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4

2016-2017 年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语文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①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

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

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

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

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②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

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

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

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

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

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

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

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③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

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

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

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

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④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

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

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

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

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⑤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

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

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

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 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

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

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

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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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茶在上古时代的中国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古籍记载的战国时期四川一带已经有了饮用茶

的习惯等可以说明蜀地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

B.三国魏晋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饮茶，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以及行销到游牧民族

等，茶在唐朝时期真正成为国人日常饮用之物。

C.宋代宫廷的点茶和斗茶是烹茶的方式，但因有着一定的系统和仪式而成为精神领域的享

受，这说明整个宋代的茶书和茶人的世界在宫廷。

D.清代中期后，民生凋敝，整个品茗雅趣走向没落，基本没人提及品茗雅趣了，随着时间的

推移，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茶道是日本的国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茶饮上升到精神领域陆羽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

的方法，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

B.饮茶开始时是属于贵族专利，后来饮茶扩展到士大夫阶层，但饮用方式比较古朴，茶处理

如同蔬菜，没有唐代复杂精美的饮用法。

C.唐代茶的流行除了社会原因和交通外，还与禅教的兴盛有关，很多寺院推广喝茶来提神不

寐，因禅宗的影响很大，最终就影响了民间。

D.现在大多数中国百姓都是用大杯冲泡茶叶，这很符合古代的质朴之道，但因历史原因，我

们祖先创造的茶道已与中国文化无关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茶最初被认为是菜蔬等，所以饮茶的方式与后来大不相同，十分有生活气息，在三国魏晋

时就是放在水里煮，再加香料和佐料。

B.唐代的制茶技术没有宋代复杂，到明代制茶技术有了更高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

体系，使明代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期。

C.明朝品茶的情趣不仅是品味茶叶香味，更重要的还有通过品茶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

当然在饮茶时还会像唐代一样赏茶具。

D.清代在品茶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如茶碗变得更加小，基本使用青花瓷、白瓷杯，紫砂壶成

为主要泡茶工具，福建功夫茶出现等。

【答案】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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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3．B

【解析】

1．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C项，扩大范围。“整个宋代的茶书和茶人的世界

在宫廷”错误，文中有“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可以判断出随后的茶书、茶人

的世界应该扩大到整个社会。故选 C。

2．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D项，曲解文意。“我们祖先创造的茶道已

与中国文化无关了”错误，原文说“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

关”，意思是因为中国的茶道长期无人提及，造成一些人认为茶道就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

错误观念。故选 D。

3．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B项，延伸过度。“明代制茶技术有了

更高的发展”错误，原文的意思是明代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主要因为士大夫阶层讲究品

茶，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而不是因为制茶技术的发展。故选 B。

二、古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问题。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

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

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

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

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

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

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4．下列古代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执事”在古代是指办事的官员，《烛之武退秦师》中用作对对方的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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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古时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变徵是变音的变调、声调悲凉。

C.谥号是朝廷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平民按其生平事迹进行

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

D.《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编年史著作，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是研

究我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5．下列句子中，画横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以其无礼于晋 不求闻达于诸侯 B.焉用亡郑以陪邻 越国以鄙远

C.君知其难也 吾其还也 D.将焉取之 子亦有不利焉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烛之武深明大义，以解国难为重。他在郑国官微人轻，在秦晋大兵压境、郑伯自责道歉的

情况下，毅然答应出使，表现出奔赴国难的义勇精神。

B.烛之武勇敢无畏，从容对敌。他不顾年迈之躯，夜缒出城。从容去见秦伯，坦言郑国将亡，

满足强敌的骄横心理，创造说服秦伯的契机。

C.烛之武善于利用矛盾，晓之利害。他先说亡郑对秦无益有害，再说存郑对秦对晋都有益，

最后说晋屡背秦德，不可共事，使秦伯不得不听。

D.烛之武机智善辩，成功使敌退兵。他援古例今，使秦穆公跟郑国订立了盟约，并留下驻兵

帮郑国防守，晋国也不得不撤兵，从而保全了郑国。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2)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答案】

4．C

5．B

6．C

7．(1)如果不使秦国土地减少，将从哪里取得晋国所贪求的土地呢？

(2)依靠别人的力量，又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道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

用混乱相攻取代联合一致，这是不符合武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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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4．本题考查识记文化常识的能力。C项，朝廷不会给平民封谥号。故选 C。

5．本题考查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意义和用法的能力。A项，介词，对/介词，对；B项，

连词，表目的；C项，代词，指代“越国以鄙远”/语气词，表祈使语气；D项，疑问代词，哪

里/语气词，表感叹语气。故选 B。

6．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C项，“存郑对秦对晋都有益”，应为“存
郑对秦有益无害”。故选 C。

7．本题考查翻译文中的句子的能力。翻译时注意以下重要字词：(1)阙：缺损，焉：哪里。

(2)因：依靠，与：结交、亲附，易：代替。

（二）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问题。

狮子林竹下偶咏

(明)徐贲

客来竹林下，时闻涧中琴。

经房在幽竹，庭户皆春阴。

孤吟遂忘返，烟景生逾深。

8．对本作品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诗中写溪涧、琴声，以声衬静，更加显现出竹林的幽静。

B.本诗写诗人访友所见，通过对友人居住环境及活动的描写，表现了友人高雅的情趣。

C.诗人陶醉在美好的景致之中，不知不觉走到了烟雾缭绕的竹林深处，以致于迷途忘返。

D.诗人即景抒情，表达了对清幽的环境、闲适生活的喜爱之情。

9．诗人徐贲也是明代著名的画家，擅长山水。这首诗中诗人运用了哪些意象，为我们描绘

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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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

9．诗人通过竹林、琴声、经房等意象描绘了一幅幽静、雅致的春景图。

【解析】

8．本题考查理解诗文内容的能力。解答此题，可根据对整首诗歌内容的大意理解，仔细辨

识选项与诗歌内容的细微差别，做出判断取舍。C项，“忘返”不是因为迷路，而是因为陶醉

而流连忘返。故选 C。

9．本题考查鉴赏文学作品形象的能力。解答此题，可先从文中抓住主要景物，例如，“幽竹”“琴
声”“经房”“涧”，展开联想想象，描绘画面，语言力求优美。在描绘景物特征时，要运用描

写等表达方式，突出其幽静、雅致的气氛，把诗人对清幽的环境、闲适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

出来。

（三）名篇名句默写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1) ，我为鱼肉。(《鸿门宴》)

(2)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王》 )

(3)《邹忌讽齐王纳谏》中描写邹忌外貌的句子是：邹忌修八尺有余， 。

(4)《沁园春•长沙》中作者旧地重游，引发对从前同学同游及生活回忆的诗句：

携来百侣曾游， 。

(5)《论语》中阐述当别人不了解自己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不亦君子乎。

【答案】(1)人为刀俎

(2)风萧萧兮易水寒

(3)而形貌昳丽

(4)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5)人不知而不愠

【解析】本题考查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解答时注意以下字的写法：俎、萧、昳、峥

嵘、稠、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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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老海棠树

史铁生

①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

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②老海棠树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

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

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

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

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

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

③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

地冲我叨唠：“就不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

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

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呆呆地张望——从粉

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④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

带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

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

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

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

镜上缘抬起眼，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⑤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

“刷啦——刷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

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

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

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

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你刚

回来，去歇息着吧。”

⑥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

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

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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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

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

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

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⑦冬天，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常常在灯下学习。

她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那一回，奶奶举

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

回答：“不知道。再说，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

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
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无对我的责备。

⑧……

⑨如今，奶奶已离我而去。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飘然而去，跟随

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

时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

永生的痛悔。

(有删改)

1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A.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以“我”对奶奶的情感变化为线索，表现了“我”对奶奶认识的变化和感

情的深化。

B.文中第②段划线的句子运用了类比的艺术手法，写出了老树枝桠的粗壮，突出了老海棠树

的“老”。

C.本文③到⑥段写奶奶为了贴补家用而忙于劳作，一刻不闲。尽管得不到儿孙的理解，也一

直坚持劳动。

D.本文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内涵丰富，感情真挚，表现了“我”对奶奶深深的怀念和

愧疚之情。

E.本文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形象，如“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

半天目光都不移动。”

12．根据②至⑦段对奶奶的描写，概括奶奶的形象特点。

13．本文反复出现“老海棠树”，这一形象在文本中起到哪些作用？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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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C

12．(1)慈爱，(2)勤劳(吃苦耐劳)，(3)自尊(自立、自强)，(4)坚韧，(5)渴望进步。

13．内容：象征。老海棠树象征了奶奶，既象征了奶奶渴望自食其力、渴望进步跟上时代的

可敬可叹的生命品格；也象征了奶奶的沧桑命运和坚强。奶奶一生都在老海棠树下劳动、生

活，奶奶离世，老海棠仍在，物是人非，“老海棠树”寄托了作者对奶奶的思念和愧悔。“老
海棠树”是本文的线索，串联全文事件，使文章构思精巧。

【解析】

11．此题考查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能力。B项不是类比，是比喻。C项中不是为了

“贴补家用”而是为了确立自身价值。故选 BC。

12．此题考查鉴赏作品人物形象特点的能力。从奶奶闲下来就糊纸花、补花等，分析出奶奶

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从奶奶在灯下学习等，可以分析出奶奶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从奶奶

不想依靠爸妈的帮助生活，可以分析出奶奶是一个要求自立的人。

13．本题考查物象作用的能力。小说引入特别主要的物象，基本作用有：①突出人物性格，

揭示深化主题；②反复出现、串起相关情节，从而成为全文的线索，兼有使结构更加严谨的

作用；③衬托环境，或者具有象征意义。本文的题目是“老海棠树”，由此可知它是全文的线

索；由第一段可知，本文写老海棠树和奶奶的形象是分不开的，据此可从奶奶人物形象角度

作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①波兰布热金卡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

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②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

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

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③每天都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布热金卡——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

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

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④布热金卡在波兰南方城市奥斯维辛城外几英里的地方——世人对奥斯维辛这个地名更熟

悉。奥斯维辛大约有 12000名居民，距华沙 120英里，地处被称为摩拉维安门的山口的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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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一道组成了被纳粹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工厂

的一部分。

⑤十四年前，最后一批囚徒被剥光衣服，在军犬和武装士兵的押送下走进毒气室。从那时起，

奥斯维辛的惨状被人们讲过了很多次。一些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是任何心智

健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罗道夫·弗兰斯·费尔南德·霍斯在被处决前也

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里进行的集体屠杀和用人体做的各种试验。波兰人说，共有 400
万人死在那里。

⑥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

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

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⑦现在，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都是很安静的地方，人们再也听不到受难者的喊叫了。参观者

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象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

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

指一指就够了。

⑧每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来说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对有的人来说，这个

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人们对他们说，这是“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对另外

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忘：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查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

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

⑨还有一些参观者注视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开头，他们表情茫然，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是干什

么使的。然而，一看到玻璃窗内成堆的头发和婴儿的鞋子，一看到用以关押被判处绞刑的死

囚的牢房时，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

……

⑩在奥斯维辛，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这里阳光明媚，绿树成阴，在集中营犬门附近，孩

子们在追逐游戏。

14．下列对选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标题是一个充满悬念的否定句。作为一篇新闻稿，却以“没有什么新闻”为题，故意利用矛

盾设置悬念，既吸引读者，又蕴含深意。

B.布热金卡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游客们到这里来，都是为了通过访问这个曾经的人

间地狱，向死难者致敬。

C.4-5自然段介绍集中营的方位、居民、环境、历史等概况，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这里曾经是“杀
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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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 5段援引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的个人回忆录要点，他在被处决前写下的回忆录中

说，有 40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

E.第 6段呼应标题，交代写作动机：出于记者职业的神圣使命感，出于对遇难者在天之灵的

告慰，必须向世人报道他所见到的奥斯维辛。

15．本文的标题有何特点？

16．文章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如“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

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这里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有何作用？

【答案】

14．BD

15．标题运用否定句式，与众不同，给人造成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刻揭露了纳粹

的罪恶。

16．反衬(或对比)。一边是戕害生命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一边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以有着旺

盛生命力的雏菊花在怒放从反面衬托这里曾发生过令人不堪回首的惨剧；也说明了任纳粹刑

法多么残暴，终归阻止不了生命的进程。

【解析】

14．此题考查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能力。B项“曲解文意”，布热金卡也许是世间上

最可怕的旅游中心，且游客各有目的。D项“400万人死在集中营”不一定出自回忆录。故选

BD。

15．本题考查理解标题含义和特点的能力。作者在本文的标题上运用否定句式，直言“奥斯

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与众不同，给人以悬念：“没有什么新闻”有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新闻”
写什么新闻？这样写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读过全文后发现，题目意思是说，奥斯

维辛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了，每一个参观者都看到同样的东西，也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

震惊，甚至窒息。看到这些遗留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看到那些真实的场景，又会

有怎样的感受呢？这样就表现出对纳粹罪恶的深刻揭露。

16．本题考查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的鉴赏能力。一边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一边是戕害生

命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两种反差极大的事物摆在一起，这样的景象的确让人难忘。也许是讽

刺，任纳粹刑罚多么残暴，终归阻止不了生命的进程；也许是控诉，生命的绽放是人世间最

美好的事情，对生命的戕害是最恶劣的罪行。作者以充满旺盛生命力的雏菊花在怒放反衬这

里令人不堪回首的惨剧和纳粹刑法的残暴等。

四、语言文字运用

17．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字音、字形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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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怂恿(sǒng) 坍缩(tā) 察颜观色 游目骋怀

B.蕴藉(jiè) 模样(mó) 锱铢必较 夙兴夜昧

C.流憩(qì) 险衅(xìn) 得鱼忘筌 再接再厉

D.字帖(tiě) 量(liàng)体裁衣 度假村 各行其事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字音的能力和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

力。A项，“坍”读“tān”；B项，“模”读“mú”，“昧”应写作“寐”；D项，“帖”读“ tiè”，“事”应
写作“是”。故选 C。

18．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成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一位伟人说：“喜欢聆听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________的民族不喜欢聆听，只喜欢征

服，他们狂妄自大，这遮挡了他们的视线；________的民族不喜欢聆听，只喜欢吹嘘，他们

坐井观天，这妨碍了他们的拓展；________的民族不喜欢聆听，只喜欢盲动，他们浅尝辄止，

这影响了他们的深度。因此，我们要学会聆听。这将使我们虚怀若谷，博采众长，锐意进取；

这将使我们胸怀远大，视野宽广，开拓创新；这将使我们高瞻远瞩，潜心探索，内涵深厚。

A.急功近利 不可一世 闭关自守 B.不可一世 急功近利 闭关自守

C.闭关自守 不可一世 急功近利 D.不可一世 闭关自守 急功近利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不可一世：不认可同时代的人，自认为

在当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形容自命不凡，狂妄到极点。与下文的“狂妄自大”“虚怀若谷”
相照应。闭关自守：比喻与外界隔绝，不接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与下文的“吹嘘”“坐井观天”“视
野宽广”相照应。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贪图眼前的成效和利益。与下文的“盲动”“高瞻远瞩”
相照应。故选 D。

19．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4G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必须重视通信技

术，解决阻碍通信技术发展的问题。

B.大型电视活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不仅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体系，更能培养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观念。

C.中小学阶段是人生品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开展新高考下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活动，能够帮

助高中生从寻找分数向寻找自己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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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国好歌曲》因原创而备受关注。尤其是微博上霍尊的《卷珠帘》视频，受欢迎程度十

分惊人，在不到 24小时的时间里被转发超过了 6万次以上。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A项句式杂糅。可改为“4G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B项语序不当。可改为“不仅能培养学生正确

书写汉字的观念，更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D项不合

逻辑，删去“以上”。故选 C。

20．根据下面的内容拟一则新闻标题，不超过 20字。

本报北京 5月 16日讯：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少年科学院第三届小院士表彰大会上，徐芳硕等

来自全国的 50位小院士受到表彰。这是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全国少

儿中开展体验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活动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是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年科学院为引导和鼓励少年儿童学习科学家

精神，热爱科学，参与科普实践活动而设立的最高荣誉称号。小院士表彰活动作为 2004年
国家“科技活动周”的重点活动，在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的同时，重在引导他

们树立科学思想、科学态度，并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答案】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举行)

【解析】本题考查压缩语段的能力。拟写新闻标题，首先要找到导语部分的关键句，即选文

第一段第一句话。一般标题只要两个必备要素：人物和事件。可以按照“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这个模式拟写。所以本题可拟写为“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21．下面是“2016年杭州 G20峰会”会徽的主体图形，请写出构图要素，并说明图形寓意，

要求语意简明，句子通顺，不超过 80个字。

注：G20(20国集团)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峰会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

兴市场国家之间进行开放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

增长。

【答案】要素：桥形轮廓，G20和“中国”印章。桥梁寓意 G2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

际社会合作之桥，G20的“O”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共赢精神，中文印章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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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图文转换的能力。分析徽标的题目要分析构图要素，要列举全面，尤其注

意抽象的文字和图案，如此题中的“桥”。分析语意注意徽标的名称“G20杭州峰会会标”，要

紧扣题目回答。

五、作文

22．阅读下面材料，按要求作文。

在一位画家的屋里，我见到墙上挂着一张非常特别的画。那是一张被装裱起来的白纸，在中

间偏左的位置，有一块黑渍。我不明白这块黑渍到底算什么生花的妙笔，被画家挂在墙壁正

当中最为显要的位置上，我琢磨了很长时间，头脑里仍是一片空白。我向画家请教。

画家说：“我的这幅画叫‘快乐’。”“‘快乐’?我不明白。”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个画家能画出

快乐来。画家说：“中间这块黑渍是痛苦，每个人看到这幅画时，都是只看到这块痛苦的黑

渍，却看不到背景里的快乐。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多少快乐我们都视而不见，却被

微小的痛苦遮住双眼。”我说：“那就把画中的‘痛苦’去掉吧!”画家说：“没有痛苦，我们更见

不到快乐。”

读了上述材料，你一定有所感悟，请据此写一篇作文。

注意：①立意自定，角度自选。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题目自拟，不少于 800字。

【答案】略

【解析】本题考查写作能力。快乐总是与痛苦相伴的。没有痛苦的磨砺，怎会享受到快乐呢？

而我们往往忽视了快乐，特意放大痛苦。其实，生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痛苦是经常的。

关键是如何看待快乐与痛苦。空白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墨渍只有一笔，人们却倾向于关注墨

渍而非空白。在生活中，人们也是纠结于痛苦而非感受快乐。学生可以写“快乐是怎样炼成

的”“怎样对待痛苦”“如何赢得快乐”“减少痛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