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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上海市黄浦区四校联考八年级（上）第二次月考

语文试卷

一、古诗文阅读。（26 分）

1．（10 分）默写。

（1）无可奈何花落去，　          　。《浣溪沙》

（2）兴尽晚回舟，　         　。《如梦令》

（3）　        　，悠然见南山。《饮酒》

（4）轻舟短棹西湖好，　       　。《采桑子》

（5）日本某反华势力，擅自篡改历史教科书，结果招致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

弄得众叛亲离，正应了孟子《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那句话：　        　，　        　。

2．（4 分）阅读下面的诗，完成问题。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浑欲不胜簪”中，“胜”的意思是 　      　

（2）下列各项中对本首诗歌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A．首联写“望”中所见，国都在沦陷后已变得残破不堪，然而山河依旧是原来的样子；

春天降临长安城，然而眼前却是乱草丛生。虽是写景，却也痛切地表达了诗人念家悲己

的感情。

B．颔联将人的情感赋予花和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面对国都破败的无奈感慨和绵绵

愁绪。

C．颈联“三月”表明丧乱之久，“抵万金”形容家书珍贵，表达了诗人对妻儿的强烈思

念。

D．全诗所写意象甚多，从“远景”的山河城郭，到“中景”的荒草残木。再到“近景”

的春花飞鸟。一直到“自身”的白发，步步推进，“镜头”越来越小，将宏大的家国之悲，

渐渐渗透凝缩在诗人自己身上。

3．（6 分）阅读下面的古文，完成问题。

ㅤㅤ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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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

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本文作者 　     　是继孔子之后的 　     　学派的又一位大师。

（2）翻译“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个句子。

（3）下列对课文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因此要增长才干，必须先经受艰苦磨炼。

B．本文在论述造就人才问题时，强调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的作用。

C．文章在阐述的思路上，先从国家再说到个人，这样使文章论述层次显得很清楚。

D．本文中心论点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6 分）阅读下面古文，完成问题。

雨雪不寒

ㅤㅤ齐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①。晏子入见，立有间。

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

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

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者。

【注释】①陛：宫殿的台阶。

（1）解释下列文中加点字。

①婴闻古之贤君 　     　

②晏子入见 　     　

（2）文中划线句，翻译正确的一项是 　   　

A.（景公）才下令下官出门去分发皮衣和粮食给饥饿受寒的百姓。

B.（景公）于是就命人拿出皮衣、发放粮食给饥饿受寒的老百姓。

C.（景公）于是就命令拿出皮衣、发放粮食与抵御饥寒的物品。

D.（景公）才令人拿出皮衣、发放粮食与抵御饥寒的物品给百姓。

（3）从晏子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的人。

二、现代文。（30 分）

5．（13 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桌与案

ㅤㅤ①



第 3 页（共 12 页）

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

块的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的为桌。

ㅤㅤ②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

级比桌高。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而

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

挑灯夜战、伏案急书，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

ㅤㅤ③中国人把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正是我们文化的独特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

“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语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因为我们过去办

公，大都使用案，通常情况下与桌无关。

ㅤㅤ④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有一种叫作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

张，过去都是在寺院或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

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如

今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

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

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语就有“案件”，原指案子上

的文件，后来把在案前审理事情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

ㅤㅤ⑤文人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它非常温和，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感觉去

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吗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

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

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我曾遇

到一个附庸风雅的人，得到一幅手卷，急忙在桌子上打开，手卷的轴一下滚到桌边，一

把没抓住，轴咣当就掉下去，画被撕破了。如果他在案头上看，轴滚到案的两头，就停

住了，不会掉下去。

ㅤㅤ⑥由于案的陈设功能越来越_____，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_____；相反，桌子的实用

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小。所以，桌与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

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

ㅤㅤ⑦桌子在越来越突出实用功能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

“卓”，它是高出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

后来才把“卓”字底下的“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现在的“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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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上下文，在第⑥段横线上补上合适的词语，下列哪项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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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 提高

B.大 降低

C.小 提高

D.小 降低

（2）本文从哪三个方面来说明桌与案的区别？请简要概括。

①　         　

②精神文化层面的区别

③　          　

（3）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 　      　的说明方法，其作用是 　                  　

（4）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寺院或祠堂里使用的案，腿部非常夸张，衙门里使用的案则翘头非常高。

B.在作者看来，“拍案而起”和“拍桌子砸板凳”这两张情绪是有高下之分的。

C.案，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家具，而且也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

D.过去看手卷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翘头的高度与主人的文化水平直接相关。

6．（17 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灯祭

迟子建

ㅤㅤ①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

ㅤㅤ②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

瓶底均匀地落下来了，灯罩便诞生了。赶紧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

中央飞旋的灰尘为止。灯的底座是圆形的，木制，有花纹，面积比灯罩要大上一圈。沿

边缘对称地钻两个眼，将铁丝从一只眼穿过去，然后沿着底座的直径爬行，再扎入另一

个眼中。铁丝在手的牵引下，像眼镜蛇一样摇摆着身子向上伸展，两头一旦会合扭结在

一起，灯座便大功告成了。从底座中心再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钉子上。待

到夜幕降临时，轻轻捧起灯罩，嚓，点燃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就

觉得无限风光了。

ㅤㅤ③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

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再不就是炸成功了，

一看却是一只猪肉罐头瓶子，怎么擦都浑浊，只好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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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④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里，这

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

人家夸几句这灯看着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擦根火柴点燃灯，去另一家。每每转回

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

ㅤㅤ⑤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

“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父亲打趣着我，去看那盏灯。那汪蜡烛

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之极。

ㅤㅤ⑥过年要让家里里外外都大放光明，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有灯。院子里

的灯有高有低。高高在上的灯是红灯，它被挂在灯笼杆的顶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

唰刷响。低处的灯是冰灯。冰灯放在窗台上，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能照亮它周围的一

些景色，所以除夕夜藏猫猫要离冰灯远远的。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

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

ㅤㅤ⑦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____。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____。如果又有了

父亲送我的灯，年则 ____了。

ㅤㅤ⑧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

院子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

是迷了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给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呀！

ㅤㅤ⑨正月十五到了。这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八年前，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了。

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

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ㅤㅤ⑩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

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

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

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ㅤㅤ⑪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有删改）

（1）请选择恰当的词语，将序号依次填入第⑦段的空格处。

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____。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____。如果又有了父亲送

我的灯，年则____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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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声有色

B.妖娆迷人

C.有盼头的

（2）阅读本文第②﹣④段，说说第①段画线句为什么说“那灯是不寻常的”？

（3）结合加点词，分析第②段画线句的表达效果。

待到夜幕降临时，轻轻捧起灯罩，嚓，点燃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

就觉得无限风光了。

（4）本文第⑥段看似与中心关系不大，却不能删除，其理由不包含 　   　

A.用院子里的红灯、冰灯烘托“我”的灯，突出其美丽以及“我”对它的喜爱之情。

B.描写过年时院子里安放的灯，渲染明亮温暖的氛围，突出家给“我”带来的温暖。

C.与第⑧段“我”家院子里黑漆漆对比，突出父亲离去给“我”家带来的巨大悲痛。

D.用院子里的红灯、冰灯和“我”的灯对比，突出其它的灯不美丽，我的灯最精致的特

点。

（5）联系全文，说说第⑪段画线句的含义。

三、综合运用。（4 分）

7．（4 分）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材料一】

ㅤㅤ冬奥会会徽美好的形象背后隐藏着文化属性。小小的冬奥会会徽体现了各民族、各

国家的文化内涵，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大众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与融

合，推动了会徽的国际化发展。此外，冬奥会会徽不仅要体现出“相互理解、友谊、团

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且还要加入冰雪文化，在文化层面上区别于夏季奥

运会会徽。冰雪文化不是一个雪花图形所能代表的，它是层次性和功能性的意识形态统

一体，是知冰识雪的各族人民在特定的时空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会徽“冬梦”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些共有的文化属性，即①、国际性、奥运精神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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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ㅤㅤ2022 年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把坚硬的冰设计成柔软的丝带”，蕴含了

中国人对自然的深层思考和刚柔并济的智慧。22 条飘逸的丝带，像是速滑运动员在冰上

划过的痕迹，冰上画痕成丝带，象征速度和激情，又代表北京冬奥会举办的 2022 年。

ㅤㅤ为实现美好的设计理念，北京建院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团队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科技含

量、经济可行的工程方案。为实现马鞍形双曲面屋顶设计，设计团队采用了难度极高的

单层双向正交索网结构。承载“冰丝带”概念的“曲面幕墙”，集成了小半径弯曲、钢化、

夹层、镀膜和印刷等复杂工艺，挑战“现有幕墙体系和玻璃的工艺极限”。

ㅤㅤ为践行绿色节能和智慧场馆的目标，国家速滑馆严格控制平面轮廓和空间体积，并

使用数字冰场技术。这种设计，节省了空调制冷、制冰、除湿费用。制冰过程中产生的

余热还可回收并循环利用，每年能节省约 180 万度电。数字冰场技术则可实现冰的温度、

空气温湿度的自动调节，还可为运动员比赛和训练提供实时数据，为观众提供导航服务

等。

ㅤㅤ超大跨度的索网计算分析和找形，曲面幕墙的几何优化和工艺设计，先进的制冰工

艺……同一个场馆中③，使国家速滑馆成为当今最具④的场馆。

（1）结合【材料一】中文字和图片的内容，在【材料一】的①②处依次填入恰当词

语 　      　、　       　（每空不超过 4 个字）

（2）依据上下文，在【材料二】的③④处依次填入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A.③实现这么多美好理念 ④技术含量

B.③实现这么多美好理念 ④艺术性

C.③集成这么多先进技术 ④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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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③集成这么多先进技术 ④艺术性

四、写作。（40 分）

8．（40 分）题目：“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

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曲《少年》，唱出了很多初三学子

的心声。经历了疫情，你们更会懂得，挑灯夜战的岁月、书声琅琅的日子、奋勇拼搏的

年华、突破自我的瞬间……都是“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的难忘少年时光。请以“加油，

少年”为题，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要求：（1）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2）作文内容积极向上；（3）字数在 600﹣

800 之间；（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第 9 页（共 12 页）

2022-2023 学年上海市黄浦区四校联考八年级（上）第二次月考

语文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古诗文阅读。（26 分）

1．（10 分）默写。

（1）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浣溪沙》

（2）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如梦令》

（3）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饮酒》

（4）轻舟短棹西湖好，　绿水逶迤　。《采桑子》

（5）日本某反华势力，擅自篡改历史教科书，结果招致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

弄得众叛亲离，正应了孟子《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那句话：　得道者多助　，　失道

者寡助　。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古诗文名句的识记能力。解答此类题目，我们需要在平时的学

习中，做好积累，根据提示语句写出相应的句子，尤其要注意不能出现错别字。理解性

识记，注意结合语境填充。

【解答】（1）似曾相识燕归来（注意“燕”的书写）

（2）误入藕花深处（注意“藕”的书写）

（3）采菊东篱下

（4）绿水逶迤（注意“逶迤”的书写）

（5）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注意“寡”的书写）

2．（4 分）阅读下面的诗，完成问题。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浑欲不胜簪”中，“胜”的意思是 　能够。　

（2）下列各项中对本首诗歌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A　

A．首联写“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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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见，国都在沦陷后已变得残破不堪，然而山河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春天降临长安城，

然而眼前却是乱草丛生。虽是写景，却也痛切地表达了诗人念家悲己的感情。

B．颔联将人的情感赋予花和鸟。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面对国都破败的无奈感慨和绵绵

愁绪。

C．颈联“三月”表明丧乱之久，“抵万金”形容家书珍贵，表达了诗人对妻儿的强烈思

念。

D．全诗所写意象甚多，从“远景”的山河城郭，到“中景”的荒草残木。再到“近景”

的春花飞鸟。一直到“自身”的白发，步步推进，“镜头”越来越小，将宏大的家国之悲，

渐渐渗透凝缩在诗人自己身上。

【分析】《春望》是一首五言律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

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

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感慨。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现了爱国之情。

【解答】（1）本题考查对词语的理解。“浑欲不胜簪”的意思是：简直要不能插簪了。“胜”

的意思是能够。

（2）本题考查对诗歌的理解。

A.有误，首联表达了诗人忧国伤时的感情。

BCD.正确。

故选：A。

答案：

（1）能够。

（2）A

译文：

长安沦陷，国家破碎，只有山河依旧；春天来了，人烟稀少的长安城里草木茂密。感于

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而潸然泪下，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连绵的战火已经

延续了一个春天，家书难得，一封抵得上万两黄金。愁绪缠绕，搔头思考，白发越搔越短，

简直要不能插簪了。

3．（6 分）阅读下面的古文，完成问题。

ㅤㅤ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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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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233020224010141

https://d.book118.com/08623302022401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