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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考真题完全解读（宁夏卷）

2024 年宁夏中考的语文试题，立足核心素养，彰显以文化人的育人导向。试卷体现

语文的育人价值，突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把立德树人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考

查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认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文化

自信。

试卷精选典范作品和语言材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等融入试卷，坚持素养立意。如在古诗文默写中，注意对于学生“诗歌里

的山山水水往往浸透着诗人的情思，闪烁着哲理的光彩”的引导；在成语运用中，注意

考查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理解，“黄河水，连接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试题将历史与现实打通；在语境运用考查中，引导学生了解国家非凡的

建设成就，体现了时代性，激发学生爱国的豪情壮志。

试题严格依照课标进行命题，在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上进行

全方位的考查。注意在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的过程中，

整体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注意考查内容之间的关联、避免将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简单罗

列。如议论文阅读考查中，“结合自身阅读经验谈谈”、“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便

于学生个性化表达；作文考查中，结合内容，从中提炼一个主题，也可从中任选一个角

度，讲故事，或说感受，谈理解，问题开放度大，让学生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

命题以情境为载体，依据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评定其素养水平。

整张试卷以“山水文化”为主题，既从日常生活、文学体验、跨学科学习方面，也有从

个人、学校、社会等角度设置。现代文阅读《五月菜油香》，关注学生在生活场景中的

语言实践，让学生思考人与家乡与自然的关系；语境默写题侧重考查学生在文学作品阅

读中体验丰富的情感；语境运用题创设新颖、有趣、内涵丰富的情境，设计多样的问题

或任务，激发学生内在动机和探究欲望。

与 2023 年宁夏中考语文试卷对比发现，2024 年中考宁夏语文中考卷体现了“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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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稳中有变”的特点，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1.坚持素养立意。简单依靠 “套路”进行操作的题目大量减少，这与新课标的要求

相一致。如文学类作品阅读《五月菜油香》，请从词语和句子两个角度，为下面的文字

做批注；议论文阅读考查，结合自身阅读经验谈谈对某个语句的理解，对作者某个观点

的的看法。

2.注重情境化命题。整份试卷以“山水文化”为主题。语境默写题，考查“诗歌里

的山山水水往往浸透着诗人的情思，闪烁着哲理的光彩”；成语运用题，考查黄河文化；

文言文阅读以“古代文学家笔下的自然山水”为题材；议论文阅读“从滴水到长河”；

文学类文本阅读题，《五月菜油香》以乡村风景为题材；作文题，从“与祖国美好的山

川相遇”拓展到“与伟大的心灵交流”。试卷地域特征显著。古诗阅读、文言文阅读都

以登贺兰山为题材，彰显了地域特色。

3.体现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特点。兼顾“这一本”和“这一类”。如名著阅读《西游

记》，精选了三个语段，凸显了对整本书阅读的理解与把握。语境运用题，选择具有时

代性的有关联的非连续材料，考查学生信息的提炼与概括能力。

题号
分

数
题型 考查内容 考查点

1-2 10 填空题 古诗文默写
结合语境，考查古诗文名句的识

记理解能力。

3-4 6 简答题 2 道 名著阅读
考查写作手法的分析和对名著内

容的理解。

5-6 4
填空题 1 道，

选择题 1 道。
成语运用

考查成语的积累和对词义的辨

析。

7 3
选择题 1 道，

简答题 4 道。
对联文化

根据对联上下联要求，从备选词

语中选出最恰当的填写到横线

处，并说明理由。

8 2 选择题 1 道 语序排列与衔接 考查句子排序能力。

9-10 6 简答题 2 道 非连续文本 图文转换，概括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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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简答题 1 道 新闻概括 考查信息提炼和概括。

12-15 12
填空题 2 道，

简答题 2 道。
文言文阅读

对实词含义的理解；文言句子翻

译；对文言断句的考查；对比探

究内容理解。

16-17 4
选择题 1 道，

简答题 1 道。
古诗阅读

诗句内容理解；诗歌人物想象分

析。

18-21 10
选择题 1 道，

简答题 3 道。
议论文阅读

内容理解；分析题目含义；结合

自身阅读经验理解语句；结合文

章观点谈自己的看法。

22-27 14 简答题 6 道 叙事散文阅读

段落作用；为语句作批注；语句

理解；分析语段作用；分析人物

形象；分析词语含义。

28 45 习作 1 篇 材料作文

结合内容，从中提炼一个主题，

也可从中任选一个角度，讲故事，

或说感受，谈理解。

1.回归课本。纵观本试卷，所考查之知识点，绝大数在课本上都是有迹可循的。语

境默写题毋庸置疑，文言文阅读的词语解释、《答谢中书书》《与朱元思书》中山水的作用分

析源于课内，阅读理解的题目含义、人物形象分析、综合探究等，都是从课内文言文阅

读、现代文阅读演变而来。因此要注重基础知识的积累，把课内所学夯实牢固。

2.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语文核心素养的第一要义，也是立德树人的文化根基。无论是

黄河文化、对联文化、贺兰山文化、亦或是科技创新，名著阅读等，都可以让学生在得到文化

的滋养。这些素材的选取，都体现了命题者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引领，以“文”化人就在“无痕”

的阅读中达成。

3.守护常规。从题型而言，本章试卷虽然略有变化，如批注题与文言文对比阅读，

但是其它题型还是非常常规的。这包括基础知识考查方面，也包括文学类文本阅读方面、

非连续文本阅读及文言文阅读。其实，题型是考查知识，也是考查思维形式。这意味着

在平时训练的时候，要注意深入研究基本题型，明确其背后是对于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

思维能力的考查，重知识，更要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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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应变。宁夏命题，一向重传承，但也不是因循守旧的。在立足课本与守护常

规的同时，还是有着些许之变化。整合式学习是大势所趋，专题式、序列化的研究才是发展

思维的有效路径，在纵横比较中才能延展思维的宽度，在聚焦式阅读中才能发展思维的深度。

平时学习中药重知识，更要重思维。要勇于探索创新，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

5.关注自我。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作文考查，都突出学生的个性化理解和表达。议

论文阅读考查中，“结合自身阅读经验谈谈”、“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文学作品阅

读中的作批注；作文考查中，结合内容，从中提炼一个主题，也可从中任选一个角度，

讲故事，或说感受，谈理解，都启示我们在学习中要关注真实生活，尤其是需要孩子关注

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倾听自己本然的触动，进而在矛盾中、痛苦中、挣扎中、纠结中，去理解

世界，成长自我，让孩子自己的人格不断走向独立与成熟，完成作为真实的人的自我建构。

宁夏 2024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语文（试题卷）

注意事项：

1．你拿到的试卷满分为 12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2．试卷包括“试题卷”和“答题卷”两部分，“试题卷”共 8 页“答题卷”共 6页；

3．请务必在“答题卷”上答题，在“试题卷”上答题是无效的；

4．考试结束后，请将“试题卷”和“答题卷”一并交回。

一、积累运用（35 分）

（一）语境默写。（10 分）

1. 诗歌里的山山水水往往浸透着诗人的情思，闪烁着哲理的光彩。陶渊明无意间看到南山，在《饮酒》中

用①“__________，__________”表达了悠然之情；王湾停舟北固山下，看到江水涨潮的情景，用

②“__________，__________”（《次北固山下》）表达了对旅途的期待；杜甫畅想登上泰山之后，用

③“__________，__________”（《望岳》）给我们以人生的启迪；刘禹锡虽经巴山楚水，但他知道

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人生前景必将美好的道理。

2.庄子在《北冥有鱼》中运用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描写了鲲鹏迁徙南冥，振翅起飞时⑤“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的磅礴气势。

【答案】1. ①. 采菊东篱下 ②. 悠然见南山 ③. 潮平两岸阔 ④. 风正一帆悬 ⑤. 会当凌

绝顶 ⑥. 一览众山小 ⑦. 沉舟侧畔千帆过 ⑧. 病树前头万木春 ⑨. 水击三千里 2.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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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对古诗文名句的识记能力。

本题易错字：篱、悠、悬、绝、畔、抟。

（二）名著阅读。（6分）

《西游记》是一部很有趣的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它构思巧妙，内容深刻，

形象鲜明，细节生动。请你根据阅读提示，完成下面的读书任务。

节选 1：

【无心纵火】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双手

侮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睛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唿喇一

声，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

（第七回）

节选 2：

【无奈遇火】土地道：“是你也认不得我了。此间原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

圣擒了，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煅炼之后开鼎，被你蹬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余火，到

此处化为火焰山。”

（第六十回）

节选 3：

【有心灭火】行者道：“我当时问着乡人说：‘这山扇息火，只收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如何治

得除根？”罗刹道：“要是断绝火根，只消连扇四十九扇，永远再不发了。”行者闻言，执扇子，使尽筋

力，望山头连扇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

（第六十一回）

3.任务 1：“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古代白话小说常用的手法，请结合节选内容具体说明其妙处。

4.任务 2：孙悟空为什么要“断绝火根”？结合《西游记》整本书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3.孙悟空蹬倒八卦炉，落了几块砖，内有余火，化为火焰山，在后文成为取经路上的障碍，火由悟

空起，须由悟空灭。这样的写法使文章有呼应，情节有起伏，故事有勾连，让读者了解前因后果，使故事

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4. 断绝火根，体现了孙悟空对百姓生灵的慈悲之心，体现了他的善恶之分。这也正是取经的意义所在。也

暗含着他对过去无心过失的一种弥补，与结尾能修成正果遥相呼应。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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