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11 区）高三语文第二次模拟考试试题分类汇总——诗歌鉴赏

一、2020 年东城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1—13 题（12 分）

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
【1】

沈约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

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

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

沧浪
【2】

有时浊，清济
【3】

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纷吾
【4】

隔嚣滓，宁假濯衣巾？

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注释：【1】本篇作于沈约离京外任东阳太守途中。【2】沧浪：水名。《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3】清济：水名。《战国策·燕策》：“齐有

清济、浊河”。【4】纷吾：我。

11．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外放为官，途经新安江看到眼前之景，回顾往事，心怀落寞给友人写下此诗。

B．“洞澈”两句，作者写新安江清浅可鉴，无论是冬天还是春天，水面都皎如明镜。

C．自“沧浪”句以下转入抒情，但紧跟“岂若”句又回到写景，看似突兀却具匠心。

D．本诗表面上赞美新安江，言语之间颇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庆幸之感。

12．“千仞写乔树，万丈见游鳞”一句，以树影和游鱼在江水中清晰可见，侧面写出江水之“清”。下列诗

句运用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分）

A．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罗邺《梅花》）

B．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李颀《琴歌》）

C．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偁《村行》）

D．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龚自珍《逆旅题壁》）

13．李白被“赐金返还”离开京城后，曾在新安江下游作《清溪行》：“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

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同样是临江抒怀，这首诗

和沈诗在景情关系方面有何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6 分）

14．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祖国江山多姿多彩，引无数诗人为之挥毫。在李白笔下，天姥山雄奇高峻，“_______，______。天

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在苏轼笔下，长江波澜壮阔，“_______，_______,卷起千堆雪”；在

毛泽东笔下，橘子洲头深秋绚丽，生机盎然，“_______，_______；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人只会抱怨没条件读书；有人却选择随时随地用电子阅读器读书、用手机 app

“听书”，借助各种手段获得“阅读”的快乐。这正所谓“_______,_______”。

二、2020 年西城（1.5）模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南宋·辛弃疾）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①。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②

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③？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④。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⑤难寻，碧云将暮，

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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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斛：容量单位，古人以十斗为一斛。 ②陇上，此处泛指田野。 ③喷霜竹：即吹笛。④泪落哀筝曲：

东晋名臣谢安（字安石）晚年被疏，有一次陪晋孝武帝听筝，有感于自身际遇不禁落泪。⑤宝镜：传说中一

块能照人肺腑的古铜镜。后于得之者惊而失手之间落入水中，遂不复得。

12．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来”三句直抒胸臆，“闲愁千斛”是以夸张手法状写词人内心的愁苦之多。

B．“虎踞”二句自问自答，点明吊古的主题，其中“兴亡”的意思侧重于“亡”。

C．“柳外”五句寓情于景，“归鸟”一词寄寓了词人收复中原、重返故里的抱负。

D．“江头”二句以写景收束全词，由江风怒吼而想象出“波浪翻屋”的骇人画面。

13．“谁劝杯中绿”中的“绿”本是酒面漂浮的绿色泡沫，此处代指酒。下列诗句也运用了以事物的某一特

征代指该事物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 分）

A．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韦庄《菩萨蛮》）

B．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

C．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苏轼《水调歌头》）

D．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

14．词人说自己有“闲愁千斛”。从词作中挑出你感触最深的两处“闲愁”，结合具体词句作简要分析。（6

分）

15．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庄子引用志怪之书《齐谐》描写大鹏翱翔的画面时写道：“ ，水击

三千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②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写琅琊山带给自己的感受：“野芳发而幽香， ，

风霜高洁， ，山间之四时也。”

③李白用“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 ”这样的诗句来

彰显自己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④青少 年就 应该有 豪情 壮志， 要想 表达这 一类 的意思 ，我 们可以 引用 的诗文 名句 有：

“ ， 。”

三、2020 年西城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途中见杏花 吴融
①

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

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

林空色暝莺先到，春浅香寒蝶未游。

更忆帝乡
②
千万树，澹烟笼日暗神州。

【注】①吴融：晚唐诗人，受政治局势影响，几度被贬，漂泊一生。 ②帝乡：指长安。

12．下面对本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写有枝红杏伸出墙头，正好被踟蹰在墙外路上的“行人”看到。

B．颔联的意思是说自己想“长得”赏花，又担心此处难以停留而遗憾。

C．颈联的文字中虽然不见有“花”字，却能使人感受到“花”的孤寂。

D．尾联借回忆起“帝乡”千万树杏花盛开，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

13．下面诗句都有“蝶”，与“春浅香寒蝶未游”中“蝶”的形象特点相似的一项是（3分）

A．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B．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王驾《雨晴》）

C．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黄巢《题菊花》）

D．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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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句，化用了这首诗的首句。请简要分

析，两诗由“一枝红杏”而引发的联想和感触有何不同。（6分）

15．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上面唐诗中的“行人”指漂泊在外的人，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也写到了“行人”：

“ ，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②杜牧多有伤时悯事之作，他在《泊秦淮》中写道：“ ，夜泊秦淮近酒家。 ，

隔江犹唱《后庭花》。”

③陶渊明这样写田园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 ，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

桓。”

④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波折，如果想要引用两句古诗文勉励自己乐观去面对，这两句可以

是： ， 。

四、2020 年海淀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3-15 题。

月夜二首

王守仁
⑴

其一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⑵
!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
⑶
满太清。

其二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高尚疑朱仲晦⑷，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注释：【1】王守仁，即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创立儒家心学，其核心思想为“致良知”。

这两首诗是作者与弟子宴集时所写。【2】撄（yīng）：干扰。【3】钧天：指天上的音乐。【4】朱仲晦，

即南宋理学家朱熹。下句中的郑康成，即东汉经学家郑玄。

13、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两诗首联都写到中秋之月，第一首意在描写富于变幻的山中月色，第二首作者由月色联想到了天下英雄。

B.两诗颈联均通过议论来说理，第一首表现了作者的人格操守，第二首赞美了朱熹、郑玄对后世的巨大影

响。

C.两诗尾联各具特色，第一首描写作者月夜狂歌，歌声惊天动地，第二首作者引曾皙为同道，借典故明志。

D.两诗均熔说理、抒情于一炉。作者用自然流畅、富有气势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考，以及对弟子的期望。

14、“肯信”“须怜”这两个词语颇具表现力，请结合诗歌内容，分别加以赏析。（4 分）

15、从这两首诗中，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诗人形象？请结合诗歌内容加以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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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内容。（7分）

（1）“处处中秋此月明”，一轮明月引发了明代大儒深沉的哲思；也带给南唐后主思念故国的无尽苦楚，

“小楼昨夜又东风，① ”；李白借它表达对友人的关切，写道“② ，

③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白居易用它衬托琵琶女沦落天涯的孤寂，

写道“④ ，⑤ ”（《琵琶行》）。

（2 ）《礼记》上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用韩愈《师说》中的话来说,“经师”是“ ⑥ ”,

“人师”是“⑦ ”,王阳明当属后者。

五、2020 年朝阳二模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组唱和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种菜（宋·苏辙）

久种春蔬早不生，园中汲水乱瓶罂。

菘葵经火未出土，僮仆何朝饱食羹。

强有人功趋节令，怅无甘雨困耘耕。

家居闲暇厌长日，欲看年华上菜茎。

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宋·苏轼）

新春阶下笋芽生，厨里霜虀倒旧罂。

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

园无雨润何须叹，身与时违合退耕。

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茎。

12.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苏辙诗中没有一个“旱”字，但句句牵动着旱情，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B．苏轼诗题目中“次韵”既点明这首诗是和苏辙诗所作，又指出了押韵特点。

C．苏辙诗中“乱”写出了汲水的忙乱，苏轼诗中“倒”写出了腌菜食尽的困窘。

D．苏辙诗沉郁顿挫，格调比肩“诗圣”，苏轼诗闲散冲淡，气韵神似“诗仙”。

13.“欲看年华自有处，鬓间秋色两三茎”中用“秋色”喻指年华。下列诗句中的“秋色”有这种含义的一

项是（3 分）

A.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

B.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范仲淹《苏幕遮》）

C．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张孝祥《西江月》）

D．秋色频于客鬓加，归期犹自叹无涯。（罗公升《发湖州》）

14.唱和诗中，“和诗”的内容和情感既要与原诗有联系，又要有新的阐发。这一特点在苏轼诗中是如何体

现的？请结合两首诗进行分析。（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孔子特别注意日常言行的细节。弟子“言志”时，子路言谈不够谦逊，孔子因“ ，” 而 哂

笑 他 。

②古人特别重视广开言路。齐王听取邹忌的谏言后，朝中呈现出“群臣进谏， ”的局面；诸

葛亮在《出师表》中也向刘禅提出“ ，以光先帝遗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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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杜甫在《登高》中发出“ ，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感慨，悲苦中蕴含着不屈的抗争

精神。

④学校组织“一片丹心照汗青”主题书法比赛。请你从古诗文中选取切合此主题的文句进行书写，如

“ ， ”。

六、2020 年丰台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两首宋诗，完成 12~14 题。（12 分）

沈园二首【1】

陆游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注释：【1】两诗为诗人晚年重游沈园时悼念前妻唐氏而作。

12．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首，开篇即渲染悲凉氛围，并以一“哀”字，定下全诗情感基调。

B．第二首，结尾诗人凭吊遗踪而泫然泪下，饱含对唐氏复杂深沉的情感。

C．两首悼亡诗，不仅写了眼前景象，更含有对昔日生活情景的深深怀念。

D．两首悼亡诗，均首尾呼应，欲扬先抑，表达含蓄蕴藉，情感真挚感人。

13．下列对具体诗句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首前两句，先写斜阳画角，意境雄浑，再写景物变迁，岁月沧桑。

B．第一首“曾是”一句，指诗人身影如惊鸿翩然轻盈，倒映在春水之上。

C．第二首前两句，写唐氏梦断已四十年，而今逝去，柳树枯老不生柳絮。

D．第二首“此身”一句，意为自己年岁已老，将葬于会稽山下化为泥土。

14. 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沈园二首》为“古今断肠之作”。你怎样理解“断肠”的具体内涵？诗人

是怎样来表现“断肠”的？请结合诗句加以简析。（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分）

①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上阕先描绘了一幅湘江秋景图，后即景抒情，用“怅寥廓， ， ”三

句发问，写出了作者的雄心壮志和博大胸怀。

②思乡是古代文人写诗作赋的重要主题。范仲淹在《苏幕遮》中用“明月楼高休独倚 ， ”

三句，写游子借酒浇愁，思乡情浓。

③古代臣子给君王上奏上表，往往以极为谨慎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想法。李密在《陈情表》中，用

“ ， ”两句，表明自己本来就有仕途显达的愿望，以消除晋武帝的疑心。

④毕业典礼上，校长引用古诗文中的“ ， ”两句，勉励学生在成长路上竭诚尽志，

努力拼搏，做到无怨无悔。

七、2020 年昌平二模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西郊落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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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龚自珍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人但赋伤春诗。

西郊车马一朝尽，定庵先生①沽酒来赏之。

先生探春人不觉，先生送春人又嗤。

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痴。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

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

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②之鲤何反欲上天为？

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

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

先生读书尽三藏③，最喜维摩卷④里多清词。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瞑目观赏尤神驰。

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

注释：①定庵先生：作者自称。②琴高：传说中的得道仙人，骑着红鳞鲤鱼飞上天空。③三藏：经藏、律

藏、论藏的总称。④维摩卷：《维摩诘所说经》，经中有天女散花的故事。

1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开头两句落笔不凡，作者盛赞西郊落花景象是天下奇观，慨叹古人只会写些伤春之词。

B．“出城失色神皆痴”一句勾画了诗人和朋友们看到满地落花后那种失望和惋惜的神态。

C．“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两句联想天女散花的故事，引起诗人对奇异仙境的心驰神往。

D．“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两句强烈抒发了诗人对落花奇景的热望与赞美之情。

13．诗人描写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这几句用同一手法,笔墨极为精彩。下列诗

句中没有．．运用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分）

A.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B.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元稹《南秦雪》）

C.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D.东城杨柳西城草，月会花期如意少。（晏几道《木兰花》）

14.谭嗣同评论本诗“奇思古艳”，请结合诗句从构思、手法、情感三个方面，谈谈你对上述评论的理解。

（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古代诗文是千百年来人们思想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的人情哲理沿用至今。

①《孟子》中写道：“所以 , 。”强调人们通过磨练可以增加不具备的才能。

②荀子在《劝学》中写道：“青， ， 。”指出人通过发愤学习都能进步，今日之

我可以胜过昨日之我。

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 , 。”这两句表现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的品质。

④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写道：“ , 。”这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

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八、2020 年门头沟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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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诗，完成 12—15 题。

昌谷北园新笋四首

李贺

其一

箨落
①
长竿

②
削玉开，

君看母笋是龙材。

更容一夜抽千尺，

别却池园数寸泥。

其四

古竹老梢惹碧云，

茂陵
③
归卧叹清贫。

风吹千亩迎雨啸，

鸟重一枝入酒尊。

[注]①箨（tuò ）落：笋壳落掉。②长竿：新竹。③茂陵：地名。《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

12.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君看母笋是龙材”和《琵琶行》中“唯见江心秋月白”皆属侧面描写。

B.“鸟重一枝入酒尊”句，写鸟栖竹枝之景映入酒樽，表现出清冷孤寂的心境。

C.两首诗中都运用比喻，一状新竹之形，一摹老竹之声，生动形象，耐人寻味。

D.相较于第二首中“惹碧云”的古竹，作者更喜欢第一首中“抽千尺”的新竹。

13.咏物诗往往通过对物的描摹咏叹来表达人生的志趣和追求,即托物言志。下列诗句中没有．．使用这一手法的

一项是（3 分）

A.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B.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蝉》）

C.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黄巢《题菊花》）

D.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郑思肖《寒菊》）

14.“竹”是诗歌常见的意象，用来寄托诗人情志。两首诗都使用了“竹”这一意象，诗人寄托的情志有何

不同？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6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分）

① 李煜在《虞美人》中，用“ ， ”两句将景物与人事对比, 写出物是人非之感。

②《出师表》中,诸葛亮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叹的原因是“ ， ”。

③《赤壁赋》中作者和友人游赤壁时举酒互动，“ ， ”两句用比喻手法感叹生命的

短暂和个体的渺小。

④ 和谐社会，人和大自然的植物、动物一起生活在地球村。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用“ ， ”

两句,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描写了这种恬淡祥和的生活。

九、2020 年顺义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唐诗，完成 12-14 题。（共 12分）

阁夜
①

杜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②终黄土，人事音书漫③寂寥。

注释：①此诗是公元 766 年作者在四川夔州西阁夜中所作。此时作者的好友郑虔、苏源明、李白、严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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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都死了。从去年十月到这年八月四川混战也暂告一个段落。②卧龙：指诸葛亮。跃马：指公孙述。字子阳，

扶风人。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他凭蜀地险要，自立为天子。此处用晋代左思《蜀都赋》中“公孙跃马而称

帝”之意。诸葛亮和公孙述在夔州都有祠庙。③漫：随它去。

12.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句“催短景”与“景翳翳以将入”中的“景”字都是“日光”的意思。

B.第四句说霜雪停后天空澄澈，仰视银河群星，星斗摇动，照射着三峡。

C.第五句意思是说，因长久征战，百姓的哭声传彻四野，暗示战事惨烈。

D.第六句“夷歌”指少数民族歌谣，作者多处听到渔夫樵子唱的“夷歌”。

13.诗中“天涯”含有沦落天涯之意。下列诗句中“天涯”用意不同．．的一项是（3分）

A.故乡何处天涯远，黄粱梦断行云断。（唐·无名氏《木兰花·春日述怀》）

B.天涯流落岁将残，望断故园心眼。（唐·无名氏《西江月·登城晚望》）

C.宜富贵，逞奢华。一团和气遍天涯。（唐·无名氏《鹧鸪天》）

D.江上昔年同出处，天涯今日共风尘。（唐·灵一《送明素上人归楚觐省》）

14. 本诗抒发多重情感，请结合具体诗句，简要分析诗人要表达哪些思想情感。（6分）

15.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诗中“卧龙跃马终黄土”说英雄人物终归黄土，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也有类似的语句： ， 。

杜甫在《蜀相》中也称颂过诸葛亮的才能与忠心： ， 。

②古人重视积累，荀子在《劝学》中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 。”庄子在《逍遥游》中这样

谈积累：“ ， 。”

十、2020 年房山二模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李白

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

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

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1】。

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听蜀僧濬弹琴

李白

蜀僧抱绿绮
【2】

，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3】

。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注释:【1】《悲风》《寒松》《白雪》《绿水》都是琴曲名。【2】绿绮：古琴名。【3】有《风

入松》琴曲名。

12．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首前两联叙述并描绘卢子顺所弹琴声仿若寒松在风中发出的悲凉之音。

B．第二首前两联叙述并描绘蜀僧弹奏的乐声像连绵的高山涧谷中的松涛一般。

C．两首诗都重在表现琴乐的艺术魅力，所以诗人都没有写弹琴的时间和地点。

D．两首诗不仅描绘了音乐所引发的听者的艺术想象，而且还暗示了乐曲名称。

13．咏乐诗中往往会融入诗人的感慨。下列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首融入自己听不懂幽人所弹琴曲、不能做其知音的愧疚之情。

B．第一首隐含了对弹琴之人在洁白的雪花纷纷飞扬中乱弹琴的批评。

C．第二首用“为我一挥手”表达蜀僧用弹琴的方式来寄寓离别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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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二首用“客心洗流水”表达听了动人的琴声后受到陶冶的感受。

14．请结合诗句内容，简要分析两首诗的结尾方式有何不同。（6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5 题。（共 8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①庄子《逍遥游》想象奇特，富有浪漫气息，用“水击三千里， ”的大鹏来寄托

高远的人生理想。

②辛弃疾善于借用典故以言明心志，他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以廉颇自况，用“凭

谁问， ， ”表达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慨之情。

③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 ， ”表达了古仁人忧国忧民、以天

下为己任的思想，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有志之士。

④一个人做事没有“志”就不能达到目标，正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说“ ”；

如果竭尽全力而没有达到目标也不用感到遗憾，王安石这样说：“ ， ”。

十一、2020 年密云二模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5 分。

（一）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3-15 题。（11 分）

胡歌

岑参（唐）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陇头吟

①

王维（唐）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②。

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

身经大小百馀战，麾下偏裨万户侯。
苏武才为典属国③，节旄落尽海西头。

【注】①陇头吟：汉代乐府曲辞名。②太白:金星。古人认为它主兵象，可预测战争。③典属国:汉代掌

管藩属国家事务的官职，品位不高。

13.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岑诗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对照，让本诗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B.两首诗都塑造了“关西老将”的形象，而王诗还塑造了戍楼上的长安少年和夜月吹笛的征人形象。

C.王诗七、八句写偏裨副将身经百战，立下累累军功，现如今已经成了万户侯，作者对其赞誉有加。

D.王诗运用典故，写苏武尽忠于朝廷，报效祖国，回来后不过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颇含深意。

14.王诗中的“笛声”，透着哀怨、思念，下列诗句中笛声寄托的情感与之不同．．的一项是（3 分）

A.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B.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

C.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

D.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15.《胡歌》《陇头吟》均为边塞诗，在抒发情感上有何异同？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5分）

16.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用典是诗人常用手法，辛弃疾也如王维一样，在词中娴熟用典，如“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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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典故警示南宋统治者。

②唐代诗人风格迥异，李白善用神奇的想象“ ，日月照耀金银台”，体现出浪漫主义的诗风；

杜甫通过怡人美景、悦耳之声不为人欣赏，“ ， ”表达无人凭吊武侯祠的凄凉之感，体

现出现实主义的诗风。

③当疫情肆虐之时，勇敢的中国人从容面对，披上“战衣”，如屈原笔下“带长剑兮挟秦弓， ”

的将士一般，视死如归。

④中国人自古就懂得居安思危，2000 多年前孟子就曾说过，“ ”。

⑤《氓》中“于嗟鸠兮， ”采用比兴手法，借对斑鸠的告诫，来劝说女子不要沉溺于爱情。

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句话强调的是历史对现实的指导意义,面对惨痛的历史教训，用杜牧

的话说，若“ ”，那必将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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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11 区）高三语文第二次模拟考试试题分类汇总——诗歌鉴赏

参考答案

一、2020 年东城二模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1．（3 分）A

12.（3 分）B

13．（6 分）

参考答案：

李诗融情于景，诗人与令自己感到“清心”的溪水对话，江边猿啼仿佛在为作者悲啼，外在景物染上了作者

的主观情感色彩，表达了诗人远游他乡，济世报国之志无着的落寞。

沈诗触景生情，看到清澈的新安江水，以及江水中棱角分明的石，顿生自由和清净之感，洋溢出一种远离尘

嚣的轻松愉快之情，并希望友人在尘世中也能保持澄澈的内心。

【评分参考】景情关系 2分，结合诗歌分析景物 2 分，情感 2分。

14．（8 分）

①天姥连天向天横 势拔五岳掩赤城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②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评分参考】每空 1 分，有错别字该空不得分。②题所填写的古诗文句子，若不在规定的默写范围内，只要

符合情境要求，且无错别字，亦可。

二、2020 年西城（1.5）模

三、（20 分）

12．（3 分）C 13．（3 分）B

14．（6 分）答案示例：

①“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对统治者不利用有利地形积极抗金的愤怒。

②“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自身怀才不遇、壮志

难酬的愤懑。

③“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忠心无用、知音难觅、华年易逝的苦闷。

④“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对国势衰退的伤感，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评分参考：每个要点 3 分，答出其中两个要点，得 6分。有其它合理答案，酌情给分。

15．（8 分）

①鹏之徙于南冥也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②佳木秀而繁阴 水落而石出者

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④示例：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有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评分标准：每空 1 分。每空有多字、少字以及错字、别字的情况，则该空不得分。

三、2020 年西城二模

三、（20 分）

12．（3 分）B 13．（3分）C

14．（6 分）参考答案：

吴诗由一枝红杏少人关注联想到自己漂泊无依，表达了诗人在漫漫行程中的孤寂；由眼前的红杏联想到京城

中的千万枝红杏，表达了诗人心系朝廷的忧苦。

叶诗由墙外的一枝红杏联想到满园鲜花生机盎然，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惊喜。

评分参考：三个要点；每个要点，2 分。如有其它合理答案，可酌情给分。

15．（8 分）

①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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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烟笼寒水月笼沙 商女不知亡国恨

③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④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其他符合情境的古诗文句子，亦可）

评分标准：每空 1 分。每空有多字、少字以及错字、别字的情况，则该空不得分。

四、2020 年海淀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13.（3 分）D

14.（4 分）答案示例：

“肯信”的意思是坚定地相信，“肯”加强了语气，有强调作用，突出了诗人对“良知”的坚守和对自己学

说的自信。

“须怜”的意思是必须怜惜，“须”加强了语气，表达诗人对儒学历经千年传承的慨叹之情，表现了诗

人对儒学的热爱和对学生的期许。

【评分标准】赏析每词 2分（表达效果，1分；结合诗歌内容分析，1 分），共 4 分。言之成理即可。

15.（6 分）答案要点：

①自信、狂放的形象：表现在作者对自己学说的坚信，和对朱熹、郑玄等儒学大家的不屑上。

②有使命感，具有担当精神的形象：表现在作者拥有“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和对曾皙之志的追慕、对学

生的殷切希望上。

【评分标准】每点 3分，其中形象概括 1 分，结合诗歌内容具体分析 2分。言之成理即可。

16.（7 分）参考答案：

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②我寄愁心与明月

③随风（“君”亦可）直到夜郎西 ④去来江口守空船

⑤绕船月明江水寒 ⑥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⑦传其道解其惑者

【评分标准】7分，每句 1 分。句中有错别字、多字、少字，该句不得分。

五、2020 年朝阳二模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3 分）D 13.（3 分）D

14.（6 分）答案要点：

①苏轼诗写春饥的艰辛，呼应苏辙诗中因春旱而饥困的内容，两诗都即事感怀，流露出辛酸与无奈。

②苏轼诗针对苏辙诗中因春旱而惆怅、因赋闲而抑郁不得志的情绪，劝慰他面对窘境无须慨叹，既然不合时

宜，不妨安心退耕。

③苏轼诗针对苏辙诗中年华虚掷的感慨，以坦然的心态、幽默的自嘲来宽解，境界更加旷达。

【评分参考】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5.（8 分）①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

②门庭若市 诚宜开张圣听 恢弘志士之气

③万里悲秋常作客

④示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评分标准】每空 1 分。句中有错该句不得分。④句如填其他，合理亦可。

六、2020 年丰台二模
三、本大题共 4道小题，共 20 分。

12.D。（3分）[解析] “首尾呼应，欲扬先抑”理解有误。

13.D。（3分） [解析] A 项，“意境雄浑”理解有误；B 项“指诗人身影如惊鸿翩然轻盈，倒映在春水之上”

理解有误；C 项“唐氏梦断已四十年，而今逝去”理解有误。

14. [参考答案]（1）“断肠”在诗中指“悲伤或悲痛到极点”之义。（1 分）第一首诗回忆自己与唐氏四十

多年前在沈园相逢，而今物是人非，伤心凄楚欲绝，第二首诗感伤唐氏逝去之久，自己也已年老，但对唐氏

的眷念之情刻骨铭心。（2 分）

（2）表现“断肠”的技巧与手法：借景抒情或融情于景。如：城上斜阳画角哀；伤心桥下春波绿等。衬托

或虚实结合。如：第一首，前两句以实为主，后两句以虚为主。以物喻人。如：“沈园柳老不吹绵”等。（3

分）

【评分标准】“断肠具体内涵”3分，“词义”1分，“结合内容分析”2分。“表达手法分析”3 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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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手法”1分，“结合诗句分析”2 分；3 个要点，答及 1点即给 3分。共 6分。意思对即可。

15. ①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②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③本图宦达 不矜名节 ④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

【评分标准】填对一句得 1 分，句中有错别字、多字、少字，则该句不得分。共 8 分。

七、2020 年昌平二模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6 分。

12. （3 分）B（对“失色神皆痴”理解有误）

13. （3 分）D

14.（6 分）参考答案：

①构思：诗人一反传统文人对落花的哀叹伤感，以奇笔来写奇观，笔下的残春景象无零落凄清之感，通过对

落花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2 分）

②手法：大胆的想象、新颖的比喻、肆意的夸张、凌厉的排比形成了诗歌浩瀚磅礴的气势、壮美瑰丽的图景，

境界奇异。（2分）

③情感：表达了诗人对落花景象的赞美，对生命虽终陨落，却依然要迸发辉煌的生命力的赞叹，也表现诗人

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和思考，体现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2分）

15.（8 分，每空 1 分）

①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②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③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④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八、2020 年门头沟二模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 分。

12.D (“更喜欢＂错）（3 分）

13.A（借景抒情）（3 分）

14.参考答案：

①其一用“箨落长竿削玉开”“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写像碧玉一般的新竹挣脱束缚，一夜

之间就拔节千尺，脱却尘泥，向上成长，直插云霄，寄托了诗人心怀凌云之志，不愿一直埋没，渴望早日实

现的情志；

②其四用“古竹老梢惹碧云”，写古竹虽老，仍参天挺拔，梢可拂云，何等挺拔坚韧；“风吹千亩迎雨啸”

写大风吹来，千亩的竹子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何等雄浑豪迈；“鸟重一枝入酒尊”写风和景明之日，一

小鸟气息枝头，其景可入酒樽之中，何等静谧安闲。表达诗人对自己虽失意家居，贫困潦倒仍甘守清贫，应

对困境，葆有雅趣的精神追求。

【评分标准】6 分。每点 3 分， 意思对即可

15.(1)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2)恐托付不效 以伤先帝之明

(3)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4）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 【评分标准】8 分，每句 1分。句中有错别字、多字、少字，该句不得分。）

九、2020 年顺义二模

12.B 13.C

14.参考：①第一句中的“催”字写出时光流逝，进而抒发光阴荏苒，岁序逼人的无奈伤感。

②首联叙写冬夜寒景，环境寒怆，抒发作者沦落“天涯”的思乡之愁苦心情。第六句中的“夷歌”再次回扣

作者身处“天涯”之意，作者客居他乡。

③二三两联中的“鼓角”、“五更”、“声悲壮”表明了兵戈未息、战争频繁不断，抒发作者对于时局动荡

不安的悲痛的情感。拂晓之时听到千家的恸哭，哭声传遍四野，对战乱中人民的抱有同情之心，深切地表现

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④尾联写极目武侯、白帝两庙而引出的感慨，以诸葛亮和公孙述为例，说明贤愚忠奸都同归于尽，眼前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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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音书消息、个人的寂寞就更无所谓了。抒发作者悲愤感伤的情绪。

每点 2分，答出任意三点即得满分。

15.①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②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或，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十、2020 年房山二模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12.（3 分）C（第一首诗提到了弹琴的时间“月夜”，第二首诗中“不觉青山暮，秋云暗几重”也暗示了弹

琴的时间，故选项中“均未提及弹琴的时间”有误。）

13.（3 分）D（A 项诗人自己并非听不懂幽人所弹琴乐，也没有因此而来的愧疚之情。诗人是对弹琴人得不

到世人欣赏而发出知音难遇的感慨，也隐含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叹。B项曲解了“白雪乱纤手”的内涵——

纤手弹奏之中仿佛可以看到白雪纷纷扬扬飘舞的情景，可见弹琴人琴艺高超；同时，也用“白雪”暗含了所

弹琴曲的名称。C 项“为我一挥手”是正面描写蜀僧弹琴的动作，“为我”表明弹者与听者的友情，“挥手”

是描摹弹琴的动作，而非告别。）

14.（6 分）（如有其它合理角度，且分析正确也可以给分。）

答案示例：

第 1 首诗用议论的笔法结尾，“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两句直接表明了诗人对世上没有人赏识弹琴者的

感慨，也暗含了怀才不遇的伤感。（3分）

第 2 首诗以景结情，用“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诗句中碧山黄昏秋云显现的景象暗含了对弹琴者让人陶

醉的艺术水平的赞美。（3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5 题。（8 分）

15. （每空 1 分）

①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②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④（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

十一、2020 年密云二模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5 分。

13.（3 分）C

14.（3 分）D

15.（5 分）参考答案：相同点：两首诗歌都通过对比手法塑造了关西老将的形象，借此表达了对他们长期征

战之苦的同情。(1 分)

不同点：王诗通过戍楼看星的长安少年，表现了渴望建功立业、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通过月夜吹笛的陇上

行人（征人），表现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及思念家乡的愁思；也通过身经百战却依然沉沦边关驻马流泪的关西

老将与裨将封侯做对比，表现了对统治者赏罚不公的满怀愁情；岑诗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

对比，痛斥了汉、蕃两族将领苦乐不均的现实。（4分）

【评分标准】相同点 1 分，不同点 4 分，一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16.（8 分）参考答案：

①赢得仓皇北顾

②青冥浩荡不见底；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③首身离兮心不惩；

④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⑤无食桑葚

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评分标准】每句 1分，有错别字、多字、漏字的该句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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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考资讯是专注于北京新高考政策、新高考选科规划、志愿填报、名校强基计划、学科
竞赛、高中生涯规划的超级升学服务平台。总部坐落于北京，旗下拥有北京高考在线网站
（www.gaokzx.com）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矩阵。

目前，北京高考资讯微信公众号拥有30W+活跃用户，用户群体涵盖北京80%以上的重点中
学校长、老师、家长及考生，引起众多重点高校的关注。
北京高考在线官方网站：www.gaokzx.com

北京高考资讯（ID：bj-gaokao）
扫码关注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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