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 2017 秋季期中考试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20 分钟；满分 150 分；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总分

得分 [来源:学科网]

注意事项：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第一卷

评卷人 得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24 分)

1、下列各组加粗的读音,正确的一项( )

A.百舸 gě 偌 nuó大 踏莎 suō行 挥斥方遒 qiú

B.青荇 xìn 火钵 bō 揕 zhèn 其胸 按剑而跽 jì

C.杯杓 sháo 颓圮 pǐ 沁 qìn 园春 勠 lù力而行

D.笙 shēng 箫 彳 chì亍 被八创 chuāng 不肖 xiāo 子孙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杀戳 廖廓 沉淀 刎颈之交

B.箕踞 叱骂 深邃 满目疮痍

C.变徵 荆棘 斑斓 剑拔驽张

D.骨髓 寒喧 坍圮 书生义气

3、下列词语中加横线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当大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小明挺身而出挽救了大家。

B.指导员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连里战士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思想活动,他都洞若观火。

C.足球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一个防守队员快步上前,抱住进攻队员,并将其拉倒,而裁判对此

却熟视无睹。

D.在布什即将下台之际,朝鲜再操“核牌”,并非真正想走“回头路”,更多的是向美新总统示

威,在未来不可避免的谈判中占据主动,真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4、下列句子中没有通假字的是( )

A.秦伯说,与郑人盟

B.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C.往而不反者,竖子也

D.君安与项伯有故?

5、下列句子中没有古今异义的一项是( )

A.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进曰

B.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C.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

D.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6、下列各句中词类活用现象属于使动用法的一项是( )

A.拔剑撞而破之

B.籍吏民

C.吾得兄事之

D.此其志不在小

7、下列句子中加粗词的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愿足下更虑之 更:更加。

B.顾计不知所出耳 顾:不过,只是。表示轻微的转折。

C.秦王必说见臣 说:通“悦”,喜欢,高兴。

D.进兵北略地 略:掠夺、夺取。

8、下列句子的句式,不同于其他三句的一项是( )

A.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B.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C.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

D.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评卷

人
得分

二、默写（每空 1分，共 10 分）

9.默写下面句子中空缺的部分。

⑴恰同学少年， ； ， 。

⑵在雨的哀曲里， , ,

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惆怅。

⑶那河畔的金柳， ；波光里的艳影， 。



⑷今者项庄拔剑舞， 。

⑸真正的猛士，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⑹ , 同向春风各自愁。

评卷

人
得分

三、语言表达（每空 2分，共 6分）

10、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

处不超过 15 个字。

虽然目前人类还没有在火星上找到可用的水源,① ,这样

看来我们也许能通过加热土壤来取水。② ,还可以用

除湿机来抽取空气中的水。但无论如何,火星上的水是非常宝贵的。据悉,神舟十一号搭载的两

名航天员在太空中无论是洗澡水还是洗脚水,③ ,就像

一位航天员曾说过的:“我今天喝下去的咖啡,就是用昨天喝过的咖啡冲的。”

评卷人 得分
四、诗歌鉴赏（每题 4分，共 8分）

11、阅读下面这首清诗,完成 1-2 题。

塞外杂咏

林则徐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注:作者任两广总督时,从查禁鸦片烟入手,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后遭诬陷被罢官,充军到新疆伊犁。这首诗就是

作者进入新疆时写的。

⑴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两项是( )

A.首句中,作者将天山比作大臣上朝用的笏板,将山上的积雪比作美玉,用比喻手法写出了天山

的孤独寂寞。

B.第二句写高耸壮美的天山如朋友般导“我”西行,与“我”这被充军发配的人为伴,这句是为

了突出天山有情有义。

C.诗中所谓的“寂寥”,不仅指林则徐在充军途中的寂寞,更暗含他在官场上遭冷落的孤独,可

谓刻骨铭心。

D.第三句作者给天山以人的性格,赋予人的思想感情,将天山拟人化,使诗人与天山的形象屹立



于读者面前。

E.“晴雪”,是晴天的积雪,格外洁白,语意双关,既指山上的积雪,也指头上的白发,含蓄有味,

耐人咀嚼。

⑵本诗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第二卷

评卷人 得分
五、文言文阅读（每题 3分，共 12 分）

1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4 题。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沛公之从洛阳南出,良引兵从沛公。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

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

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

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

秦军,大破之。

汉元年正月,(沛公)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良因说汉王日:“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

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烧绝栈道。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良亡,

间行归汉王。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日:“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

日:“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

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怨。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其秋,汉王

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汉六年正月,

封功臣。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

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

良为留侯。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

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摘自《史记·留侯世家》)

⑴下列对文中加框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

B.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



将

C.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

D.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

⑵下列对文中加粗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贾竖",与"竖子""鲰生"同为秦汉时骂人之语,此为对"屠者子"--屠夫的贱称。

B.子房,为张良之字,古时称人,直接称名不礼貌,即使贵为天子的刘邦,也称张良之字。

C."崩",专指帝王之死,如《出师表》说刘备之死为"先帝崩殂",皇后之死用"薨"。

D.《史记》是开创纪传体撰写史书,一般帝王用本纪,项羽不是帝王,列入世家,《鸿门宴》选自

《项羽世家》。

⑶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张良忠君护主。沛公时兴兵从之,汉王时献计画策,高祖时不邀功自傲,自始至终追随刘邦,护

卫大汉天下。

B.张良为人精明。在峣山下的秦将上当想要反叛秦王朝的情况下,考虑到士卒会不听从,让沛公

带兵攻击秦军,取得大胜。

C.张良足智多谋。败蛲下军,破项羽疑,荐举良才,解除危难,促诸侯之会,为汉王朝立下汗马功

劳。

D.张良激流勇退。高帝对他的才能极为赏识,让他自己在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委婉地

拒绝了,于是被封为留侯。

⑷把下列文言文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

②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评卷人[来源:

学。科。网Z。X。X。K]

得分
六、现代文阅读（每小题 3分，共 30 分）

1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 题。

杂交水稻之父



1982 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

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

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

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作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

老冒,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

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 1980 年第一次

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 800 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

次他曾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

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 1750 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哪!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

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给

您定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 10 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

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

一直为那件事感到惭愧。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

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

‘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

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

您一见面就‘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来源:学科网]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 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

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已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的人口,而且惠及全世界。为此,他被美

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

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 7000 万人的吃饭

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

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

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



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

的人才。优秀的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

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

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

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

⑴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斯瓦米纳森博士在他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水稻科技界会议上的隆重推介,使袁隆平作为世界

著名水稻专家而广为人知。

B.袁隆平因为发明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被

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

C.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为了感谢袁隆平给他送来了好种子,专门花钱请人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

隆平石像供在家里。

D.袁隆平的研究生经他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为了成为超过老师的杰出学者,

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国外工作。

E.本文通过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相关事迹的描述,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博大胸怀

以及勇于探索、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

⑵.尽管被国际同行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内心却“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

哀”。这是为什么?请简要分析。

⑶.有人说袁隆平送出的人才“都飞了”,他是“白费心血”,袁隆平却认为这种看法是“短见

浅识”。为什么?请简要分析。

1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

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



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

“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

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

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

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

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哲学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

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

些乡村基因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

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

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

“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

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

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

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

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

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

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

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⑴.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来源:学§科§网 Z§X§X§K]

A.新型的城镇化建设,如果在建设之余还能兼顾人文保护,就不会留下"乡痛"。

B.乡村记忆是居民情感所系和乡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完好保存下来。

C.在城镇化过程中,定期维修乡村的集体记忆场所,是呵护乡村记忆的一种方式。

D.活化乡村记忆是指赋予乡村记忆新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相关产业的配套设施。

⑵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围绕着乡村记忆的保护,文章逐层递进地论证了留住乡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B.文章将乡村记忆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并论及了二者的有机联系。

C.文章提出以综合甄选的方式选择保留哪些乡村记忆,并举例说明了甄选的标准。

D.认为乡村与人的情感、记忆密切相关,这是文章论述城镇化与乡愁关系的前提。

⑶.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如果能留住乡愁,就有可能避免城乡变迁中物质空间变化与人的情感发生冲突。

B.如果游子在城镇化的故乡找到依恋感和归属感,就说明故乡已活化了乡村记忆。

C.为了保护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

D.能对乡村记忆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说明乡村记忆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的。

15、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大气人生

夏明亮

马寅初于 1882 年 6 月 24 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父亲把继承家业、进一步

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到他身上。对于父亲的安排,少年马寅初表示不满。在父亲鞭打逼迫下,他

毅然跳入江中,以死抗争,幸而被人救起。终于,由人作保,16 岁的马寅初踏上了实现自己人生理

想的艰辛之路。他先后在上海育英书馆、天津北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勤奋苦

读。其间,马寅初的父亲与他断绝了一切经济联系;这给马寅初的求学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他历尽

苦辛,百折不挠。

毕业后,马寅初于 1916 年回到阔别多年、灾难深重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

请,担任了北大经济系教授。

在长期的观察研究过程中,马寅初深入了解并掌握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聚积

财富的内幕材料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大发国难财的罪恶事实。对此他深恶痛绝,大加鞭挞。

蒋介石政权慑于马寅初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只好采用软的一手,欲派马寅初出国考察,并许

以驻美大使职务。马寅初向社会各界严正声明:“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

到!”他断然拒绝这个“美差”,斩钉截铁地回答蒋介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

不离开祖国!”

在对马寅初采用拉拢、利诱、收买、威胁等手段统统失败之后,蒋介石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

他的看家本领——动用宪兵,秘密逮捕马寅初,在集中营关押近 5 年。出狱后,他照例发表文章,

到处演讲。在演讲时他干脆事先写好遗嘱。当时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曾联名赠送给他一块大横匾,

上书“马首是瞻”四个大字,可谓直抒民意。

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已达 6亿,并且以每年 1300 万左右的速度剧增。一



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年届古稀的马寅初立即投入到人口学研究领域。经过 5年的实地调查和分

析研究,1957 年 7 月 5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在中国,控制人口已是刻

不容缓!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建议——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建立人口

动态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对人口控制要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实行行政干预,并辅

之以经济措施,实行普及应用节育方法,等等。

国内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针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针对一些歪曲事实、以势压人的批判,

马寅初公开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

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不应向困难低

头。”

他坚定地说:“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

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

⑴下列对于马寅初的“人口论”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许多人还没有重视中国人口问题的时候,马寅初预警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控制人口增

长已刻不容缓。

B.马寅初的“人口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远见卓识,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批判马寅初

使中国失去了及时控制人口数量的机会。

C.国内在学术界掀起的针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开始还是纯粹的学术争论,但很快演变成了

一场政治运动。

D.马寅初坚持自己的人口论,是因为他的理论的提出是科学严谨的,并且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

题的办法。

⑵.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两项是( )

A.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艰难的境遇中,体现出了高贵的品

质。

B.马寅初抨击蒋介石,主要是因为蒋介石维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大发国难财,而不

只是出于私怨。

C.“马首是瞻”是人们对马寅初爱国行为的褒奖,表达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支持、拥戴和景仰之

情。

D.在关系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抉择。

E.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马寅初立即投入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包括实行

行政干预,并辅之以经济措施,实行普及应用节育在内的办法。[来源:学#科#网 Z#X#X#K]



⑶.马寅初一生作出了多次重要抉择,结合本文,简要概括。

评卷人 得分
七、命题作文（60 分）

16. 记忆天空群星灿烂,记忆枝头繁花似锦;记忆是陈年的老窖,记忆是经典的华章,记忆是

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曾经如花般灿烂的笑颜、曾经流淌温暖的画面、曾经深深忏悔的泪水……

这一切都是难以磨灭的。难以磨灭的记忆也一定是触动心灵的。

请以“难以磨灭的记忆”为标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记叙性文章。



高一 2017 秋季期中考试语文参考答案：

1. C 解析： A 偌 ruó大,B 青荇 xìng,D 不肖 xiào。

2. B 解析： A、“廖廓”为“寥廓”;C、“剑拔驽张”为“剑拔弩张”;D“寒喧”为“寒暄”;“书

生义气”为“书生意气”

3. B 解析：改为了如指掌。洞若观火:1,主要是指“看”,看得清楚明白。2,如何看得“清楚明白”?

主要是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很多从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3,这种“看得清楚明白”,应该是一般

人做不到,而具有独特洞察力的人才能看到的。而战士们的家庭情况等等,既不都是“看”出来的,

而且有些是从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只要去了解即可。此外,并不需要独特的洞察力,只需用心,细致,

即可做到。

4. D 5. D 6. A 7.A 解析： 更:改变 8. A 解析： 定语后置句。其余为判断句

9.默写

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

是夕阳中的新娘，在我的心头荡漾。

其意常在沛公也。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八角不愿丁香结。

二、语言表达

10..但是火星的土壤中含有水; 如果这种方式不行; 都要收集起来循环利用

三、诗歌鉴赏

11. ⑴.AB; ⑵.①作者前两句描绘了天山雄伟壮丽的的景象,写自己被谪贬伊犁,旅途中只有天山相

伴,表现了寂寞孤独之感。

②后两句写“笑”写“难消”,表面上写开朗旷达,实际上流露出身处逆境的无奈,表达了年事已高、

壮志未酬的伤感之情。

解析：A.“孤独寂寞”应为“雄伟壮观”,B.“突出天山有情有义”错,诗句突出的是“诗人的孤独

寂寞”。

四、文言文阅读

12. ⑴.D; ⑵.B; ⑶.B; ⑷.①大王为什么不烧毁所走过的栈道,向天下表示没有回来争夺天下的心

愿,来稳住项王的心思。

②之所以派遣将领镇守函谷关,是防备其他盗贼进入和意外事故发生。



解析： 1.“诸”为兼词“之于”,在山上张挂旌旗迷惑对方,郦食其,人名。

2.A 贾竖是对商人的贱称。C 皇后,为国之母,其死,仍为崩。D《项羽本纪》。

3.“让沛公带兵攻击”不对,张良没有这样特别安排。只是提出了 “趁敌方松懈而攻打”的建议。

五、现代文阅读

13. ⑴.BE; ⑵.①斯瓦米纳森的推崇使他产生了对比联想;②他尚未得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的承

认;③杂交水稻技术被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意对即可)

⑶.①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②优秀人才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

国外一流的科研条件更有利于杰出学者的成长;③一旦祖国需要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他们也会随时

回来。(意对即可)

解析：⑴.A.这一次的“隆重推介,使袁隆平作为世界著名水稻专家而广为人知”在原文中没有依据。

C.“感谢袁隆平给他送来杂交水稻种子”有歧义,既可实指,又可虚指。D.“为了成为超过老师的杰

出学者”说法不恰当。

⑵.原文第二段将袁隆平“淡淡的悲哀”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仔细审读题干和第二段内容,从国内

和国外两方面回答。

⑶.相关信息在原文末段,可将袁隆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整合,分层表述。

14. ⑴.C; ⑵.C; ⑶.B 解析： ⑴.A“如果……就”表示过于绝对,B“必须完好保存”于文无

据,D“使之成为相关产业的配套设施”与原文表述不一致。

⑵.“并举例说明了甄选的标准”错误,原文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属于无中生有。原文只是说“至于哪

些乡村基因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

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

⑶.“游子在城镇化的故乡找到依恋感和归属感”不是“活化了乡村记忆的标准”,两者没有必然联

系。

15. ⑴.C; ⑵.BE; ⑶.①少年时代,放弃家业,走上了求学之路;

②解放前,不屈服于蒋介石的利诱与淫威,坚决鞭挞批判国民党统治者;

③解放后,不屈服于国内公开的批判,坚持自己的人口论。

解析：⑴.一开始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本身就是政治批判。

⑵.B.“不只是”改为“不是”,E.不是投入“人口问题”,而是“人口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