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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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试卷共 10 页，共五道大题，25 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 .在试卷和草稿纸上准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和座位号。

3. 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 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3 分）               

北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的文化活动场所不断出现。通过广泛观察，你所在的学习小组撰写

了“北京文化生活观察手记”。现在你根据小组成员的意见完善。              

1. 在封面上用正楷字书写“北京文化生活观察手记”十个字。

手记一 北京坊

位于天安门西南 800 米处的北京坊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典型。它的整体设计延续原有

建筑风格，保留了中式建筑的神韵和精髓，又融入了当代建筑美学的相关元素。北京坊“一主街、

三广场、多胡同”的布局，旨在恢复历史建筑风貌，保存社区原驻民的文化生态，打造沉浸式体验

的商业街区。北京坊既是北京核心地带文化生活的缩影，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生活体验区”。

2. 小组成员请你确认文段中加点词语是否有错字。你根据词义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因为表达的是“有代表性的事物或事件”的意思，所以“典型”一词中有错字。

B. 因为表达的是“最重要的、最好的部分”的意思，所以“精髓”一词中有错字。

C. 因为表达的是“世代居于此地的人”的意思，所以“原驻民”一词中有错字。

D. 因为表达的是“深入到某种氛围之中”的意思，所以“沉浸式”一词中有错字。

手记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东城区箭杆胡同 20 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这里，《新青年》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振

聋发聩。此后，各地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如今，作为"北大红楼与中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箭杆胡同 20 号一经开放就受到广泛关注，参观者车水马龙。

大家重温历史，深刻认识《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突出作

用。

3. 你检查了文段中成语使用的情况。下列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后附 2023 年中考语文试卷及答案



A. 振聋发聩        B. 雨后春笋        C. 波澜壮阔        D. 车水马龙    

手记三 建国路 75 号数字艺术园区

建国路 75 号北京第一热电厂对首都建设和发展有过历史性贡献。按照城市发展规划，老厂区被

改造为数字艺术园区。①园区以数字艺术为核心，工业遗产为载体，创意产业和低碳技术为保障，

新潮消费为特色，集多种功能于一体。②粗细不等的供水、蒸汽管道凌空架起，6 个 40 多米高的储

煤罐并排而立，保留了老电厂曾经的壮观景象。③不远处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与这些巨型设施“同

框”，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转型后的“热电厂”，，，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文化生活场所。

4. 小组成员讨论应如何理解文段中的“冲击”。你根据语境判断，下列正确的一项是（   ）

A. 触动        B. 冲锋        C. 干扰        D. 打击

5. 根据小组意见，对应文段第①②③句，你将一组词语填在句中的横线处。下列恰当的一项是

（   ）

A. 恢弘  新奇  多元        B. 多元  恢弘  新奇

C. 恢弘  多元  新奇        D. 多元  新奇  恢弘

手记四 北京城市图书馆

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设有 2400 个阅读

坐席；建有国内藏书量最大的智能化立体书库，可存放 715 万册图书，从精准定位取书到由机器人

配送至阅览区只需 15 分钟。北京城市图书馆促进了北京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样本。

6. 文段中的画线句存在问题，请你修改。

结语

①融入当代建筑美学元素的北京坊，经过整体改造，成为北京的新景点。②箭杆胡同 20 号是新

文化运动的摇篮，记录了光辉历史，承载着红色记忆。③北京第一热电厂曾经的壮观与辉煌让人难以

忘怀。④智能化立体书库是现代化图书馆的标准配置，堪称新时代的藏书楼。

北京的文化生活场所建设，兼顾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推动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注重

工业遗产的综合改造，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智能化升级……这些无不展现出首都北京的人文气象。

7. 文段中的第①～④句是小组成员对各个文化生活场所的描述。你从修辞的角度判断，下列使用修

辞手法的一项是（   ）    

A. 第①句        B. 第②句        C. 第③句        D. 第④句

二、古诗文阅读（共 17 分）

（一）（共 4 分）

8. 默写

（1）最爱湖东行不足，________。（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________。（《论语·子张》）

（3）古诗文中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句子，不断让我们获得启迪和教益，如“________，

________”。（本试卷中出现的句子除外）

（二）（共 5 分）

阅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完成下面小题。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

①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②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

息。    

③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

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9. 根据你的理解，在下面横线上填写恰当的内容。

诗人描述自己的遭际，将自然环境与生活情景的描写相结合。远看，风卷屋茅，四散飘落；近看，

①_______，穿竹林而去；屋内是破旧的“布衾”、睡相不好的“娇儿”和连绵的②______。

10. 诗人写被秋风卷走的屋茅用了“三重”，写自己期待的“广厦”用了“千万间”。其中的“三”

和“千万”都不是确定的数量，而是言其多。说说这样的用词蕴含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三）（共 8 分）

阅读《小石潭记》，完成下面小题。

小石潭记

柳宗元

①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

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②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

似与游者相乐。

③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④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

而去。

⑤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11. “隶而从者”中的“从”与下列词语中加点的“从”，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 从头至尾        B. 择善而从        C. 从长计议        D. 从天而降

12. 对“其境过清”中“境” 理解，下列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溪水时隐时现，溪岸交错不齐，渺远不见源头。

B. 竹子树木丛生，枝叶茂密繁多，环绕小潭四周。

C. 地处荒僻之野，平时没有人来，环境寂静寥落。



D. 小潭清幽深邃，风光明媚可爱，空气清爽宜人。

13. 根据《小石潭记》及下面的材料，在后面语段中的横线上填写恰当的内容。

二十五，游里湖，登放鹤亭，旋泊西泠桥。登岸步入西村，隔岸望孤山后。朱阑傍水，翠幕垂

窗，古楼覆屋，小艇系门。余乃悦其幽寂，呼舟对渡，果佳境也。

（取材于浦访君《游明圣湖日记》）

“隔”，产生距离，引发好奇。柳宗元隔竹听声，小石潭水声“如鸣佩环”，他“心乐之”，

于是“①_______”，探看小潭全貌；浦枋君隔岸观景，孤山后景色秀丽，色彩斑斓，他“悦其幽

寂”，于是“②______”，得以欣赏“佳境”。

 

三、名著阅读（5 分）

14. 小说中的场景与人物形象关系密切。从《水浒传》《西游记》《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简·爱》中任选一部，说说场景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要求：写出某一人物所处的两处场

景，分别解释场景与人物形象的关系，写出场景变换中人物形象的变化。100 字左右）

 

四、现代文阅读（共 25 分）

（一）（共 7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给使用汉字写作带来了便利，却对汉字书写提出了挑战。这是因为计

算机输入只要求辨识、选用汉字，而汉字书写还要求笔画正确、结构完整。近年来，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规范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字书写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重要方面。语文课程应引导

学生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文教学要指导学生写好汉字。

材料二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被称为“几乎有了”：很多人想问题或写字的时候，问题的答案、要书

写的字形出现在自己的头脑里，一闪而过，但又没有抓住。有时候，人们拿起笔写字，虽然对某个

字或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就是无法正确地写出来。这种现象在汉字书写中更为明显。。汉字系

统中，很多形声字的字形相近，如“朱”字与不同的偏旁组合，可以组合成“株”“珠”“铢”等。

有些指事字仅是个别笔画的位置不同，如“本”“末”，都是在“木”字的基础上添加一笔，添加

的位置不同，意思也就不同。把握汉字的结构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几乎有了”的现象。

材料三

人类的记忆可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准确识记、正确书写汉字，需要将对汉字

的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根据研究，初次学习之后，间隔性地重复学习有助于短时记忆向长时

记忆转化。时间间隔和记忆保持数量的关系如表所示。



表时间间隔和记忆保持数量的关系

时间间隔（小时） 记忆保持数量（%） 遗忘数量（%）

0.33 58.2 41.81

1 44.2 55.8

8.8 35.8 64.2

24 33.7 66.3

24×2 27.8 72.2

24×6 25.4 74.6

24×31 21.1 78.9

根据记忆保持的规律，合理安排复习的时间间隔，能够提高汉字识记、书写的准确度。多写、

多看都是复习汉字的有效方法。但研究表明：手写汉字比注视汉字更有利于准确识记汉字；在汉字

识记方面，手写笔记的学生往往比用键盘打字的学生更具优势。

15. 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对汉字书写提出了挑战。

B. “几乎有了”的现象表明字形相近的形声字容易被区分。

C. 表 1 显示，距初次学习后的时间间隔短，记忆保持数量多。

D. 相较于注视汉字或使用键盘打字，手写汉字更有利于识记。

16. 根据材料二的内容，在文中横线处补写一句话。下列恰当的一项是（   ）

A.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B. 这是因为汉字的笔画简单

C. 这与汉字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D. 这可以规避汉字书写的问题

17. 从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提高全民汉字书写的准确性，可以从①、②、③三方面下功夫。

 

17. ①语文课程和教学引导；②把握汉字结构特点；③强化对汉字的长时记忆（多写、多看、多复习）

 

（二）（共 11 分）

阅读《海内存知己》，完成下面小题。

海内存知己



①前天到医院去探望巴老。坐下不久，曹禺来了。这是我最近第二次在医院里看到他。一年来，

几次与曹禺相遇都在巴金家里。他们是老朋友，谈起天来热烈而随便，海阔天空地说着许多事情。

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真是一种快乐。他们对谈，有时也争论。曹禺的耳朵不大好，戴着助听器也还

要时时把头凑到巴金身边去，因此巴金说话时就比平常更放大了声音。我坐在对面，他们就像发表

演讲似的，对着我这个唯一的听众，摆出他们的看法，好像时时想打动、说服我。这真是非常地有

意思。

②记得是 1946 年，在霞飞坊巴金家里，我第一次见到曹禺。他是我敬重的剧作家和前辈，他在

南开中学搞演剧活动，是在我进入这个学校的六七年以前。1946 年，他好像正在导演他自己写的电

影《艳阳天》，剧本同时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得到一册签名本，顺便请他写字，他在诗笺

上题写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下这两句，也许是在哪个剧本

前面的“献辞”吧，但却也能形象地写出他的为人。他是个天真的人，似乎随便和谁都能立即成为

极熟的朋友——当然，这只是我从表面得到的认识。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门口

的一次经历。那是一部有名的美国西部片的首映日，片名译为《三叉口》。散场后，我在影院门口

的人潮中碰到曹禺。我问他片子怎么样，他兴奋地连说好，很好，同时还做出了只有一个中学生才

能做出来的表情动作。这使我很吃惊并留下了至今不能忘记的印象。我想，曹禺真是浑身充满着青

春活力的人啊！

③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私人交往，也不怎么清楚他的生活情况，只从朋友们的谈话里听说他做电

影导演并不如意。

④这以后就是三十年不相见。

⑤偶然听到关于他的种种消息。有人说他的身体很不好，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颓唐。

但对照过去仅有的印象，我直觉地感到，他会走过来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奇妙的能适应种种

情况的强盛的活力，同时他还是一个有着高昂激情的善良的诗人（不一定写诗的才是诗人，这是我

最近产生的一种强烈感受）。这样的人很难在风浪中被冲垮、卷走。    

⑥我的猜测可能并没有错。

⑦近来曹禺常常从北京到上海来住一阵子。他是来工作的。工作之一是想完成他三十年前没有

完成的剧本《桥》。工作是艰巨的，重拾旧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然而这却是值得努力以赴的

工作。在巴金家里有几次都谈到了《桥》。曹禺说他在设法寻找当年《文艺复兴》上发表过的前两

幕原作，同时努力寻忆、收集 40 年代重庆的生活印象，他很努力地继续写，有时感到非常艰难。这

时巴金就总是给他“打气”。“打气”并不是他们对话的全部，让我这个旁听者受到非比寻常感动

的，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话。巴金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我看他就像推着一部车子过桥，他

吃力，但耐心，一点点地使劲地推。他微笑着，说着笑话，但总不离开主要的目标。笑话有时是有

点辛辣的，这时曹禺就像个爱撒娇的孩子，躲闪着，但也会承认自己当年有些举动是可笑的。在这

种地方我看到了曹禺的诚直、天真，这是非常可爱的性格。我想，他终究会被一步步推上桥顶吧。



⑧巴金对曹禺说的话，有些已经写进他的《随想录》了。近来巴金有机会就要劝朋友多写作品，

多做工作。他对不同的对象说的话是不同的，方式也不同，但目的总是一个，希望我们努力工作，

争取为人民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老人拳拳的心是摸得到的，从温暖至炽热。从他和曹禺的谈话中，

我仿佛看见了从当年读《雷雨》原稿时就已经点燃了的火焰，一直燃烧到今天，四十多年了，依旧、

也许是更加炽热了。

⑨这是我所看到的少有的一种人间美丽景象，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友情”的东西。

1983 年 2 月 9 日

（取材于黄裳同名文章）

18. 文章回忆了 1946 年，但重点描述的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巴金与曹禺交往的场景，赞美了跨越

几十年的“人间美丽景象”。为什么这样写？

19. “活力”在第②段和第⑤段两次出现。联系上下文，解释其不同的含义。

20. 结合文章内容，说说第⑦段画线句中“他就像推着一部车子过桥”在文中是什么意思，并分析

“吃力”“耐心”“一点点地使劲”的表达效果。    

21. 巴金“希望我们努力工作，争取为人民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从中获得

了什么“精神财富”。

 

（三）（共 7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就为

我们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努力培养、造就更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打造卓

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迅速发展、壮大国家战略人才队伍，已成为我国实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应。    

②究竟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所谓“尖”，即在从事的领域，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高水平

的业务素养和技能，能够占据前沿领军地位；所谓“新”，是指能够创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发

明新技术。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方向上发挥关键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的需要。

③作为拔尖创新人才，还必须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要以时代、国家需要为己任，

勇于担当。正如七十多年前，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以国家利益为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

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型核武器做

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样一批具有高尚爱国情怀、强烈担当意识的顶尖人才，勇敢地担起了强国的

时代重任，在国家发展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应该像钱学森、邓稼

先等科学家那样肩负起国家和时代使命。

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明确自主创新这一培养方向。当今世界，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已成为

国际竞争的核心。自主创新能力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大量自

主知识产权，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才能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我

国自主开展的 5G 技术研究，从标准引领到应用规模化发展，从技术突破到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项研究已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基础，在国际

上赢得了机遇和发展空间，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证实了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还要建立有效的培养机制。我国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培养机制，以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为重心，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了

让更多从事基础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我国还积极推行“强基计划”“中学生英才计划”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这一系列措施，致力于培养造就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拔尖创新人

才，以形成各领域、各行业的人才梯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聚焦国

家战略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

22. 根据全文，在第①段横线处填写恰当的内容。

23. 阅读全文，下列说法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第①段引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意在引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意义。

B. 第③段举钱学森、邓稼先的例子，论证了拔尖创新人才要有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C. 第④段我国自主研发 5G 技术的例子，证明了继承前人成果对新技术研究的重要性。

D. 第⑤段提到的"中学生英才计划"，是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系列措施之一。

24. 阅读文章，写出第②～⑤段的论证过程。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作文。

25. 故宫、人民英雄纪念碑、香山、居庸关、卢沟桥、漕运码头……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或文化带上，

成为北京的文化标志。胡同古镇、奥运场馆、美丽新农村……同样富有文化内涵。漫游北京，寻

古访今，可以丰富见闻，开阔视野，感受真善美。请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写一篇游记，题目自拟。

（本试卷第一大题涉及的文化场所不在写作范围内）

要求：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 之间，不出现学校的真

实校名、师生姓名等。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基础·运用（共 13 分）

北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的文化活动场所不断出现。通过广泛观察，你所在的学习小组撰写

了“北京文化生活观察手记”。现在你根据小组成员的意见完善。

1. 在封面上用正楷字书写“北京文化生活观察手记”十个字。

手记一 北京坊

位于天安门西南 800 米处的北京坊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典型。它的整体设计延续原有

建筑风格，保留了中式建筑的神韵和精髓，又融入了当代建筑美学的相关元素。北京坊“一主街、

三广场、多胡同”的布局，旨在恢复历史建筑风貌，保存社区原驻民的文化生态，打造沉浸式体验

的商业街区。北京坊既是北京核心地带文化生活的缩影，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生活体验区”。

2. 小组成员请你确认文段中加点词语是否有错字。你根据词义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因为表达的是“有代表性的事物或事件”的意思，所以“典型”一词中有错字。

B. 因为表达的是“最重要的、最好的部分”的意思，所以“精髓”一词中有错字。

C. 因为表达的是“世代居于此地的人”的意思，所以“原驻民”一词中有错字。

D. 因为表达的是“深入到某种氛围之中”的意思，所以“沉浸式”一词中有错字。

手记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东城区箭杆胡同 20 号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这里，《新青年》吹响思想启蒙的号角，振

聋发聩。此后，各地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如今，作为"北大红楼与中

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箭杆胡同 20 号一经开放就受到广泛关注，参观者车水马龙。

大家重温历史，深刻认识《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突出作

用。

3. 你检查了文段中成语使用的情况。下列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振聋发聩        B. 雨后春笋        C. 波澜壮阔        D. 车水马龙    

手记三 建国路 75 号数字艺术园区

建国路 75 号北京第一热电厂对首都建设和发展有过历史性贡献。按照城市发展规划，老厂区被

改造为数字艺术园区。①园区以数字艺术为核心，工业遗产为载体，创意产业和低碳技术为保障，

新潮消费为特色，集多种功能于一体。②粗细不等的供水、蒸汽管道凌空架起，6 个 40 多米高的储

煤罐并排而立，保留了老电厂曾经的壮观景象。③不远处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与这些巨型设施“同

框”，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转型后的“热电厂”，，，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文化生活场所。

4. 小组成员讨论应如何理解文段中的“冲击”。你根据语境判断，下列正确的一项是（   ）

A. 触动        B. 冲锋        C. 干扰        D. 打击

5. 根据小组意见，对应文段第①②③句，你将一组词语填在句中的横线处。下列恰当的一项是

（   ）



A. 恢弘  新奇  多元        B. 多元  恢弘  新奇

C. 恢弘  多元  新奇        D. 多元  新奇  恢弘

手记四 北京城市图书馆

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设有 2400 个阅读

坐席；建有国内藏书量最大的智能化立体书库，可存放 715 万册图书，从精准定位取书到由机器人

配送至阅览区只需 15 分钟。北京城市图书馆促进了北京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样本。

6. 文段中的画线句存在问题，请你修改。

结语

①融入当代建筑美学元素的北京坊，经过整体改造，成为北京的新景点。②箭杆胡同 20 号是新

文化运动的摇篮，记录了光辉历史，承载着红色记忆。③北京第一热电厂曾经的壮观与辉煌让人难以

忘怀。④智能化立体书库是现代化图书馆的标准配置，堪称新时代的藏书楼。

北京的文化生活场所建设，兼顾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推动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注重

工业遗产的综合改造，重视公共文化空间的智能化升级……这些无不展现出首都北京的人文气象。

7. 文段中的第①～④句是小组成员对各个文化生活场所的描述。你从修辞的角度判断，下列使用修

辞手法的一项是（   ）    

A. 第①句        B. 第②句        C. 第③句        D. 第④句

【答案】1. 北京文化生活观察手记 2. C3. D4. A5. B

6. 北京城市图书馆改善了北京的文化生活，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典范。7. B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汉字书写。

①用正楷工整美观书写；②汉字的笔画顺序要清楚，书写要规范；③不写繁体字。注意“察”等易

错字的书写。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字形辨析。

C.根据意思“世代居于此地的人”，可知“原驻民”应该为“原住民”；

其他三项中提到的词语都没有错误；

故选 C。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成语的正确使用。

A.振聋发聩：指发出的声音很大，使耳聋的人也能够听到。比喻用言论文章唤起头脑糊涂、是非不

明的人，使他们清醒过来。此处形容《新青年》这本书唤醒了头脑糊涂的人，符合语境；

B.雨后春笋：指春雨过后，竹笋长得又多又快。常比喻新事物大量涌现。这里形容各地进步报刊大

量涌现，符合语境；

C.波澜壮阔：指水势浩渺广阔。比喻声势浩大或规模宏伟。这里形容新文化运动规模宏伟，符合语

境；



 D.车水马龙：指车辆像流水，马连成游龙。形容车马往来不绝，非常繁华热闹。这里形容参观者很

多，用错对象，可用“络绎不绝”；

故选 D。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词义理解。

触动：指碰动；外界某种因素而激发（思想、情感等）。冲锋：指突入敌阵，以短兵冲杀；作战部

队向近距离的目标敌人作迅猛进攻的战斗行动。干扰：扰乱；打扰。打击：本意是攻击；殴打；使

受挫折。

结合语境可知，此处强调现代化摩天大楼与老电厂“同框”从视觉上给人们带来震撼，这种震撼更

是一种触动。

故选 A。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词句衔接。

恢弘：宽阔；博广。新奇：新颖奇妙、新鲜奇妙。多元：多样的；不单一的。

结合手记三句①“园区以数字艺术为核心，工业遗产为载体，创意产业和低碳技术为保障，新潮消

费为特色，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可知这里注意解释的是数字艺术园区的“多种功能”，故与“多元”

对应；结合句②“粗细不等的供水、蒸汽管道凌空架起，6 个 40 多米高的储煤罐并排而立，保留了

老电厂曾经的壮观景象”可知这里介绍了“壮观的景象”，故与“恢弘”对应；结合句③“不远处

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与这些巨型设施‘同框’，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可知这些“热电厂”能给人强

烈的视觉冲击，而且这“同框”的景象是之前没有的，故非常“新奇”。

故选 B。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病句修改

搭配不当，“促进”和“生活”不搭配，“北京市图书馆”和“新样本”不搭配；可改为：……改善

了/丰富了……文化生活；北京城市图书馆……是……新典范/新标杆。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语法知识。    

B.结合句②“箭杆胡同 20 号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记录了光辉历史，承载着红色记忆”可知把“箭

杆胡同 20 号”比作“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采用了暗喻的手法。

故选 B。

二、古诗文阅读（共 17 分）

（一）（共 4 分）

8. 默写

（1）最爱湖东行不足，________。（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________。（《论语·子张》）



（3）古诗文中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句子，不断让我们获得启迪和教益，如“________，

________”。（本试卷中出现的句子除外）

【答案】     ① . 绿杨阴里白沙堤     ② . 仁在其中矣     ③ . 不畏浮云遮望眼     ④ . 自缘身在最高层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名句默写。默写题作答时，一是要透彻理解诗文的内容；二是要认真审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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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中的“阴、堤”

等字词容易写错。

第（3）小题结合题干要写出带有“思想光芒的句子”，能获得“启迪和教益”的，故一般可写任意

两句带有思想哲理的诗句，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等等。

（二）（共 5 分）

阅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完成下面小题。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

①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②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

息。    

③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

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9. 根据你的理解，在下面横线上填写恰当的内容。

诗人描述自己的遭际，将自然环境与生活情景的描写相结合。远看，风卷屋茅，四散飘落；近看，①

_______，穿竹林而去；屋内是破旧的“布衾”、睡相不好的“娇儿”和连绵的②______。

10. 诗人写被秋风卷走的屋茅用了“三重”，写自己期待的“广厦”用了“千万间”。其中的“三”

和“千万”都不是确定的数量，而是言其多。说说这样的用词蕴含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案】9.     ① . 群童抱茅     ② . 雨水

10. ①“三重”茅被风卷走，侧面烘托出深秋时节，狂风呼号，气候恶劣，凸显了诗人生活的艰辛，

也暗示着社会动荡，民生疾苦，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深切感受。②“千万间广厦”的渴望表达了诗

人对天下寒士的深切关怀和博大胸襟，彰显出他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解析】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结合题干“穿竹林而去”可知，定位到第②段，结合“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

然抱茅入竹去”可知南村的一群儿童欺负我年老没力气，居然忍心在我眼前做出盗贼的事来，毫无

顾忌地抱着茅草跑进竹林去了，故第①空可填：群童抱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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