，写下这样的话：“……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更大。我迄今所见

只不过是土地、河流和世界的图象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本身。我觉得我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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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了创造”。与托尔斯泰、列宾等文艺巨匠的会面，则让他受到精神文化上的深深吸引，

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 

  其实也不必远处取譬，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一位同学的父母，年逾古稀，推掉了儿子

带他们去美加旅游的安排，执意要趁着尚能走动，去一趟俄罗斯。他们的青春岁月，是听着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前苏联歌曲度过的，那片土地成为他们心中一个牢

固的情结，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意义。 

心灵所萦系的地方，无疑便是故乡了…… 

17. 根据拼音在文中的横线处正确规范地写出汉字。（3分）

①(chì) 热 ②(yì) 于言表 ③震（hà

n） 

18.根据你对文本的理解，将下列诗句分别填写在文中的【甲】【乙】【丙】处。（只填序

号）（3分） 

①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故乡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③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19.作者使用了多个具体事例来表达自己对“且认他乡作故乡”的理解和感悟，请结合文本，

说明下列两个事例在文中的作用。（4分） 

①“阳朔西街上的巴黎小

伙”： 

②“同学的父

母”： 

20.文中画线句是作者对“梦中江南”和“新疆”的描述，作者这样详细描述的目的是什么？

（4 分） 

21. “且认他乡作故乡”是一种对“故乡”的独特认识，结合文章，说说这种认识产生的

原因有哪些？（6 分） 

五、写作（40分） 

22.阅读了《且认他乡作故乡》这篇文章，你是否对“故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呢？请你以

《我的故乡》为题，写一篇 700-1000字的记叙文。(将作文写在答题卡上) 

答案 

丰台区 2015～2016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练习 

高一语文参考答

案 2016.1 

一、文化积累（10分） 

1．①清流激湍  ②仰观宇宙之大 ③桃李罗堂

前 ④依依墟里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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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白露横江 ⑥渺沧海之一粟 ⑦哀吾生之须臾 ⑧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8分。一空 1分。错字、漏字、别字不给分。） 

2．D（2分） 

二、文言文阅读（30分） 

3．约法三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秋毫无犯 

（2分，答出任意两个即可） 

4．D（2分） 

5. C（2分）

6. 动词：“做、作”②⑥⑧ “作为”⑤ 

介词：“因为”⑦  “替”①③   “被动”④ 

（4分，两空 1分） 

7．①于是派人和秦朝的官吏一起到各县镇乡村去巡视，告诉老百姓让他们明白情况。 

②您估计您的军队能够抵挡得住项王吗？

（4分，一句 2分） 

8．示例：深谋远虑 善纳人言 随机应变 能屈能伸 

（4分，一空 1分） 

9．示例：刘邦取得天下最重要的原因是取得了民心。刘邦率军进入咸阳，能够听取建议，

封存秦朝府库，并与百姓约法三章，声明要废除秦朝苛政，为父老除害；在“秦人大喜”争

献“酒食”时，又予以谢绝，从而赢得了关中人民的拥戴。又如刘邦平定叛乱后还乡，不

仅给沛县百姓免除赋税，还能不计前嫌，免除丰县百姓赋税，赢得家乡父老的拥护。

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能体恤百姓是刘邦赢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6分。认识，1分；联系文本分析，4分；语言，1分） 

10．这首诗写出刘邦得天下后得意喜悦，又难掩焦灼恐惧的矛盾心理。秦末天下大乱，群雄

逐鹿，布衣出身的刘邦却凭借自己的才智，赢得最终胜利。威震天下的刘邦衣锦还乡，“威

加海内兮归故乡”即形象地写出了刘邦意气风发、江山在握的得意之情。但英布等人的叛乱

让刘邦更深切地意识到巩固政权的重要，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最后一句

诗既是希冀又是疑问，透露出江山不稳时刘邦的焦灼与恐慌。 

（6分。矛盾心情，2分；结合生平经历分析，4分 ） 

三、论述类文本阅读（20 分） 

11. C（2分）

12. 【甲】B 【乙】A （2分）

13. ①作家生动、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场景和人类生活状态；②挖掘人物内心，展示人物

灵魂。 

（4分，每句 2分） 

14. 展现精神匮乏，揭示生活压力 探索表象后的复杂的精神冲突 

（4分，每空 2分） 

15. B（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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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示例：

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是指作家应时刻对庸俗的人性和颓败黑暗的生

活保持应有的警惕，承担应有的责任。小说《故乡》刻画了闰土这个人物，他在病态社会中

辛苦麻木地活着。多重压迫使他身心被摧残扭曲，由一个“小英雄”转变成“木偶人”。鲁

迅对他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深刻地思考并批判了造成悲剧的病态时代，体现了小说深刻的

批判性。 

（5分。“批判性的理解”，2分；举例分析，3分） 

四、文学作品阅读（20分） 

17.炽热、溢于言表、震撼（3 分） 

18. 【甲】 ③ 【乙】 ① 【丙】 ② （3分）

19. ①巴黎小伙称阳朔为自己的故乡，说明“异乡”的生活同样可以让人获得“故乡”般

的愉悦和心理慰藉；以此开篇，引出下文“且认他乡作故乡”的感慨。 

②同学的父母，年逾古稀，执意要去有着青春情结的俄罗斯。印证上一段“故乡会由对

理想生活的向往而拓展，这种家园之感有时甚至会跨越国界。”由此自然引出结尾“心灵所

萦系的地方，便是故乡”的感受。 

（4分。①、②各 2分。“内容理解”1分，“结构作用”1分 ） 

20. ①作者详细地描写两处风景，表达了作者对江南和新疆自然美景、风土人情的向往和

热爱。②作者描绘的这两处风景，风格迥异，形成对照，意在表达：陌生之地，如能获得灵

魂慰藉同样可以产生置身故乡般的感觉。 

（4分。两个要点，每个要点 2分 ） 

21.①在出生地之外、心灵萦系、能使人获得灵魂慰藉的地方，会让人产生置身故乡般的感

觉。②随着经历、眼界、胸怀的扩大，随着对人性、文化、生活的理解的加深，故乡的疆域

会逐渐拓展。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半径的扩大，“第二故乡”也会逐渐增多。 

（6分。三个要点，每个要点 2分 ） 

五、写作（40分） 

22.评分标准参考北京市会考作文评分标准。 

【文言文参考译文】 

（一） 

汉元年（前 206）十月，沛公的军队在各路诸侯中最先到达霸上。秦王子婴驾着白车白

马，用丝绳系着脖子，封好皇帝的御玺和符节，在枳道旁投降。有的将领说应该杀掉秦王。

沛公说：“当初怀王派我攻打关中，本来认为我能宽厚容人；再说人家已经投降了，又杀掉

人家，这么做不吉利。”于是把秦王交给主管官吏，就向西进入咸阳。沛公想留在秦宫中休

息，樊哙、张良劝阻，这才下令把秦宫中的贵重宝器财物和库府都封好，然后退回来驻扎在

霸上。沛公召来各县的父老和有才德有名望的人，对他们说：“父老们苦于秦朝的苛虐法令

已经很久了，批评朝政得失的要灭族，相聚谈话的要处以死刑，我和诸侯们约定，谁首先进

入关中就在这里做王，所以我应当在关中称王。现在我和父老们约定，法律只有三条：杀人

者处死刑，伤人者和抢劫者依法治罪。其余凡是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所有官吏和百姓都象

往常一样，安居乐业。总之，我到这里来，就是要为父老们除害，不会对你们有任何侵害，

请不要害怕！再说，我所以把军队撤回霸上，是想等着各路诸侯到来，共同制定一个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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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派人和秦朝的官吏一起到各县镇乡村去巡视。告诉老百姓让他们明白情况。秦地的百姓

都非常喜悦，争着送来牛羊酒食，慰劳士兵。沛公推让不肯接受，说：“仓库里的粮食不少，

并不缺乏，不想让大家破费。”人们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在关中做秦王。 

（三） 

高祖回师途中，路过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沛郡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

来一起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得正痛快时，高祖自己弹击

着筑，唱起自己编的歌：“大风刮起来啊云彩飞扬，声威遍海内啊回归故乡，怎能得到猛士

啊守卫四方！”让儿童们跟着学唱。于是高祖起舞，情绪激动心中感伤，洒下行行热泪。高

祖对父老兄弟说：“远游的赤子总是思念着故乡。我虽然建都关中，但是将来死后我的魂魄

还会喜欢和思念故乡。而且我开始是以沛公的身份起兵讨伐暴逆，终于取得天下，我把沛县

作为我的汤沐邑，免除百姓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不必纳税服役。”  

沛县父老兄弟及同宗婶子大娘亲戚朋友天天快活饮酒，尽情欢宴，叙谈往事，取笑作乐。

过了十多天，高祖要走了，沛县父老坚决要高祖多留几日。高祖说：“我的随从人众太多，

父兄们供应不起。”于是离开沛县。这天，沛县城里全空了，百姓都赶到城西来敬献牛、酒

等礼物。高祖又停下来，搭起帐篷，痛饮三天。沛县父兄都叩头请求说：“沛县有幸得以免

除赋税徭役，您的家乡丰县却没有免除，希望陛下可怜他们。”高祖说：“丰县是我生长的

地方，我最不能忘，我只是因为当初丰县人跟着雍齿反叛我而帮助魏王才这样的。”沛县父

老兄弟仍旧坚决请求，高祖才答应把丰县的赋税徭役也免除掉，跟沛县一样。 

于是封沛侯刘濞为吴王。四月甲辰，高祖在长乐宫逝世。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期末试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