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中考语文模拟预热卷【吉林专用】

【满分 120 分】

一、基础知识综合（7 分）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从自然中走来。它是浇 guàn（①）了大地的甘露，是烂漫了生命的菊花，是（②）

风雨的荷叶；文学，从想象中走来。它是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是郭沫若虚构的 piāo（③）

缈“天街”，是安徒生笔下的滑稽（④）“新装”。

品味文学，不是（⑤）的盲从，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不是附庸风雅的装饰，而是一种高

雅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文学让我们由浮躁变沉静，由平凡变伟大，由狭隘变广博。同学们，

请开启你的文学阅读之旅吧！

1．请你根据拼音写出汉字，或根据汉字写出拼音。（3分）

①浇 guàn                 ③piāo缈                ④滑稽          

2．根据语境，填入括号最恰当的一项是（    ）（2分）

文学是（②）风雨的荷叶。

品味文学，不是（⑤）的盲从。

A．蒙蔽     麻木不仁 B．遮蔽     麻木不仁

C．遮蔽     随声附和 D．蒙蔽     随声附和

3．下列选项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2分）

A．文段中“甘露”“荷叶”和“滑稽”三个词语的词性不同。

B．文段中“品味文学”是并列短语，“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是动宾短语。

C．文段中“无病呻吟的矫情”和“附庸风雅的装饰”是偏正短语。

D．文段中“文学”是名词，“浮躁”“沉静”是形容词，“变”是动词。

二、综合性学习（6 分）



4．语文之美，美在浸润。班级发起“少年正是读书时——我的小小书斋”活动，请完成

相关任务。

(1)书斋命名。历代文人雅士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现用思

维导图将它们进行归类梳理，请你将导图补充完整，为书斋命名提供参考。（2分）

①                    ②                

(2)对联明志。文人多拟写书斋对联表明心志。下面两副对联中你会选择哪一副悬于书斋

呢？请阐述理由。（2分）

A上联：室雅何须大    下联：花香不在多        ——郑板桥

B上联：万卷古今消永日    下联：一窗昏晓送流年        ——陆游

(3)读书良方。下面这段话介绍了两种读书方法，请你结合自己的读书体验，任选一种谈

谈你的理解。（2分）

A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

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

（节选自李国文《我的阅读主张》）

B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

此是出书法。

（节选自南宋学者陈善《扪虱新话》）

三、现代文阅读（27分）

阅读下面的实用类文本，完成下面小题。（11分）



【材料一】

“重阳”的名称，来自《易经》中的“以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谓“两

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谓之“重阳”。

明确提到“重阳节”，始见于三国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

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因“九”是久长、久远的谐音，被赋予天长地久、健康长寿的寓意，从 20世纪 80年代开

始，我国一些地方把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

气，2006年 5月 20日，重阳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 12月 28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8766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35280人，占 13.50%，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个百分点。我国在“十四

五”时期（2021-2025）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国

家、社会和个人都极为重要。对年轻人来说，重阳节行孝道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

的继承，也是对社会责任的一份承担。

（张汀中国青年报 2021年 10月 12日 10版有删改）

【材料二】

重阳节有哪些风俗活动

1登高

登高是重阳节历史最为悠久的习俗之一，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

健康长寿的目的，重阳登高还有两个说法，一是人们对山岳的尊崇，二是源于恒景登高避灾杀

瘟神一说。

2插茱萸



茱萸是一种中药果实，有驱虫辟邪的作用，古代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又叫做茱萸

节。茱萸入药可以制酒养身，茱萸的香味浓，还有着驱虫去湿、逐风邪的作用，并且还能消食

治寒热；民间认为九月初九也是逢凶之日，多灾多难，所以在重阳节这一日，人们都喜欢佩戴

茱萸，以辟邪求吉。

3晒秋

“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在中国南方有些山村保留了“晒

秋”特色，比如在江西婺源的篁岭古村，“晒秋”已经成了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篁每年九

月九也开始进入晒秋旺季，并举办隆重的晒秋节。如今去乡村赏民俗、看晒秋，已成为乡村旅

游的一种时尚。

4赏菊花

菊花是秋天的花朵，在重阳节盛开最为旺盛，而重阳节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文人墨客

会在重阳节进行赏菊活动，还有些地方举办菊花大会，延续至今，也就成了重阳节的习俗活动。

5饮菊花酒

古代文人们重阳节最喜欢聚在一起赏菊饮菊花酒，且菊花酒被看做是重阳必饮的“吉祥

酒”，有着消灾祈福的作用。

6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重阳糕是重阳节特

色食物之一，其中“糕”意同“高”，主要寓意是满足那些无法登高的朋友们的心愿，也就是

说吃了重阳糕就表示登上了高山。

【材料三】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重阳节自古有之，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才把它确定为老人节。

B．对山岳的崇拜，对自然节令的遵从，对消灾的期望，都是重阳节的文化内涵。

C．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口中度老龄化阶段，必须同心协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D．调查发现，多数受调查者对重阳节的印象首选敬老爱老，老有所养并不遥远。

6．材料二画线句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请分析其作用。（3分）

7．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说说你对“对年轻人来说，重阳节行孝道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百

善孝为先'的继承，也是对社会责任的一份承担”的理解。（3分）

8．小渝的爷爷年近九十，喜好谈诗论画。重阳节快到了，小渝的爸爸妈妈正在设计重阳

节的家庭活动，请你以小渝的口吻向他的爸爸妈妈提出两条建议并说说理由。（3分）

阅读文学类文本，完成下面小题。（16分）

温情的小火炉



殷雪林

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大雪迎门、河湖结着厚厚的冰、房檐下悬吊着一两尺长的冰条，

是常见的事。那时家家生活清贫，没有暖气，也不烧炕，更没有空调和其他电器驱寒，整个冬

天室内和室外几乎一样冰冷，每到天寒地冻让人难耐的日子，为了抵御严寒，人们就会想些办

法生火取暖。

②那时受条件限制，生活稍好的家庭会购置一只生铁炭盆搁在木架上，烧木炭来烤火取暖，

木炭没有烟、火又旺，关紧门窗，即使门外大雪飘飘，室内也会被红红的炭火烘托得温暖如春。

一般的家庭会买一只铁皮小炉，烧蜂窝煤来取暖，铁皮小炉美观大方，虽没炭火提高室内温度

快，不过经济适用，也会取得很好的驱寒效果。我家生活困难，连铁皮小炉也买不起，只能凑

合用父亲自制的漆桶小炉取暖，虽然看上去寒酸简陋，但也会让贫寒的家庭一冬里暖暖和和，

充满温情和欢乐。

③漆桶很好找，家具厂多的是，选择一个比水桶小，高度在三四十厘米、直径二三十厘米

的就可以了。要想制成蜂窝煤炉，还得买两样，一是炉胆，二是顶上的盖盘，土产商店都有卖，

也很便宜。父亲在严寒还没到来前就开始了煤炉的制作。先在靠近桶底处开一个小孩巴掌大的

口子作炉眼，再在炉眼上方横穿五六根细钢筋条，作为算子；炉胆坐在算子上安放在桶中央，

然后再和一小滩黄泥，将炉胆和桶的空隙处用泥巴填满，直没到炉顶，斜抹平，放上合适的炉

盖盘，一只活动的“取暖器”就算大功告成，每当这时，我们兄弟姐妹就会为父亲的杰作欢欣

雀跃，因为接下来寒冷的冬季里，我们就可以烤火取暖了。

④蜂窝煤早在秋天时父亲母亲就打好晾干码放在厨房里，它们一直在等待着漆桶小炉的召

唤。

⑤下雪了，天地间顷刻银装素裹、冰雕玉砌，小孩子在家里是待不住的，纷纷跑出来堆雪

人、打雪仗。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玩雪，当玩得小手冻得通红像紫芽姜，连指头也难以伸直时，

就赶紧跑回家取暖，那时母亲每次都会燃着漆桶小火炉，赶快拉我到炉边，还握着我的小手放

在火上烤，并帮我不住使劲搓，不多时，我的手掌热乎乎，指头也灵活如初。



⑥记得我已经上小学了，冰天雪地的清晨，母亲依然准时叫我起床。因为怕冷，常常喊好

几遍，我还贪念温暖舒适的被窝，迟迟不愿起来，母亲就走到床边，将我的棉袄棉裤拿过去翻

过来放在漆桶小火炉上烤，直到烤温热了，才递给我，我马上愉快地穿起来，那温暖舒适的记

忆至今在我心间暖融融的。

⑦冬季饭菜容易凉，母亲经常会将小火炉提前燃着，把饭菜坐在上面，等我们一放学，热

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们，在烟火味的饭菜香里，像吃火锅一样，一家人围着漆桶小火炉，虽然

都是平平常常饭蔬，但只要人人能吃饱，也就津津有味了，欢声笑语就会漾满简陋的小屋。

⑧寒冷的冬夜，我们最爱坐在漆桶火炉边听父亲讲故事，父亲并没有多少学问，他只上过

两年私塾，可是他的肚里却装着许多民间传说，我记得他最爱讲岳飞和杨家将抗金的故事。那

时，母亲忙完了家务，坐在一旁纳着鞋底或者缝补着衣衫，我们也写完了作业，全家人围着红

红的火炉烤火。父亲在火炉里烧着纸条点燃香烟，过了两口烟瘾后，就开始讲起岳母刺字、岳

飞精忠报国、杨家将保家卫国的故事，精彩的讲述，英雄们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思想，在我小小

的心里牢牢烙下印记。

⑨一晃许多年过去了，父母早已去世，漆桶小火炉也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烟尘里，可是一到

冬季，每当我坐在取暖器前，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儿时一家人围在漆桶小火炉边烤火取暖的温

馨画面，就会回忆漆桶小炉身上发生的许多温情故事，并深深怀念起在那清贫的年代里，父母

用他们柔弱的肩膀为我们遮风挡雨，并尽自己最大能力给予儿女们无尽爱的温暖时光。 

（选自《思维与智慧·下半月》2021年 4月 29日，有删改）

9．文章围绕“小火炉”，回忆“温情故事”。阅读全文，根据提示，补写“温情故事”。（2

分）

①玩雪后在火炉上烤冻僵的小手。

②         

③         

④寒冷冬夜围坐在小火炉旁听父亲讲故事。

10．揣摩下列语句，回答括号里的问题。（6分）

（1）先在靠近桶底处开一小孩巴掌大的口子作炉眼，再在炉眼上方横穿五六根细钢筋条，



作为算子，炉胆坐在算子上安放在桶中央，然后再和一小滩黄泥，将炉胆和桶的空隙处用泥巴

填满，直没到炉顶，斜抹平，放上合适的炉盖盘，一只活动的“取暖器”就算大功告。（从词

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其表达效果。）（3分）





（2）下雪了，天地间顷刻银装素裹、冰雕玉砌，小孩子在家里是待不住的，纷纷跑出来

堆雪人、打雪仗。（从修辞的角度品析句子的表达效果。）（3分）

11．本文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有什么好处？（3分）

12．有人认为文章的①②两段所写内容与题目“温情的小火炉”关系不大，可以删去，谈

谈你的看法。（3分）

13．下列对文章的内容理解和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2分）

A．文章围绕“温情的小火炉”，回忆往事，既有那段艰难岁月的苦难生活，也有苦难

岁月里充盈心间的温情。

B．冬季，一家人围着小火炉吃饭，虽然只是平平常常的饭蔬，但因为人人能吃饱，小

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

C．寒冷的冬夜，父亲给我们讲岳飞和杨家将抗金的故事，在我小小的心里，牢牢烙下

民族大义和爱国思想。

D．文中父母给予儿女的“温暖时光”，既有父亲用他们柔弱的肩膀为儿女遮风挡雨的

温暖岁月，也有父母和子女相伴，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

四、名句名篇默写（5 分）

14．语文之美，美在诗情。见诗中之景、品诗中之情，感诗中之志，请填写横线上的诗句。

边

塞风光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①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②        ，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家

国志高

③        ，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了却君王天下事，④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战

争疾苦
⑤山河破碎风飘絮，        。（文天祥《过零丁洋》）



⑥        ，不知饴阿谁？（汉乐府《十五从军征》）

感

怀兴叹

辛弃疾登高远眺，想到国土沦陷，以“⑦        ？⑧        ”（《南乡子·登

京口北固亭有怀》）慨叹历史兴亡起伏，远逝难追。张养浩远望长安，心绪起伏，以

“⑨        ，⑩        ”（《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出曾经的繁华尽皆消逝，涌

起无限感慨。

五、文言文阅读（20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问题（9分）

【甲】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

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

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

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选自欧阳修《醉翁亭记》）

【乙】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

山，俯而听泉。掇①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②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

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③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

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④，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选自欧阳修《丰乐亭记》）



【注释】①掇：采摘。②刻露：刻削裸露。③本：根据。④宣上恩德：宣扬皇帝的恩德。

15．对下面句中相关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按照语境推断法，“颓然乎其间者”中的“颓然”根据前文“宴酣之乐”和后文“太

守醉也”推断是“倒下的样子”。

B．通过比较辨析词义，“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与“去国怀乡”中的“去”，都是“离

开”。

C．“树林阴翳”的“翳”，可通过“眼翳”推断为“遮盖”。

D．通过比较辨析词义，“遂书以名其亭焉”的“名”与《醉翁亭记》中“名之者谁”

的“名”词义相同，都为“名字”。

16．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2）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

17．下列对甲乙两文理解和分析不当的一项是（   ）（2分）

A．甲乙两文都运用了情景交融的手法，都对滁州的景色进行了描绘，从中流露出作者

丰富的情感。

B．甲乙两文都文质兼美，运用了骈偶句，语言简洁流畅，富有音韵之美。

C．甲乙两文都描绘了一幅滁州政治清明、百姓和乐的风俗画面。

D．甲乙两文均为作者贬官滁州时所作，都以“乐”字贯穿全文，乐中带忧，展现出作

者被贬此地愁苦悲凉的心境。

18．结合甲乙两文，分析欧阳修在滁州当太守时，“与民共乐”中的“乐”具体有哪两个

方面？说说这种“乐”寄寓了作者怎样的政治理想。（3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11分）

岳阳楼记



范仲淹

①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②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

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

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③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

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

矣。

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

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

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⑤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19．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2分）

（1）薄暮冥冥(         )             

（2）长烟一空(          )

（3）春和景明(         )               

（4）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

20．翻译下面句子。（4分）

（1）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

（2）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21．下面对课文内容理解和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2分）



A．“前人之述备矣”中的“前人之述”具体指唐贤今人诗赋。

B．第③、④两段在形式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情，后写景。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

照。

C．文章采用骈散结合的句式，加强了语言气势，使文章节奏鲜明，语言凝练、精辟。

D．作者写登楼者以物喜、以已悲的感情，是为了引出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思想感情。

22．从【链接】材料看，范仲淹能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大抱负的

思想基础是什么？（3分）

【链接】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①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

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②不充③，日昃④始食。

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节选自《宋名臣言行录》）

注：①再适：改嫁。②饘（zhān）粥：稠粥。③不充：不足，这里指喝不上。④昃（zè）：

太阳偏西。

六、名著阅读（5 分）

23．班级将举办《骆驼祥子》名著阅读分享会，请你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概括情节】

(1)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讲述了祥子“三起三落”的悲剧故事，祥子的周围只能

用一个“冷”字来形容。你看，他                    （事件），被掠夺和敲诈；他                 

（事件），又被威逼和利用；他在夏家拉包月，饱受欺凌和屈辱。（2分）

【解决分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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