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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学年期末考试

高一语文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6 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

A. 按捺．（nà） 笔杆．（ɡān） 乌桕．（jiù）树 百舸．（ɡě）争流

B. 夹．衣（jiá） 炮烙．（luò） 定更．（ɡēnɡ）炮 挥斥方遒．（qiú）

C. 舟楫．（jǐ） 绿．（lù）林 罥．（juàn）烟眉 不屈不挠．（náo）

D. 槎．（chá）桠 湔．（jiān）雪 黑魆魆．．（xū） 妖童媛．（yuán）女

2.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

A. 秋风忽至，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

说不清楚的，只有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

B. 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

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

C. 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

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掂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

D.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

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运用正确的一项是（ ▲ ）

A. 固然，网络语言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

对语言生态起了积极的建设作用，但网络语言鱼龙混杂．．．．，也存在一些问题。

B. G20 杭州峰会圆满落幕。作为主席国的中国不孚众望．．．．，赢得与会各国领导人、国际组

织负责人及国际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良好评价。

C. 如果只是跟在强者后面亦步亦趋．．．．，你将永远无法超越他，要想有所成就，必须独辟蹊

径。

D. 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被无所不至．．．．的关爱包围着，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很

容易变得“自大而又脆弱”。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

A. 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人们得以看到深宫禁苑内的文物修复大师如何赋予

古老破损的青铜器、钟表、木器、书画人格和灵气，向大众展示了可贵的“匠人精神”。

B. 根据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由于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难以准确评价求职者的能力，

学历往往成为显示求职者能力的信号。

C. 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本，拓宽当代小说和

人类想象力的边界，以他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勇于探索的先锋精神使他始终走在世界

文学的前沿。

D.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不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基本

武器能不能用好，关键取决于坚持党的领导。

5.下列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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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

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A. 江山千古，英雄无觅，风流烟消云散，辛词从起句就蕴含了深沉的盛衰变迁的感慨,

奠定了整首词哀伤的基调。

B. 孙仲谋、寄奴，都北抗强敌，建功立业，表达词人对英雄人物的景仰，寄寓了词人对

贤明君主的向往。

C. 借宋文帝北伐惨败说明伐金不能草率从事；借佛狸祠下香火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

非我所有，北伐又刻不容缓：词人心中必是百感交集。

D.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用廉颇的故事，既表达了老骥伏枥、尚思为国效力

的壮志，也含蓄地表达自己不受重用的愤懑。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9 题。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

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

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

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

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6.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相同的一项是（ ▲ ）

A. 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羞与．为伍

B. 义．不赂秦 义．不容辞

C. 始速．祸焉 不速．之客

D. 李牧连却．之 却．之不恭

7.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 ）

A. 齐亦不免．．矣

B. 斯用兵．．之效也

C. 可谓智力．．孤危

D. 刺客不行．．

8.下列对文中句子的翻译，全对的一项是（ ▲ ）

①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 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A.①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

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

B.①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

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最终保全

C.①因此燕即使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

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最终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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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①因此燕即使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

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齐国不帮助五国，说明并没有意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作者充满了惋惜之情。

B. 燕赵之君，既有“远略”，又“能守其土”，对此，作者充满了赞赏之情。

C. 赵国与秦作战，互有胜负，但杀了李牧实属自毁长城，最后灭亡也是不得已。

D. 如果齐燕赵三国能爱惜自己的国土，不惧强秦，用兵抵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10.下列对《最后的常春藤叶》选段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害肺炎，

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 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

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 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 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的。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还燃着的灯笼, 一把从原来的地方挪动过的梯子, 还有几支散落

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剩有绿色和黄色的颜料, 末了看看窗外, 亲爱的, 看看墙上最

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 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 亲爱的, 那是贝尔

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 他画在墙上的。”

A. 作者没有实写贝尔曼画常春藤叶的情形，而是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式，使得小说产生

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

B. 贝尔曼是因为冒雨画最后一片叶子而得了肺炎去世的，这体现出贝尔曼的崇高爱心和

自我牺牲精神。

C. 苏艾称贝尔曼画的叶子是“杰作”，不仅因为这片叶子画得逼真，更因为这片叶子融

入了贝尔曼的善与爱，给予病人求生的信念，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

D. 作者在小说结尾借苏艾之口解开悬念，却没有写琼珊的反应，作者用这种方式婉转而

含蓄地表达了对琼珊不知感恩的谴责。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1-12 题。

今天重温孔子有关“学以成人”的名言，深感其中有即便是现代人亦不可违者也：

十五有志于学——这是“成人”关键的第一步，但还远不是“成人”。“志学”同时意味

着自身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开始有一种修身求知的自觉。学是起点，是开端。不

学无以成人。虽然这“学”并不限于文字和文献之学，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的确也离不开

文字与文献之学。

三十而立——这是初步的成人，也是社会眼中的成人。它不仅是性格的独立，也是经济

的独立；不仅是自我事业的初步确立，也常常是家庭的确立。即所谓“成家立业”，但最重

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品格的独立，虽然今后还可能会有探索方向上的错误，但那也是自我选择

的结果，而不是人云亦云。

四十而不惑——虽然可能意志还不足，境界还不够，但此后或不再犯根本的认识论错误，

不会再走大的弯路，尤其是不易受浪漫的空想的蛊惑，理性已经相当冷静和充分，情感也相

对稳定。

五十而知天命——这已经是大成的时候。“命”既是“使命”，也是“运命”，既是开放，

也是限制。命也，非来自我也，天降于我也；命也，无可更改也，但最大的限制即被自觉地

认作“使命”，也可能恰恰构成最大的力量，而且还构成一种真正有力量者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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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对他人，对社会而言。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已经“宠

辱不惊”，而且，对他人还有了一种透彻认识人性之后的宽容；对社会也有了一种通透的理

解，知道还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个人自由之境，完善之境。道德意志

不是脱离规矩为二，而是与规矩合一。规则完全不再是外在的异己之物，而就是自身精神最

深的需要。

这一过程以自我始，以自我终。但最初的自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发愿和立志的自我，最后

的自我则已经是一个与天、地、人契合的自我。

（选自《中华读书报·学以成人，约以成人》）

11.对本文段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

A.“十五有志于学”是因为人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愿意通过学来改变自身。

B.“三十而立”指的是性格、经济、精神品格的三独立。

C.“四十而不惑”指人不再走弯路，不再受蛊惑。

D.“从心所欲”说明人已经内化了规则，自然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12.下列解说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儒家的“学”不限于文字和文献之学，但只有文字和文献之学，才是“成人之学”。

B. 儒家的“学”是后天的、艰苦的、主动的学。

C.“成人”意味着冷静而充分的理性，对空想的情感的摈弃。

D.“成人”是人减少错误，不犯错误的过程。

二、语言运用题(共 9 分)

13.将下列带序号的句子组合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将序号填写在横线上。（5 分）

①要想从根本上同往日告别，卸下心上的枷锁，关键不在断掉舍掉一些物件，而在断掉

舍掉物件包含的一些故事，承载的一份心情。

②《红楼梦》里，贾宝玉吵着嚷着林黛玉死了他就做和尚，惜春打小想着将来长大了剃

掉头发做姑子，妙玉也一直住在栊翠庵，可他们却都不是天生禀赋里就有一段“断舍

离”意思的人。

③可是，故事被蚀刻在心里了，哪能那么容易断掉呢。纵然物件丢弃，心上的刻痕还在。

④有这个意思的人，倒是薛宝钗。为什么？因为宝钗的房间连贾母看了都叹“太素净了

些”。

⑤正如慧能的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⑥假若心上的刻痕能被岁月风干抹平，物件的在与不在，丢弃与未丢弃，倒也无关紧要。

⑦其实，一个真正简洁明净的人，天生也不存在要断要舍的困扰。因为他的生活中本没

有太多的繁冗之事耗费心力。

▲

14.将以下新闻报道改写成一句话新闻。（不超过 20 字）（4 分）

本报讯(记者张鹏) 2016 年 10 月 22 日，由团市委、市教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未

来杯”上海市高中阶段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在中华艺术宫落幕。20 位高中学生用流利的英

文表达自己对中华文明与文化的理解，从高中生的角度向世界传递了他们心中祖国的具

象。最终，上外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傅之君、民办瑞虹中学赵楠以及吴淞中学黄思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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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排名前三甲，斩获一等奖。

据悉，本次演讲比赛的主题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旨在让上海的中学生更深入

地了解祖国文化，并形成意识，在他们心中埋下向世界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的种子。

▲

三、填空题(共 10 分)

15.补写出下列名句和文学常识的空缺部分（10 分）

（1）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

（2）嗟乎！ ▲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韩愈《师说》）

（3）寄蜉蝣于天地， ▲ 。 （苏轼《赤壁赋》）

（4）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 。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5）人间如梦， ▲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6） ▲ ？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7）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 “鲁迅”是他在 1918 年发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篇白话小说《 ▲ 》时所用的笔名。他和茅盾、 ▲ 并称中国现代

文学三大奠基人。

（8）1918 年，美国设立一年一度的 “ ▲ 纪念奖”，专门奖励短篇小说的成就，

以其名字命名也是为了更好的纪念这位和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齐名的作

家，其代表作有《最后的常春藤叶》《麦琪的礼物》《 ▲ 》等。

四、简答题(共 35 分)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 16-20 题（25 分）。

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李 娟

①我在夏牧场上，走进一家又一家的哈萨克毡房。这样的小白屋一经敞开，便是在迎接

我的睡眠。我弯腰从小门进去，直直踏上炕躺下。梦境便在这房间里每一处每一个角落里层

层叠叠的羊角图案花纹中展开……女主人为我盖上不知是谁的一件大衣。

②满房子的羊角图案和重重色彩一层层堆积着，挤压在距我呼吸不到一尺的地方，从四

面八方监视我，急促地喘息，相互推搡着，纷纷向我伸出手臂……突然又一下子把手全收了

回去，发现什么似的，一步步后退着，退着……然后转身就走!走到绣枕上，花毡上，壁毡

上，崩毡房的花带子上，芨芨草席上，食橱上，墙上挂着的马鞍皮具上，年长的老母亲的白

头巾上，男孩割礼时的黑色对襟礼服上，摇篮上，床栏杆上，衣箱上……然后这才回头看我

一眼——我醒来了。我翻个身又想睡，但女主人掀起了我身上的大衣，笑着推我搡我，开着

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女孩子们在我面前铺开了餐巾，蜡烛点起来了，奶茶倒上了，馕被

一块块切开，有人递过来一片，男主人往我茶碗里搁了一大块酥油……晚宴已经开始。

③我什么也没有做过，我只是一个客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在这个家庭中安定地守于他们

飘泊迁徙的生活。我把我身边那件不知是谁的大衣披上，紧裹着跪在衣箱旁，听着他们说话，

用我不懂的语言。突然，贴着我脸颊的那只衣箱一角明亮了一下，只那么一下，教我一下看

清那儿的一只羊角图案，其线角浑圆流畅地向暗处舒展。在箱子另一侧，必然也有一只同样

的图案，于黑暗中沉默着与它遥望，同它对称。我想取来一支蜡烛把整面箱子上的花纹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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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把手伸了出去。却再也忍不住困意，阖上了眼睛……

④我走遍山野，远远去向一个又一个毡房，大声喊着有没有人。我推门进去，看到房中

央的铁炉上，茶水已烧开，嘶啦作响。没有人。我空空出来，绕着毡房走一圈，还是没有人。

我看到房后面的半山坡上编织彩色长带子的崩线架子梦一样支在那里，上面的带子刚编了一

半，各种鲜艳明亮的毛线在架子上从这头牵到那头，笔直纤细地拉着。上面的图案在未完成

处拥挤、挣扎、推推搡搡，似乎想要冲开别在那儿的梭子，一泻千里，漫野遍山……或者那

儿平放着刚刚开始编织缠绕的一块芨芨草席，中间搁放的一本书正翻开的那面插图正是准备

作临摩的样本，上面的图案除了家乡的山水牛羊，还有遥远的、未可知、未可见的熊猫、大

象、长城、大海、岛屿、椰棕……要不就是一块毡子，还未进行缝合、绣制，旁边一团一团

的羊绒正在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染料中浸渍……没有人。我便远远离开，走向另一个毡房。

我想，艺术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寂寞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还有什么呢?

⑤我多么、多么想有一块巨大平净的毡子，用随手拈来的种种色彩，再用金线银线，血

一样的红线，森林一样的蓝线，用最锐利的针，在上面飞针走线，告诉你一切!告诉你一切……

我多想，在有爱情的地方绣上一只又一只的眼睛；在表示大地的那里描出我母亲的形象；在

天空的部分画上一个死去的灵魂的微笑；这里是丰收，绣上坟墓吧!这里是春天，就绣一个

背影……在鸟儿飞过后的地方绣上它的翅膀；在牛啊羊啊的身上绣满星空和河流……我多么

想!我多么想……

⑥我走进一家又一家的毡房，抚摸别的幸福女人的作品，接受主人珍贵的馈赠——只有

给未出嫁的女孩才准备的花毡。然后在那个毡房里，那图案天堂里，睡去，醒来。有人弹起

了冬不拉，我悄悄在歌声中移向暗处，躺下睡去。梦见了旅途中那些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

夜……羊角的图案从星空降临。那么多的羊挤在一起，越挤越密，越挤越紧……到最后，挤

得羊都没有了，只剩下羊角，密密麻麻的，优美地，排列到天边……

⑦我若也为我的家庭绘下那么多的羊角，那么我空空荡荡的毡房一定也会拥挤不已。羊

角和羊角之间的空隙，栖满了温顺谦和的灵魂。它们不语，它们的眼睛在羊角下看我，它们

的呼吸让房子里的空气海一样静谧、沉着，并从毡房的每一处缝隙源源不断地逸出，缭绕在

辽阔、深远、水草丰美的夏牧场上。只有这样的家才能让人安然入睡!

（选自《我的阿勒泰》，有删节）

16.行文中多处可见哈萨克族人民的真诚好客。试举一例并作简要分析。（5分）

▲

17.文章第④段多次写到“没有人”。尝试赏析这种写法特点与表达效果。（5分）

▲

18. 结合上下文，谈谈对文中划线句子的理解。（4 分）

▲

19.文章语言干净剔透，富有独特的灵性，好像从未被外界的纷扰所打搅，平凡天真又充满

向往。试以第⑤段（选一处）为例，鉴赏语言，品味情感。（5分）

▲

20.文章多处写到“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文章也以“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命名，“绣满

羊角图案的地方”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如果要你对你正生活的城

市用“……的地方”进行形容，你会怎么说？简要说明理由。（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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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21-22 题。（10 分）

望蓟门

[唐]祖咏

燕台①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②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③，论功还欲请长缨④。

【注释】①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泛指边塞重镇平卢、范

阳一带地区。 ②三边：泛指边疆。 ③投笔吏：东汉班超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

戎。 ④请长缨：西汉书生终军向皇帝请求用长缨缚番王来朝。

21.这首诗从体裁．．看是一首 ▲ ，从题材．．看是一首 ▲ 诗。（4分）

22.有人说诗眼是“望”，也有人说是“惊”，你赞同哪种观点？请结合全诗简要说明。（6 分）

▲

五、写作题(60 分)

23.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60 分）

台湾作家蒋勋在招待他的蒙古朋友时遇到了一件尴尬事。蒋勋带朋友到东部海边去

看台湾最好的风景，又用台湾最好的食物——海鲜宴请朋友。席间，蒙古朋友一直非常

礼貌地合十敬礼，可是就是不动筷子。蒋勋询问他们原因，朋友才很诚实地指着螃蟹和

虾说：“我们叫这些东西‘虫’，你们怎么会一桌子都是虫？”

有时，人们把自以为最好的东西给了对方，却忘记了这也许并不是对方想要的东西。

请根据上述材料，联系现实生活，结合自己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 ③不得少于 800 字。④

不得抄袭、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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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高一语文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 B C A A C B A D D C B

【解析】1.【B】A 笔杆．ɡǎn C 舟楫．jí D 妖童媛．yuàn 女

2.【B】A.熨帖 C.惦念 D.没精打采

3.【C】A.鱼龙混杂：比喻坏人和好人混在一起，一般形容人。B.不孚众望：不能使大家信

服，未符合大家的期望。应为“不负众望”。C.亦步亦趋：比喻自己没有主张，或为了讨

好，每件事都效仿和依从别人，跟着人家行事。D.无所不至:指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指

凡能做的都做到了（用于坏事)。此处应为“无微不至”。

4.【A】B.句式杂糅，去掉“根据”。C.成分残缺。滥用介词致使主语被隐藏。应该去掉“以”

字。D.一面对两面错误。

5.【A】是哀而不伤，悲壮之气。

6.【C】速，招致。A与，交好；介词，和。B义，名词作动词，坚持正义；名词作状语，在

道义上。D 却，使动用法，使…退却；动词，推却。

7.【B】用兵，使用武力，进行战争。A不免，古：不能幸免；今，免不了，难免。C智力，

古：智谋和力量；今，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D不行，

古：不去；今，不可以。

8.【A】 9.【D】爱其地的是韩魏楚 10.【D】谴责琼珊不知感恩，说法错误。

11.【C】C“大的弯路”“不易”受蛊惑。

12.【B】A“只有……才……”错 C“情感也相对稳定”不是摈弃 D 原文是“不再犯根本的

认识论错误”。

二、语言运用题(本大题 9 分)

13. ①③⑥②④⑦⑤（①③⑥排在一起给 2 分，②④排在一起给 1 分，⑦⑤排在一起给 1

分；全对得 5 分）

14. 上海高中生用英语演讲中国文化之美。

三、填空题(本大题 10 分) （每空 1分）

15. （1）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2）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3）渺沧海之一粟

（4）挥斥方遒 （5）一尊还酹江月 （6）日暮乡关何处是

（7）狂人日记 郭沫若 （8）欧·亨利 警察与赞美诗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16-20 题 25 分，第 21-22 题 10 分，共 35 分)

16.（1）比如第一段写道：“这样的小白屋一经敞开，便是在迎接我的睡眠。我弯腰从小门

进去，直直踏上炕躺下。梦境便在这房间里每一处每一个角落里层层叠叠的羊角图案花

纹中展开……女主人为我盖上不知是谁的一件大衣。”“我”的“回家”的感觉，可以直

接躺下做梦的自由，女主人贴心温暖的举动都体现了他们的真诚好客。

（2）再如第二段写道：“我翻个身又想睡，但女主人掀起了我身上的大衣，笑着推我搡

我，开着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女孩子们在我面前铺开了餐巾，蜡烛点起来了，奶茶

倒上了，馕被一块块切开，有人递过来一片，男主人往我茶碗里搁了一大块酥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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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已经开始。”愉快的晚餐，女主人的爽朗，男主人的热情，充盈着房子的笑声，都体

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真诚好客。（举出例子 2 分，分析 3 分）

17.（1）写法特点：反复写“没有人”，强调了主人不在毡房。本段综合运用了以静写动、

以无写有的“反衬”手法和反复强调的 “复沓”手法。（指出方法特点，2分）

（2）表达效果：尽管“没有人”，但茶水已经烧开、崩线架子支在那里、做临摹的样本

正翻开着、羊绒在染料中浸渍着……所有的细节都说明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兴许马上就

会回来的意味，这些描写充满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气息。作者巧妙地用“无”衬托“有”，

烘托了哈萨克族人民自由烂漫的生活状态。（意思对即可，3 分）

18. 表达了作者的艺术观：艺术是在自由自在、随性奔放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创造与

矫揉造作、刻意求工无关，而真实自然的生活就是艺术创造的土壤。也传递了作者对寂

寞的理解：寂寞就是生活中的“不遇”带来的内心期待落空的感觉，暂时的孤独与失落。

（意思对即可，4 分）

19.（1）比如：作者写道：“我多想，在有爱情的地方绣上一只又一只的眼睛。”这种表达极

有味道，激发读者想象：在爱情面前，眼睛具有“传奇”般的功能，爱的起点也许就是

一个眼神，通过眼睛阅读对方的心灵世界，走向彼此，眼睛就是爱情的“符号”；动词

“绣”细腻生动地表达了“我”对美好爱情的理解。

（2）再如：作者写道：“在牛啊羊啊的身上绣满星空和河流”，地上的牛羊、河流，头

顶的星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作者还是用一个“绣”字将它们彼此融合，使之成为一

个整体，从而激发读者想象，让读者产生对那片神秘安详的土地热烈的憧憬。

（举出例子 2 分，分析鉴赏 3分）

20. 第一问：“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是祖国的北方，是生活着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地方，羊

是他们的朋友，牧羊是他们的常态生活；毡房是他们流动的家。毡房的毡墙、毡门、生

活器具上都绣满了羊角。这就充分表现了哈萨克人民对羊的喜爱。（2 分）

第二问：我所生活的城市是宁波。我愿意叫它是“三江交汇的地方”。也愿意称它为“向

东是大海的地方”（2分）。理由略（2 分）。

21. 七律（“律诗”、“七言律诗”也给分） 边塞（每空 2 分）

22. 示例一：诗眼是“望”（1 分），前三联写“望”中所见，起句“燕台”，是“望”的出

发点，二句写凭高远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唐朝将士的座座军营。颔联是临台俯望：万

里雪原，寒光闪闪；曙光初照，军旗猎猎。颈联望见沙场的烽火，极写军情紧急；再写

向周围望：蓟城重镇，山海拱卫，稳如磐石。（3 分）尾联抒“望”中所感，表达报国

之志。（2 分）

示例二：诗眼是“惊”（1 分），客心为边塞豪壮的景象而“惊”：汉家大营中，笳鼓声

声，震天动地；边塞地区万里寒光，积雪连绵，曙色朦胧，旌旗高高飘扬；虽然烽火连

天，但汉家大营稳如磐石，异常雄壮。这一切，使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3分），

诗人一腔豪气油然而生，决心像班超、终军那样报效祖国，为国立功（2 分）。

五、写作题(本大题 60 分) 23.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