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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人大附中高一（上）期末 

语    文 

2022 年 1 月 11 日 

制卷人：廖琳    审卷人：王艳     成绩 

说明：本试卷共五道大题 27 道小题,共 9 页，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请在密封线内填写个人信息。 

一、现代文阅读（共 22 分） 

（一）阅读下面的散文，完成 1-3 题。（共 14 分）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①清代诗人何钱，所留诗作不多，但有一首《普和看梅云》，值得点赞。 

酒沽林外野人家， 

霁日当檐独树斜。 

小几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②年轻时候读到它，心有感动。但还是未能记住，很快便忘掉了。后来，偶然读到漫画大家李子恺先生的两幅

漫画，印象便深刻起来。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另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

与桃花。”第二幅将梅花改作桃花，文字动了一个，画面景致有所不同。第一幅画中，修竹茅舍在后，平阔野地屋

前。东篱之下，摆一小几，三个好友环几而坐，留出一面，邀来一树梅花。第二幅画中，松柳茅舍后，峦岩小屋

前，还有兰花几株在石上，空留那一面，是一树桃花。人仨花一，围坐举杯，相聚甚欢。 

③与梅桃同醉，是古人常有的生活趣味，现代人恐怕学不来，因为我们生活得太过现实。人称自己是万物之

灵，即如斯，就该与万物心灵融合，相敬如初。我们的古人“留将一面与梅花”，与梅同吟同醉，是自然而然的事。

此乃人心丰富美好的一面，喜爱自然，包容万物，是人类该有的情怀。 

④我们的古人，尤其文人墨客，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他们亲近花木，呵护花木。将它们视为亲朋

或知己。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两例尤其特别，唐

人白居易竟至“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而宋代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生未娶，人称“梅妻

鹤子”。他有一首《山园小梅》，赞赏梅花，别出 xīn(    )裁："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此看来，清人何钱"留将一面与梅花"，是情理之中的事。与花木说真话、动真情，只有

回报，而无风险。特别事在遭遇烦恼、心生苦闷时，走进大山大野，与大自然对话，让山川草木来洗涤精神，是心

灵得以畅明的有效途径。 

⑤心灵交流，往往需要宁静与悟性。你瞧：茅舍、松柳、青竹、幽兰，正在吐蕊的梅花，高蓝的天空，墨绿的

大野，原木的陋几，新茗与家酿的老酒，菜疏是屋外所植的新品，还有雅士，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这比娱乐至

死、金钱至上的生存状态，来得健朗，来得高雅，来得痛快淋漓。如今世界，旅游业盛兴，人们扶老xié（）幼，

走出家门，亲临大山大水，究竟是为何?我想，主要是为了寻求心灵慰藉。山水花木慰人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⑥我在蒙古高原的杜尔伯特草原生活了近二十载，草原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与教诲是多方面的。她的辽阔与宁

静，她的清新与温情，使我的心灵由幽暗变得敞亮。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yóu（    ）新。有一年，正是草木葳蕤．．之

时，我领命到巴颜红格尔草地去采风。蒙古包主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额吉。她在营地留守，伴随她的，是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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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一辆勒勒车，两头乳牛与它们的牛犊，一条牧羊犬，还有蒙古包旁盛开的三株莎日娜花(即山丹花)。额吉把

三株莎日娜用羊砖围了起来，唯恐牧犬与牛犊将它们无意中踩踏了。而且时常去抚摸，浇水。有一天清早，我在

晨梦中听到，额吉与谁在说话：”呼恒，翁达斯布?嚯若嘿!”她是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我以为，额吉的女儿

回来了，赶紧披衣出门。不料，额吉正弯下腰，与那几株莎日娜花在说话，并在用钢壶为她们浇水。那一条牧羊

犬，也蹲在一旁，静静地在听，似有感悟。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堂到更大的震撼和感

动。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听见自己血液的流动声。在抬手抚摸自己的胸脯之时，两眼不由得潮湿起来。于是，这一

蒙太奇般的镜头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 

(取材于查干的同名文章) 

1.按要求完成(1)-(3)题。(4分) 

(1)给加点的字注音。①慰藉．   ②年逾．七旬 

(2)根据拼音写出汉字。①别出xīn裁  ②扶老xié幼  ③记忆yóu新 

(3)根据上下文，推测下面语句中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以及他们珠玑．．的谈吐 ②正是草木葳蕤．．之时 

 

2.第⑥段说“较之．．‘留将一面与梅花’，这一场景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的震和感动”。根据文意，概括回答“这一场景”使

作者心灵“受到更大．．震撼和感动”的原因。(4分) 

 

 

3.《留将一面与梅花》中说，人走进自然，与万物对话，可洗涤精神、心灵畅明。其实，很多作家都表达过类似的感

受。请阅读下面《我与地坛》中的文字，简要分析地坛是如何使史铁生的心灵得以“畅明”的。(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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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者或者想事，揪一杈树枝左右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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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热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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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共8分) 

血缘和地缘 

①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在稳定的社

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

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②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

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

植物，多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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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往的地和工作

的地距高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住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

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

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③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

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这种活动似平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

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

都找得到，而且不上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是显著。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

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在这里很显

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

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④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

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

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

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 

4.下列语句中加点的“缘”字与文中“血缘”的“缘”含义相同的一项是(2分) 

A.缘．木求鱼 

B.不解之缘． 

C.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D.自缘．身在此山中 

5.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树苗”指从原先的家族繁殖出来的人口；文中借“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说明血缘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B.“细胞分裂”意思是随着人口增加和生存压力的增大，稳定的社群中会有人迁移到其他地方生活；文章借此说明乡

土社会也存在流动。 

C.“投影”意思是籍贯只是血缘关系在空间上的反映和投射；文章借此说明乡土社会中地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

结力量的关系。 

D.“种子”指离开老家、漂泊到别处谋生的人；文章借“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说明乡土社会中人们不愿意在新

的地方真正扎根。 

6.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占主导的情况，在当代社会中既有存续，也有变化。请结合下面材料谈谈你的认识。(4 分）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乡外出务工、求学。1980 年“春运”一词正式见诸《人民日报》，成为专有

名词。2019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近 30 亿人次。2021 年，由于疫情影响，北京、上海、安徽、河南、山东等多地

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建议，倡导就地过节。北京某街道社区举办了“谢谢不回家的你”主题活动，辖区企

业积极响应，为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和留京过年的居民送去节日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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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诗文阅读（共 38分） 

（一）阅读下面《师说》中的文字，完成第 7 题。（共 4 分） 

7.有人说，文言文中的虚词并不“虚”，如果使用得当，会使文章增色不少。请从下面文段的加点词语中任选两个．．．．，

分析它们在文中的作用。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

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

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善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

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8-11 题。（共 10 分） 

说京师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于朝，有用于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隐者之所居也。 

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为高矣。不绝高，不敢绝．高，以俯临京师也。不居正北，居西北，为伞盖，不为

枕障也。出阜城门三十五里，不敢远京师也。 

僧寺八九架其上，构其半，胪其趾，不使人无攀跻之阶，无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 

与香山静宜园，相络相互，不触不背，不以不列于三山⑴“为怼也。与西山亦离亦合，不欲为主峰，又耻附西

山也。 

草木有江东之玉兰，有草婆，有巨松柏，杂华靡靡芳胶。石皆黝润，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

谐于俗，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 

最高处曰宝珠洞，山趾日三山庵。三山何有？有三巨石离立也。山之盩⑵有泉，曰龙泉，澄澄然淳其间，其甃

⑶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为僧庐焉，名之曰龙泉寺。名与京师室武城

南之寺同，不避同也。 

寺有藏经一份，礼经以礼文佛，不则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

龙泉？龙泉迟焉。余皆显露，无龙泉，则不得为隐矣。 

余极不忘龙泉也。不忘龙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飞，白昼若雷雨，四松之

蔽可千亩。平生至是，见八松矣。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

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 

（取材于龚自珍的同名文章） 

注释：⑴三山：香山、玉桌山、万寿山。⑵盩 zhōu ;山的曲折处。⑶甃 zhòu ：用砖砌。 

8.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有籍．于朝，有闻于朝  籍：登记入册 

B . 不敢绝．高    绝：极，最 

C．不以僻俭名．其平生也  名：闻名 

D．其甃之也中．矩   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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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列句子括号内补出的内容，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翠微山）出阜城门三十五里 

B．（僧寺）不孤巉，近人情也 

C．由之盩有泉，（泉）曰龙泉 

D．昔者余游苏州之邓尉山，（邓尉山）有四松焉 

10.下列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2 分） 

A．山腰、山脚等处有多座寺庙，人在攀登时有台阶可走，疲乏时有地方可憩。 

B．翠微山不因依附西山而心生怨恨，不愿成为主峰，耻于名列“三山”之外。 

C．山名“翠微”，既典雅又随俗；寺名“龙泉”与别处同名，没有刻意回避。 

D．文章巧妙运用拟人手法，赋予翠微山谦和、淡泊、有独立意识等人格特征。 

11.根据文意，用自己的话分别回答作者为什么“极不忘龙泉”“尤不忘松”。(4 分） 

（三）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4 分） 

西江月 

苏轼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

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序） 

照野弥弥【1】浅浪，横空隐隐层霄【2】。障泥未解玉骢骄【3】，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4】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注释：【1】弥弥：水被荡漾貌。【2】层霄：层云。【3】障泥：马鞯，放马鞍下，垂于马两旁以挡混土。玉骢：

良马。骄：矫健。【4】欹（qī）：斜靠。 

12.下列对诗句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一二句写春天夜晚途中所见之景，有明月、旷野，有清溪、层云。 

B.马儿矫健昂扬的姿态与诗人不胜酒力、欲眠芳草的情态相映成趣。 

C.“可惜”一词表达了因“一溪风月”无人欣赏而生出的遗憾之情。 

D.“杜宇”一句写春晨时分诗人在鸟鸣声中醒来，言有尽而意无穷。 

13.苏轼这首《西江月》与下面《赤壁赋》中的文字，所写月下景色虽有不同，却营造了相似的意境。请结合相关内

容加以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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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万项之茫然。浩浩乎如冯

虚御风，而不如其所止；飘飘乎如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14. 请从炼字炼句或诗人形象中选择．．一个角度，写一段文字，赏析《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这首词。要求：自拟题

目，180 字左右。（8 分） 

15.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20 分） 

（1）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抒发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如“____________________,池鱼思故渊”：曹操在《短歌

行》中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如“__________________，天下归心” 

（2）古诗文常常通过描写听众的反应来侧面表现音乐的效果。《琵琶行》中“____________________,唯见江心秋月

白”，《赤壁赋》中“舞幽壑之潜蛟，____________________”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微信号:bjgkzx)，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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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人常以花草赠亲朋，借花草抒真情。《静女》中“自牧归荑，__________________”饱含喜爱之情，《涉江

采芙蓉》中“____________________？所思在远道”则令人无限感伤。 

（4）在求学路上，我们要像《劝学》中所言“____________________”，即广泛学习，不断反省；亦要“吾师道也，

____________________”，即求师问道，不问年龄。 

（5）李清照的“____________，到黄昏、点点滴滴”，哀婉凄苦：辛弃疾的“想当年，_________________，气吞万

里如虎”，激越雄壮。二者风格不同，俱为佳作。 

（6）____________________,仙之人兮列如麻。 

（7）大弦嘈嘈如急雨，____________________。 

（8）人生如梦，__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__，渺沧海之一粟。 

（10）____________________,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________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________,只是朱颜改。 

（12）两情若是久长时，____________________。 

（13）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课内基础知识（共 20 分） 

16.下列各项中加点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隽．永（juàn）  檄．文（jiǎo）  恐吓．（hè）  牵强．附会（qiǎng） 

B.混．沌（hún）  亲昵．（nì）  脑髓．（suǐ）  戛．然而止（gá） 

C.倔．强（jué）  卷帙．（zhì）  猝．然（cù）  跌宕．起伏（dàng） 

D.卑劣．（liè）  蹩．脚（biè）  应．用（yīng）  面目可憎．（zēng） 

17.下列各项中字形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国萃  夜霄  竣工  祸国殃民 

B.自栩  幽僻  苍穹  残羹冷灸 

C.饥馑  苍桑  缘份  专心致志 

D.奠基  坐落  撰写  炉火纯青 

18.下列关于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 305 篇，也称“诗三百”，是我

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B.李煜，晚唐词人，他的词作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

沉，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C.荀子名况，字卿，春秋末期思想家。汉时避汉宣帝刘询讳。称“孙卿”。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

天教育的重要作用。 

D.唐宋散文八大家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先后掀起古文革新浪潮，使

散文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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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语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金就．砺则利    就：靠近 

B.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齿：提起 

C.方其破荆州，下．江陵   下：攻占 

D.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居：停留 

20. 下列各项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均相同的一是（2 分） 

A.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  举匏樽以．相属 

B.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C.苏子愀然．    何为其然．也 

D.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21. 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语与现代汉语意思相同的是（2 分） 

A.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Q 

B.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C. 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 

D.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22.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语的活用类型与例句相同的是（2 分） 

例：上．食埃土 

A. 小学而大．遗   B.非能水．也       

C. 汶水西．流   D.顺流而东．也 

23.下列各项中，句式和例句相同的一项是（2 分） 

例：句读之不知 

A. 蚓无爪牙之利 

B.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C. 而又何羡乎 

D. 或曰，此东海也 

24.翻译下面的句子（4 分）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四、课外补充阅读（共 10 分） 

25.请用“/”给下面划线部分断句。（5 分） 

齐宣王见颜斶，曰： “斶前！”斶亦曰： “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

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选自《古文观止·颜斶说齐王》） 

26.阅读下面的《论语》文段，完成（1）（2）小题。（5 分）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做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关注北京高考在线官方微信：北京高考资讯(微信号:bjgkzx)， 获取更多试题资料及排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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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选项中加点的“行”，与“先行其言”的“行”意思相同的是（2 分） 

A. 言寡尤，行．寡悔 

B. 父没，观其行． 

C. 大车无輗，小车五 ，其何以行．之哉 

D. 多见阙殆，慎行．其余 

（2）“君子”是儒家的人格理想。根据选文概括孔子对“君子”提出了哪些要求。（3 分） 

五、写作（50 分） 

27.从下面两题中任选．．一题，完成写作。不少于 700 字。 

（1）2021 年 9 月 1 日，同学们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至今四个月过去了。其间，大家结识了新朋友，认识了新老

师，学习新知识，增加了新体验，打开了新世界。 

请以“如此之新”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有故事，有描写；书写清晰。将题目抄在答题纸上。 

（2）请以“真没想到”为开头，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自拟题目；有故事，有描写；思想健康；书写清晰。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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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人大附中高一（上）期末语文 

参考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共 22 分） 

（一）（共 14 分） 

1.（4 分） 

（1）（1 分）①jiè   ②yú 

【评分说明】答对一个，0.5 分。 

（2）（1 分）①心    ②携    ③犹 

【评分说明】答对一个，0.5 分：答对任意两个，1 分。 

（3）（2 分）①高雅，不俗    ②茂盛 

【评分说明】每词 1 分。意思对即可。 

2.（4 分）参考答案： 

“留将一面与梅花”①体现了古代文人雅士喜爱自然并视其为知己的美好情怀，而在“这一场景”中，②老额吉抚摸莎

日娜花，称呼它们为“闺女”，一旁的牧羊犬也“似有所悟”，③不仅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知相通，更体现出现代的普

通人在旦常生活中对自然万物的怜爱与呵护，④人与自然的相处更加朴素、温馨，⑤“这一场景”也与草原的辽阔、

宁静和生机勃勃形成了呼应。 

【评分说明】一点，1 分；答出任意四点即可得满分。意思对即可。 

3.（6 分）参考答案： 

在地坛中，史铁生观察到振翅悬停的蜂儿、自由洒脱的鬃虫、摔出万道金光的露水等（2 分），这些生命极微小、

普通，却又各自精彩，废弃的园子因为有了它们而充满生机（2 分）。这给双腿残疾、失魂落魄的史铁生以启迪和

鼓舞，使他由逃避生活转变为面向生活（思考“如何活”）（2 分）。 

【评分说明】对文段中的两至三处景物（生命表现）进行分析，2 分；进一步揭示这些景物的特征及价值意义，2

分；明确作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 分。 

（二）（共 8 分） 

4.（2 分）B    5.（2 分）D 

6.（4 分）答案要点： 

示例一： 

①存续：当下社会，血缘的影响力依然巨大。大量在外务工、求学的人，春节时仍要返乡与家人团聚。变化：血缘

与地缘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越来越多的人离乡外出务工、求学，并结成了新的地方社群。 

示例二： 

②因为疫情无法回家，人们通过社区活动来体验春节的氛围。其中，既体现了血缘的存续，即在重要的传统节日里

格外重视阖家团圆；也体现了一定的变化，即人们能在地缘关系（社区）中感受到人情温暖。 

【评分说明】“存续”和“变化”各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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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诗文阅读（共 38 分） 

（一）（共 4 分） 

7.（4 分）参考答案： 

也：表停顿，起舒缓语气、提示下文的作用：强调了圣人远超普通人这一事实。 

其：“大概”，表推测；这里以极有可能的语气来表达对原因的推测，有慨叹意。 

矣：“了”，句末语气词：确认了师道不传的现实原因，表达了作者的遗憾和痛心。 

乃：“竟然”，表出乎意料：表达了对士大夫之族不及巫医乐师等人的批评和讽刺。 

【评分说明】一个词语，2 分；答对任意两个，4 分。 

（二）（共 10 分） 

8.（2 分）C    9.（2 分）B    10.（2 分）B     

11.（4 分）参考答案： 

（2 分）“极不忘龙泉”：龙泉寺在曲折幽深之处，适合隐居。 

【评分说明】一点，1 分。 

（2 分）“尤不忘松”翠微山上的松树①肃穆庄重，②像古代刚正不阿之士，③天地间不可以缺少这种松树。 

【评分说明】两点，1 分；三点，2 分。意思对即可。 

（三）（共 24 分） 

12.（2 分）C 

13.（4 分）答案要点： 

所写景色： 

《西江月》春天夜晚，明月，溪水，旷野，淡云，芳草…… 

《赤壁赋》秋天夜晚，初月，长江，高山，天光，白露..... 

意境相似：朦胧阔远，澄彻空明，宁静安闲 

【评分说明】分析景色特点，3 分：意境特征，1 分。“意境特征”答出一点即可。 

14.（8 分）参考答案，略。 

【评分说明】从“炼字炼句”或“诗人形象”角度赏析，观点明确，有理有据。视作答程度，划分三个等级给分（1-3

分，4-6 分，7-8 分）。 

15.（10 分） 

（1）羁鸟恋旧林    周公吐哺 

（2）东船西舫悄无言    泣孤舟之嫠妇 

（3）洵美且异    采之欲遗谁 

（4）（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5）梧桐更兼细雨    金戈铁马 

【评分说明】每空 1 分，有错字、多字或少字，则该句不得分。第（4）题第一空，有无“君子”两字，皆视为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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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作（共 40 分） 

作文评分标准 

项目 

类别 
内容 语言 结构 评分细则 

一类卷 

（35-40

分） 

中心突出，

叙述清晰，

描写恰当。 

准确，流

畅，得体。 

完整，严

谨。 

以 37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①具备语言项和另一

项条件，而其余一项达到二类卷标准的，获得基准

分：②具备上述三项条件的，酌情加分（其中语言

项突出的，获得满分）：③具备上述一项条件，而

另两项达到二类卷标准的，酌情减分。 

二类卷

（30-34

分） 

中心明确，

叙述有一定

顺序，描写

比较合理。 

准确，连

贯，大致得

体。 

完整，有条

理。 

以 32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①具备语言项和另一

项条件，而其余一项达到三类卷标准的，获得基准

分：②具备上述三项条件的，酌情加分（其中语言

项比较好的，获得本类卷最高分）；③具备上述一

项条件，而另两项达到三类卷标准的，酌情减分。 

三类卷

（24-29

分） 

基本能叙述

一件事情，

但不够具

体。 

基本通顺，

有少量语

病。 

基本完整，

条理基本清

楚 

以 27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①基本具备上述三项

条件的，获得基准分：②其中语言项比较好一些

的，酌情加分；③另有某些缺点的，酌情减分。 

四类卷

（23 分以

下） 

审题有明显

偏差或中心

不明确。叙

述较少（文

体不合）。 

病句较多。 
不够完整，

条理混乱。 

以 21 分为基准分，适当浮动：①凡属上述情况的，

获得基准分；②某一项稍好一些的，酌情加分；③

全篇更差一些的，22 分以下。 

说明：①字数不足 700 的，每少 50 字扣 2 分。②错别字每 3 个扣 1 分，重现的不计，最多扣 2 分：标点错误较多或

模糊的扣 1 分。③没有题目扣 2 分。④卷面乱、书写不清晰，视情况扣 1-2 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翠微山，在朝廷中有记载，有名声，人们很容易发现它小而喜欢它，也往往感慨它高而仰慕它，它是隐士居住

的地方。 

翠微山高约六七里，在靠近京城的山中，它算是高的。不是最高，也不敢最高，因为俯临京城。位置不在京城

的正北面，在西北面，像是京城的一把伞、一顶车盖，不像枕头和屏障（那么重要）。距离阜成门三十五里，不敢

远离京师。 

山中分布着八九座寺庙，有的构筑在山腰，有的布列在山脚，人们攀登时有台阶可走，劳累时有地方可以休

憩。它不孤高，也不险峻，是那样地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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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山与香山静宜园，既相互联络，又不很紧密，既不碰触，又不背离，不因为没有被列入享有盛誉的“三山”

之中而心怀怨恨。翠微山与西山既相离又相合，它不想成为主峰，又以依附西山为耻。 

翠微山上的草木有长江以东的玉兰，有革婆，有高大的松柏，各种鲜花随风摇曳，芳香华美。山上的石头都黝

黑光润，并有花纹。山名叫“翠微”，既典雅又合乎世俗情调，不以偏僻俭朴的词语为自己命名。 

山的最高处叫宝珠洞，山脚有三山庵。三山庵有什么？有三块巨石分开站立。山的幽深处有泉水，叫“龙泉”，

清亮透明的山泉停滞于人们砌成的方方正正的水池中。泉上有四棵松树，树皮呈白色，都有百尺高。松树之下、泉

水之上有一座寺庙，名为龙泉寺。名字与京师宣武城南面的寺庙相同，它并不回避这样的相同。 

龙泉寺有一份藏经，通过礼拜藏经来礼拜由文字组成的佛，不然就粗野了。寺外有刻字的石碑，言辞清雅中

和，是康熙朝文人的文辞。寺庙有八九座，为何要特别说龙泉寺？龙泉寺在曲折幽深之处。其余的寺庙都在显露的

地方，没有龙泉寺，翠微山就不能作隐居的胜地了。 

我最不能忘却的是龙泉寺。忘不了龙泉寺，尤其忘不了松树。过去我曾经游览过苏州的邓尉山，山中有四棵松

树。形态下卧而神态飞扬，似能在白昼鼓荡而产生雷雨，四松之荫可遮蔽千亩。平生所见的松树，最独特难忘的就

是这八棵了。邓尉山的松树放旷，翠微山的松树庄重；邓尉山的松树是古时的隐逸高蹈之士，翠微山的松树犹如古

代刚直不阿之士：邓尉山的松树（狂放不羁），连天地都敢藐视：翠微山的松树（正直坚定），天地间不可以缺少

这种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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