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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考语文主题训练



一、［2024 绵阳中考改编］阅读下面的词，完成1~2题。（7分）



1.小语认为本词通过描写春光之美抒发了词人的伤春之情，你认同这个看法

吗？请简要分析。（3分）

[答案] （3分）不认同。 本词主要描写春景美好，词人听曲饮酒欣赏景色，

表达了词人对春天的珍惜与对恬淡生活的向往。（判断1分，分析2分。判断

错误本题不得分）



2.“闲情”是本词词眼，词人写了哪些“闲事”来表现“闲情”？请结合全词，简

要回答。（4分）

[答案] （4分）①赏景：观花听雨；②把酒听曲：端起酒杯听《金缕曲》；

③饮酒尝杏：以青杏下酒。（每点2分，答出两点即可）

【诗歌助读】花开时节，下着微雨，春分时的春光却丝毫未减。我占据帘子

疏落、百花稠密的地方，端起酒杯听《金缕曲》。斜风轻轻送来浓郁的花香，

闲散的心情正和春光一起滋长。天色将晚，红灯高照，嘉宾入座，一边品尝

新摘的青杏，一边举杯劝饮。



二、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1~2题。（7分）

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

［宋］陆游

常记彭州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岂知身老农桑野,一朵妖红梦里看。

1.诗人是如何表现“天彭牡丹之盛”的?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3分）



[答案] （3分）【示例一】记叙花与梦境：一方面写记忆中观赏彭州牡丹的

盛景，一方面写梦中牡丹的艳丽。

【示例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彭州牡丹的繁丽（或正面记叙送

牡丹活动）；借助梦境，侧面烘托牡丹之美令人难忘。

【示例三】记叙与描写（抒情）：记叙过往彭州送牡丹的经历，描写牡丹的

艳丽动人（慨叹自己只能通过梦境重回赏牡丹的场景）。

【示例四】修辞与用词：将牡丹比作云朵，形容其姿态美丽（用数量词“径

尺”形容牡丹花朵硕大）；用“金”“红”等色彩鲜明的词语渲染牡丹的富丽。

（任选一个角度，语意相近即可）



2.本诗与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均写梦境,二者所反映的诗人

心境是否相同?请简要分析。（4分）

[答案] （4分）【示例一】相同。理由：都反映了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回忆

（对理想与事业的渴望/对现实的感伤与悲哀）。

【示例二】不同。理由：前者反映的是对蜀地生活的眷念（年华老去的苦

闷），后者反映的是为国征战（建功立业、收复中原）的渴望（以身报国的

信念）。（判断1分，理由3分。观点与理由一致，语意相近即可）

【诗歌助读】常常记起（当年）彭州送牡丹的经历，牡丹如同祥云，直径一

尺，映照着金盘。怎知道会在农桑山野间慢慢老去，只能在梦里看见一朵红

艳的牡丹了。



三、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1~2题。（7分）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



1.请对尾联的“犹”字进行赏析。（3分）

[答案] （3分）“犹”字承前启后，诗人没有田地仍然欢欣鼓舞，突出表现了

他与民同乐的心意。



2.颔联中“不愁屋漏床床湿”化用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的“床头屋漏

无干处”一句，但两者表达的情感不同，请简要分析。（4分）

[答案] （4分）“不愁屋漏床床湿”写出了诗人不因下雨屋漏床湿而惆怅，而

因这场及时雨使丰收有望的欣喜之情，而“床头屋漏无干处”则写出了诗人因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愁苦之情。（意思对即可）

【诗歌助读】一夜之间，炎炎烈日的晴空，忽然降下了甘霖；我在睡梦中惊

醒，衣襟有清凉湿润的感觉。我不愁屋子会漏雨，淋湿我的床；只是欣喜处

处溪流都涨满了雨水，与岸相平。那千里平野上，喝够了水的稻子一定是葱

绿一片；这五更天雨水敲打着梧桐，是最动听的声音。像我这没有田地的人

尚且欢欣鼓舞，何况田间祈望着丰年的农夫，该是多么高兴！



四、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1~2题。（7分）



1.“心绪”“摇落”各指什么？表现了诗人怎样的境遇？（3分）

[答案] （3分）“心绪”指愁绪纷乱，“摇落”指天气萧瑟。表现了诗人失意的

境遇。

2.阅读本诗后，说说你对题目中“惊”字的理解。（4分）

[答案] （4分）示例：“惊”写诗人在汾水上被北风一吹，惊觉秋天来临；再

结合诗人当时的境遇，诗人是即景生情。借“惊”字，表达自己外放的感慨以

及个人失意的哀愁。

【诗歌助读】北风吹卷着白云使之翻滚涌动，我要渡过汾河，到万里以外的

地方去。心绪伤感、惆怅，又恰逢落叶飘零，我再也不愿听到这萧瑟的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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