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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5—2016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中美班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一、文言文课内阅读（36分） 

1．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 

A．使人遗．赵王书（送给）              B．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拜访） 

C．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唯独）    D．求人可使报．秦者（报复） 

2．下列句子中加点词古今同义的一项是（    ） 

A．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B．璧有瑕，请指示．．王 

C．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D．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 

3．下列句中句子中加点词的用法和意义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因．宾客至蔺相如门前谢罪            不如因．而厚遇之 

B．今君乃．亡赵走燕                    乃．使其从者衣褐 

C．徒．慕君之高义也                    徒．以吾两人在也 

D．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                赵强而．燕弱 

4．下列各项中，句式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    ） 

A．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              B．使不辱于诸侯 

C．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D．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 

5．下列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主要是通过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

个故事的叙述，歌颂了蔺相如机智勇敢、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以及廉颇勇于改过的

可贵品质。 

B．司马迁，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我

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鲁迅评之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C．“完璧归赵”一节，在写蔺相如出使前，先借缪贤之口对其作了介绍，这不仅从侧面表现

出蔺相如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也为下文写蔺相如作了铺垫。 

D．“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表明秦赵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6.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           B.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舍相如广成传． 

C. 引．赵使者蔺相如                     D. 璧有瑕，请．指示王 

左右或欲引．相如去                      臣请．就汤镬 

7. 下列句中加点词在文中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 

A. 不如因而．．厚遇之                   B. 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C. 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            D. 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 

8. 以下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表现蔺相如“机智果断”的一组是（      ） 

①璧有瑕，请指示王      ②怒发上冲冠     ③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 

④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   ⑤臣请就汤镬     ⑥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 

A.①②③    B. ①③④⑥   C.①⑤⑥    D.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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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蔺相如献璧后，从秦王的倨傲无礼中，敏锐地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就略施小计，把

璧收回。趁势持璧而立，为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B. 蔺相如将赵王“修敬”与秦王“甚倨”进行对比，面责秦王无礼无信，并用自己与璧同

归于尽的决心来威胁对方，秦王想采取其他方法巧取豪夺，便假意同意“十五都予赵”。 

C. 蔺相如看出秦城实不可得，便提出“斋戒五日”和“设九宾于廷”，暂使缓兵之计，以获

得回旋余地，然后采取断然措施，派人暗中把璧送回赵国。 

D. 蔺相如在大庭广众之下，引用历史上秦国失信的事实，揭露秦一贯背信弃义，告示秦王，

璧已送回赵国，并表示个人生死已置之度外。至此，秦王实在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事实，蔺

相如取得“完璧归赵”的胜利。 

10．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相如张目叱之．                       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B．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               秦王为．赵王击缻 

C．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赵亦盛设兵以．待秦 

D．终不能加胜于．赵                     故燕王欲结于．君 

11．对下列句中加点的字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          口舌：言语 

B．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  宣言：扬言 

C．臣等不肖．．，请辞去              不肖：不相似 

D．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谢罪：道歉请罪 

12．下列各中加点字词的用法与“且庸人尚羞之”中的“羞”字相同的一项是（     ） 

A．相如每朝．时                         B．大王必欲急．臣 

C．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D．而相如廷．叱之 

二、文本阅读（9 分） 

阅读下文，完成 13—15 题。 

    ①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 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

“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②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

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

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现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

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

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③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

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

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

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

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断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

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

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

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④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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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

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

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

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

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试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

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

功。 

    ⑤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

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

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

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

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

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1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过去，艺术品的接受并不属于美学的研究范围，而当接受美学诞生以后，关于艺术品

的接受的研究就成为艺术美学中的一门显学。 

B．在接受美学诞生以前，人们一般的认识是：整个创作过程就是艺术家的审美经验不断结

晶的过程，艺术品一旦形成，创作也就大功告成。 

C . 接受美学认为，艺术品在艺术家手中产生出来，这只是艺术创作的第一阶段，读者、观

众、听众对艺术品的接受是艺术创作的继续。 

D.  通过读者、观众和听众的接受，艺术作品的价值才从一种可能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也属于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14.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文本之所以是一个“召唤结构”，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些内容有意不写或不明写，需要

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 

B . 文本的“否定”要素具有对接受者所生活的现实加以否定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接受

者接受文本并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实现的。 

C. “前理解”是接受者在理解文本以前的心理文化结构，由于接受者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

动的，所以这种结构会影响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 

D. 作品被艺术家创作出来以后就成为历史，作品是通过接受者的理解而存活于现实，并发

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的生命力存在于理解之中。 

15.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古典美学中强调的含蓄和简洁可以说是艺术作品召唤性的体现，含蓄的美在于从有

限中表现无限，简洁的美在于以少胜多，以简驭繁。 

B．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理解距离艺术作品的本义越远，就越是具有创造性，正

如《西厢记》之于《莺莺传》、《金瓶梅》之于《水浒传》。 

C．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和方向，所以即使我们今天阅读历史上的艺

术作品，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 

D．作为接受者的个体毕竟生活在群体之中，其思维和观念与群体是相通的，因此接受者们

对于同一文本的理解即使千姿百态，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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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默写（9 分） 

默写《锦瑟》 

                                                              

                                                              

                                                              

                                                              

 

四、翻译文言文（6 分） 

①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②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五、作文（40 分） 

 

    近年来社会上流行一个词“范儿”，并派生出“中国范儿”“文艺范儿”“潮范儿”“有

范儿”等一系列词语。“范儿”多指好的风格、做派，近似于有气质、有情调、有品位的意

思。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范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范儿”，不同职业有不同职业

的“范儿”，一个人也可能有一个人的“范儿”„„ 

 

    请根据以上材料，结合你的生活体验和思考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不得套作，不

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