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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北京大兴初三一模 

语    文 

一、基础·运用（共 14 分） 

2024 年是甲辰龙年，初三年级组织开展“龙行中华，声啸九天——探寻龙文化”研学活动。以下是同

学们的研学笔记，请你阅读后修改完善。 

第一部分 千姿百态，辉耀历史 

中国龙的形象在历史发展和朝代【甲】更 dié中不断演变。远古时期龙的形象简单，但形态各异。有

的身似鳄鱼，有的头部似猪，有的保留了鱼的样貌……文明产生之后，龙的形象更加艺术化。 “超级国宝”

夏朝晚期绿松石龙形器，龙首隆起，中部出脊，尾部内蜷，若游动状，栩栩如生．．．．。商周玉龙、夔龙纹在祭

仪中与玉器、青铜器碰撞出神圣而庄严的火花。战国玉龙珮【乙】挣脱穿系它的绳索，容光焕发．．．．，从两千

三百多年前那个自由浪漫、充满想象的时代飞身而来，充满张

力。当历史迈进开放【丙】dǐng 盛的大唐，奔放洒脱的鎏金

走龙流光溢彩．．．．，再现了最耀眼的大唐风华。清代故宫九龙壁以

不同方式蕴含多重九五之数：壁顶正脊饰九龙，壁上九条蟠龙

分隔于五个空间，壁面二百七十块塑块也是九五的倍数……将

象征天子之尊的九五之制发挥到了极致！  

千姿百态．．．．的龙形象，或古朴【丁】稚拙，或婉转灵动，或奔放张扬，或高贵威严……不仅生动地反映

各个时代的文化面貌，更在风云变幻中承载着中华民族奋发开拓、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1.请你对文段【甲】【乙】【丙】【丁】四处的字音或字形作出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甲】处“更 dié”是“轮流更替”的意思，“迭”的字义为“轮流、替换”，应为“更迭”。 

B.【乙】处“挣”是多音字，读一声或四声，读四声意思“用力使自己摆脱束缚”，应读四声。 

C.【丙】处“dǐng 盛”意为“正当兴盛”，“鼎”曾用作国家礼器，可代表国家，应为“鼎盛”。 

D.【丁】处“稚拙”有“稚朴拙笨”的意思，“拙”为形声字，“出”为声旁，应读“zhuó”。 

2.你检查文段中使用的成语后，下列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栩栩如生    B.容光焕发     C.流光溢彩    D.千姿百态 

3.为了丰富笔记内容，你承担了为清代九龙壁配一幅“龙”字书法图片的任务。请根据第一部分相关内容

及书体特点作出选择，并说明理由。（2 分） 

说

明 

1．本试卷共 10 页，共五道大题，27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ID 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第2页/共14页 
 

 

 

 

我选择第      幅，理由是            。 

第二部分  吉祥瑞兽，龙降人间 

古老的神话中，龙为灵兽之尊，飞天潜渊，兴云致雨，沟通天地。它因神秘变幻而深入人心，被赋予

强大的力量、尊贵的地位，成为祥瑞的象征。 

龙的寓意美好与秦汉皇城有着不解之缘，在室内、房顶、廊柱、照壁等随处可见龙的身影。它既是古

建筑的重要保护神，又增添了古建筑的艺术性。秦汉以青龙为尊的四神瓦当，将苍穹星象汇集成纹刻于瓦

当之上，镇守着巍巍皇城，美化着宫城华宇，成为“秦砖汉瓦”里独特的气象。明清宫殿的屋顶因添加了

以龙为主角的神兽，对整个建筑的加固、防水、防火起到了强化作用，也增加了美感。林徽因先生曾对此

评价说：“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 

龙的身影还活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寄托着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祈愿和无限向往。走进

烟火人间，是“         ”的金榜题名，是“         ”的美满婚姻，是“         ”的节日风俗，是

“         ”的太平繁华…… 

4.文中画线部分有两处存在问题，请你加以修改并抄写在横线上。（2分） 

5.有同学对文段中“冠冕”一词的理解有疑惑。查《现代汉语词典》，“冠冕”的义项有：①名词，古代帝

王、官员戴的帽子；②形容词，体面。根据词典释义及文段内容，下列对“冠冕”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宫殿的屋顶，如帽子一般，对宫殿既有保护作用，又有装饰效果。 

B.宫殿的屋顶有龙等神兽,能够充分展现皇家的体面，皇城的威严。 

C.龙等神兽，如帽子一般，对宫殿既有保护作用，又有装饰效果。 

6.根据语境，依次在横线处填入短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鱼跃龙门  车水马龙  龙舟竞渡  龙凤呈祥 

B.龙凤呈祥  车水马龙  鱼跃龙门  龙舟竞渡 

C.鱼跃龙门  龙凤呈祥  龙舟竞渡  车水马龙 

D.龙舟竞渡  龙凤呈祥  鱼跃龙门  车水马龙 

第三部分  龙耀中华，生生不息 

龙的精神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虎啸龙吟”的勇毅刚

劲，是“矫若游龙”的自由洒脱，是“麟凤龟龙”的高雅脱俗。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是盘亘在中华大地上

的龙形，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的龙脉，泽被四方的“一带一路”是龙的传人在时代潮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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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开创未来的龙风……龙是凝聚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更是华夏儿女血脉相连的精神信仰。 

作为龙的传人，让我们讲述神奇的龙传说，做中华文化的诠释者；让我们            ，           。 

7.请你结合研学内容，在结尾横线处补写一句话，使之连贯。（2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7 分） 

（一）古诗文默写。（共 4 分） 

8. ________，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 分） 

9.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________。（诸葛亮《出师表》）（1 分） 

10.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往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你积累的古诗文中，能直接表达这种情感的句

子是“________，________”。（2 分）（本试卷中已出现的句子除外） 

（二）古诗文阅读。（共 6 分）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满江红 

秋瑾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

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

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11.用典是古诗词中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委婉表意，增强诗词的表现力。《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苏轼借

“遣冯唐”的典故，自比魏尚，委婉表达   ①   。《满江红》中   ②   的典故喻指国破，孤立无援，蕴含着

秋瑾深切的忧思。（2 分） 

12. 两首词的画线句都体现词人心中的豪情，请简要分析。（4 分） 

（三）文言文阅读。（共 7 分） 

你所在的班级开展“文言文中的劝说技巧”专题学习活动，请你完成 13-15 题。 

13. 劝说类文言文中，有些词语暗含劝说之意。请你对下列表述作出判断，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诫子书》“学须静也”中“须”是“必须”的意思，诸葛亮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与殷殷期望尽在此文中。

“才须学也”“须发皆白”中的“须”都是这个意思。 

B.《孙权劝学》“孤常读书”中“孤”是谦称“我”的意思，孙权以身作则，经常读书从而受益很多。“孤

陋寡闻”“一意孤行”中的“孤”都是这个意思。 

C.《送东阳马生序》“尝驱百里外”中“尝”是“曾经”的意思，宋濂以自身勤勉求学的经历勉励马生。

“尝射于家圃”“备尝艰苦”中的“尝”都是这个意思。 

D.《出师表》“不宜异同”中“宜”是“应该”的意思，诸葛亮情辞恳切，诚心向后主建议要赏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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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宜自谋”“事不宜迟”中的“宜”都是这个意思。        

 

15.为了劝说小文同学勤奋学习，同学们设计了一份劝说方案，并从《颜氏家训》中搜集了下列材料作为

佐证。请你分别为三个劝说要点选择最恰当的佐证材料。(3 分) 

【佐证材料】   

   

A.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B.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C.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D.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三、名著阅读（5 分） 

16. 学校电子图书馆对名著中的典型人物进行了如下的分类。请你选择一类，从下列备选名著中任选两部，

并分别从中选取一个典型人物，结合原著内容说明你归类的依据。（100 字左右） 

14.不同句式有不同的劝说效果。请你仿照【甲】句提供的示例，从【乙】【丙】两句中任选一句．．．．，分析

其是如何达到劝说目的的。(2 分) 

相关语句 分析 

【甲】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

隆，可计日而待也。 

—— 《 出 师

表》 

翻译：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王室的兴盛，时间就

不远了。 

我的理解：这是诸葛亮劝谏刘禅的至诚之言。陈述句式语气肯定，

诸葛亮让刘禅坚信，只要亲贤远佞，就一定能兴复汉室。 

【乙】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 《 孙 权 劝

学》 

翻译：你如今当权掌管事务，不可以不学习！ 

我的理解：这是孙权对下属吕蒙的要求。________ 

【丙】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

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

岂他人之过哉？ 

—— 《 送 东 阳 马 生

序》 

翻译：如果他们的学业还有不精通，品德还没有养成的，不是天资

低下，就是用心不像我那样专一罢了，哪里是别人的过失呢？ 

我的理解：这是宋濂在勉励马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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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朝花夕拾》         ②《西游记》       ③《海底两万里》       ④《红星照耀中国》 

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⑥《水浒传》       ⑦《儒林外史》         ⑧《简·爱》 

四、现代文阅读（共 24分） 

（一）阅读下面三则材料，回答 17-19 题。（共 7 分） 

材料一 

作为古人宴会时的一种游戏，投壶这种活动来源于周礼中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其中“射”就是射箭，因其场地要求高、杀伤力强，便逐渐被投壶这一玩法有趣的“平替”所取代。

所谓的“壶”，是一个细颈的花瓶，瓶底装有少量的红豆，能够起缓冲作用，让箭矢进去后不会再弹出来。

而“矢”，通常是用柘木的枝条制成，一头削尖但不配箭头，另一头不加装尾羽。玩家要在规定距离之外，

依靠腕力，把“矢”投进壶中，以“筹”计数，得筹多者胜，输者罚酒。这个有趣的游戏是对玩家的耐心、

力量、眼力的综合考验。 

北宋宰相司马光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投壶新格》，规定了投壶的各种投法：第一箭正中

壶口，叫“有初”，得十筹；第一箭没中，后面正中壶口的都叫“散箭”，得一筹；连续两支箭矢正中壶口，

称为“连中”，得五筹；箭矢不是投入瓶口，而是投入了壶耳，叫作“贯耳”，得十筹；第一箭就投中了壶

耳，叫“有初贯耳”，得二十筹；箭斜倚在壶口处，而不是掉入壶底部，叫“倚杆”，得十五筹；最后一支

箭正中壶口，则叫作“有终”，得十五筹；如果一支箭都没进，叫“败壶”；若是所投之箭都中了，叫“全

壶”，不管得筹多少都算最终的赢家，如果双方都是全壶，再来计算各方的得筹数目……诸多有趣的玩法，

使投壶这种活动成为古代热门游戏之一。 

材料二 

投壶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这是投壶

的礼节性游戏阶段。战国末期，投壶已显露出突破礼仪限制的趋势。而到了两汉至隋唐五代，投壶逐渐突

破了礼仪藩篱，娱乐性逐渐增强。宋元明清时期，投壶发展最盛。一方面，它的娱乐性继续增强，花样频

出；另一方面，投壶在此一时期进一步通俗化，不仅继续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喜爱，还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中，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方式。清代后期，投壶游戏走向衰落。 

名著典型人物分类

仁者 义者 忠者 勇者 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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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代投壶相关文物简表 

材料三 

在古人眼中，投壶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儒家认为，投壶可以治心，修身，为国，观人。首先，

投壶是“君子之争”的典型代表。它要求在比赛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胜利，同时也要给予对手足够的

尊重，将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论语·八佾》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

也君子。”大意是说，君子不会轻易与人一争高低，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赛时，相互作揖谦让后

上场。射完后，登堂喝酒。这是一种君子之争。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是胸襟开阔之人，对自己有着

很强的自控力，若是非要分出高下的话，他们也会光明正大地与对方展开公平竞争，绝不会在暗地里给人

“下绊子”。其次，投壶讲究的是心平气和，如果没有击中，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怨天尤人，而是需要

冷静地反思。这种反求诸己同样是儒家文化有关于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再次，投射的动作即是寻求，射

者的身份虽然不同，但都需要在投射过程中寻求“壶”这一目标来进行瞄准，“壶”也就成为“明志”所

在，这恰好与传统文化对“立志”的要求相一致。由此看来，投壶可以培养人的中正之心、正直之气、礼

仪之风和雅致之情。 

17.下图为某玩家在一次投壶比赛中前四箭所投结果，依据材料一可推算出该玩家目前的得分为（2 分） 

           

第一箭    第二箭    第三箭     第四箭 

A.十六筹      B. 二十六筹      C. 三十一筹      D.五十筹 

18.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是（2 分） 

A.投壶是从射箭演变而来。    B.可以从文物中研究投壶。 

C.君子之争就是依礼而争。    D.投壶前必须要冷静反思。 

 
 

 

 

春秋陶投壶 战国中山王墓铜投壶 投壶汉画像石（局部） 南北朝黑釉龟形双投壶 

  

 
 

唐有耳投壶 宋-金磁州窑黑花投壶 明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清乾隆铜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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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从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投壶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_ _①__  、_ _② __、__ ③ __。（每空不超

过 6 个字）（3 分）   

（二）阅读《黄河，让我好好看看你》，回答 20-23 题。（共 10 分） 

黄河，让我好好看看你 

①傍晚，车子经过兰州临河的带状公园时，友人说那条河就是黄河。“啊，黄河！……”我吃惊地重

复着，忙叫友人停下车，让我看看黄河——这是我梦寐中的河啊！ 

  ②在刚开始认识汉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黄河”。后来，我总是以文人的童心，想象着黄河的壮观与

独特，想象着她咆哮、搏击，如万马奔腾。 

  ③记得从前，老师曾以一种低沉忧郁的语气给我们讲述黄河的故事。历史上黄河流域频繁地暴发洪水，

相传最早与洪水作斗争的是共工氏族，他们靠木、石、蚌器从山丘取土填充低洼，抵挡水浸。尧当部落联

盟首领时，鲧借鉴共工氏族的治水经验将填充低地改为筑土围墙。舜为首领时不满意洪水浸泡即溃的土

墙，任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几经考察，采取以凿山辟谷疏导为主的治

水法，从而减少了洪水灾患。 

  ④人们没有怨恨“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而是在黄河的水患中看到了禹的力量、

禹的精神。后人冠之为“大禹”，因为禹是一个大写的人，写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战胜艰难险阻的史书

上，也印记在后人的脑际里。 

  ⑤黄河啊，正因你有那么久远而沧桑的历史，所以成为我梦中的神往之地。 

  ⑥我从小生长在东海岸旁的海滨古屋里，黄河于我既熟悉．．又遥远．．。后来，我离开了那片 960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一直未能亲见黄河成了我心中的一桩憾事。 

  ⑦现在，我站在兰州滨河中路黄河南岸，夜幕即将降临。趁着夕阳未落，黄河，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你静静地横卧在我面前，东临中山桥、黄河索道，西连《黄河母亲》雕塑，南依小西湖公园，北与“白马

浪”为邻。 

  ⑧你安详如雕塑中的母亲，以你的乳汁，哺育了一代代子孙。如今，当周遭的世界变得五光十色，你仍

然是那么朴素，保持着你的端庄与宁静。我凝视着你，想象自己依偎在你的臂膀之上，感受着你的温暖，

倾听你那轻柔的细语…… 

  ⑨岸边矗立着著名的兰州水车，那是兰州段家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明嘉靖年间，兰州人段续任云南道御

史时见到当地用筒车灌溉农田，于是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晚年，他回到故里，仿制出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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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友人说，四十多年前，有 252轮水车林立在兰州黄河的两岸。那是何等壮观、独特的景观！水车源自

人类的智慧，像一件艺术品，又灌溉了农田，养育了子孙。它们咿咿呀呀，日夜欢唱着，歌唱着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歌唱着人们辛劳而又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水车固然是滨河中路带状公园里的点缀品，但它留

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深思与启迪。 

  ⑪沿着带状公园的南岸，我来到了黄河铁桥下，这里是古代通羊皮筏子和木舟的渡口，也是明洪武年间

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浮桥遗址。眼前的铁桥则是光绪年间清政府请德国人建成的。 

  ⑫站在铁桥上，望着桥下平静无波的黄河水，想象着黄河水上涨时羊皮筏子在滚滚波涛中漂流的画面。

是不是像漓江上的木筏一样，上面站着一位艄公，他握着一根长竿，在水上悠哉滑行？其实，羊皮筏子比

木筏更轻便。将几块羊皮绑在一起，吹足气，即成黄河上来去自如的筏子，即使水流湍急，也能横渡激

流。 

  ⑬艄公如何能在羊皮筏上点篙自若，顺水势颠簸而去？难道不是他们的机智镇静制服了波涛？难道不是

他们在黄河面前自有无畏与淡定？ 

  ⑭正流连忘返时，最后一朵晚霞渐渐隐去。 

  ⑮夜色深沉，北岸白塔山上寺院的灯火亮了起来，兰山索道闪着彩色的光。我依然痴痴地伫立在黄河岸

边。夜色中的黄河固然另有一番风情，但更让我留恋的还是黄河本来的面目（删去横线），那不经装饰的

母亲般的面容。 

  ⑯黄河，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心头！ 

                                               （取材于《光明日报》，有删改） 

20.作者围绕黄河展开回忆和联想。作者望着眼前的黄河，先是回忆儿时的经历，内心充满对黄河的向

往；接着，作者把视线投到黄河岸边的   ①   ，联想到了黄河两岸的人们辛劳、快乐的生活。最后，作

者望着平静的黄河水，联想到了   ②   的情景。（2 分） 

21.联系上下文，说说你对第⑥段加点词语“熟悉”和“遥远”的理解。（2 分） 

22.结合文意，赏析第⑧段画线语句的表达效果。（3 分） 

23.请结合全文，说说你对文章最后一段中画线句的理解。（3 分）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4-26 题。（共 7分） 

①扭、转、跳，一串连贯动作做下来，陕北秧歌代表性传承人魏建明赢得满堂彩。年逾七旬的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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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闲暇时来到文化馆、广场、小区，为乡亲们义务指导秧歌技巧。只要谈起秧歌、跳起秧歌，魏建明就精

神头十足：“希望秧歌能融入大家生活，浸到人们心里。”   

②松散的黄土添加蜂蜜、食用油和棉花，在匠人手中便成了泥塑；普通石头经刀琢斧削，化为姿态万

千、神情各异的精美石狮；高亢嘹亮的绥米唢呐绕梁不绝，吹奏出陕北人特有的奔放热情……漫步于陕西

省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不仅．．能够感受黄土地上民间艺术的活力，而且．．能够领略生于斯、长于斯

的人们热烈而质朴的精神世界。   

③陕北粗犷豪迈、关中深沉敦厚、陕南钟灵毓秀，三秦大地孕育出风格迥异的民间艺术。如何让融进

人民血脉中的民间艺术继续滋养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一道现实课题。 

④民间艺术需要传播，才能“被看见”。近年来，与摇滚结合的华阴老腔、融合了 VR 技术的《唐宫夜

宴》国风舞频频出圈，让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在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秦腔剧目与说唱、脱口秀

等新潮表演同时上演，吸引了众多年轻群体。在大唐芙蓉园演出 17 年的东仓鼓乐社，2022 年开始在短视

频平台进行直播，一年多时间有近 6000万人观看，全网播放达数亿次。因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找到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让传统的成为时尚的、古老的成为时代的。   

⑤民间艺术“活”起来，关键在传承。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绥德县为发

掘优秀民间艺术传承人，专门开班教学、辅导培养，还组织非遗项目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乡村。

正如魏建明所说：“代代接力，民间艺术才能不断焕发光彩。”民间艺术魂在乡土，根子在人。要不断融合

新的艺术展现形式，提升民间艺术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进一步夯实其活态传承的基础。（两段并成一段）

与此同时，以民间艺术为载体，带动文化产业、乡村产业发展，可以为艺术传承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

在绥德县，1200 余人从事石雕产业，群众增收致富，实现点石成“金”；在汉中市，细细青藤在村民手中

百转千回，成为一件件热销藤编产品……民间艺术小工坊成了致富大产业，让优秀的民间艺术融入群众日

常生活，展现出更强的活力。把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利用好，有助于激扬群众的精气神，更好延续历史文

脉。  

⑥由此可见，________，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东仓鼓乐社主管齐

兴峰曾经自问：“古老艺术，会有人喜欢吗？”随着“触网”的深入，他对此很有信心。更好激活民间艺

术的生命力，让民间艺术之美浸润心田，就能推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光彩，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

自信。 

（取材于《人民日报》，有删改） 

24. 根据全文，在第⑥段横线处填写恰当的内容。（2 分） 

25．阅读全文，下列说法不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第②段中“不仅……而且……”突出了民间艺术对滋养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B. 第④段举了华阴老腔等例子可以论证坚持守正创新能让更多人关注民间艺术。 

C. 第⑤段绥德县培养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振兴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D. 第⑥段进一步强调了激活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具有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作用。 

26. 简要分析第③段画线句是如何推进本文论证的？（3 分） 

五、作文(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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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作文。 

（1）同学们，初中三年，你们不仅在校内学习知识，还走出课堂，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你

们参观过各类博物馆、名人故居；你们还游览过名胜古迹、革命圣地；你们曾种花植树，制作手工；你们

还曾帮扶老弱，义捐灾区……在集体或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你们经风雨，见世面，长本事，培养和锻

炼了实践能力。请以你最有意义的一次社会实践经历为内容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 

（2）海伦·凯勒遇到莎莉文老师，她走出黑暗获得心中光明；萧红遇到鲁迅，她的文学创作更上一层

楼；“我”遇到植树的牧羊人，懂得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回首初中三年，透过书页，同学们见证了

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如果有一天你能与书中的人物相遇，会发生什么故事？请你展开想象，以“难忘的相

遇”为题，写一篇精彩的故事。 

要求：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 之间，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

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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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基础·运用（共 14 分） 

1.答案：D 

（共 2 分） 

2.答案：B 

（共 2 分） 

3.答案示例：  

示例一：我选第（1）幅，理由是篆书笔画曲线较多，正如九龙壁上身形环曲、姿态各异的龙形象。  

示例二：我选第（2）幅，理由是隶书厚重、庄重的特点能充分体现九龙壁所象征的天子至尊的威严。 

（共 2 分。书体特点 1 分，相关内容 1 分） 

4.答案：寓意美好的龙与古建筑有着不解之缘 

（共 2 分） 

5.答案：A 

（共 2 分） 

6.答案：C 

（共 2 分） 

7.答案示例一：领悟美好的龙寓意，做中华文明的守护人。 

答案示例二：践行优秀的龙文化，做民族振兴的接班人。 

（共 2 分） 

二、古诗文阅读（共 17 分） 

（一）（共 4 分） 

8.答案：忽如一夜春风来 

9.答案：遂许先帝以驱驰 

10.答案示例：①报君黄金台上意 ②提携玉龙为君死 /①先天下之忧而忧 ②后天下之乐而乐 

（共 4 分。每空 1 分，有错该空不得分） 

（二）（共 6 分） 

11.答案示例：①渴望得到重用   ②四面楚歌 

（共 2 分。每空 1 分） 

12.答案：苏轼用“鬓微霜，又何妨”，表明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衰老，更在意的是朝廷能够给他建功立业的

机会，表现出词人的豪迈狂放，可见其爱国豪情。秋瑾用“殊未屑”表达出自己不愿被女儿身所束缚，决

心报效国家的愿望，足见其爱国豪情。 

（共 4 分。每首 2 分） 

（三）（共 7 分） 

13.答案：D 

 （共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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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案示例： 

(1) 双重否定句式语气强烈，强调学习的必要性，要求吕蒙必须好好学习。  

(2) 反问句式加强语气，强调只有用心专一，才能学有所成。  

 （共 2 分。手法 1 分，目的 1 分） 

15.答案：（1）D   （2） C  （3）A  （4）B 

（共 3 分。每空 1 分） 

三、名著阅读（共 5 分） 

16.答案示例：我把《水浒传》中的吴用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归为智者。吴用巧妙谋划，使杨志一伙

人喝酒中计，成功劫走了生辰纲。孙悟空西行路上三调芭蕉扇，计盗紫金铃，用智慧闯过了一个个难关。

他们都是足智多谋的智者。  

（共 5 分。归类正确 1 分，人物正确 2 分，情节合理 2 分） 

四、现代文阅读（共 24 分） 

（一）（共 7 分） 

17.答案：B 

（共 2 分） 

18.答案：D 

（共 2 分） 

19.答案示例：玩法有趣、历史悠久、能修身养性 

（共 3 分。每点 1 分，意近即可，超过字数不得分） 

（二）（共 10 分） 

20.答案示例：①水车     ②艄公在黄河上划羊皮筏子 

   （共 2 分。每空 1 分） 

21. 答案示例：“熟悉”是指作者刚识字时就认识了黄河，作者儿时就听过老师讲述黄河的故事。“遥

远”是指黄河的历史较为久远；自己家住东海之滨，与黄河距离远；后来离开了祖国，与黄河的距离就更

加遥远了。 

（共 2 分。“熟悉”1 分，“遥远”1 分，“熟悉”和“遥远”的解释中各答出一条即可。） 

22. 答案示例：作者使用第二人称，拉近了与黄河的距离，赋予了黄河母亲般温厚的特点，将作者对黄河

的依恋、热爱、赞美之情表现得更浓烈、深挚。 

（共 3 分。手法 1 分，内容 1 分，情感 1 分） 

23.答案示例：萦绕在作者心头，难以忘怀的是治理汹涌咆哮的黄河时，中华女儿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

精神；是黄河像母亲一样，哺育着中华儿女，给人们带来快乐和谐的生活；是人们面对滚滚波涛的黄河时

所展现出的机智和无畏。 

（共 3 分。围绕本文中“黄河的意蕴”答出任意三条即可，其他答案酌情给分） 

（三）（共 7 分） 

24.答案示例：传播、传承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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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分） 

25.答案：C 

（共 2 分） 

26.答案示例：画线句是在上文举了陕北、关中、陕南民间艺术滋养了三秦人民精神世界例子的基础上，

用问句的方式进一步提出“让民间艺术继续滋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

下文对具体做法的论述，推进了本文的论证进程。 

（共 3 分。问句内容 1 分，对上文作用 1 分，对下文作用 1 分） 

 

 

 

 

 

五、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 分，书写分严格要求） 

27.写作（40 分） 

评分标准 

   项目 

等级 
内容、表达（36 分） 说明 书写（4 分） 

一类卷 

(40～34) 

符合题意，内容具体，中心明确；条理清

楚，结构合理；语言通顺，有 2 处以下语

病。 

赋分范围：36～30 分 

以 33 分为基准分上下

浮动，然后加书写项

的得分。 

4 分 

书写正确、工整，标

点正确，格式规范。 

二类卷 

(33～29) 

比较符合题意，内容比较具体，中心比较

明确；条理比较清楚，结构比较合理；语

言比较通顺，有 3-4 处语病。 

赋分范围：29～25 分 

以 27 分为基准分上下

浮动，然后加书写项

的得分。 

3 分 

书写基本正确、工

整，标点大体正确，

格式规范。 

三类卷 

(28～24) 

基本符合题意，内容不够具体，中心基本

明确；条理基本清楚，结构基本完整；语

言基本通顺，有 5-6 处语病。 

赋分范围：24～20 分 

以 22 分为基准分上下

浮动，然后加书写项

的得分。 

2 分 

书写错误较多，字迹

不够清楚，标点错误

较多，格式大体规

范。 

四类卷 

(23～0) 

不符合题意，内容空洞，中心不明确；条

理不清楚，结构不完整；语言不通顺，有

7 处以上语病。 

赋分范围：19～0 分 

以 16 分为基准分上下

浮动，然后加书写项

的得分。 

1～0 分 

书写错误很多，字迹

潦草，标点错误很

多，格式不规范。 

 

说明：1．字数不足 600 字，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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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文中如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从总得分中扣 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