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答案

2021-2022 学年度上学期

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一）（共 12 套）

第一单元

一、1.（1）妖娆  （2）风骚  （3）汹涌  （4）娉婷  2.C（解析： “萍水相逢”意为像

浮萍随水漂泊一样，偶然聚在一起。借以比喻素不相识之人偶然相遇。）  3. A（解析：应

把“虽然”改为“不但”或者“不仅”。）  4.示例：幸福是一颗小小的糖果，含在嘴里，

却甜在心头  幸福是一本厚厚的同学录，人在四方，真情却浓聚一处  5.（1）示例：“光

辉岁月”诗歌朗诵会   “我和诗歌的亲密接触”手抄报比赛  （2）示例一：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示例二：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二、（一）6.（1）只。  （2）等到。  （3）娇艳美好。  （4）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7.D  8.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容群山披雪似银蛇舞动，形容白雪覆盖的高原上的丘陵如白

象奔驰，生动形象地写出整个世界由死寂变得欢腾，天地之间充盈着无穷的生机的景象。 

9.这一句是本词主旨所在，指出真正的风流人物只能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

民群众，因为他们正在创造着前无古人的英雄业绩。 

（二）10.D （解析：没有“暗指当时革命事业发展进入低谷”。）  11.“万类”将秋天所

有有生命的景物摄入笔下，彰显出一种宏伟的气魄；“霜天”渲染出一种苍凉的气氛；“竞”

突出了勃勃生机，写出一种向上的力量。整句意境开阔，基调昂扬，值得赞赏。  12.恰同

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三）13.D（解析：应是“表达出所有人思乡的忧伤和苦闷。）  14.分别用了“笛声”“雾

里别离”“没有年轮的树”来形容乡愁的悠远、惆怅与永不断绝。  15.余诗是并列结构，

席诗不是；余诗的节奏分明，每一节结构匀称,而席诗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余诗在表达上用

时间来作为线索，而席诗则以意象为主来体现主题。  16.示例一：我更喜欢余光中的《乡

愁》，余诗选择四个典型的意象载情，传达出渐次凝重的感情，并逐步揭示出呼唤华夏统一

的深远意境。  示例二： 我更喜欢席慕蓉的《乡愁》，席的《乡愁》借哀怨悠长的笛声抒

发了对故乡绵绵不断的情思，借“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喻自己永不老去的思乡情结，离别时

间愈长，思乡的感情之树愈茂。

（四）17.自然环境：北京寒冷的冬天。社会环境：商业味浓，人情味淡。作用：①交代了

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②为下文写老妪在寒风中等待作铺垫；③衬托了老妪诚实守信的

高贵形象。  18.为了获得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的自慰。后来老妪在寒冷的公园门口

等了“我”半天，退还了应找给“我”的两毛钱，表现了近乎本能的“人心的尊贵”，相比

之下，“我”深感自己类同施舍的行径十分猥琐。“我”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具有自我剖析和

自我批评的精神。  19.运用了动作描写，刻画了一位即使忍受严寒也坚持退还应找给别人

两毛钱的老人形象，进一步烘托出老妪人格的尊贵。  20.示例：老妪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9%80%81%E6%9D%9C%E5%B0%91%E5%BA%9C%E4%B9%8B%E4%BB%BB%E8%9C%80%E5%B7%9E%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A%9D%E5%90%9B%E6%9B%B4%E5%B0%BD%E4%B8%80%E6%9D%AF%E9%85%9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9%80%81%E5%85%83%E4%BA%8C%E4%BD%BF%E5%AE%89%E8%A5%BF%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蹒跚地走到公园的出口处, 袖着手，缩着瘦颈，身子冷得佝偻着，向守门人沙哑地描述着那

父子俩的模样，听到他们还未走出公园时，老妪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她心想，两毛钱事小，

但做人不能昧了良心，也不能寒了别人的心，买卖公平，做人要诚信！

三、21.略

作文等级 评  分  标  准

1．立意明确，中心突出，材料具体生动，有真情实感。

2．结构严谨，详略得当。

3．语言得体、流畅。

一类卷

(50—45分）

4．要扣题，体现题目要求

1．立意明确，中心突出，材料具体。

2．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二类卷

(44—40分）

3．语言规范、通顺。

1．立意明确，材料能表现中心。

2．结构基本完整，有条理。
三类卷

(39—30分）

3．语言基本通顺，有少数错别字。

1．立意不明确，材料难以表现中心。

2．结构不完整，条理不清楚。
四类卷

(29—15分）

3．语言不通顺，错别字较多。

1．没有中心，空洞无物，严重离题。

2．结构残缺，不成篇章。
五类卷

(14—0分）

3．文理不通，错别字较多。

加分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可酌情加1-3分（加至本题满分为止）：

1．立意深刻。

2．构思独特。

3．语言优美。

4．富有个性。

5．书写优美。

扣分 1．没有标题扣2分。



2．不足500字者，每少50字扣1分。

3．错别字每3个扣1分（重复的错别字不计），最多扣3分。

4．不能正确使用标点扣1-3分。

5．文面脏乱，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者扣1-3分。

6．出现暴露身份的真实校名、地名、人名的扣1-3分。

补充

1.考生作文是以叙述、描写、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均可视为记叙文，

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视为议论文。

2.只有一类卷、二类卷加分，加1-3分。

3.完全抄袭试卷中阅读材料的，只给2分。抄袭杂志、报纸故事材料

且占大量篇幅的，或确定大部分内容抄袭他人作文的评为五类卷。

4.完全离题作文评为四类卷或五类卷。

附加题

1.“海浪”象征了生活中的困难和险阻。作者连用两个“一个浪”是为了说明扑面而来的巨

浪之多，表现了困难的强大和冷酷无情，与下文“无休止”相照应。  2.诗人对于礁石这一

形象和其具有的精神给予了由衷的赞美和歌颂。  3.长年累月在狂风巨浪的拍打下坚强不屈、

坚定不移的礁石形象，不仅是不向命运低头的诗人自身的象征，而且是我们民族不畏艰难、

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

2021-2022 学年度上学期

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二）（共 12 套）

第二单元

一、1.（1）瞥见 （2）游弋 （3）矫揉造作 （4）抽丝剥茧  2.C（解析：“眼花缭乱”与

“看花了眼”语意重复。）  3.B（解析：“与其……不如……”的内容反了。）  4.（1）

示例：众望学长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做到努力学习和照顾家人两不误呢？你有埋怨过父母没

有给你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吗？（问题要围绕“自强不息”的话题，还要注意礼貌用语） 

 （2）示例：范仲淹幼时家贫，没有饭吃，只能喝粥。于是，他冬天煮好粥，让它结冰，再

用刀切成四小块，早晚各吃两块。当地官吏听说了他的才名，便给他送来吃的，想要拉拢他，

他却断然拒绝了。他跟朋友说，人要自强不息，不食嗟来之食，“食粥心安”。  （3）示

例：自强是头顶枪林弹雨的大丈夫气节  在枪林弹雨面前不卑躬屈膝  不委曲求全  雄鹰于

暴风骤雨中仍击射长空的有力翅膀

二、（一）5.D (解析：这里的 “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职业，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

价值的事情；不只限于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  6. B (解析：无比喻论

证。)  



7.以极具代表性的事例，有力地论证了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观点。  

8.示例：我最认同的是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这一观点。因为就事业的性质来说，凡可以称

作一种正当的职业，都是神圣的，劳动价值是等同的，对社会大众都是有益的。

（二）9.D(解析：是为了说明责任感教育的重要性。)  10.D(解析：并未说孩子不用负责这

个意思。)  11.不能去掉，“也许”表示一种猜测，如果去掉它，就变成了提高责任感的方

法只有前面的那几种，这与实际不符。  12.提示：“认”得“责任”不是“认识”“责任”

两字，而是指履行责任。因此我们要举自己在生活、学习中做过的履行和不履行责任的例子

各一个。

（三）13. B（解析：除自信和才华外，还需忍耐力。）  14. B（解析：因为培根的话强调

的是自信的重要性，更能证明第④段的观点。）  15.人应该善待手中的世界，更不能放弃

心中的世界。  16.心中的世界绝不是虚幻缥缈的，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并且需要不断

追求才能实现的目标。

三、17.略

附加题 

1.飞鸟集  新月集  园丁集  吉檀迦利  2. “夏天的飞鸟”尽情歌唱，尽情彰显自己，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秋天的黄叶”则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它们的生命同样精彩与

伟大。  3.诗人在《飞鸟集》第 30 首中写道：“‘月儿呀，你在等候什么呢？’‘敬礼我

将让位的太阳。’”在这里，诗人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向月儿发问，赋予了月儿生命力。

在对话中，表达了对太阳的敬意。

2021-2022 学年度上学期

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三）（共 12 套）

第三单元

一、1.（1）人迹板桥霜  （2）秋草独寻人去后  （3）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4）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5）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

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2.（1）示例：重视文化传承，学好经典古文（或吟诵经典古

文，涵养儒雅气质）  （2）亲爱的同学们：文言文是我们先人智慧与文明的结晶，经典古

文更是大浪淘沙后沉淀下来的精华，饱藏着睿智的思想，深蕴着丰富的内涵。学好古文，是

我们了解、传承传统文化的起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经典古文的学习吧！  （3）①举行

“重视经典古文，弘扬传统文化”的倡议活动；②按主题归类经典古文并赏析；③按体裁归类

经典古文并赏析；④举行经典古文朗诵赛；⑤举行“重视经典古文，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

黑板报评比活动。  （4）①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　②是提高个人文化修

养的需要。

二、（一）3.“停”“投”“拔”“顾”四个动词的连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在理想不能实

现时内心苦闷、压抑的心情。  4.独特之处：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化长句为短句；末尾使

用了疑问句式。表达效果：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遭遇坎坷，凸显了他苦闷、彷徨、茫然的心理。  



5. A(解析：金杯盛着昂贵的美酒,玉盘装满价值万钱的佳肴，形容场面非常的盛大,



反衬作者悲愤、失望的情绪。)

（二）6.Ａ（解析：Ａ项，这。Ｂ项，尽头；至、到达。Ｃ项，看；景象。Ｄ项，有时；或

许。）  7.（1）被降职到外地的官员和文人，大多在这里聚会，看了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

情，恐怕会有所不同吧？  （2）不因外界环境和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或喜或悲，在朝廷上做

官就为他的百姓忧虑，被贬谪到边远地区做地方官就替他的君主担忧。  8.Ｃ(解析：Ａ项，

目的是交待重修岳阳楼的背景及作记的缘由。Ｂ项，中心句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Ｄ项，“进亦忧”照应的语句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三）9.（1）全。  （2）尽力。  （3）客居。  10.（1）湖上冰花周围弥漫着白汽，天

与云与山与水，上上下下全是白色。  （2）（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湖

上还会有这样的人！”   11.Ｄ（解析：引用舟子的话包含了对“痴”的称赏，以天涯遇知

音的愉悦化解了心中淡淡的愁绪。）

（四）12. (1)曾经。  (2)买。  (3)悠闲、空闲。  13.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

击/一市尽哗。  14．示例：人与人之间要多沟通，这样可以多些理解，少些误会；不要听

信一面之词，而要多方面听取意见(或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15．从欧阳铭用钱买漆捐给

有关部门，可以看出他大公无私；从他鞭笞常遇春的士兵，可以看出他是个秉公执法、为民

做主的人；从他和各学子研习文学艺术，可以看出他是个关心晚辈的人；从他独自骑行田间，

考核耕种的收成，可以看出他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参考译文】欧阳铭，字日新，泰和人。因为受到举荐被提拔为江都县丞。曾经治理官廨后

面空闲的土地，得到百两白银，恰逢有关部门发公文征收油漆，就购买这些东西捐给有关部

门。后来升迁去掌管临淄。常遇春的军队路过他的辖地，士兵进入百姓家里拿酒，相互殴打

攻击，整个街市都哗然喧闹。欧阳铭鞭笞了士兵然后将他遣送回去。士兵控诉县令辱骂常遇

春将军，常遇春就过来诘问他。(欧阳铭)说：“士兵，是君王的部队，百姓也是君王的百姓。

百姓被打得将要死了，士兵不应当被鞭笞吗？我欧阳铭虽然愚蠢，哪至于辱骂将军？将军是

大贤才，为什么要袒护一个士兵，而阻挠国法(的施行)？”常遇春愤怒的神情才得以缓解，

并且责令士兵给他道歉。后来大将军徐达到这个地方，军士之间相互告诫说：“这个精干的

官吏曾经对抗常遇春将军，不要违反当地的法令。”空闲的时间欧阳铭就招来各学子研习文

学艺术，或者独自骑马在田间，考核耕地收成。欧阳铭所掌管的邑县很安定。

三、16．略

附加题

1.（我）听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2.为好友感同身受的真挚友情；为好友因自己被贬

而生的悲愤；为自己与好友同是“笼鸟槛猿”（或同处被贬的境遇）；为自己给病中的好友

带来的悲愤（或伤痛）。  3.元诗末句融情于景，将对好友被贬的悲愤和病中凄苦的心情融

于凄清景象的描写中，言有尽而情无限；白诗末句直抒胸臆，直接抒发出与好友被贬相隔不

能相见的凄楚与无奈，感染力强。

2021-2022 学年度上学期

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四）（共 12 套）



第四单元

一、1.（1）恣睢  （2）拮据  （3）郑重其事  （4）歇斯底里  2. D（解析：“郑重其事”

是褒义词，形容态度严肃认真，此处应是“煞有介事”。）  3.C（解析：应去掉“的原

因”，或者去掉“之所以”和“因为”。）  4.示例：一条柔软无骨的蚯蚓  竟能在坚实的

土地里如鱼在水中般自由穿梭   5.（1）示例：提起小说，那些一波三折的故事，那些个性

鲜明的人物，那些发人深省的主题，一定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走

进小说天地吧！  （2）示例：绘人物千姿百态  （3）示例：我，排行第二，人称二郎。我

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勇猛过人，胆大心细，景阳冈打死猛虎，为报仇斗杀西门庆，醉打

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我是梁山泊一名勇猛的虎将。（武松）

二、（一）6.此处的景物描写渲染了一种落寞的氛围，衬托了人物“我”离开故乡时，对故

乡的变化深感失望的心情。  7.此句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杨二嫂拿着

“我”家的狗气杀迅速溜走的情形，刻画了人物爱占小便宜的特点，语言幽默诙谐。  

8.作者说的“新的生活”指的是没有贫穷、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冷漠与隔膜、人与人之间亲

密和谐的生活。  9.小说的结尾句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脚下行走的道路比作希望，其

含义是：希望的“有”与“无”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为之行动，当人们努力去追求、去奋斗

时，希望便存在，便有实现的可能。

（二）10.C（解析：A项，应是“总—分—总”。B项，应是道理论证。D项，“全篇语言

通俗明白”有误。）  11.D  12.示例：“沙中有金、玉中有石”意思是事物需要辩证看待，

有一利便有一弊，我们要学会辨别，正确对待事物的利弊。感悟示例：“失败是成功之

母”，如果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三）13.“只是””在这里表示“不过”的意思，表明此处“我”对八哥欲抑先扬，自然

而巧妙地引出了下文“我”误以为八哥很冷漠、不说话这个内容，令文章过渡自然。  

14.示例一：第⑫段“它会说话，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听它说话。”“眉眼里有平日里难得

见到的东西。”为下文八哥叫“妈妈”埋下了伏笔。作用：让结尾时八哥居然叫“妈妈”这

个情节显得合情合理，突出了子女要多关注孤独的父母这一主题。  示例二：第⑭段“我

不懂妈妈的沉默，想问，但想那也许是妈妈的秘密”为下文八哥叫“妈妈”埋下了伏笔。作

用：让结尾时八哥居然叫“妈妈”这个情节显得合情合理，突出了子女要多关注孤独的父母

这一主题。  15.孩子，你又要出门了，而且是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你可知道你不在我身边

的日子我是多么孤单。但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出门在外可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

身体啊！  16.结尾的省略号是人物“我”无比震惊和内疚的心情的写照：“我叫妈妈为

“喂”，而八哥竟叫妈妈为‘妈妈’”，结尾的省略号反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现实：那些“空

巢”老人何其孤单！小说以一个省略号结尾，戛然而止，意味深长，升华了主题。

三、17.略

附加题

1.农民起义  水浒传  引徐宁上山破连环马



2.选段中的时迁是一个身怀绝技、轻功出神入化的人，从他从梁上盗得雁翎甲可以看出来；

他还是一个心细、非常机智的人，从他灭灯，学老鼠叫，模拟老鼠厮打的声音，偷得雁翎甲

以后又抓住时机逃走可以看出来。

3.示例：花荣善箭、戴宗善行、张顺善水、公孙胜能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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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五）（共 12 套）

第五单元

一、1.（1）渺茫  （2）墨守  （3）懦夫  （4）诓骗  （5）前仆后继  （6）孜孜不倦

2.B（解析：“不攻自破”的意思是不用攻击，自己就溃败了，多形容观点、情节等站不

住脚，经不起反驳或责问。用在此处不合语境。）  3.C(解析：“停下脚步”和“驻足”语

义重复。)  4.（1）一是工作让他有了个好身体，二是工作让他拥有了梦想。  （2）因为

袁隆平热爱工作，拥有阳光的心态和乐观的心情，所以能以苦为乐，战胜挫折困难，成就梦

想。  （3）提示：根据自己学习中战胜困难良好的心态来写。

二、（一）5.（4分）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6. D  7.示例：袁隆平埋头苦

干，长期潜心研究杂交水稻，终于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二）8.A  9.C  10.中国人“要面子”和“不要脸”已混起来了。  11.首先用洋人似乎在

研究中国人所说的“面子”和前清的例子引出论题。然后论述“面子”问题，因人而异。再

议论现在很多时候“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很难分辨。最后用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揭示

“今之君子”的“面子”的本质。

（三）12. C  13. B  14.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15.示例：俭以养德，一个“俭”字，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做到，我们才能保持自己的操守，砥砺自己的德行，不断提升自

己。

三、16.略

附加题

1.笔记小说  刘义庆  2.侧面烘托（侧面描写）。第一篇借周公和孔子没有相互效法的例子，

暗示袁公和自己父亲并不存在谁效法谁的问题，既尊重了袁公，又维护了父亲的尊严，顾全

了双方的面子。第二篇使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来表现荀巨伯的义举，宁代朋友死去，此举感

人至深。让贼一“谓”一“还”，来表现巨伯的义。  3. ①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最足以

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某一侧面来塑造人物形象，记言与记行相结合，人物本身的语言则应对

巧妙，意境高远，冷峻深邃，耐人寻味。②《世说新语》故事短小，尽管每个故事都只有寥

寥数语，但它总能述说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参考译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9%89%E5%BA%86/1135202


陈元方十一岁时，有一次去问候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县任职时，远近的人都称颂

他，他是怎么治理的呢？”元方说：“老父在太丘时，对强者就用恩德来安抚他，对弱者就

用仁爱来抚慰他，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做事，时间久了，就更加受到敬重。”袁公说：“我过

去曾经做过邺县县令，正是用的这种办法。不知道是你父亲效法我呢，还是我效法你父

亲？”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于世应酬，行动举止，虽然相隔

很远却那般的一致。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参考译文】荀巨伯远道去探望生病的友人，却遇上胡人攻打这里。朋友对荀巨伯说：“我

今天可能没救了，你快点离开吧！”  荀巨伯说：“我远道来看望你，你却让我离开，这种

弃义求生的事，哪里是我荀巨伯做得出的？” 胡人攻进城内，对荀巨伯说：“大军来到，

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人？”荀巨伯答道：“我朋友有病，我不忍丢下他一个人。我

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胡人听罢互相说道：“我们这些无义之人，攻进的是有道之

国啊。” 于是就撤兵离去了。这座城池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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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六）（共 12 套）

第六单元

一、1.（1）怨怅  （2）发怔  （3）不省人事  （4）思贤如渴  2. D  3. D（解析：是因

果复句，“因为”表示原因，“反而”表示递进，两者不能搭配，应将“反而”改为“所

以”。）

4.提示：要求有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含“攥”“舒”“缩”“揣”这四个动作。

5.（1）示例：插上想象的翅膀，遨游小说的天地。（2）①严监生  ②武松  （3）示例：

范进  你是一个为名利而奋斗，被科举腐蚀心灵，一心钻入四书五经中，只会死读书，咬文

嚼字的科举奴隶。

二、（一）6.写贩枣子的客人假装买酒消渴、借机下药的过程。  7.从问酒、买酒、吃酒、

下药四个层次来写。  8.这是卖酒人白胜欲擒故纵，故意说给杨志他们听，调动众军士的胃

口，使杨志放松警惕。  9.巧扮枣贩，枣可下酒，载枣的车可运金银财宝；用酒设计，却被

杨志怀疑酒中有药时，又采用欲擒故纵的手法，假假真真演了一场戏，不露半点破绽。

（二）10.马二先生眼中所见的并不是“可以添文思”的西湖胜景，他看到的是游人、女子

的相貌、酒店的食物。  11.突出马二先生的可笑与辛酸，他对西湖风光“全无会心”，却

对各色菜肴馋涎欲滴。  12.马二先生面对宋仁宗写的字，却犹如面圣一般跪拜，他是爬不

上金銮殿的穷秀才，却俨然如朝廷大臣一般扬尘舞蹈，他如同白日做梦一般施行君臣大礼。

用意：强调科举制度已毒入他的骨髓。  13.马二先生其实和范进一样，深受科举制度毒害。

但作者并没有对马二先生进行夸张化的描写，除了对着宋仁宗御书参拜之外，其他都只是淡

淡写来，从朴素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批判和讽刺的倾向。马二先生作为一个读

书人，对西湖美景麻木不仁，他的审美感贫乏浅薄可见一斑。作者把八股毒害灵魂的庸陋、

精神世界的枯朽，准确地揭示出来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和讽刺。



（三）14.既暗示出孔明在孙吴军中处境孤独危险，又通过他在这种险境中而能泰然处之，

反衬出其智慧高超。  



15.因为鲁肃起到了联结(或推动情节发展)作用，瑜亮斗智需有人传递信息才能实施；衬托

作用，以鲁肃的老实衬托周瑜和诸葛亮的高明，以鲁肃的厚道衬托周瑜的狠心。  16.略  

17.气量狭小，嫉贤妒能，面对比自己高明的诸葛亮欲杀之；聪明，有远见，预见诸葛亮将

来必为江东之患；忠诚，为孙权的江东着想；不够沉着，被诸葛亮一激就上当；能顾全大局，

听从鲁肃的话暂时没有杀诸葛亮。(答出两点即可)

三、18.略

附加题

1.蒲松龄  聊斋志异  2.作者将婴宁的爱花成痴、笑口常开、“呆痴如婴儿”这三种性格特

征糅合在一起表现，有花必有笑，笑中常带痴，塑造了一个纯真可爱的狐女形象。  3.婴宁

是蒲松龄塑造的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婴宁由笑到不笑到哭,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导致的一个

结果,封建礼教无处不在,封建礼法的力量竟迫使一个人改变天性,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

足见其残酷性。（意思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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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七）（共 12 套）

课外现代文阅读（一）

（一）

1.乡愁是香椿炒鸡蛋的清香，是静观鸡蛇斗的好戏，是河边的欢声笑语，是融入血液的抔抔

黄土。  2.（1）运用动作描写，通过“收、掐、做”等一系列的动词写出了母亲动作的娴

熟，刻画出母亲勤劳、关爱孩子的美好品质，也从侧面写出了作者对母亲的怀念和对故乡童

年往事的追忆。  （2）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铺到场上的麦子比作一层厚厚的棉被，生

动形象地写出了儿时麦子丰收的情景，表达了作者对儿时充满童趣的丰收场景的美好回忆。

3.内容上：开门见山，点明了乡愁的主题。结构上：总领下文，开头设置了悬念，用设问

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4.这句话的意思是，“乡愁”是旧事，但旧事却能勾起人们美好

的回忆；旧事虽美丽，但已逝去，令人捕捉不到。这句话除了表达作者对童年美好回忆的怀

念，更多的是表达作者对故乡的人和事的追忆，对旧事已去而满怀思念的新愁。

（二）

1.表层上指“我”驱车两千公里，回到故乡，和土地的亲密接触；深层上指的是“我”对故

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2.三个“犹如”领起的句子，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句式整齐，节

奏感强，形象地描绘出小苗的蓬勃生命。  3.插叙。补充当年班主任老师对“我”的鼓励，

这正是“我”奋斗的动力和源泉，使文章的情节更完整，使文章的内容更充实。  4.故乡的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这里有我过往岁月的痕迹，虽然经历时光的打磨，生命的消逝，但给

“我”留下的回忆是亘古不变的。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成就了“我”的现在。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对故乡土地的眷恋，对下一代的美好祝愿是永恒不变的。

（三）



1.“吱吱的”“清脆而幽雅”从听觉(声音)的角度来写雪，表现雪下得急骤。



“芦絮般”“一小片，一小片的”“宛如覆盖了一床白毯”从视觉(颜色和形状)的角度来写

雪，表现雪的洁白与韵味。  2.（1）“炫耀”“浇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出雪的大和

毫无顾忌，很有生气，极富动感。  （2）“纠缠”写出了雪的密和行人在雪中奋勇前行的

姿态；“游离”写出行人在雪中缓慢移动的情态，具有水墨画的美感。  3.第④段写下雪时

的宁静，第⑤段写雪给人们带来兴致和希望。这样安排使文章内容更为丰富，更具诗意(或

情趣)，也更能表达作者喜爱雪的情感。  4.瑞雪兆丰年，农夫因这场雪而有了丰收景象的

憧憬；雪留下了一片洁白，使人们更加向往和谐幸福的生活，树立起纯洁洒脱的生活信念。

这些憧憬和向往将永存心间，不会消失。

（四）

1.作者引用林徽因的诗，意在通过诗中的四月天引出文章对岷山四月景色的描写，为下文写

岷山四月的感悟埋下伏笔，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2.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从清明到

月中的岷山景物比作画家笔下的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四月岷山的春色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变

浓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对这些自然变化由衷的惊叹和赞美。  3.四月天里，生命已经萌发，

处处生机勃勃，充满着变化；此时勃发的生命也是新鲜稚嫩的，略带青涩，尚不成熟。

4.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身上某些最本真、最新鲜、最充满活力的东西在不经意之间被成

熟、理性、世故甚至颓废所取代，作者因此流露出淡淡的伤感情绪。

（五）

1.D  2. A  3.示例：同意。理由：在个人矛盾面前，蔺相如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廉颇

的挑衅处处忍让，看似输了一时的面子，受了委屈，其实是更大的智慧，因为他以大局为重，

赵国才能不轻易被侵略，他最后也得到廉颇的尊重。

（六）

1. C（解析：应该是“从反面阐明”。）  2. C （解析：陆游的例子并没有涉及“磨

难”。）

3.示例：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类正是因为能够正确面对人生中的各种磨难，战胜磨难，生

命才更加精彩。就如我们在学习中遇到挫折而不放弃，经过努力而跨越难关之后，就会感到

格外的高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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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语文形成性测试题（八）（共 12 套）

课外现代文阅读（二）

（一）

1.①引起下文(或总领全文)，叙说母亲怎样生养“我”；②照应标题(或首尾呼应)，揭示母

亲与故乡的关系；③表现主题，抒发“我”对母亲的热爱。（答出两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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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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