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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册语文总复习题 

                                 班级             姓名             

专题一    病句   成语 

一、指出下列各句的病因，填写在句后的括号中。 

A、成分残缺      B、搭配不当       C、词序颠倒      D、重复罗嗦 

E、前后表达不一致或矛盾       F、概念混淆      G、有歧义 

H、逻辑错误      I、感情色彩不当      J、句式杂糅 

1、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是多么幸福啊！（    J   ） 

2、他那锐利的眼睛投向了人群。（     B  ） 

3、中国人民正在努力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A     )  

4、我们看见火车，轮船在水上，陆地上行驶着。（    C  ） 

5、我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万里长城。 (    H  )  

6、他那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每个同学效尤。（   I  ） 

7、这场篮球赛的胜败关键是队员们的齐心协力。（    E   ） 

8、李大爷老了，头上的头发全白了。（   D    ） 

9、小明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西游记》、《水浒》、《新华字典》等几十本文学书。（   F   ） 

10、这个周末，我们几个学校的同学一起外出春游。（   G  ） 

    口诀记忆：   

语病分析要记清，先找句子主谓宾。成分多余和残缺，结构杂糅意不明。  

   联合短语看搭配，一一对应要分明。“是”字前后要一致，切忌句中相矛盾。  

否定句中查否定，语序不当歧义生。种属不能有并列，关联词语成对称。 

二、选择题 

1、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是(     C   )  

A．白衣天使奋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他们动人的事迹和牺牲精神在广大人民心中传扬。  

B．在阅读文学名著的过程中，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感悟了人生的真谛。  

C．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好属于我们人类自已的家园——地球。  

D．那蝉声在晨光之中非常分外轻逸，似远似近，似近似远，又似有似无。  

2、下列表述正确的一组是 (       D   )  

A. 熊熊大火中，一位遇难者向人呼救。 

B．开展这项活动旨在提高全社会保护环境的风气。  

C．高速公路上，南来北往的汽车滔滔不绝。  

D．家乡是我生身立命之地，乡亲们待我恩重情深。 

3、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D   ）  

A．难道能否认我们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吗?  

B．关于这件事的具体详情，以后再告诉你。  

C．为了搞好工作，我们要虚心接受、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D．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  

4、下列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C     ) 

A.为了防止安全事故不再发生，市领导要求各单位进一一步加强管理，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 

B.xx 屋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孔繁森过去所使用过的东西和书籍。 

C.那崖壁上、沟壑边、大树上,到处可见的长青藤,可视为外婆人格精神的象征。 

D.我校参加市三好学生代表会的代表团,是由三十班级的优秀学生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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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出没有语病的一个句子。（     A     )  

A．大量地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增长人的知识，而且能丰富人的感情。  

B．目前，我国各方面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  

C．实验中学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开展多项综合实践活动，学生非常受欢迎。  

D．江南药业集团采取积极有效的节水措施，用水量由去年同期的四十吨下降为现在的十吨，下降了三倍。  

 

 

 

三、成语运用题 

1．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D   ）。 

A.小明说话声音很大，来势汹汹．．．．，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B. 经过共同整治，临沂的交通拥堵情况戛然而止．．．．。 

C.得到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她勇敢地走向赛场，成为当天最耀眼的一颗明星，真是相得益彰．．．．。 

D.在五千年的沧桑岁月中，荆楚大地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博学睿智的科学家不断涌现。 

2．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C   ）。 

A.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学习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B. 赛场工人不畏炎热，正人声鼎沸．．．．地安装各种设施。 

C. 这场足球比赛精彩纷呈．．．．，比赛双方均使出了浑身解数，比赛最终还是停留在 1:1。 

D. 全校涌现出四个先进班级，一百多个先进个人，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 

3．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  ）。 

A.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那位警察面不改色，镇定自若，真是本色当行．．．．啊。 

B. 丛教授平时总是沉默寡言，但人们一提起那心爱的专业时，他就津津乐道．．．．地谈个不停。 

C. 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逻辑严密、语无伦次．．．．，博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D. 沂蒙老区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是荒草萋萋．．．．，景色格外秀美。 

4．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   ）。 

A. 爱出风头的他经常夸夸其谈，在与别人的争执中锋芒毕露．．．．。 

B. 金穗高粱成熟期参差不齐．．．．，多次分别收获，很不方便。 

C. 他基础不太好，读书又无动于衷．．．．，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指望他的成绩会提高呢？ 

D. 上海对“美眉”“PK”等词语发出“封杀令”。此举一出，石破天惊．．．．，即刻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 

5.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  ）。 

A.他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篮球活动中，现在又养精蓄锐．．．．地参加了 100米接力。 

B.近来，菲律宾对中国南海黄岩岛主权的挑衅行为让中国人民义愤填膺．．．．。 

C. 悠悠岁月已抹去了绝大多数历史的痕迹，历代古人的离合悲欢早已烟消云散．．．．。 

D.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的美丽风光令国内外游人流连忘返．．．．。 

6.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D  ）。 

A. 这两个臭味相同的人一拍即合，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B. 芸芸众生．．．．都在为生活忙碌奔波，很少有人能停下脚步来等等自己的灵魂。 

C. 二战中日军恶贯满盈，妇孺皆知．．．．。 

D. 我们在飞机上俯瞰祖国的沧海桑田．．．．，不由得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所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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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B   ）。 

A. 他父亲的病一直不见好转，他怎么能不忧心忡忡．．．．呢？ 

B. “嫦娥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无疑是为我国航天事业建立了一座巍峨的海市蜃楼．．．．。 

C. 他“说”了。说得镇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D. 勤奋与天才息息相关．．．．，天才是勤学苦练，以汗水灌溉出来的。 

8.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  ）。 

A. 登上峨眉山金顶，我们置身于这进退维谷．．．．的境地，大家开心极了。 

B. 那些年代久远、发黄褪色的老照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C.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D. 中国女足在这次世界大赛中惨遭失败，她们立志要卷土重来．．．．，争取下一次的胜利。 

9.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D    ）。 

A、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世界各国应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 

B、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摧毁了原本祥和安宁的玉树小城。 

C、班会上，他侃侃而谈，出众的口才使得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D、 元旦联欢会上，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10.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    ）。 

A、环卫工人的劳动也许是具体而微．．．．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应受到尊重。 

B、人生之路是曲折的的，在坎坷面前，谁能勇往直前．．．．，谁就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卖点。 

C. 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洋洋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 

D. 自然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现像，正等待着有志于此的科学家们去破解。 

11.下列加点的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A   ）。 

A. 他刚取得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目中无人了 

B. 学习就得付出，就得努力，不慷慨以赴．．．．，是取不得好成绩的。 

C. 农贸市场里，各式各样的蔬菜、肉类和水产以及五颜六色的菜牌和标价，叫人眼花缭乱．．．．。 

D. 在这次赛跑中，他只比第一慢了一秒钟，略胜一筹．．．．，得到了第二名的成绩。 

12.下列句中加点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B    ）。 

A. 周末我们去游玩的山路九曲连环．．．．，爸爸开车的时候很认真。 

B.这次期末考试，他取得了人迹罕至．．．．的好成绩。 

C.他潜心关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D.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专题二    诗文默写                   

1、（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

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 一切都将会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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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 

2、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 ），（从此替爷征 ）。 

  （  东市买骏马 ），（  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3、《木兰诗》中表现战事吃紧木兰矫健英姿的句子是：（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表现征战生活苦

寒的句子是（朔气传金柝  ， 寒光照铁衣）；表现战争频繁持久战斗激烈悲壮的句子是（将军百战死 ，

壮士十年归 ）。 

4、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愿驰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 

5、爷娘闻女来，（ 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 当户理红妆 ）；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6、（ 雄兔脚扑朔  ），（ 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成语（ 扑朔迷离 ）

就来源于此句。 

7、满坐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 ）， 以为妙绝。 

8、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  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 不能名其一处也  ）。……于

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 奋袖出臂 ），（  两股战战 ），几欲先走。 

9、仲永“泯然众人”的原因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不使学  ）。……今夫不受之

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 得为众人而已耶  ）？ 

10、“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士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 

11、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 饮于河、渭   ）；（ 河、渭不足），（ 北饮大泽  ）。未

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 ）。 

12、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 故日月星辰

移焉）；地不满东南，（ 故水潦尘埃归焉）。 

13、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 ），狼不敢前，（ 眈眈相向 ）。 

14、屠暴起，（以刀劈狼首）（ 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 意将隧入以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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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身以半入，（只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 ），（ 亦毙之 ）。 

15、《狼》点明文章主旨的句子是（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 

16、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   ）。（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17、（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18、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 

19、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20、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 ），（ 凭君传语报平安 ）。   

21、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  野渡无人舟自横 ）。 

22、（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 

23、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 荷笠带斜阳） ，（青山独归远  ）。 

24、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25、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26、请写出两组与黄河有关的诗句： 

①（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②（ 白日依山尽  ），（   黄河入海流 ）。 

请写出两组与动物有关的诗句： 

①（几处早莺争暖树 ），（ 谁家新燕啄春泥 ）。 

②（ 黄梅时节家家雨 ），（ 青草池塘处处蛙  ）。 

请写出两组与月亮有关的诗句： 

①（举杯邀明月 ），（ 对影成三人  ）。 

②（明月松间照   ），（ 清泉石上流 ）。 

请写出两组与春有关的诗句： 

①（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 

②（ 晓看红湿处 ），（ 花重锦官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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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出两组与雨有关的诗句： 

①（ 沾衣欲湿杏花雨 ），（ 吹面不寒杨柳风 ）。 

②（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 

请写出两组与花有关的诗句： 

①（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 

②（ 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   ）。 

   请写出两组与马有关的诗句： 

①（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 

②（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 

27、（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根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  撒）些秕谷，棒上

（系 ）一条长绳，人远远地（ 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

住了。 

28、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 点）开船，往桥石上一（ 磕 ），（ 退）后几

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 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

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石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专题三    课内现代文阅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练习 

1、“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

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这一句是从哪些角度描写景物的？ 

     视觉、听觉、触觉 

2、《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为什么要写美女蛇的故事？ 

给百草园增添了神秘色彩，表现了百草园的乐趣。 

 

3、赏析下列加点词的表达效果： 

（1）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伏”字准确地表现出黄蜂因肥胖而趴在菜花上的情态，也体现了儿童特有的心理。 

 

（2）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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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拟人手法，表现了声音的动听，也体现了愉快的心情，充满了童趣。 

 

4、“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这一段在全文结构上的作用是什么？用了什么

样的人物描写方法？表达了作者什么心情？ 

   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心理描写，对百草园依依不舍的心情。 

 

5、写冬天捕鸟那一节，作者主要用了哪些动词？其作用是什么？ 

   扫开、露出、支起、撒、系、牵、看、拉、罩。具体生动地表现了捕鸟的过程，也体现了捕鸟给我带来

的深刻印象和无限乐趣。 

 

6、作者写百草园的冬天，先写无味，而后有趣，这种手法叫什么？有什么好处？ 

   欲扬先抑（先抑后扬），使文章波澜起伏，突出了百草园冬天的乐趣。 

 

《爸爸的花儿落了》练习 

1、课文的标题有什么含义？ 

   一方面指夹竹桃的凋谢，另一方面指爱花的爸爸离开人世。 

2、 “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 

这句话表达了什么意思？ 

   预感爸爸即将离开人世，为后文留下伏笔。 

3、《爸爸的花儿落了》末尾说，“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你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我”得知爸爸不行了，首先意识到“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然后就对老高说话，而且

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4、有人说虽然“爸爸的花儿落了”，但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根据你对文章的理解，这种说法对吗？为什

么 ？ 

   对的。在爸爸爱的浇灌和孕育下，虽“花落”但“果熟”，爸爸的严格教育和无限关爱促进了女儿的成

长，让她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懂得负责的人。 

 

 

《最后一课》练习 

1．这篇小说是用第几人称写的？小弗郎士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第一人称，贯串故事情节，深化小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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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这句话中“又”字有什么含义？ 

   写出了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为后文埋下伏笔。 

 

3．“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

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这句话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韩麦尔先生

为什么要这样穿戴？ 

   肖像描写，为了表示对将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4、“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

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这句话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体现了韩麦尔先生什么心情？ 

   神态描写，表现韩麦尔先生失去国土、告别学生时的痛苦心情及深深的依恋之情。 

 

5、“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自，我觉得他从来没有

这么高大。”为什么我会觉得他这么高大？ 

   因为我被韩麦尔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而他也油普通者上升为爱国者，因此他的形象变得高大。 

 

6．“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写完之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

说”。如何理解韩麦尔先生此时的思想情感? 

   表达了先生对失去国土的痛苦、悲愤心情，对侵略者的憎恨，对法国必胜的坚定信念。 

 

7、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语话唱歌吧！”这句话

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对敌人文化侵略的强烈讽刺。 

 

                      

《邓稼先》练习 

1、《我不能走》这一部分的开头用《吊古战场文》渲染了怎样的气氛？对于表现邓稼先的形象有什么作用？ 

    渲染了凄凉悲惨的气氛，体现了环境的艰苦，表现了邓稼先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 

 

2、“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

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这一句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了邓稼先什么特点？ 

    排比，学识深厚，做事果断，勇于负责。 

 

3、《我不能走》这一部分的结尾的歌词对于表现邓稼先有何作用？ 

表现了邓稼先甘为祖国献身的崇高精神，突出他对中华民族贡献之大。赞颂他是只手撑天、振我国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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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当的中国男儿。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练习 

1、如何理解“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 

   运用比喻手法，表明闻一多希望从文化上找到振兴民族的途径。 

 

2、“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这句话用了什么描写

方法？表现了闻一多怎样的品质？ 

   外貌描写，表现了他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3、试概括作为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所做的三件事。 

   起稿政治传单，群众大会演说，参加游行示威。 

 

《社戏》练习 

1、“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我的心为什么很重？后来为什么又轻松

了？ 

   因为看不了戏而沉重，因为能去看戏而欢喜。 

 

2、“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这一句表现了我怎样的心

情？ 

 表现了“我”去看戏的急切心情。 

 

3、“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回

望戏台时我的心情如何？罩字突出了戏台什么特点？ 

   依依不舍的心情，表现了戏台如梦如幻的特点，与来时相呼应。 

 

4、六一公公被偷了豆，为什么要感激我？表现了他什么特点？ 

   因为我夸奖了他的豆子。表现了他淳朴厚道的性格。 

 

5、“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

藻之香的夜气里。”这句话体现了我怎样的心情？ 

   陶醉在美丽的景色之中 

 

6、作者在结尾说“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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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如何理解？ 

    我所难忘的是平桥村的老人孩子那种淳朴、善良、真挚的感情；农村特有的风光，自由的空气；人与

人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表达了“我”对劳动人民深沉而真挚的感情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安塞腰鼓》 练习 

1、“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鼓，呆呆地似乎从来不曾响过。”这句话有什么作

用？ 

 动静相衬，静中蕴动，人的沉静为后文的火爆场面蓄势。 

2、“但是：看!——”单独成段,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突出强调由静到动的转变。 

 

3、“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

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比喻，排比，反复。生动形象具体地突出了安塞腰鼓奏响时的声、形、光彩、力量，场面气吞山河，阵

势震撼人心，表现了安塞腰鼓的壮阔、豪放、火烈，同时也抒发了对生命力量的礼赞。  

 

 4、“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那么一股劲！”是什么在束缚、

羁绊、闭塞？ 

   荒凉贫瘠的环境、贫困的生活，落后的文化，保守的思想 

 

5、为什么“多水的江南”打不得这样的腰鼓？ 

   江南流水表现的是柔媚的风格，安塞腰鼓需要承载原始粗犷生命力的厚土。只有坚强辽阔的黄土高原才

能孕育出如此粗犷的力量。 

 

6.“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为什么听到这样的“鸡啼”？ 

 以动衬静，表现激情后的沉寂，也是希望的象征。 

 

《伟大的悲剧》练习 

1、“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洋洋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这一句用了什么修辞？表现了

斯科特什么心情？ 

   拟人，表达了斯科特一行失败后的痛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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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地去履行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

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斯科特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任务？ 

   英国人普通讲求绅士风度，主张诚实守信，坦然地面对失败。在这种文化传统熏陶下的斯科特，不能不

接受这项为他人的业绩作证的任务。正因为他的这一行为，其人格才显得无比高尚。 

 

3、联系上下文看，“心中的海市蜃楼”是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比喻？ 

   是指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和对亲朋好友的思念。海市蜃楼是美好而虚幻的，突出了悲剧效果，给人以心灵

的冲击。 

 

4、斯科特上校在最后的一篇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愿望，并把“我的妻子”改成为“我的遗孀”这是为什么？ 

   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表现了他面对死亡的从容。 

 

5如何理解“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

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的深刻含义？ 

   斯科特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虽然失败了，献出了生命，但他的心灵接受了考验，变得崇高伟大。有价值

的东西毁灭了，当然是伟大的悲剧。 

 

6、有人认为斯科特的所为并无多大意义，甚至觉得他们是为了“寻找刺激”，请谈你的看法？                                 

   这是一种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走出封闭的家园，认识了美丽的地球，使人

类走向了进步 。 

 

  《在沙漠中心》练习 

1、“我的血液因缺水而循环不畅，寒气逼人，但这不只是夜晚的寒冷。”为什么说不只是夜晚的寒冷？ 

   除了降温和缺水外，内心的恐惧和绝望也让人感到寒冷。 

 

2、“寒风就像平原上的骑兵向我直冲过来，我只好团团转以躲避它的来犯。”这句话表现了我怎样的心情？ 

   运用比喻的修辞表现“我”在严酷环境中的无奈，也表达了一种乐观精神。 

 



 

 12 

3、“我们期待黎明就像农人期待春天，我们期待中途站就像期待一片福地，我们在群星中寻找自己的真理。”

作者寻求什么真理？ 

   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4、“ 我没有一点儿遗憾。我奋斗过，但我失败了。这对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也很平常。不过，我总

算是呼吸过海风了。 ”我们这个行业指什么行业？呼吸过海风是表示什么意思？ 

   飞行员。经过了艰苦生活的磨练，表达了为事业牺牲，死而无憾的心情。 

 

《猫》练习 

1．周家丫头代表哪一类人？ 

    自私冷漠，毫不仗义的人。 

2．为什么说“我对于它的亡失，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 

   第三只猫的死责任在我，我的过失无法补救。 

3．“自此，我家永不养猫”包含着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对猫的负罪感不能消除，见了猫就会触发灵魂的伤痛，永远愧对这类生命。 

4、“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使用了什么

手法，作者要表达什么意思？ 

    比喻，突出我明白真相后，知道猫因我的主观臆断而死，不能挽回而更加内疚、悔恨、自责。 

5、我为什么会认为是养的第三只猫咬死了鸟？如果是以前第 1、2只猫咬了鸟，你认为作者会是什么态度？ 

   平常就不喜欢它，又见它经常凝望着鸟笼，且嘴里像在嚼东西，所以对它有了偏见和误会。     不会

太责怪猫。 

6、语句“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它躺在露台板上

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象还在吃着什么。”中加点的“似乎、好象”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不能，“似乎、好象”表示猜测，因为这就判定猫吃了鸟，突出我的主观臆断。如果删掉，就没有这种

表达效果。 

《斑羚飞渡》练习 

1、“音调虽然也保持了羊一贯的平和，但沉郁有力，透露出某种坚定不移的决心”什么样的决心？ 

   指后文斑羚结对以牺牲老斑羚为代价，保全年轻斑羚而集体跳崖的决心。 

2、“我十分注意盯着那群注定要送死的老斑羚。”我为什么要盯着？作用是什么？ 

   作者对老斑羚是否会全体献身表示怀疑，但事实证明，老斑羚没有贪生怕死，由此更突出斑羚精神的伟

大，突出作者对他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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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中有三次写到彩虹，请分析其作用？ 

 （1）渲染一种神秘色彩并推动情节发展。 

 （2）烘托了斑羚飞渡的气势，渲染了飞渡的悲壮美。 

 （3）渲染出了头羊自我牺牲的崇高之美及悲壮气氛。 

4、写斑羚飞渡时，为什么要写到有一老一小坠进深渊？ 

  突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也使故事更真实可信。 

 

5 设想一下，假如你是当时的狩猎者之一，看到斑羚飞渡的壮举，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我会放过它们，而且从此再也不会打猎，开始珍惜动物 感到非常悲伤，连动物们都有如此壮举更何况

人类呢? 

 

专题四    课内文言文阅读 

《伤仲永》基础练习题 

一、文学常识 

1、《伤仲永》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作者： 王安石  ，  北宋 （朝代）著名的 政治 家、 思想 家、  

文学 家。是“  唐宋八大家”之一。“伤”的意思是 哀伤，叹惜 ，由此可看出作者的感情是  对仲永由

天才变成庸人感到惋惜与遗憾 。             

2、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 韩愈 、柳宗元 和宋代的 欧阳修 、 王安石 、 苏洵 、苏轼 、苏辙 

和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二、解释字义 

    世隶．耕( 属于 )        未尝．识书具( 曾经 )       借旁近与．之( 给 )     即书．诗四句( 写)  

传一．乡秀才观之( 全)     自是．指物作诗立就．( 这 ) ( 完成 )        稍稍．．宾客其父( 渐渐 )  

或．以钱币乞( 有的人 )     父利其然．也( 这 )      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通“攀”，牵，引) ( 四处拜访)   

从．先人还家( 跟随 )         不能称．前时之闻( 相当 )                    泯然．．众人矣( 消失 )  

受于人者不至．( 达到 )       固．众人( 本来 )                得．为众人而已．耶( 能够 ) ( 止 )  

三、词类活用 

父异．焉（对……感到诧异）                       稍稍宾客．．其父（以宾客之礼相待）   

父利．其然也（认为……有利可图 ）                邑人奇．之（对……感到惊奇/认为……奇特） 

四、一词多义 

传一乡秀才观之 （代词，仲永的诗）            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代词，他的） 

邑人奇之  （代词，仲永写诗这件事）           父利其然也（代词，代指仲永。 他） 

余闻之也久  （代词，仲永的故事）             其受之天也（代词，代指仲永。 他） 

不能称前时之闻（结构助词，的） 

 

之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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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把     ）        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到   ）   

于舅家见之（   在    ）   

或以钱币乞之（   用   ）                     贤于材人远矣（    比    ）   

 

自为其名 （  题写    ）   

且为众人 （  沦为    ）                                         

得为众人而已耶 （    成为   ）               贤于材人远矣（胜过，超过 ）   

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作为     ）                               

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被     ）              如此其贤也（ 有才华  ）   

 

五、翻译 

1、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仲永的父亲对此感到很诧异，借了邻居家的文具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写

上了自己的名字。      

2、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从此，指定物品让他写诗，他能立即写好，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3、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 

           同县的人对他感到很惊奇，渐渐地以宾客之理对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还用钱来求取仲永的诗。 

4、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仲永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5、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 

         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不能与之前的名声相称。 

6、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现在那些没有天赋的人，本来就是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不

能够把？ 

六、“世隶耕”三个字在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文章详写仲永才能初现时的表现有何作用？ 

         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有暗示了造成他命运

的家庭背景。    

         这样安排暗含了文章的主旨，是作者写作意图的表现。详写仲永才能初现时的各种过人的表现，

就是要以之为反面例子，来说明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七、方仲永由天资过人变得“泯然众人”的原因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直接原因：不使学 

以 于 

为 

以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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