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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期中练习  

高三语文 

2024.11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

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唐代《括地志》云：“太行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 

《尚书·禹贡》中已出现“太行”之名：“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在古人的理解

中，太行山直通碣石山及海域，不仅绵长，而且广大。比大更甚谓之“太”，古代地理学者有“天

下之山，莫大于太行”的共识。太行山从北向南呈“S”形，东西宽 40-50 公里，由群山组成一个

极大的“矩阵”。其中名山荟萃，诸峰林立，王屋、云台、狼牙、五台等山峰自南而北牵手耸立，

仿佛华夏大地上的另一道长城。 

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千百万年的冰蚀水侵，使太行山随处可见落差巨大的断崖峭壁和深不可测的

深山峡谷，形成了多样的自然地貌。山顶平台、山崖平台、山崖陡坎组成了阶梯状地形，高峻壁

立、连绵不绝的长崖三面围合形成了围谷或瓮形山谷，还有百转深幽的曲峡、一线天式的地缝，棱

角鲜明、嶙峋峥嵘的塔峰丛、岩墙、孤峰、石柱等。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地貌被称为“太行地

貌”。 

太行山东麓群峰拔地，列嶂摩天。尤其是南太行，与平原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犹如被直接劈开

了一样。而西麓则黄土深厚，相对徐缓。这样差别巨大的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呢？ 

北宋沈括登太行山时，在山崖间发现了一些海螺贝壳，指出“此乃昔日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

千里”。现代地质学研究证实了他的论断，240 万年前，太行山开始大幅隆起，东侧盆地则不断沉

陷，东麓的大断裂便造成了地形上的一升一降。新生的太行山如一道巨型城墙，阻挡了西北季风带

来的滚滚沙尘，在太行山西侧沉积成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黄土高原。众多的河流又硬生生在墙体上冲

出一条条孔道，将滚滚泥沙一股脑儿倾泻入古华北海，长出了 30 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 

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巍巍八百里太行用它的铮铮铁骨支

撑起了摇篮中的中华文明。 （取材于蒋殊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距今 10 万至 1 万年前，黄河及海河流域的滹沱河、桑干河等支流以洪荒之力横切太行山脉，

形成一条条深深的河谷。这些与太行山近于垂直的河谷被称为“陉”，是穿越山脉的天然通道，先

民们巧借这些河谷，开拓出用于迁徙、贸易、征战的道路系统。这里的陉就具备了陉道和陉关两个

要素。太行山的主要陉道有 8 条，约每百余里一条，被称作“太行八陉”，从南向北依次为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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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如果把太行“S”形脊梁分成三

段，北太行为颈椎，中太行为腰椎，南太行为尾椎，那么这些陉道就是要命的椎间盘。陉并非宽阔

平坦的河谷，太行八陉也多与曲折幽深的曲峡相伴。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曲峡是在早期古平原曲流

的基础上，由于地壳抬升，河流下切侵蚀作用加强，最后切穿太行山脉时形成的。 

这些陉道彰显了开拓进取的太行精神。为打通这些陉道，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移石填沟，可

谓手胼足胝，筚路蓝缕。正是通过这些陉道，位于洛阳盆地、被认为“最早中国”的二里头文化，

在距今 3500 年时传到了晋南；明代晋商贩运茶叶进入山西，并把山西的煤炭、池盐等运回中原。

这些陉道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每条陉道上的陉关多为军事设施，如北京的居庸关、

山西的天井关等。 

源于黄土高原的河流穿过太行山后，在山口地带形成冲积扇。冲积扇从顶部到底部，沉积的物

质由粗大变细小，地下水位由低变高。冲积扇中部土质较细，地下水位、土壤酸碱度适中。大小冲

积扇连成冲积扇裙，将其中部连成一线，在山前形成了一条“S”形的“都城廊道”，和太行山的

“S”形脊梁并行，成为挺立起华夏文明的另一条“脊梁”。这条廊道与呈东西走向的太行八陉一

起，组成了开辟年代最早、使用年代最久的国家级道路系统，促进了区域间的沟通与交流，对华夏

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支撑作用。 

（取材于姜剑波、韩茂莉、郭永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盘古山，盘古道，盘古山下娘娘庙。娘娘就是女娲皇。河边水和黄土墚，遍地都成黄人

样。”这首流传在太行山区的儿歌把太行山的伟大造化潜移默化为坚韧而富有开拓力的太行精神。

华夏先民们以这座大山为脊，谱写出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史诗。 

中国古诗文中，以“太行”为咏颂对象的诗文比比皆是，如曹操的“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

巍”，陆游的“马声萧萧阵堂堂，直跨井陉登太行”。这些诗歌表面上慨叹太行山之险峻，实则表

达了一种雄豪无畏的气概和坚韧不馁的精神，积淀出“太行意象”的双重内涵，构成了“太行意

象”的阳刚之美。 

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太行意象”注入了鲜明的红色基因。抗战时期，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

等深入前线，在战斗中留下了凸显“太行意象”的光辉诗篇。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从太行山腰修

建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还是被誉为“太行明珠”的挂壁公路，都在述说着太行精神的延续与传

承。太行山因此更显巍峨，“太行脊梁”也愈加坚挺。 （取材于侯文宜、杨丽等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太行”之名体现了古人对太行山绵长且广大的认识。 

B.“太行地貌”具有雄奇、险峻、形态复杂多样的特征。 

C.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在地质历史上曾经是一片海洋。 

D.由于东侧沉陷、西侧抬升，太行山两麓地貌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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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二，下列有关“太行八陉”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是河流横切太行山脉后，天然形成的便利道路系统。 

B.是太行山“S”形脊梁上的“椎间盘”，地理位置重要。 

C.有陉道和陉关两个要素，兵家常通过占据陉关来控制陉道。 

D.和太行山前“都城廊道”一起，连接了东西南北多个方向。 

3.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海河的支流和黄河横切了太行山脉，将其分为北太行、中太行、南太行三段。 

B.地壳抬升未破坏河的曲流形态，加强了河流的下切作用，形成典型的曲峡景观。 

C.流出谷口时，河流所携带的物质由小到大依次沉积，在山口地带形成了冲积扇。 

D.冲积扇在不同部位存在沉积物差异，这会使人们选择在其顶部和底部进行耕种。 

4.根据材料三，下列诗句不能体现“太行意象”双重内涵的一项是（   ）（3 分） 

A.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莽。尝闻此中险，今我方独往。（白居易《初入太行路》） 

B.举首见太行，逸翠蜚万丈。爽朗肝胆张，豁达气宇旷。（郝经《去三汊见太行》） 

C.乡信还千里，寒蝉更一声。太行山色好，向我碧无情。（董潮《晚霁》） 

D.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朱德《太行春感》） 

5.阅读以上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太行被视作“脊梁”的原因。（6 分）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陈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阆州人也。曾大父省华，仕至左谏议大夫，大父尧叟为真宗相。

父师古为郎中。而尧叟两弟，尧佐为仁宗相，尧咨为节度使。方其家盛时，子孙仕宦满朝，至监

司、郡守者数十人，治甲第京师，车马、衣服、声伎之奉，时无比者。而子思已好学，不肯为子弟

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学从科举，所以．．为官也。斋郎监簿，只辱吾志。”乃让其兄子之

孤者。家人强之，子思终不肯受。子思既长，举进士，十余年不第。治平元年，再举进士，就试尚

书省，复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犹举进士。”因尽弃其所好，携妻子之汝，居灵泉山，

治宅种田，往来于山中。子思举进士时，尝为诗。及居灵泉，不治他文，专以诗为事，期年，诗大

行。汝、许、襄、邓、陈、郑之人，皆知子思善为诗，慕其名，日有以诗交子思者，子思皆报之。 

子思为人，高远有志，尚气，非其人不与游，与游者虽甚贵，不少下之。至居田里，与父老亲

故相过无所择一皆尽其欢心以此人滋爱之。毕仲游兄弟居阳翟，有诵子思之诗于仲游者，仲游以为

唐人诗，而．怪未尝见也。问之，乃．子思诗，大惊，乃尽其诗纵观之，而与兄弟学诗于子思。子思之

论诗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谕吾之志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咏歌则为诗，凡如吾之所

欲道而雅言者，皆诗也。而世人之诗，反若非其语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诗，凝思澹视，俯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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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或杯行笑语，伸纸和墨，如不经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为易，而其和之者，虽累月终不及。

故子思之诗，温润纵恣，自然不类世俗作者。 

子思居灵泉二年，有病，因入阳翟，谓毕仲游曰：“我死，无忘吾诗。”毕仲游曰：“不

敢！”后一年，子思平居无事，谓其妻曰：“吾体不乐，殆．死乎。”乃之．贾延年家，捣纸欲次．其

诗，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尽取其诗稿及他文章，纳诸棺而葬之，曰：“无使人

得也。”是时仲游去阳翟，行至长葛，闻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

亡其诗矣。”使人问之，果然。乃抵．其子迟及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灵泉作者百篇而已，曰：

“犹可以遗后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取材于毕仲游《陈子思传》）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比．吾之言可以咏歌则为诗  比：依据，依照 B.吾体不乐，殆．死乎  殆：大概，恐怕 

C.捣纸欲次．其诗  次：列为第二等 D.乃抵．其子迟及诸交游  抵：拜访，造访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3 分） 

A.吾学从科举，所以．．为官也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B.而．怪未尝见也   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C.问之，乃．子思诗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司马迁《鸿门宴》） 

D.乃之．贾延年家   王见之，曰：“牛何之．？”（《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乃让其兄子之孤者——于是推让给他兄长的遗孤 

B.非其人不与游——不是身份尊贵的人，子思不与他们交往 

C.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诗也——凡是我想说的话用雅正的语言表达出来，就都是诗 

D.纳诸棺而葬之——将子思的诗稿和文章放在棺中随他安葬 

9.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与父老亲故相过无所择/一皆尽其欢心/以此人滋爱之 

B.与父老亲故相过无所择一/皆尽其欢心以此人/滋爱之 

C.与父老亲故相过无所择/一皆尽其欢心以此人/滋爱之 

D.与父老亲故相过无所择一/皆尽其欢心/以此人滋爱之 

10.“赞”是写在人物传记结尾的文字，用于总结、评价人物生平经历、品行成就等。请根据全

文，用自己的话为这篇传记写一段简短的赞语。（6 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30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1-13 题。（共 12 分） 

              雨中看牡丹三首
【1】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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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雾雨不成点，映空疑有无。时于花上见，的皪
【2】走明珠。 

秀色洗红粉，暗香生雪肤。黄昏更萧瑟，头重欲相扶。 

其二 

明日雨当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肃肃初自持。 

午景发秾丽，一笑当及时。依然暮还敛，亦自惜幽姿。 

其三 

幽姿不可惜，后日东风起。酒醒何所见，金粉抱青子。 

千花与百草，共尽无妍鄙。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
【3】。 

注释：【1】此组诗为作者于元丰三年（1080）在黄州所作。【2】的皪（dì  lì）：明亮的样子。

【3】牛酥煎落蕊：用牛酥煎落花做成美食。 

11.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其一写牡丹在濛濛雾雨中由盈盈带露到花重欲倾的变化。 

B.其二“清寒”二句，写牡丹在雨后晨光中临寒自守之态。 

C.其三写牡丹异于千花百草，即使凋零，也不甘堕入泥沙。 

D.三首诗从色与香、开与落等多个角度写出了牡丹的风韵。 

12.下列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其一“洗”字用得传神，生动地写出雨中牡丹秀而不妖、清新脱俗之美。 

B.其二“一笑”句用拟人手法，形象表现了牡丹趁正午暖阳尽情舒展之姿。 

C.其三首句与其二尾句形成顶真，衔接紧密，诗人的情绪由叹惋转为昂扬。 

D.诗人展开联想、想象，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使诗歌的意境更为深广。 

13.联系三首诗来看，诗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结合诗歌内容加以解说。（6 分） 

                                                                                                                                                                                                                           

                                                                                                          

                                                                                                                

14.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要求：书写规范，字迹清晰。（8 分） 

（1）古代诗人常于月下歌咏。如白居易《琵琶行》中“①                     ，②                    ”，用月下

环境和听众反应侧面表现琵琶女技艺的精湛；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孤光自照，③             

             ”，借洞庭月下“表里俱澄澈”的景象抒写高洁的品性、坦荡的胸襟。 

（2）古人设喻，或以说理，或以抒怀。如荀子《劝学》中“④                  ，⑤                   ”，以

“木”“金”为喻来说明学习的作用；苏洵《六国论》中“以地事秦，⑥                   ”，讽刺了六

国割地求和的荒谬；苏轼《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⑦                   ”，借物之细小感慨个体之

微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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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高三新学期励志班会上，学习委员引用“有善始者实繁，⑧                         ”与同学们共

勉。 

15.根据要求，回答问题。（共 10 分）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

上，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又听唱道

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

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

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

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

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

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1）从选文中可以看出林黛玉                          、                     、                    、 

                       的形象特点。（4 分） 

（2）选文中多处写到了“流水落花”，请结合《红楼梦》中其他相关内容，谈谈“流水落花”在塑

造人物和表达主题方面的作用。（6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岚起处有茶香 

①多雨的暮春，总可以看到岚起寨的四围袅袅升起游移的岚气，和大片碧绿的茶园融为一体。

岚气是变动不居的，只有在岚气散去时，茶园才得以清晰地显现。寨子被群山环抱着，在它的西

南，有一道瀑布，从黝黑的巨大岩石上奔流而下，碎玉般晶莹迸溅。通向山岭高处的路径似乎都不

曾开发，便给了小动物们更多穿行的空间。有登山癖好的人来此，也只能囿于一隅．．．．，静观四围之景

象，不行路时也是可以生出许多念头的，尤其安然坐下时，比行色匆匆时有了更多的松弛——不仅

仅是动作上的，更在于内心。 

②对于岚起寨的暮春，我只能如简笔画那般信手勾勒。乔治·吉辛说：“世上有多少人能这样

宁静、会心地欣赏天地间的美景呢？每五万人中能否有一个人如此呢？”我想，此时的我，或许是

五万人中的那一个幸运者。 

③如果不是下起春雨，岚起寨的茶园里便都是一些忙碌的身影，她们的指腕灵活地翻转着。积

年的经验，使她们采摘鲜叶时不必经过思索，便能做到准确而且迅捷。在指腕的翻转中，外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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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感，她们则看到了日常的真实不虚。鲜叶及时地由露天来到车间，开始了由润泽到干燥的历

程。 

④一夜无眠的制茶师傅们在晨曦到来时一脸倦意——从鲜叶脱离母树后，他们的辛劳就开始

了。许多程序，一一做去——我只记下了揉捻、炒青、烘焙。每年制茶的可能是这几位师傅，或者

是那几位师傅，手上功夫都不容置疑．．．．，他们在一起其实是各自展现差异。即便是同一位师傅相隔一

年来到岚起寨，他也已经不是过往的自己了——此时持有的情性、识见，已非去年的还原，这也使

今年之茶，非去年的复制。茶树一畦畦的，看似天生天养，从远处望去都如同无数的卧龙纹丝未

动，然草木有本心，每一株茶树内部也各有差异。天下植物千万，人确认茶为饮中上品，一定是历

经了无数的试验，然后开辟茶山，种植培养，各出滋味。茶农之于茶树可谓知音，知其所喜高度、

方位、土壤。那些试图探求无限者，会不囿于既往的经验，脱略旧辙．．．．而开新径。身在井隅，心怀璀

璨——我想，每位师傅在制茶过程中都会有如此向往。 

⑤我在岚起寨顶楼的阳台上坐下来，而不是匆忙地赶往某个景点。出外旅行时，所思所想异于

平素，想的总是“松弛”“闲适”“岑寂”“清旷”这些字眼，便有了“坐下来”这个安放的姿

态。在有些日子里，我们的确是在做着“只争朝夕”的劳作，没办法停下来。元人杨载曾如此形

容：“波澜开阖，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这个生活节奏越发迅疾的时代，没有谁可

以置身其外，但是个人的调节也能带来一些自由，使感官体验到与“迅疾”相反的趣味。如我在岚

起寨的这些日子，说起来没有什么工作成效。闲坐花了不少时间，品茶又花了不少时间，没有创造

任何物质财富，精神上的感悟一时也说不出有多少——它们潜沉于深处，不知何时才会砉然天开．．．．。

不过，闲散地坐下来，加上茶水的浸润，的确使人松弛了不少。以前我觉得自己写文、写字在结构

方面都有点紧，后来松了许多，我以为是慢功夫的成全。 

⑥古人认为山以不动为法。它的厚重、沉实、坚硬，和人的生存相仿，很实在、真切，也都向

前延伸。正如每个人都需要踏实劳作，方能实现生存的延续。然而，一座山的灵气，往往是由岚气

来承担的，它缥缈随风，无一定之规地漫起、游移，任意西东。袅袅而起的岚气在情调和色调上都

异于火烧云，它薄纱一般洁净、素淡，人于远处静静地欣赏，甚至不愿开口评说什么。岚气所形成

的氛围，无法让人说明白，那些说不明白的部分——只可意会，让人心怀一种朦胧的陌生感、新鲜

感。 

⑦夜半醒来，觉得满室茶香。心想，人是让茶香唤醒的。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香气，茶香为

人所喜，起始可能是偶然，慢慢地，不可替代。从鲜叶到此时的茶香弥漫，我想是接近圆满了——

楼下的制茶师傅已经很多个夜晚没有合眼了，如此茶香可以视为回报。一批茶做完的时候，他们的

心绪便舒展起来。和茶香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书香，它们的起源是一样的，都来自植物。每一泡茶都

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大红袍异于白鸡冠，半天妖异于铁罗汉。每一本书也都有自己的风格承载，旧

版书不同于新版书，雕版印刷不同于激光照排。文士于书斋斜靠着，翻翻书，品茶，而后又翻翻

书，甚觉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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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是苏东坡说的，然而制茶师傅似乎不认可此

说，嘱我还是先喝去年的茶，新茶放一段再说。关于理由，他只用了“退火”两个字。天下道理大

抵相通——我到文房四宝店挑了一些宣纸回家，并不急用，而是囤起来，日后再说。待旧宣纸用完

了，新的宣纸也火气销尽，平和温润，此时下笔便觉畅快。经过时日磨洗的纸，居然有这般效果—

—时日无语而行，某些因素于其中悄然化解，于是品质被提升了。有人来，送了一些老纸和老墨，

它们还达不到古纸古墨的等级，却也使我期待之至。很迫切地就把老墨研了，把老纸摊开了，写一

首清冷的宋词，感觉还真不同于以往，其中就有我对过往时日的敬畏，时间让这些纸和墨都有资格

冠之以“老”。新茶做成后，也在静静经历时日之变，这就不需人工参与了——如同青铜器爬上锈

迹，八仙桌漫上包浆，全是时日的拿手好戏。当然，茶叶不需放置那么久长，它们在适宜的时候被

饮用，韵致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⑨我离开岚起寨时已是立夏之后。采摘完鲜叶的茶山人迹罕至，一片静谧。它在浮游的岚气中

继续汲天地精神，开始了新的生长。   （取材于朱以撒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也只能囿于一隅．．．．         囿于一隅：局限在一个空间 

B.手上功夫都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 

C.脱略旧辙．．．．而开新径       脱略旧辙：打破旧有规则或传统 

D.不知何时才会砉然天开．．．．   砉然天开：一下子就领悟了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第②段通过写“我只能如简笔画那般信手勾勒”，来表现岚起寨暮春时节说不尽的美。 

B.第⑤段写人在“只争朝夕”的劳作中无法体验松弛闲适之趣，从而否定忙碌的价值。 

C.作者由新茶退火想到新宣纸火气销尽，进而产生了许多事物需经历时日之变的思考。 

D.本文画线的三处引用，或凸显情感，或增添形象性，或引发进一步思考，各得其宜。 

18.第⑦段写到“夜半醒来，觉得满室茶香”，请联系全文，谈谈“茶香”缘何而来。（6 分） 

19.文章①⑥⑨段都写到了“岚气”，请联系全文，分别回答这三次写岚气的作用。（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 6 分） 

①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时，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选择语言材料的过程。②语言材料汗牛充栋．．．．，

在表达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③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可以用肯定句说“我向来遵守纪

律”，也可以用否定句说“我从不违反纪律”；“她明眸皓齿，秀外慧中”使用了整句，“她不光

漂亮，而且从里到外透着聪明劲儿”使用了散句；可以【甲】地说“这小孩活泼灵敏”，也可以

【乙】地说“这小孩真麻利，活像个小猴子”。④不同的说法各有其用．．．．，各有其妙．．．．。⑤能否迅速地

找到最准确、最适当的说法，就是修辞能力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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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第①句“修辞”后须加上“的过程”。 B.第②句“汗牛充栋”一词使用错误。 

C.第④句两个加点词应删去其中一个。 D.第⑤句表意准确清晰，不存在语病。 

（2）请在第③句【甲】【乙】两处填写恰当的词语，并对画线处进行改写，使之与前后分句结构一

致。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3 分） 

                                                                                                                

                                                                                                                

21.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不透露所在学校及个人信息．．．．．．．．．．．．。 

（1）在奥运的赛场，在科技的殿堂，在文化的舞台……当代中国青年的形象，格外清晰地展现在世

人面前，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青年的特点，你会选哪个词？请写

出这个词，并说明理由。要求：观点明确，言之有理。 

（2）不少地方的宣传用语都巧妙使用当地名称介绍地域特点，让人印象深刻。如成都的“成功之

都，多彩之都，美食之都”，常熟的“世上湖山，天下常熟”。请你巧用“海”“淀”二字，为海

淀撰写一条宣传语，并进行简要解说。要求：构思合理，条理清晰。 

（3）请以“远方的问候”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

染力。 

                                                                                                                

                                                                                                                

                                                                                                                

                                                                                                                

                                                                                                                

                                                                                                          

                                                                                                                

22.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纸上。不透露所在学校

及个人信息。 

（1）“淬火”是将高温金属放入冷却剂中，使其快速冷却，以增加其硬度和强度的工艺。在人

生成长、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淬火”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请以“说淬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入境”一词指跨越界限，进入另一国国境；现在也经常用来形容进入另一种状态，如

“高三入境”“读书入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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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入境”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