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1  基础知识运用（经典题型）11 组（解析版） 

温馨提示：分二个版块，第一版块经典常考题 5 组 31 题，第二版块模拟预测题 6 组 37 题。

（一）（2023下·北京·八年级北京市八一中学校考期中）正值五四青年节之际，学校组织了“以青春

之名，承青年之约”主题活动。请你完成下列任务。

（一）演讲社团负责组织“青春之我”演讲比赛，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演讲词，阅读这段文字，完成下

面小题。

青春是动荡危亡之际“还我青岛”的悲愤呐喊，是“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的震撼反抗；青春是和平

复兴年代“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姿态，是带着加速度跋山涉水去寻找未来的勇气。李大钊当年在【甲】

晨钟报【甲】创刊号上这样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当雏鹰哺于巢穴，昂首

观天之时，已酝酿振翅九雳的梦想；当马驹休于栏下，引颈嘶鸣之际，已蓄积驰骋天下的梦想。回望百年

团史，中国青年面对不同的困难，都展现出了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决心，舍我其谁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

行动。想要成为合格的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以“三心”面对成长之路【乙】一为 ，志存高远，日日精进；

二为，按行自抑，时时自省；三为 ，淡泊宁静，久久为功。以青春之名，承青年之约！

1．一位同学对文段中加点字的读音、字形和【甲】【乙】两处标点符号的使用产生了疑问。下列判断

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震撼”应写为“震憾” B．“穴”应读“xué”

C．【甲】处应填书名号，标示刊物的名称 D．【乙】处应填冒号，标示引起分说

2．同学们借助《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为画波浪线的词语作了批注，发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所共

同达出的意思是。

  

3．在文段横线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   ）

①律己之心    ②平常之心    ③进取之心

A．③②① B．①③② C．③①② D．②①③

经典常考题



（二）文学社团负责筹备“青春之师”展板，下面是社团成员准备的一段材料，阅读这段文字，完成

各题。

鲁迅曾经说过：“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在培养青年方面，他也是这样做的。他

以智慧抵抗黑暗，感召无数进步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让青年得以用自己的行动对抗社会的黑暗，同时他

也反对青年做无谓牺牲。鲁迅在文学青年的培养上，始终不遗余力、甘为人梯。他通过创办文学刊物来发

现和团结青年作者，促其健康成长。凡是请他看稿、改稿的，他都不计时间和精力，仔细阅改，全心全意

地指导和培养这些文学

战线的“新战士”。此外，鲁迅还大力提倡新兴木刻。他整理了优秀的汉画像石、笺谱等传统文化遗产，

翻译了大量介绍外国美术理论和版画作品的著作。在鲁迅的支持和培养下，大批从事木刻艺术的青年迅速

成长起来。从鲁迅培养青年走上革命之路、艺术之路的点滴中，我们读懂了这位持炬火引领中国青年的“孺

子牛”。

4．文段的画线句有一处表达欠妥，请找出并加以修改。

5．同学们对展板上的书法作品进行了讨论，请从下面的选项中分别为两幅作品匹配恰当的解说。

  

第一幅选                  第二幅选          

【甲】这幅字结体上紧下松，视觉中心上移，圆润中透着挺拔劲健，让人感受到鲁迅的爱国情怀和奋

斗到底的决心。

【乙】这幅字笔法潇洒灵动，多弧多曲，多角多环，这种气势和变化，让人感受到鲁迅面对人民的奉

献精神与面对敌人的斗争激情。

【丙】这幅字笔画平直工整，转折处多用方笔，显得深刻凝重，让人感受到鲁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风骨与气节。

6．同学们对语文教材中与鲁迅相关的作品进行了梳理，下列表述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呐喊》是鲁迅的小说集，其中塑造了双喜、闰土、杨二嫂等生动而典型的人物形象。

B．作家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以多个片段记录了鲁迅先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展现出一个

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化的鲁迅形象。

C．鲁迅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批驳了“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人对于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

指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D．《朝花夕拾》以简洁舒缓的文字描述往事，又不时夹杂着有趣的议论或犀利的批判，《阿长与<山

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都出自其中。

7．合唱社团负责展示“青春之声”合唱作品，同学们准备在合唱中加入一段朗诵，对如何读好这段朗

诵词进行了讨论，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青春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诗行，

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萌动。

青春是绿色的，如草原蓬勃坦荡。

青春是金色的，如阳光普照四方。

青春是彩色的，如百花迎风绽放。

向前，向前，

因为我们选择了远方。

裹足不前？不，我们无惧担当；

墨守成规？不，我们自有新的篇章。

同学们，

让我们以青春之名，承青年之约！

A．“蓬勃坦荡”“普照四方”“迎风绽放”是三个类型一致的短语，朗读时都要重读短语的后半部分。

B．“向前，向前”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朗读时语调应渐次上扬，表现出青年人追梦的勇敢与执

着。

C．两个设问句的朗读，问句语调虽上扬但不应表达疑惑之意，答句不能表现出犹豫迟疑，问答间不

能有太长的停顿。

D．第一人称“我们”的反复使用，拉近了与听众之间的距离，朗读时既要饱含真情又要表达出共勉

之意。

【答案】1．A    2．示例：不会轻易被改变坚定不移    3．C    4．从鲁迅培养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文学之路、艺术之路的点滴中（在“革命之路”和“艺术之路”中间加入“文学之路”）    5．     甲     

丙    6．D    7．A

【解析】1．本题考查字音、字形和标点符号。

A.震撼：指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或感动，精神或情绪剧烈起伏或波动。书写正确；



故选 A。



2．本题考查词语含义的理解。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意思是极坚之物，磨也磨不薄；极白之物，染也染不黑。比喻意志坚定的人

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3．本题考查词语排序。

“志存高远”意思是追求远大的理想、事业上的抱负。指立志很高远，有雄心壮志，是进取之心；“时

时自省”就是时常进行自我反省，是律己之心；“淡泊宁静”意思是指轻淡泊欲，不追求名利，不装腔作势，

是平常之心。依次填入的词语为：③①②；

故选 C。

4．本题考查句子的修改。

文段讲述鲁迅对青年的培养。“他以智慧抵抗黑暗，感召无数进步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让青年得以用

自己的行动对抗社会的黑暗，同时他也反对青年做无谓牺牲”是鲁迅培养青年走上革命之路；“鲁迅在文学

青年的培养上，始终不遗余力、甘为人梯。他通过创办文学刊物来发现和团结青年作者，促其健康成长”

是鲁迅培养青年走上文学之路；“此外，鲁迅还大力提倡新兴木刻。他整理了优秀的汉画像石、笺谱等传统

文化遗产，翻译了大量介绍外国美术理论和版画作品的著作”是鲁迅培养青年走上艺术之路。由此可知，

鲁迅对青年的培养是从三方面进行的。画线句子是文段的总结句，按照一一照应的原则，画线句应改为：

从鲁迅培养青年走上革命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的点滴中。

5．本题考查书法鉴赏。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一句鲁迅的名人名言，出自鲁迅的《自嘲》，意思是：横眉怒

对那些丧尽天良、千夫所指的人，俯下身子甘愿为老百姓做孺子牛。指对待敌人决不屈服，对人民大众甘

愿服务。第一幅作品为篆书。特点是上紧下松，小篆的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的

垂脚。形体瘦劲挺拔，粗细基本一致。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可以让人感受到

鲁迅的爱国情怀和奋斗到底的决心。第一幅选甲；第二幅作品为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

让人感受到鲁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幅选丙。

6．本题考查文学常识。

D.《社戏》选自小说集《呐喊》；

故选 D。

7．本题考查对朗诵词的赏析。

A.“蓬勃坦荡”是并列短语，“普照四方”是动宾短语，“迎风绽放”是偏正短语。“蓬勃坦荡”都要重

读；



故选 A。

（二）（2023下·北京通州·八年级统考期中）寒假期间，班主任布置了设计“年”文化主题展板的作

业。请你参与其中，完成下列任务。

【板块一：溯源年节】

8．这一板块展示了“年”字起源和“年”的传说。阅读后，完成小题。

古时有一只猛兽叫“年”，每到腊月三十，便出来觅食人肉。腊月三十

晚上，“年”刚摸到一个村庄，耳 pàn突然响起“噼啪”的声音。原来有

村民将竹子误投到火堆里，“噼啪”声将“年”吓得惊慌失 cuò。它窜到另

一个村庄，又被一家门口晒着的大红衣裳吓得落荒而逃。后来它又来到了

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顿时感到头晕目眩，

只好又溜走了。人们由此摸准了“年”有怕红、怕光的弱点，想到许多抵

御它的方法。不知从何时起，“年”便 xiāo声匿迹了，而这些方法逐渐演

化成如今的过年习俗。

“年”字起源 “年”的传说

（1）根据“年”字起源，你认为下列哪一项是汉字“年”的最初意义？(     )

A．负担，责任    B．丰收，收获    C．年纪，岁数    D．岁月，光阴

（2）“年”的传说文段中有三处拼音。请任选两处，写出相应的汉字。

①耳 pàn        ②惊慌失 cuò        ③xiāo      声匿迹

（3）根据语境，“年”的传说文段中画线句有一处表达欠妥，请你加以修改。

                        

【板块二：探寻年俗】

9．这一板块首先要介绍“年俗”的含义。同学们查阅到下面这段文字，请依此进行概括。

农历新年原指正月初一这一天，但老百姓的过年准备、庆祝活动早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了，一直到正月

十五“元宵节”结束，历时一个多月。辛苦劳作一年的人们，在过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阖家团圆探亲访

友、扫墓祭祖、拜神祈福，以各种方式（如腊八、祭灶、守岁、拜年、祭财神、逛庙会等）期盼来年的好

运。

年俗是：            

10．下面文字与图片是这一板块的主体部分。阅读后，完成小题。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距今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

年”。在传说中，赶走猛兽“年”需用鞭炮，于是① 。春节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于是有了过年最重要的

习俗之二：离家在外的游子过年时都要回家欢聚。除夕，又称团圆夜。新旧交替，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

动之三。除夕晚上，全家老小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另外，南北方习俗不同。在北方，

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

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② ，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

（1）结合前后语境，文段中①处内容是：            ；②处内容是：            。

（2）为了明确“更岁交子”的意思，同学们查阅字典，找到了“子”字的主要义项：①古代指女儿，

现在专指儿子；②植物的果实、种子；③用于计时（半夜 11点到凌晨 1点为子时）；④古代对人的尊称。

你认为“更岁交子”的意思是：            。

（3）腊月二十四的其中一项年俗是“剪窗花”。下面的窗花与汉字谐音现象无关的一项是(     )

【板块三：书写年味】

11．这一板块选用了一位同学的日记，下面文段是节选。阅读后，完成小题。

庙会的小吃实在太多了！冰糖葫芦、驴打滚、杏仁茶、灌肠、炸豆腐、褡裢火烧……



令人______呀！爸爸让我们等他一会儿。没过多久，他小跑着回来，拎着冰糖葫芦和灌肠，还有新疆

的美食【甲】红柳枝羊肉串，把这些小吃塞到我们手里，又匆忙转身跑远了。我们紧走几步跟上，看见爸

爸驻足于一处风味茶馆儿门前。墙上的海报说里面可以边喝茶边欣赏传统曲艺表演，有评书相声【乙】还

有京韵大鼓。我和妈妈相视一笑，知道爸爸这位“老曲艺迷”心里肯定乐开了花。

（1）下列成语填到文段横线处，最恰当的两项是      和      。（填序号）

①眼花缭乱  ②叹为观止  ③目不暇接  ④刮目相看  ⑤忍俊不禁

（2）在【甲】【乙】两处分别填入标点符号，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甲】冒号  【乙】顿号    B．【甲】破折号  【乙】顿号

C．【甲】冒号  【乙】逗号    D．【甲】破折号  【乙】逗号

12．同学们摘录了一则与“过年”相关的诗歌，由于疏忽漏掉了一句。请你根据诗意将其补充完整。

春节的炊烟

尽情嘲讽着腊月的寒冷

顽童的鞭炮

把薄冰炸得四散奔逃

院坝停满的轿车

屋檐挂上的灯笼

                  

【答案】8． B     畔     措     销     人们由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怕光的弱点，想到

许多抵御它的方法。    9．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期间，人们通过各种活动方式来期盼来年好运的一种习

俗。    10．     示例：有了过年最重要的习俗之一：燃放鞭炮     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俗     示

例：新旧年更替时间正逢子夜之时     丙    11．     ①     ③     D    12．示例：争着比谁更红亮

【解析】8．（1）考查字义理解。

结合“年”的甲骨文，上部是“穗子”“禾谷”，下部是“弯腰的人，手臂下伸”，据此可以推断出人们

在地里耕种劳作，才能获得粮食的丰收；

故选 B。

（2）考查根据拼音写汉字。

耳 pàn（畔）：指耳边。



惊慌失 cuò（措）：害怕紧张，以至不知所措、失去常态。

xiāo（销）声匿迹：不再公开讲话、不再出头露面，形容隐藏起来或不公开露面。

（3）考查病句辨析及修改。



结合语境“‘年’刚摸到一个村庄，耳畔突然响起‘噼啪’的声音。原来有村民将竹子误投到火堆里，

‘噼啪’声将‘年’吓得惊慌失措。它窜到另一个村庄，又被一家门口晒着的大红衣裳吓得落荒而逃。后

来它又来到了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只好又溜走了”

可知，年怕响、怕红、怕光三个方面，故画线句成分残缺，应改为：人们由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

怕光的弱点，想到许多抵御它的方法。

9．考查材料信息的提炼和概括。

结合材料“老百姓的过年准备、庆祝活动早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了，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

历时一个多月”和“以各种方式（如腊八、祭灶、守岁、拜年、祭财神、逛庙会等）期盼来年的好运”，据

此可概括为：年俗是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期间，人们通过各种活动方式来期盼来年好运的一种习俗。

10．（1）考查语句的补写。

第①空：结合文段“于是有了过年最重要的习俗之二”和“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三”可知，空

白横线处所填的内容要和后边的句子句式相似，内容相关，而“放鞭炮”就是过年的的一种习俗，故可概

括为：有了过年最重要的习俗之一：燃放鞭炮；

第②空：结合文段“另外，南北方习俗不同。在北方，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可知，下文横线处应填

上南方的习俗，结合“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可知，南方的习俗应是吃

年糕，故可概括为：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俗。

（2）考查词语的理解。

“更岁交子”中“更”意思是更换，“岁”意思是年，时间，更岁意思是时间更替，旧的一年过去，新

的一年开始；“交”意思是交会，结合字典查阅法，“子”的意思是第③个，用于计时，故“更岁交子”的

意思是新旧年更替时间正逢子夜之时。

（3）考查词语理解。

甲“连年有余”：由莲花和鲤鱼组成的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用以称颂富裕祝贺之意。莲是连的谐音，

年是鲶的谐音，鱼是余的谐音，也称年年有鱼；

乙“吉祥福禄”：福和禄常常一起出现，所以又常以葫芦来寓意“福禄”，一方面是因为葫芦的谐音类

似福禄，另一方面葫芦肚大饱满，装的多，符合人们多福多禄的期望；

丙“花开富贵”：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之一，蕴含了人们对幸福美满、富有、高贵生活的向往。里边并没

有与汉字谐音相关的现象；

故选丙。

11．（1）考查成语的理解和运用。



①眼花缭乱：眼睛看到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

②叹为观止：用来赞叹所见的事物尽善尽美，好到了极点；

③目不暇接：形容眼前美好事物太多，或景物变化太快，眼睛来不及观看；

④刮目相看：形容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

⑤忍俊不禁：指忍不住笑出来。

结合“庙会的小吃实在太多了！冰糖葫芦、驴打滚、杏仁茶、灌肠、炸豆腐、褡裢火烧……”可知，

此处指眼前的事物很多，看不过来了，可用“眼花缭乱”和“目不暇接”；

故选①和③。

（2）考查标点符号。

甲处：结合文章内容“还有新疆的美食”和“红柳枝羊肉串”可知，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说明，应该

用破折号；

乙处：结合文章内容“有评书相声”和“还有京韵大鼓”可知，后者与前者之间是句子的停顿，应该

用逗号；

故选 D。

12．考查语句的衔接。

结合“春节的炊烟，尽情嘲讽着腊月的寒冷”和“顽童的鞭炮，把薄冰炸得四散奔逃”可知，所补充

的句子应于这两句构成一组排比句，而且要运用拟人的修辞，要能体现过年时“灯笼”挂在屋檐上寓意红

红火火的意思，语言简洁，语句通顺即可。

示例：欢快地争相比着谁的衣服漂亮。

（三）（2023下·北京·八年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考期中）“清明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为加强对清明节民俗文化的宣传，同学们拟推出一期以“诗文民俗话清明”为主题的宣传手册。

13．以下是一位同学撰写的部分内容，请阅读并完成问题。

作为节气的清明，① （春意盎然  春寒料峭），天气清朗，四野明净，草长莺飞，处处 漫着生命的

气息，用“清明”称这个时期，再合适不过了。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节。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甲】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节日的清明，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相传，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重耳

没有了力气，随行大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用火烤熟了给重耳吃。这就是成语“割

股啖君”的② （由来  



诞生）。重耳做了国君后，重赏了和他同甘共苦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后来晋文公忆起旧事并亲自

去请他，但是介子推不愿见他，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听说后，就想把介子推从山上请下来。可山

上树木郁郁葱葱，不好找寻，晋文公决定用烟将他熏下来。结果介子推母子俩一起抱树而死，还留下了一

封血书【乙】“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长清明。”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祀介子推。他在坟前静 而立，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

绿枝千条，随风飘舞【丙】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1）文段横线处选填汉字或给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是(     )

A．zhǎng    迷    shù    慕

B．zhǎng    弥    sù     穆

C．cháng    迷    sù     穆

D．cháng    弥    shù    慕

（2）在文中①②处依次填入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春意盎然  诞生    B．春寒料峭  诞生

C．春意盎然  由来    D．春寒料峭  由来

（3）在文段【甲】【乙】【丙】三处分别填入标点符号，最恰当的一项是(     )

A．【甲】”，    【乙】，    【丙】。

B．【甲】。”    【乙】：    【丙】。

C．【甲】”，    【乙】：    【丙】，

D．【甲】。”    【乙】，    【丙】，

（4）结合文段，把下列五句话填写在开头横线处，语序正确的一项是(     )

①日期基本落在阳历的 4月 4日（或 5日、6日）

②它既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③但清明节却属阳历

④我国的传统节日基本是以农历时间为准

⑤这主要是因为清明“身担二职”

A．③⑤②④①    B．④③①⑤②

C．②①④③⑤        D．④③⑤①②

14．美工组的同学们为手册封面推荐了四幅书法作品，以下是他们的推荐理由，其中不恰当的一项是

（   ）



  

A．图一为张旭草书，灵动多变，奔放连绵，与清明节草木勃发的景物特点相吻合。

B．图二为米芾行书，以斜取正，飘逸自然，符合人们踏青郊游，亲近自然的愉悦心情。

C．图三为柳公权楷书，字体瘦硬，清健遒劲，与清明节天朗气清的气候特征相吻合。

D．图四为李斯隶书，蚕头雁尾，古朴典雅，符合清明节扫墓祭祖的肃穆气氛。

15．一位同学想拟写一副对联印在手册的封底，其中有几处词语需要斟酌，最恰当的一项是（   ）

上联：清风习习，① 踏青晨行早

下联：② ，芳草③ 暮归迟

A．①田野   ②明月悠悠   ③斜阳

B．①田野   ②碧冢凄凄   ③拾翠

C．①秀野   ②明月悠悠   ③拾翠

D．①秀野   ②碧冢凄凄   ③斜阳

16．编辑部的同学举办了“清明短诗征集”活动，并要求来稿短诗中至少运用一处修辞。其中不符合

要求的短诗是（   ）

A．打着响鞭的雨，催赶着两边的脚步/去年的青草，又活回来/翠绿爬上碑头/苍白的花，开在心里。

B．每年的今日/都有一茬思念/随着布谷鸟响亮的叫声/水汪汪地生长在后人的心间。

C．蒙蒙的细雨，织成一张粘粘的网/锁住我深深的依恋/奶奶的笑容呵/近在眼前。

D．杏花雨，落无声/酒残梦天放晴/闹中守住心底静/无风无雨过清明。

17．一位同学为手册撰写了一段结语，其中画线句有两处表达欠妥，请在横线处修改。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杜牧笔下凄凄切切的清明；“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是吴惟信眼中生机盎然的清明；“清明一到，农夫起跳”，是农民心里充满希望的清明。即使是繁花

似锦、郊游踏青，还是细雨绵绵、慎终追远，亦或是万物生长、牵犊春耕，都是清明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惊

喜。



修改：                       

【答案】13．     B     C     B     B    14．D    15．C    16．D    17．无论是慎终追远、郊

游踏青，还是细雨绵绵、彩虹初现，亦或是春风送暖、杨柳依依，都是清明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惊喜。

【解析】13．（1）考查字音、字形。

“草长莺飞”本指春天来了，各种花草开始成长，鸟类也到处纷飞；用来形容春天的美好的景色。其

中的“长”读作“zhǎng”；

“弥漫”意思是：充满或布满了烟雾、尘土、水汽等；

“追溯”本指逆流行向江河源头；比喻向前推算、探索事物的由来；回顾过去的人和事。其中的“溯”

读作“sù”；

“静穆”意思是：安静庄严；

故选 B。

（2）考查词语运用。

春意盎然：指春天生机勃勃，韵味正浓。

春寒料峭：形容初春的寒冷。

诞生：一指出生，降生 。诞生一词指人的降生或新事物的出现，及生日（用于尊敬的人和庄重的场

合）。四指成立。

由来：从发生到现在；事物发生的原因；来源。

根据后文“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的提示，选“春意盎然”恰

当。

根据“相传，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的提示，前文介绍了“割股啖君”的来源，选

“来由”。

故选 C。

（3）考查标点符号用法。

“种树造林，莫过清明”是直接引用，后面用句号、引号；

“一封血书”提示下文，后面用冒号；

“随风飘舞”是陈述句末尾，后面用句号。

故选 B。



（4）考查句子排序。

④先说传统节日，③引出清明，①点明清明的日期，⑤②指出原因，即：④③①⑤②。

故选 B。

14．考查对书法字体的鉴赏。解答这类题目，可以结合平时积累的知识进行作答。楷书，字体方正，

笔画平直，规矩严整；行书，既工整清晰，又飞洒活泼，笔画牵连，流畅自如；篆书，笔画复杂，形式奇

古，字体优美，颇有古风古韵；草书，跌宕落笔，运转龙蛇，纵横洒脱，一气呵成；隶书，字形宽扁，横

长竖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D.有误，该作品是篆书，不是隶书；

故选 D。

15．考查对联常识。对联常识：1）上下联的字数必须相等，不能用重复的字。2）上联的末一字必须

是仄声，下联的末一字必须是平声。3）上下联的句式必须一致（词类相当，结构相应）。4）上下联的平仄

要相对立，上联要用平声字的地方，下联就得用仄声字，反过来也一样（平：平声字；仄，仄声字，包括

上、去、入三声的字）。5.上下联意思可以相近或相反，可以只说一事，也不妨分说两事。

“芳草”对“秀野”，均为名词；“清风习习”与“明月悠悠”相对，均为主谓短语，且意境相同；“踏

青”与“拾翠”相对，均为动词；

故选 C。

16．考查修辞手法的判断和理解。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对偶等。

A.正确，运用了夸张和拟人的修辞；

B.正确，运用了拟人的修辞；

C.正确，运用了比喻的修辞；

D.有误，未用修辞。

故选 D。

17．考病句的辨析与修改。常见的病句类型有成分残缺、搭配不当、语序混乱、结构混乱、语意不明、

语言赘余等。先通读所有句子，凭语感判断正误，如果不能判断的，可以压缩句子，看搭配是否得当，找

出病因。

结合句子是表示条件关系的，应把“即使”换成“无论”。“慎终追远”和“郊游踏青”都是行为，应

放在一起。“细雨绵绵”和“彩虹初现”都是景物，应放在一起。

（四）（2023下·北京大兴·八年级统考期中）



某校观鸟社的同学们三月份学习了《大雁归来》一文后，决定趁着春意渐浓，一路向北去寻找大雁的

身影。伴随着内蒙古民歌《鸿雁》的旋律，他们来到了这首民歌的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

走进了美丽的乌梁素海湿地。

18．同学们希望做一次讲解志愿者，向更多的游客介绍灵动的大雁，他们准备了一份讲解词，请你帮

助他们把读不准的字注上拼音。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乌梁素海湿地参观游玩！缄（①     ）

默了一整个冬天的湿地，终于伴着大雁归来的脚步逐渐恢

复了生机与活力。大雁的迁徙之路是很漫长的，它们冲破

层层雾霭（②     ），越过道道险峰，经过重重沼泽，躲

过狩猎者残忍的猎枪，最终回到了北方家乡。您看，雁群

正秩序井然地追逐夕阳，让我们共同欣赏这曼妙的舞姿吧！

19．在小明同学的研学手册上，有一段关于大雁入水的记录十分生动，但有两处词语是用拼音代替的，

请你帮助他写出正确的汉字。

观察场景 大雁入水

场景描述

大雁翱翔在广阔的天空，它们似乎累了，在水面上做了几次试探性的盘旋之后，终于慢

慢地、静静地向水面滑翔下来。一 jiē chù（①    ）到水面，它们便喧嚷起来，水面溅起

阵阵水花，欢畅喜悦的气氛 shùn jiān（②    ）荡漾开来。

20．研学过程中，同学们围绕“大雁的文化意蕴与大雁的生活习性”进行了知识竞答，请对以下各项

进行判断，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雁有仁心——壮年大雁助老爱幼

B．雁很顺从——安排警卫，站岗放哨，守护安全

C．雁有礼序——飞行时有长幼秩序

D．雁讲诚信——从不爽期，秋而南翔，春而北归

21．晚上回到营地，大家彼此交流观雁感受。班长小戴提议，来次“诗词大会”活动，去寻找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雁影”，请你仿照示例谈谈感受。

示例：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用“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两句，表达边塞秋日带



给人的苍凉悲壮之感。

（1）王维在《使至塞上》中用“征蓬出汉塞，①    ”两句，表达轻车简从远离中原故地的②    



之感。

（2）王湾在《次北固山下》中用“乡书何处达？①    ”两句，表达岁末年初漂泊在外的②    之感。

22．离开乌梁素海湿地之前，很多同学都在游客留言簿上写下了本次研学的体会，下面是几位同学的

留言，其中成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这里有北国最美的春光！乌梁素海湿地，我们后会有期！

B．大雁南来北往，诉说着四季的故事。很高兴在这草长莺飞的时节来到鸿雁的故乡。

C．保护环境的意识应绵延不断，让鸿雁故乡自由永在，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D．乌梁素海湿地山水如画，纯净自然，美若仙境，引人入胜！

23．在长途汽车站，几位同学对广告牌上的宣传语非常感兴趣，但因为句子太长，大家一时不明白这

句话在宣传什么，请你帮助大家提取该长句的主干，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乌梁素海湿地，湖面碧波荡漾，苇丛如诗如画，百鸟啼

鸣婉转，鸟的世界，鱼的乐园，青山、绿草、碧波相映成辉，

天鹅、大雁、野鸭相映成趣的与乌拉山北麓的乌拉特草原融

为一体，是集湖泊、草原和山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

句子主干：      

【答案】18．     jiān     ǎi    19．     接触     瞬间    20．B    21．     归雁入胡天     

孤独漂泊     归雁洛阳边     思乡惆怅    22．C    23．乌梁素海湿地是综合旅游区。

【解析】18．本题考查字音。

（1）缄默：读音 jiān mò，闭口不言。

（2）雾霭：读音 wù ǎi，雾气。

19．本题考查根据拼音写汉字。

（1）接触：读作 jiē chù，挨着；碰着；接近并交往。

（2）瞬间：读作 shùn jiān，刹那；顷刻间。

20．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B.理解有误。“安排警卫，站岗放哨，守护安全”说明雁很机警，而非“顺从”。

故选 B。

21．本题考查名句名篇默写和内容理解。默写题作答时，一要透彻理解诗文内容；二要认真审题，找

出符合题意的诗文句子；三是答题内容要准确，做到不添字、不漏字、不写错字。

（1）本题中注意“雁”等字的正确书写。

（2）“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意思是：（我）像蓬草飘出了汉塞，像归雁飞入了北方的天空。。“征

蓬”喻诗人，是正比，而“归雁”喻诗人则是反衬。在一派春光中，雁北归旧巢育雏，是得其所；诗人迎

着漠漠风沙像蓬草一样飘向塞外，景况迥然不同。这一句是诗人借蓬草自况，写飘零之感。

（3）本题中注意“雁、洛”等字的正确书写。

（4）“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意思是：我的家书应该送到什么地方呢？北去的归雁啊，请给我捎

回洛阳那边！表达了诗人思乡却无法回到故乡的一种遗憾之情。

22．本题考查成语的使用。

A.后会有期：以后还有相见的时候（多用于离别时安慰对方）。此处形容以后还有见到乌梁素海湿地的

时候，使用正确；

B.草长莺飞：形容江南暮春的景色。此处形容春季，使用正确；

C.绵延不断：形容相同的自然景观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地出现。此处形容人的环保意识，使用不当；

D.引人入胜：引人进入美妙的境地。后多指山水风景或文学艺术等特别吸引人。此处形容乌梁素海湿

地美好，吸引人，使用正确；

故选 C。

23．本题考查提炼句子主干。

“乌梁素海湿地，湖面碧波荡漾，苇丛如诗如画，百鸟啼鸣婉转，鸟的世界，鱼的乐园，青山、绿草、

碧波相映成辉，天鹅、大雁、野鸭相映成趣的与乌拉山北麓的乌拉特草原融为一体”是主语部分，由主谓

短语构成，主语是“乌梁素海湿地”；“是集湖泊、草原和山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是谓语部分，“是”谓

语；“集湖泊、草原和山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是宾语部分，中心语是“综合旅游区”。可提炼句子主干

为：乌梁素海湿地是综合旅游区。

（五）（2023下·北京·八年级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校考期中）初二年级开展了“北京冬奥会中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主题交流活动，请你阅读文段，完成后面小题。

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窗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回顾北京冬奥会，最能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就是开幕式和闭幕式。

农耕文化的诗意呈现

2月 4日是立春。在这个春意涌动、希望萌生的日子，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二十四节气的四

季流转中拉开 wéi（　　）幕。【甲】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淮南子•天文训》，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精髓，

代表着一年的时光轮转。【乙】而且众多节气分别还配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古老诗文。【丙】这种诗意呈现的

倒计时方式，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传达给全世界。

“中国门”“中国窗”“中国结”的意象彰显

开幕式上，所有入场运动员走过冰雪雕刻的“中国门”和“中国窗”，这样的设计别出心裁。一方面，

各具特色的门窗图案逐一呈现，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①另一方面，与空中“迎客松”的

焰火一样，这门窗也蕴含着中国人民热情②开放的迎客之道，同时还传递了“打开窗口看中国”的美好愿

望。

中国结是古老的手工艺品，寓意团结吉祥。运动员入场时，引导牌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中国结”图案。

闭幕式上，巨大的七彩“中国结”，更是将世界大同的美好寓意再次彰显。

惜别怀远的意境创造

在闭幕式上，“折柳寄情”的场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的“送别”。在我国古代，亲朋好友离别之际，

送行者往往会折一支柳条赠给远行者，在思念亲友时也会折柳寄情。因为“柳”与挽留的“留”谐音，既

有惜别之情又有盼归之意。在冬奥会闭幕之际，“折柳寄情”这一场景，传递出中国人不管在何种情境下都

心怀希望、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成功地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

华现代文化的窗口，让世界感受到了诗意、唯美的中国式浪漫。

24．材料中括号内应填写的汉字和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帷    jiǔ B．维 zhì C．维 jiǔD．帷    zhì

25．依据上下文，在材料①②的横线处依次填入标点，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

A．①。    ②、 B．①；    ②、C．①。    ②， D．①；

    ②，

26．“所以，用二十四节气来倒计时，最能体现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将这句话补入材料横线处，最

恰当的一项是（   ）

A．甲 B．乙 C．丙



27．材料末段的画线语句作为总结句有一处表达欠妥，请加以修改。



28．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是什么把全世界的中华儿女连在一起？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B．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精神，让齐广璞最终站上了冬奥会的领奖台。

C．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设计者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做任何事都应该精益求精、周而复始、有所

创造。

D．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令人叹为观止，为这场全球体育盛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29．李华同学平时特别喜欢写对联。北京冬奥会恰逢春节，他写好了上联，请你为他选出合适的下联

（   ）

连天冰雪迎冬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北京鸟巢紫云起 B．冰雪运动玉蕾绽

C．梅枝一夜红花开 D．逐梦健儿带笑颜

30．同学们拟张贴书法作品“笔歌冬奥，墨舞冰雪”作为“迎冬奥书法展”的首幅。此幅作品的书体

是（   ）

  

A．篆书 B．隶书 C．楷书 D．行书

31．下列选项中，文学常识搭配有误的一项是（　　）

A．《社戏》——《朝花夕拾》

B．《大道之行也》——《礼记》

C．《桃花源记》——陶渊明

D．《小石潭记》——柳宗元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98137126102007004

https://d.book118.com/398137126102007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