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一）

一、

（一）

1. C 2. A（类比是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

征上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这

里，通过类比，揭露了包身工所受的非人待遇和包身工制

度的野蛮残酷。） 3. A 4. B（拟物，把人当作物写的一种

修辞方法。并以此与船户养墨鸭捕鱼类比，从而揭示出相

似的结论。说明资本家将包身工当牲口，役使她们以牟取

暴利。黑夜是借喻。） 5. A

（二）

6. C 7. D 8. D 9. C 10. B

二、

（一）

11. D（回头看） 12. C（名词活用做动词。A、B、D均为名

词活用做状语） 13. B（修饰关系。A为承接关系，C为并
列关系，D为转折关系） 14. D（定语后置。A判断句，B
宾语前置，C被动句） 15. D（全文的情节高潮应该是刺秦

部分）

（二）

16. B（A项距通“拒”；C项蚤通“早”；D项要通“邀”）

17. D 18. B（B项名作动，其余为名作状。） 19. C项与例

句都是“趁机”的意思；A项“于是，就”；B项“沿袭”；D项
“凭借”。 20. B

三、

21.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22. 不

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23.正如我悄悄的来
不带走一片云彩 24.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 25.士皆瞋目 发尽上指冠

四、

26. 最早对秦淮河的认识：热闹喧嚣，风流曼妙；读大学时

的感受：古韵消散，寂静无声；2005年的一天：商业味浓郁，

艳俗无比。 27. 把秦淮河置于美好想象的诗歌与传说

中，说明秦淮河在作者心目中的形象美，地位高；与上文中

古诗的意境相照应。 与下文参观秦淮河的感受形成对

比，突出了作者对商业化十足的秦淮河及浮躁的人心的否

定和批评态度。 28.含义： 朱自清、俞平伯笔下感动人

心的秦淮河的景色。 作者追求的远离奢侈与繁华的人

生境界。作用：构成一条贯穿全文的行文和抒情线索，使

文章结构紧凑，题文照应，强化了作者寻求清韵、自然的秦

淮河景色的愿望，从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29.（1）紧扣

文题，引出文章要描写的对象——秦淮河；说明秦淮河自

古以来就是个热闹繁华之所；增添文章诗意，引起阅读兴

趣。（2）秦淮河始终是厚重的、静谧的、自然的。

五、

30.略

语文（二）

一、

（一）

1. B 2. B 3. C（“也是在北国”错误） 4. A 5. D（“相同

景物”错）

（二）

6. A（林肯签署独立宣言的材料，与时代感关系不大） 7.

D（A只谈“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且过于肤浅；B只谈

“流亡”且没有把握该词的语境义；C对“一百年后”的理解

不对。） 8. A（B、C内容范围太小，D“白人统治者”角度不

准） 9. B（A对写法分析有误，应是比喻；C对含义的分析

有误，《解放黑奴宣言》在法律上明确了黑人的权利；D对

写法分析有误，不是委婉的态度而具有一定的讽刺性。）

10. D（沦为白人的奴隶，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是一百年前的

事）

二、

（一）

11. C 12. B 13. A（两个“俯仰”均表示时间短。前一个

“之”作动词，去、往；后一个“之”是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

立性） 14. B 15. C（古人说：“死生是一件大事。”）

（二）

16. D（D项为结构助词，其他三项为代词。） 17. C（A为

名词做状语，B为名词做动词，D为形容词做动词；C和题
干都为动词做名词。） 18. B（A为并列，C为况且，D为尚
且；B和题干为将要。） 19. C（A“十一”古义为十分之一；

B“交通”古义为交错；D“以上”古义为往上。） 20. D（“十
一”指的是所进的深度为好游者的十分之一。）

三、

21. 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 22. 呦呦鹿鸣 鼓瑟吹笙

23. 长太息以掩涕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24. 逝者如斯
盈虚者如彼 25.然力不足者 亦不能至也

四、

26.庙是坐南朝北的，遗璞的形状像个碗，“璜”是“半壁”的

形状，和遗璞的形状相同；作为古代的礼器，璜正是祭北的

玉器。可见作者隐含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蕴。其中

也包括了其特殊的文化象征，也体现了人们的蒙昧守旧。

27. 第一次写到小孩的凉鞋，说明老贾没有忘了自己下放

过的地方，给遗璞村谋了福利；第二次写到小孩的凉鞋，表

明遗璞村人认为遗璞还能给大家带来福利。

28.纯朴善良，省城老贾“犯了错误”，村人还是处处照顾他；

有自豪感，但有时有些盲目，因为有一块孕璜遗璞便祖祖

辈辈引为骄傲，山外人不能喝当地的野茶就笑话他们胃嫩；

自主意识薄弱，常常希望老贾这样的大人物给他们拨救济

款、救济粮。（意思答对即可）

29.本题是要考生探究小说结尾的情节处理，答案不唯一，

可以认为合理，也可以认为不合理。在整体把握文章的基

础上“内引外联”是解答探究性试题的一个重要方法。要

善于“内引”，做到不离句、不离段、不离篇。还要善于“外

联”，由阅读的文本联想到所学的有关作品的背景、作者及

社会生活知识等，进行知识迁移。

观点一：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合理的。从情节上说，遗

璞村人为之自豪的石头被一群年轻人突然炸掉，这样的处

理可以产生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从主题上说，“没有用”

的遗璞是一种守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象征，这样的处理有

助于小说思想内蕴的表达；从时代上说，这样的处理符合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精神，有现实意义。

观点二：作者在结局上的处理是不合理的。 从情理上说，

遗璞村人世世代代视为宝物的东西，被一群年轻人轻易地

炸掉，不合情理，违背了生活的逻辑；从叙事上看，炸掉遗

璞修水渠的必要性并没有在小说中明确交代出来，缺乏艺

术上的逻辑性；从现实讲，这种结局也不符合保护文物、合

理开发的现代理念。

五、

30.略

语文（三）

一、

（一）

1. D 2. C 3. C 4. A 5. D
（二）

6. D 7. D 8. C 9. A 10. B

二、

（一）

11. B 12. B 13. D 14. B 15. D
（二）

16. C 17. B（A项中前者是动词，沿袭；后者是介词，凭借。

B项中两个“之”都是结构助词，的。C项中前者是连词，

来；后者是介词，凭借。D项中前者是连词，表转折；后者
是连词，表修饰。） 18. B 19. B 20. C

三、

21.秋以为期 22.不尽长江滚滚来 23.恐美人之迟暮

24.使我不得开心颜 25.脉脉不得语

四、（以下各题意思对即可）

26.（4分）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是水，使得江南具有刚柔
兼济的美。（也可以回答：一语道破了水的柔弱秀美与坚

韧顽强的两重性。）引用《老子》的话揭示了文章的主旨。

27.江南的人。例如：莫愁湖畔莫愁女，西泠桥边苏小小。
江南的风物。例如：西湖的断桥，绍兴的沈园，秦淮河上的

桃叶渡。语言方面。例如：吴侬软语。曲艺方面：例如：苏

州评弹。（本题只要答出两个方面，且每个方面至少举一

例，即可得 4分；若答出四个方面，没有举例，只得 2分；其
他情况酌情处理） 28.（3分）不可以。（1分）文中前者、
后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2分） 29.（4分）
千百年来，是水，滋养着江南的风物、江南的人，孕育了江

南独特的文化。（2分）这使得江南具有刚柔兼济的美。（或
答：这使得缠绵悱恻与凌厉强悍这两种悬殊的气质能够天

衣无缝地契合一地，且生生不息，历千年而不朽。）（2分）

五、

30.略

语文（四）

一、

（一）

1. A 2. C 3. D 4. B 5. C
（二）

6. C 7. D 8. D 9. A 10. C

二、

（一）

11. C（A沐浴，蒙受恩惠，现在的意思是洗发洗身，洗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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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赶去赴任，现在的意思是车马等很快地跑；D不许，
不被允许，现在的意思是不允许） 12. C（A供，读作

；B洗，读作 ；D诏，读作 ） 13. B（用，ACD
都是因为的意思） 14. C（“除臣洗马”应该翻译成“授予我
太子洗马的官职”。） 15. B（ 都是蒙受的意思； 都

是报答的意思）

（二）

16. C离开 17. A意动用法（B前：名词动用，走上前C廷：

名词作状语，在朝堂上 D鼓：名词动用，弹奏） 18. D
19. B 20. A

三、

21. 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 22. 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23. 羽扇纶巾 槽橹灰飞烟灭 24. 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

北顾 25.莫道不销魂

四、（以下各题意思对即可）

26.物质生活的丰富影响了人们对赏月这样的精神生活的
追求，也搅扰了人们安静的心。 27.进一步点题；对这两
句诗的引用说明都市人都淹没在红尘中，古代明月已照不

到今天的书窗了。从文章结构去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28. 读书本是一件赏心乐事，现代人却把它看成了一件苦
事。 29.以休闲的心态读书，并不是休闲时才读书，而是
读书时读出闲情逸致；（2分）以休闲的心态读书，就是淡去
功名之心，把知识化为智慧，滋养心灵。（2分）

五、

30.略

语文（五）

一、

（一）

1. B 2. A 3. C 4. C 5. D
（二）

6. D 7. C 8. C 9. B 10. D

二、

（一）

11. B 12. A（劝说） 13. D（均为介词，在。A.动词，出任；
动词，做，酿造。B. 代词，官职；助词，的。C. 介词，把；介
词，因为） 14. B（A.第一个“生”为动词活用为使动词，使
……生存、维持。C.“宵”，名词作状语，在晚上。D.“骏”，
名词作状语，像骏马一样） 15. D（应为“寻程氏妹丧于武
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二）

16. D 17. D 18. B 19. A 20. D.
三、

21.临清流而赋诗 22.兰亭已矣 23.审容膝之易安 24.
乌鸟私情 25.落霞与孤鹜齐飞

四、

26.从作者对秋的描绘中我们可以体会作者的淡泊名利和

豁达的胸怀，文章流露出作者淡然、旷达的态度。 27.作
者笔下的秋具有“充实、不加修饰、闲逸”的特点。 28.作

者以《秋院》来表现秋的清寂，使人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29. 表现出作者羡慕秋的洒脱和不加修饰的感情，我们从

中可以体悟到：为人处事不可过分计较，做人洒脱些，自会

感到生活的美好。

五、

30.略

语文（六）

一、

（二）

1. C 2. D 3. D 4. C 5. A
（二）

6. D（这句话表面上凤姐表达自己的歉意，其实仅仅是敷衍

之词，更不能说明凤姐彬彬有礼，态度谦恭，恰恰表现其放

诞无礼。） 7. C 8. C（作者使用的恰恰是传统的人物描

写手法；对凤姐华丽服饰的描写，并没有揭露其狡诈与狠

毒。） 9. B（凤姐在贾母面前夸黛玉，叹黛玉，主要是通过

奉承和同情黛玉来讨好贾母。） 10. C（A. 这段文字对王
熙凤的描写重点不仅是外貌描写，还有语言和行动描写。

B.“林黛玉对凤姐仰慕已久”错误。D. 在这一情节中，贾
母的两次“笑”是因为见到王熙凤高兴，表现了贾母对凤姐

的宠爱和纵容。）

二、

（一）

11. D。“孰”的意思为“谁”。 12. B项“以”分别为“表并
列”和“因为”；C项“之”分别为“主谓之间”和“结构助词，

的”；D项“其”分别为“难道”和“它的”；A项“于”均为“对
于”之意。 13. B。A项中“侧”是名词作状语，C项中“明”

是形容词用作动词，D项中“险远”是形容词用作名词，B项
的“至”不是活用。 14. A 15. D
（二）

16. A（如：往） 17. B（使动） 18. D（A“斗牛”古义是星宿

名，今义是一种游戏方式；B“白露”古义为白茫茫的水气，
今义是二十四节气之一；C“茫然”古义是旷远的样子，今义

是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19. A（B泣应为使动；C“倚歌而
和之”应为按着歌声的节拍而吹箫应和；D中“羽化”一词

理解错误） 20. B（首段并没有表现出“被贬之后的怅惘而
失意之情”）

三、

21.望帝春心托杜鹃 22.连峰去天不盈尺 23.万里悲秋

常作客 24.孤舟一系故园心 25.环空归月夜魂

四、

26.燕子与人接近而无人伤害它，有处世的大智慧。（本题
考查对重要句子的理解能力，寻找这类句子的答案，要顾

及材料前后文与之关联的语句，筛选出有效的答题区间，

然后揣摩理解并加以组织概括。） 27. 对比手法（或反衬
手法），以其他动物远离人类或过分亲近人类而被人类捕

杀来突出燕子与人保持不即不离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又恰

到好处。（本题考查考生分析概括和赏析的能力。解答此

题要答出对比或反衬手法及作用，并概括其他动物和燕子

的特点。） 28. 它与人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它亲近人
而又不受人的控制，保持着自己的精神独立；它善于取得

人类的信任； 它善于循着人类的情绪起落而安排自己的

生活节律。（答出其中三点即可得满分。本题考查筛选信

息、分析概括的能力。先锁定答题区域三、四、五段，把握

如下句子：A.人类是一种……的动物；B.燕子看懂了……
精神的独立；C.它控制人类……信任；D.燕子巧妙地循环
……节律，然后分析、概括、整合。） 29.（1）从形上说，燕
子展翅斜飞的美丽姿态像一把剪刀；从神上说，它是一把

插入人类精神深处的刀，游刃有余地在人的精神脉络中出

神入化地游动，揭示了燕子对人类精神世界敏锐的洞察力。

（2）人类多疑，人类不信任别人，对来自别人的信任受宠若
惊；人类会随意地对待所能控制的对象；人类不断地向外

扩展，幻想征服一切；人类不允许自尊受到伤害；人类不希

望他人离自己太远，也不希望离自己太近。（意思对即可，

答其中三点即可得满分。）

五、

30.略

语文（七）

一、

（一）

1. D 2. B 3. D 4. B 5. D
（二）

6. D 7. A 8. B 9. A 10. B

二、

（一）

11. C（通“返”，返回，回来） 12. B（意动用法。A名词作状
语，C使动，D名词作状语） 13. C（难以预测。A没有来；
将来。B门客；客人。D激愤，激昂；大方。） 14. A（结构

助词，的。B代词，代荆轲动身这件事，C代词，代荆轲，D
助词，无意） 15. C（“凭借与蒙嘉的良好关系”，原文中没

有提及，是贿赂蒙嘉）

（二）

16. C。忍，狠心 17. B（B与例句均为名词用作动词；AC
例句均为使动用法；D项无特殊用法） 18. C（“于”，同是
介词，第一个是介引地点状语，可译为“在”，第二个是介引

对象；“与”，第一个是连词，第二个是介词，都可译文为

“和”）19. B（B与例句都是判断句；A为省略句；C为宾语
前置句；D为被动句） 20. D（项伯阻止项庄是因为他暗中
已和刘邦成为儿女亲家，已有了私心）

三、

21.青青子衿 22.信誓旦旦 23.羁鸟恋旧林

24.俯察品类之盛 25.寄蜉蝣于天地

四、

26. 春天的阳光。 父母的恩情。（或“养育的恩情”等）

27. B。 28.“我”重温浓厚的亲情后，心灵得到了安慰和
净化，内心充满了轻松、温暖和希望。 29. B、C。（B项中
“表现了自己探视父亲后内心的快慰”错。C项中“可是自
己都无法做好，所以只好暗自神伤了”没有根据。）

五、

30.略。

语文（八）
一、

（一）

1. C（颜色深浅不一） 2. D（A项，内心有淡淡的喜悦；B项

C项明显不当） 3. B 4. D 5. C
（二）

6. A（解析：“鸦片”喻文化遗产中有益也有害的部分。） 7.
B（解析：B只包含如何“挑选”一方面，忽视了“占有”这一

面。） 8. C 9. D（解析：应为“强调了实行拿来主义对新
人的产生的重要性”。） 10. D

二、

（一）

11. B 12. D 13. A 14. A 15. B
（二）

16. D（给读 j，供给） 17. D（穷厄：失意，困窘） 18. A（降
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其他各项为名词活用为动词）

19. B 20. B（是企图用艰苦的条件来消磨其斗志，以摧毁
苏武肉体的方式来征服其意志。）

三、

21.水随天去秋无际 22.薄雾浓云愁永昼 23.卷起千堆

雪 24.君子生非异也 25.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四、

26.得意时，他被皇帝赏识，流露得意，被人嫉妒，书法漂亮、
工整、华丽；落难时，他卑屈而被疏远，开始知道生命的苦

味，书法笨拙却成极品，诗句完美。通过对比，突出了苏轼

落难后的“苦味”，为下文叙写苏轼的感悟和变化作铺垫。

（此处的对比还说不上“为表现主旨作铺垫”） 27.（1）苏
轼落难后，开始欣赏不同的东西，他的生命开始有另外一

种包容，有另外一种力量。或：苏轼落难后，转变了对人生

世态的态度（或看法）。 （2）苏轼在不断被贬斥（下放）中
越来越脱离目的性的现实，不断感悟，越来越接近回到自

参考答案 第 4页 （共 5页）参考答案 第 3页 （共 5页）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我。 28. 含义：回到（回归）自我。特点：美好（精彩）、可
贵、能予人平静。 29. 引用和对比。连续引用了苏轼词
的句子，边引边解；对比了苏轼感悟前后的态度和行为。借

以表现苏轼有了“在历史上建立一段光明磊落的生命感情”

的感悟，为后面归结出回归自我才是人生真谛（或“淡”是

人生最深的味道）的主旨作铺垫。（主旨的内容必须答出）

五、

30.略

语文（九）

一、

（一）

1. A（不是对比，是比喻） 2. C 3. C（作者引用陶渊明的

诗是要表明刘和珍等青年的殉难虽没有在广大民众中引

起反响，但她们死得其所，其殒身不恤的精神将与巍巍高

山同在） 4. A 5. D
（二）

6. D 7. C 8. B 9. B 10. B

二、

（一）

11. C（亡，同“无”；驩，通“欢”；霑衿，同“沾襟”，决，同“诀”）

12. C（系：拘囚，关押） 13. D（明年：古义，第二年；今义，

今年的下一年。虚心：古义，使心虚，不抱成见；今义：谦虚。

成就：古义，栽培，提拔；今义：业绩或完成。） 14. A（A项

为宾语前置句，其他为被动句） 15. B（应为诡称苏武在汉
朝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存亡不可知”）

（二）

16. A 17. D（善：羡慕） 18. D（何，为什么）

19. C 20. B

三、

21.可以横绝峨眉巅 22.金就砺则利

23.玉露凋伤枫树林 24.大珠小珠落玉盘

25.环佩空归月夜魂

四、

26.（5分）作者本以为又错过了草原上最好的季节，却赶在
草原换装之前，阴差阳错地领略了八月末草原的“纯”，幸

运地充分感受到了它的无垠、宁静和干净。（“纯”的“大”、

“静”和“净”三个方面要完整。） 27.（6分）（1）一个人置身
于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之间，彻底陶醉在了天地的浑

然一体和大自然的阔大、纯净与和谐中。 （2）只有八月
末的草原才能带给人静思默想；此时此地的人，只有在这

样的静思默想中才能感悟和思考草原上的历史。 28.（5
分）高级。“高级”指要能抛开浮在自然景上的迷眼繁花而

看出个味和理来；作者领略了八月末这个特定时节的草原

大、净和静的“味”，品味了草原和谐、美好、充满魅力和意

蕴的“理”。 29.（6分）将草原看作可以商量问题的朋友，

增强了表达的生动形象性；运用倒装句式的疑问句，语气

含蓄而亲切；表达了作者对八月末草原的热爱和对与之重

逢的渴望。

五、

30.略

语文（十）

一、

（一）

1. D 2. A 3. C 4. A 5. C
（二）

6. C 7. B 8. C 9. D 10. D

二、

（一）

11. B（鄙：用作动词，“以……作为边邑”） 12. C（C项是表
示商量语气的助词，其他均为代词） 13. A（A项为“把…
当作”，其他三项均为“认为”） 14. B（不直截了当的表达

本意，只用委婉曲折的方式含蓄闪烁的言辞，流露或暗示

想要表达的本意，称为“婉曲”） 15. D（应该是先说到秦、

晋历史关系，再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

（二）

16. A 17. C 18. A 19. B 20. D

三、

21.临清流而赋诗 22.也无风雨也无晴 23.遥岑远目
玉簪螺髫 24.乌鸟私情 25.莫道不销魂

四、

26. 直接触发了作者对秋色的集中描写，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结构作用。 彰显了秋色的突如其来，表达了作者对

秋色之美的惊叹。 27. 第一问：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秋色

之美的发现与赞叹，并结合古人的创作，传达了作者对审

美体验和社会生活关系的理解。描写暖色调的词语的大

量运用，凸显了文章主旨。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

第二问：在艺术效果上，则写出了秋叶的绚烂多彩，展现了

秋色的丰富性：给人以一种视觉的享受，富于艺术感染力。

28. 感受是色彩单调。这样写与秋天形成鲜明的对比，强

调了秋天丰富的秋色带给人的欢快的情感。 29. 例如：
拟人。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还是比较保守的；它们身上

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

不踊跃……这样形象地写出了柏树、松树和槐树在秋天这

个季节变化得比较慢。

五、

30.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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