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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中考语文适应性试卷

一、积累与运用。（20 分）

1．（14 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ㅤㅤ2024 年 1 月 3 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 2023 年十大语文差错，下面为其中五大差错。

ㅤㅤ（一）“卡脖子”的“卡”常被误读为 kǎ。这里“卡”是动词，指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正确读音

是①。读 kǎ时，多用于外来词，如卡片、卡通、卡车等。

ㅤㅤ（二）“账号”误为“账号”。2001 年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对二字明确分工：“②”字表

示用布、纱、绸子等制成的遮蔽物；“③”字表示用于货币和货物出入的记载、债务等。

ㅤㅤ（三）“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状”作为文体的一种，指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与

之最为接近的古代文体是“④”（A．记 B．序 C．表 D．说）。

ㅤㅤ（四）电影《满江红》中误让岳飞自称“鹏举”。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相关联，鹏举是岳飞的字

（“字”不可自称），岳飞的名与字让我们想起了《北冥有鱼》中的句子“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⑤，⑥”。

ㅤㅤ（五）误称白居易修建“白堤”。白堤，旧称“白沙堤”，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存在。白居易任

杭州刺史时，曾以“⑦，⑧”（《钱塘湖春行》）赞颂其风光，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白堤。

（1）根据语境将空缺处补充完整。

（2）“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咬住差错不放松，我们都应该要有这种咬文嚼字的精神”，下面哪个词与句

中“咬文嚼字”的涵义最为接近 　   　

A．吹毛求疵

B．字斟句酌

C．舞文弄墨

D．精益求精

（3）“对于没有意识的错误表达①要积极引导、不断督促、努力改正②对刻意歪曲汉字形、音、义③

甚至是发布违背公序良俗的信息④则需要进行整治、严厉打击。”这段话中的①②③④处，哪一处

最适合使用标点符号分号（“；”） 　   　

A．①

B．②

C．③

D．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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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大语文差错”发布后，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然大多数人都用错了就应该继续错误使用，不

应该执着于纠错”。请你用“如果”开头写一句话反驳这种观点。

2．（6 分）古诗文默写。

“马”在古诗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它可以作为叙写对象直接表达情感，如“老骥伏枥，

（1）　       　”，如“呜呼！其真无马邪？（2）　         　”（《马说》）；它可以作为意象营造

氛围，如“夜阑卧听风吹雨，（3）　          　”，如“挥手自兹去，（4）　        　”；它还可以

作为衬托，增强抒情力量，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的句子“（5）　           　？

（6）　          　”。

二、阅读。（52 分）

3．（6 分）阅读名著中与“马”相关的选段，回答问题。

选段 问题

两村为了争夺田界，每年都要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打着他的黑马，它立刻就飞跑起来。它的耳朵紧贴在头上，四

个蹄子翻飞，越跑越快。“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它的蹄子，我和它就都完

了。”保尔这样想了一下。但是现在要勒住马是不可能的，他只好紧紧贴

在它的脖子上，听着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响。

马像疯了似的奔到了草场。一群人正在那儿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

厮杀。保尔打马一直冲进厮杀的人群，驱散了他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文中有关“马”的描写，

对塑造保尔的形象起什么样

的作用？

那白马认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声：“师兄！”这呆子吓了一跌，爬

起来，往外要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呵，你莫怕

我。”八戒战兢兢的道：“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你但说话，必有

大不祥之事。”

（《西游记》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2）在西天取经途中，白龙

马极少口吐人言与大家一起

商量计策对付妖魔鬼怪。你如

何看待白龙马在取经团队中

的作用？请结合名著内容简

要分析。

4．（15 分）文学作品阅读。

花狗

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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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深奥的，很小的院心上，集聚几个邻人。这院子种着两棵大芭蕉，人们就在芭蕉叶子下边谈论

着李寡妇的大花狗。

有的说：“看吧，这大狗又倒霉了。”

有的说：“不见得，上回还不是闹到终归儿子没有回来，花狗也饿病了，因此李寡妇哭了好几回……”

“唉，你就别说啦，这两天还不是么，那大花狗都站不住了，若是人一定要扶着墙走路……”

人们正说着，李寡妇的大花狗就来了。它是一条虎狗，头是大的，嘴是方的，走起路来很威严，全身

是黄毛带着白花。它从芭蕉叶里露出来了，站在许多人的面前，还勉强地摇一摇尾巴。

但那原来的姿态完全不对了，眼睛没有一点光亮，全身的毛好像要脱落似的在它的身上飘浮着。而最

可笑的是它的脚掌很稳地抬起来，端得平平的再放下去，正好像希特勒在操演的军队的脚掌似的。

人们正想要说些什么，看到李寡妇戴着大帽子从屋里出来，大家就停止了，都把眼睛落到李寡妇的身

上。她手里拿着一把黄香，身上背着一个黄布口袋。

“听说你儿子来信了，倒是吗？”

“是的，是的，没有多少日子，就要换防回来的……是的……亲手写的信来……我是到佛堂去烧香，

是我应许下的，只要老佛爷保佑我那孩子有了信，从那天起，我就从那天三遍香烧着，一直到他回

来……”那大花狗仍照着它平常的习惯，一看到主人出街，它就跟上去，李寡妇一边骂着就走远了。

那班谈论的人，也都谈论一会各自回家了。

留下了大花狗自己在芭蕉叶下蹲着。

大花狗，李寡妇养了它十几年，李老头子活着的时候，和她吵架，她一生气坐在椅子上哭半天会一动

不动的，大花狗就陪着她蹲在她的脚尖旁。她生病的时候，大花狗也不出屋，就在她旁边转着。她和邻居

骂架时，大花狗就上去撕人家衣服。她夜里失眠时，大花狗摇着尾巴一直陪她到天明。

所以她爱这狗胜过于一切了，冬天给这狗做一张小棉被，夏天给它铺一张小凉席。

李寡妇的儿子随军出发了以后，她对这狗更是一时也不能离开的，她把这狗看成个什么都能了解的能

懂人性的了。

有几次她听了前线上恶劣的消息，她竟拍着那大花狗哭了好几次，有的时候像枕头似的枕着那大花狗

哭。

大花狗也实在惹人怜爱，卷着尾巴，虎头虎脑的，虽然它忧愁了，寂寞了，眼睛无光了，但这更显得

它柔顺，显得它温和。所以每当晚饭以后，它挨着家凡是里院外院的人家，它都用嘴推开门进去拜访一次，

有剩饭的给它，它就吃了，无有剩饭，它就在人家屋里绕了一个圈就静静地出来了，这狗流浪了半个月了，

它到主人旁边，主人也不打它，也不骂它，只是什么也不表示，冷静地接待了它，而并不是按着一定的时

候给东西吃，想起来就给它，忘记了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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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狗落雨也在外边，刮风也在外边，李寡妇整天锁着门到东城门外的佛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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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的邻居告诉她：

“你的大花狗，昨夜在街上被别的狗咬了，腿流了血……”

“是的，是的，给它包扎包扎。”

“那狗实在可怜呢，满院子寻食……”邻人又说。

“唉，你没听在前线上呢，那真可怜……咱家里这一只狗算什么呢？”她忙着话没有说完，又背着黄

布口袋上佛堂烧香去了。

等邻人第二次告诉她说：

“你去看看你那狗吧！”

那时候大花狗已经躺在外院的大门口了，躺着动也不动，那只被咬伤了的前腿，晒在太阳下。

本来李寡妇一看了也多少引起些悲哀来，也就想喊人来花两角钱埋了它。但因为刚刚又收到儿子一封

信，是广州退却时写的，看信上说儿子就该到家了，于是她逢人便讲，竟把花狗又忘记了。

这花狗一直在外院的门口，躺了三两天。

是凡经过的人都说这狗老死了，或是被咬死了，其实不是，它是被冷落死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星岛日报》副刊）

（1）这篇小说采用了双线结构的叙述方式，一条线是花狗的遭遇，还有一条线是什么？请加以概括。

（2）如果要在文中画线句后补充李寡妇说话时的语气或状态，你会添加什么样的修饰语？为什么这样

添加？

“是的，是的，给它包扎包扎。”李寡妇　     　说道。

（3）文中有多处对“邻人”的语言描写，在全文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4）萧红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小说的结尾如散文“卒章显志”。请你揣摩这篇小说的最后一个段

落，探究小说的主题。

5．（11 分）非文学作品阅读。

“公园热”让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与历史的魅力

王臻儒

“公园热”复苏

最近，“公园 20 分钟效应”的话题逐渐升温，相关帖子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同城市、不同身份的创作

者分享着他们在公园的愉悦心情。一时间，公园的草地上、长椅上“挤满”了年轻人，成为周末、假期的

热门去处。

“公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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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苏有其科学背景，近期《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不进行任何运动，

仅在公园中度过 20 分钟，也能让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另有研究表明，当人们置身于树林之中，皮肤

温度会下降 1﹣2 摄氏度，脉搏次数明显减少四到八次，呼吸变得慢而均匀，血流速度减慢，心脏负担减

轻，有助于情绪稳定。

逛公园的理由，因人而异，或是欣赏公园里的历史遗迹，感受城市变迁的脉络；或是与自然世界的动

物近距离接触，感受返璞归真的气息；或是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聆听蝉鸣，放空自己。无论初衷为何，

在这里，人们可以远离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时至今日，伴随社会发展进步，游园赏景成为大众钟爱的休闲方式，为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现代公园的缘起

19 世纪中期，西方工业革命引发一系列城市病，那时的公园不仅被作为现代市政规划的焦点，也被誉

为“都市之肺”。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是位于英国利物浦的伯肯海德公园，这座公园由

英国建筑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操刀，于 1847 年正式向公众开放，其目的是为了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种

种环境问题，同时还设计了图书馆、音乐厅、美术馆等文化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处身心得以净化的

圣地。

现代公园的雏形最早在欧洲出现，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于上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

代表的晚清启蒙者也渴望通过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培育身心健康的公民。清政府在 1907 年把三贝子花园改

建成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园。从晚清到民国，都延续了在已有皇家园林基础

上兴建公园的思路。因此，北京很多公园并不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现代西式公园的想象，但这也是北京公园

的特色。

然而，清末民初时期，国内公园寥寥无几，且因为国民素质和阶级分化等原因，公园用各种所谓的

“规矩”和高昂的收费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难以被称为“公”园。

公园的历史渊源

北宋诗人吕陶曾创作了一组题为《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的诗篇，其中的“公园”便是指洋

州政府所建的衙署园林。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便出现了“公园”一词。唐代，大型风景区园林已遍

布城市，如杭州西湖、桂林赏心亭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文明的演进，包含

经济、文化在内的多方面发展，制度化的公园建设逐渐走向成熟。朝廷通过颁布诏令，将皇家林苑长期或

定期向市民开放，使其成为一项制度。许多州县都建有此类衙署园林，宋人称之为“郡圃”，有时也沿用

“公园”的称谓。

从北宋欧阳修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琅琊山之游，到晚清颐和园中的乐寿堂、谐趣园，中国园

林艺术不断得到进步，游园活动日臻完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央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常常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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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云集，是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公共文化空间。

百姓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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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是无

数人心中的童年回忆，它描绘的正是小朋友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快乐场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组织去公园

春游的传统形成，公园真正成为人民的公园、百姓的日常。如今，各地城市涌现出大量公园，以园圃、风

景区、风景点等多种形式存在，游人如织，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场所。

在公园里，最常见的一种姿势，是“躺”。园中的人或躺在草坪上，或倚靠在树下。这种“躺平”的

姿态，不仅是内心状态的外化，也是让心中纷扰的尘埃得以缓缓沉淀的方式。新近流行的一种活动，则以

抱树为主题。一个简单的抱树动作，让人开始关注一株藤蔓的生长过程，感受春天来临时树冠上生命的律

动。与自然的连接帮助他们探索外界的同时，也获得了向内探索的力量。

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腾出一些时间来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身心。或许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很多，但

逛公园无疑是短暂高密度生活中的一次轻松愉悦的小度假。它让我们有机会切断陀螺般不间断的生活节奏，

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平衡。无形中，人们逛公园的初心，正逐渐回归古人休闲之“乐”。

（1）按照表格，梳理我国的公园历史。

公园状况 人们与公园的关系

唐宋时期 大型风景区园林和衙署园林遍布城市 ①　             　

晚清、民国 ②　                  　 名流云集，普通人被拒之门外

当下 ③　                  　 重新成为人们休闲的热门去处

（2）如要用上以下材料以丰富文章内容，应该放在本文的哪一部分较为合适？请简要分析。

沈从文初来北京，对北海公园情有独钟。在自传体小说《老实人》中，主人公自宽君很喜欢去北海公

园里的图书馆看书，这被视为沈从文本人的写照。

（3）你认为，公园这一公共空间能否对培养身心健康的公民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请结合全文，阐明理

由。

6．（20 分）古诗文阅读。

[甲]

湖上晚归

[宋]林逋

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

桥横水木已秋色，赤倚云峰正晚晴。

翠羽湿飞如见避，红蕖①香袅似相迎。

依稀渐近诛茅地②，鸡犬林萝隐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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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水经注》曰：水黑曰卢，不流曰奴，山不连陵曰孤。梅花屿介于两湖之间，四面岩峦，一无所丽，

故曰孤也。是地水望澄明，皦③焉冲照，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山麓多梅，为林和靖④

放鹤之地。林逋隐居孤山，宋真宗征之不就，赐号和靖处士。常畜双鹤，豢之樊中，每泛小艇，游湖中诸

寺，有客来，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⑤归，盖以鹤起为客至之验也。临终留绝句曰：

“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张岱《西湖梦寻•孤山》）

[丙]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

“吾方晦迹⑥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宋史•林逋传》）

【注释】①红渠：红莲。②诛茅地：引用屈原“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隐逸之地。③同“皎”，明

亮。④林和靖，林逋，字君复，北宋诗人，下文的林处士是其别称。⑤遄（chuán）：迅速。⑥晦迹：

隐居。

（1）甲诗中哪些景象使“我”如入蓬莱、瀛洲仙境？请用四字短语概括。

（2）林逋的《长相思》词中写道：“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这与《湖上晚

归》的颈联在写法上有何异曲同工之妙？

（3）根据学习方法提示，解释句中加点词。

文言语句 学习方法 范例或义项 释义

宋真宗征之不就 义项释义法 ①接近，趋向。②就

任，就职。③参加。④

成就。（《古代汉语词

典》）

A 选 　   　

何不录以示后世 成语释义法 昭示天下 B  　           　

         既就稿，随

辄弃之

课内迁移法          既出，得其

船

C  　     　

且不欲以诗名一时 词类活用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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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类活用主要包括名

词、形容词、数词用

作一般动词；名词作

状语；使动用法和意

动用法等。

（4）给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恰当的一项是 　   　

A．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

B．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

C．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

D．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

（5）“孤山”得名的缘由是什么？请根据乙文内容回答。

（6）下面句子中的虚词“乎”有什么表达效果？

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

（7）结合甲、乙、丙三则材料，谈谈你对林逋的认识。

三、写作。（48 分）

7．（8 分）如有闲暇逛公园，你最想做什么？是躺在草地上，还是拥抱一棵树？是独自漫步，还是约三五

好友？请至少用上一种修辞手法写一段描述性的话，120 字左右。

8．（40 分）阅读下面文字，按照要求写作。

ㅤㅤ2021 年，国际奥委会修改奥林匹克格言，在“更快、更高、更强”后面加上了“更团结”。2024 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热词是“凝聚力量，赋能团结”。

ㅤㅤ全球都在倡导“团结”。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ㅤㅤ请自拟题目，写一篇 600 字以上的作文。可记叙、可议论，文体不限，文中不要出现你所在学校的

校名，以及教职工、同学和本人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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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中考语文适应性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积累与运用。（20 分）

1．（14 分）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ㅤㅤ2024 年 1 月 3 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 2023 年十大语文差错，下面为其中五大差错。

ㅤㅤ（一）“卡脖子”的“卡”常被误读为 kǎ。这里“卡”是动词，指用手的虎口紧紧按住，正确读音

是①。读 kǎ时，多用于外来词，如卡片、卡通、卡车等。

ㅤㅤ（二）“账号”误为“账号”。2001 年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对二字明确分工：“②”字表

示用布、纱、绸子等制成的遮蔽物；“③”字表示用于货币和货物出入的记载、债务等。

ㅤㅤ（三）“下军令”误为“下军令状”。“状”作为文体的一种，指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与

之最为接近的古代文体是“④”（A．记 B．序 C．表 D．说）。

ㅤㅤ（四）电影《满江红》中误让岳飞自称“鹏举”。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相关联，鹏举是岳飞的字

（“字”不可自称），岳飞的名与字让我们想起了《北冥有鱼》中的句子“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⑤，⑥”。

ㅤㅤ（五）误称白居易修建“白堤”。白堤，旧称“白沙堤”，在白居易到杭州之前就已存在。白居易任

杭州刺史时，曾以“⑦，⑧”（《钱塘湖春行》）赞颂其风光，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将此堤命名为白堤。

（1）根据语境将空缺处补充完整。

（2）“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咬住差错不放松，我们都应该要有这种咬文嚼字的精神”，下面哪个词与句

中“咬文嚼字”的涵义最为接近 　B　

A．吹毛求疵

B．字斟句酌

C．舞文弄墨

D．精益求精

（3）“对于没有意识的错误表达①要积极引导、不断督促、努力改正②对刻意歪曲汉字形、音、义③

甚至是发布违背公序良俗的信息④则需要进行整治、严厉打击。”这段话中的①②③④处，哪一处

最适合使用标点符号分号（“；”） 　B　

A．①

B．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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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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12102701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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