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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知

1.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24 道小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纸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名称、姓名。

3.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纸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余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一、基础·运用（共 14 分）

为弘扬中华玉文化，初二年级将开展“玉润中华，玉成其美”的主题研学活动。请你和同学们

一起完成研学报告。

第一部分

玉鉴古今

玉，在中华文化早期被先民尊为与“天”“神”沟通的法器，玉琮和玉璧就是当时最有代表

性的玉器。夏商周时期，玉器成为礼仪的载体和阶层的标志，天子不仅以玉制作的六器祭祀

天地与东南西北六方，还和诸侯佩戴象征六个等级的六瑞。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多被赋予道

德内涵，以玉比德的风气兴起；玉器的装饰性也更加突出，以扭动身躯的龙凤造型、张口挺

胸的虎形最为典型，表现出一种遒劲之美。唐代丝绸之路畅通，有实用价值的玉杯、玉碗增

多，并出现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等新型配饰。宋代玉器器型更加多样而实用，图案题材丰

富，雕刻惟妙惟肖。明清时期，玉器创作世俗化特征更为明显，讲究 “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如雕刻有稻穗、鹌鹑的玉佩，有 “岁岁平安”的寓意。此时，在玉器制作上，人们将传

统工艺与绘画、金银加工等先进技法溶会贯通，集中华数千年玉文化之大成。从通天法器到

君子品德的象征，再到礼仪载体和阶层标志，及至成为百姓生活中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不

断发展，历经数千年仍散发着温润的光芒。

1．在博物馆参观玉文化主题展后，同学们搜集整理了上面的材料。小文不能确定加点字的

字形、字音，你认为下列判断有误的一项是（    ）

A．“内涵”表达的意思是“玉器含有的道德内容”，“涵”字应写为“含”。

B．“遒劲”表达的意思是“玉器造型雄健有力”，“劲”字应读为“jìng”。

C．“惟妙惟肖”表达的意思是“玉器雕刻得形神逼真”，“肖”字应读为“xiào”。



D．“溶会贯通”表达的意思是“综合传统工艺与先进技法”，“溶”字应写为“融”。

2．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小文发现画线的句子存在两处问题，请你帮助修改。

修改：                                       

3．为了丰富研学报告的内容，小文介绍了博物馆的玉器展品一，请你仿照小文的介绍，补

写展品二的介绍语。

展品一（宋）青玉双鹤佩  展品二（明）青玉竹节杯

展品一：佩身为展翅欲飞的双鹤，鹤头相对，翅爪相接。鹤为祥瑞之物，双鹤佩有高洁、和

睦之意。

展品二：                                            

第二部分   

以玉比德

石之美者为玉，“玉”的本义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汉字中，很多从“王”的字都与“玉”

有关，且寓意美好，如“琼”“瑜”等；含“玉”字的词语，常用来形容美好的人或事物，如“玉

容”“玉泉”“琼楼玉宇”等；有关玉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如《和氏之璧》《女娲补

天》等。

古往今来，人们将玉的特征人格化，并赋予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为历代仁人君子所推

崇。《诗经》中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和“有匪（同“斐”，文采）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礼记》中有“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有“洛

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如“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数千年来，中国人尊玉、爱玉、佩玉，寄托了对美好品德的追

求。

4．在撰写研学报告的过程中，小华想到了很多含“玉”字的成语。与“琼楼玉宇”结构相同的

一项是（   ）

A．金玉满堂 B．玉树临风 C．金口玉言 D．亭亭玉立

5．在修改研学报告的过程中，小华不理解语段中“如琢如磨”的含义。你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找到了“琢磨”的解释：①雕琢和打磨（玉石）；②加工使精美（指文章等）；③思索，考



虑。请结合语段内容，给他解释“如琢如磨”的意思。

第三部分

玉蕴和合

《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作为礼仪的载体，玉蕴含“和合”思想。玉石被

古人琢磨成沟通天地、祭祀祖先的礼器，代表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在成语 “化干戈为玉

帛”中，“玉帛”是古代诸侯会盟时的“国礼”，象征着和平友好；《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

王“执白圭玄璧”，西行数千里见昆仑山的西王母，实现了“金玉和鸣”。从辽、金、元到明清，

各民族多将玉器作为礼仪标识，这是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也为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

了贡献。此外，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玉作为“国礼”，向世界传播了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彰显了

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力量。

6．“金镶玉”，是指一种特殊的金、玉加工工艺，有时也指用这种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金、

玉器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就采用了金和玉两种材料，奖牌背面镶嵌着玉璧，背面

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试结合研学报告内容，说说奖牌的设计意图。

设计意图：                         

7．在报告的总结部分，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研学感受，其中修辞手法或成语使用不恰当的

一项是（   ）

A．博物馆中的玉器，跨越时空，向我们默默地讲述着中国玉文化数千年的光辉历史。

B．由重要礼器到民间工艺品，玉器逐渐褪去神圣的光晕，成为独一无二的俗世珍品。

C．博大精深的玉文化贯穿了中华文明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D．映天地钟灵，抒文人风骨，展千古文明，精美的玉器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二、古诗文阅读（共 19分）

（一）（共 5分）

8．默写。



（1）                  ，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

（2）居天下之广居，               ，               。（《富贵不能淫》）

（3）初二年级开展“诵古诗文句，感文人追求”的主题活动，朗诵小组需要选用两句与主题

相关的古诗文句，你推荐选用“                  ，                  ”。（本试卷中出现的古诗

文句除外）

（二）（共 6分）

9．阅读《雁门太守行》，完成小题。

雁门太守行

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这首诗描写了战斗的场面：白天，两军对峙；白日至寒夜，双方鏖战；深夜，援军

“①          ”，奇袭敌军，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最后两句引用典故画龙点拨，写出了将

士们②          的决心。

10．古代诗人常用“有声有色”的描述来表情达意。请从下面两题中任选其一作答。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凉州词（其一）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本诗与苏轼诗中都写了“黑云”，结合诗句内容说说诗人写这一景物的作用有何不同。

(2)结合诗句，说说本诗中的“角声”与王翰诗中的“琵琶”声各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三）（共 8分）

阅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完成小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

海，百里奚举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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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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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下列选项中加点词的意思都相同的一项是（    ）

A．舜发于畎亩之中    相与步于中庭    喜形于色

B．劳其筋骨    上自劳军    任劳任怨

C．征于色    天山共色    春色满园

D．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出入之迂也    推陈出新

12．对“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句的理解，下列选项中正确的一项是（    ）

A．因此他的内心受到了触动，他的个性更加坚强，他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B．通过这些使他内心深受打动，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的才干不断增长。

C．这样就可以使他的心意改变，使他拥有坚毅的品质，使他的能力提高。

D．通过这些使他内心受震撼，使他的性格坚忍起来，不断增长他的才干。

13．学习上文后，有同学找到下面两则材料帮助大家理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观点。请

结合其中一则材料，说说你的理解

材料一

王①自往请之②，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

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 ③；微

④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 ⑤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

之怨。”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周赧

王）十年。赵王伐中山，取丹丘、爽阳、鸿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

以和。

（取材于司马光《资治通鉴 ·周纪三》）

材料二

幽王⑥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⑦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

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尽取周赂而去。

（取材于司马迁《史记》）



注：①[王]赵武灵王。②[之]指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③[鄗 hào]古县名，在今河北柏乡

北。④[微]如果没有。⑤[丑]以为羞耻，羞愧。⑥[幽王]西周第十二任君主周幽王。⑦[佞 nìng]

能说会道，善于奉承。

三、名著阅读（5分）

14．“揭秘”是寻找真相，揭开秘密。埃德加·斯诺带着诸多疑问，进入中国革命根据地，想

要发现真相；法布尔带着对昆虫世界的好奇，揭开了昆虫世界的秘密。请任选一部作品，结

合具体内容谈谈作者是怎样“揭秘”的。（不少于 100字）

四、现代文阅读（共 22分）

（一）（共 15分）

阅读《芦苇苍苍》，完成小题。

芦苇苍苍

①漫步江滨西大道，看着富春江北岸一丛丛高大的芦苇随风摇曳，我不禁心中一动：折

几株带到我们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去，插在那些黑釉陶罐里，在展柜和展墙处增添一些野

趣，一定会别有一番情味。

②其实，这些高大的芦苇不仅在江滨西大道有，与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相邻的东前村

亭山脚下的甘坑水库两侧，也长满了齐刷刷的芦苇。【甲】秋风起，芦花次第开放，一穗穗，

一簇簇，一片片，如翻滚的波浪奔腾不息。我最喜欢伫立在芦苇滩边，耳闻一首首风吹芦苇

的乐曲，目睹一群群白鹭在芦苇丛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秋天的芦苇滩是一幅素净、飘逸的

写意画，占尽了江畔的风雅。这一瞬，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种返璞归真之美。

③这个季节，乡村的农人从早到晚浸泡在金色的田野里忙着收获。甘坑水库附近的农田

里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水库两侧那一湾湾茂密摇曳的芦苇，就像一支支饱蘸诗情

的妙笔，给农人呵护的田园增添了几分优美恬静。

④坐在水库边的堤坝上，看着看着，思绪不禁回到东北老家那 “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

花”的风景之中。遥远的故乡，虽然没有江南这绿水青山的美景，但一到夏日，丛生的芦苇

也会铺满河边湿地、荒滩浅水，密密匝匝，形成茂密荫浓的青纱帐。有时候，割下一些芦叶，

铺在水岸边，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仰望蓝天变幻无穷的白云，看着飞鸟在芦上出没，

听着青蛙从岸边的草丛里“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那份惬意畅快，我后来迁居到城里，却很

少感受得到了。

⑤等到芦叶再长大些，我和小伙伴们放学时，就迫不及待地扯下芦叶，编织小风车，卷



成芦叶哨。有的拿着风车飞奔，在风叶“呼啦啦”飞转中你追我赶；有的嘴含芦哨边跑边吹，

哨声此起彼伏，似一首首田园牧歌，纯真而自然。

⑥每年秋季，飘曳的芦花在水岸边招手的时候，人们就去收割芦苇。东北农村，大多数

人家的房屋都是用芦苇缮房子的。站在乡间的小土坡上，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

际的芦苇，勤劳的农人穿梭其中，有的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有的一捆一捆

地把芦苇扎起来，有的赶着马车、牛车或者驴车一车一车地把苇捆运回村，偶有几只鸟儿突

然从芦苇丛中飞起，冲向蓝天……运回来的芦苇，屋前屋后，垒起了一个个硕大的芦苇垛。

村民们把房顶上前一年铺的芦苇掀掉，然后换成这些新割下来的芦苇缮房。虽然现在可以直

接买到更方便的缮房材料了，但他们还是愿意这样代代相传、年复一年地用自己的双手去收

割，辛勤地捆扎、搬运、堆砌、缮房。当房子焕然一新时，芦苇的清香便弥漫整个村庄，宣

告着安稳、温暖的新生活的开始。

⑦剩下来的芦苇，其实浑身也都是宝。根可入药，茎可造纸，穗可扎帚，絮可填枕，还

有一部分是让手艺人编成席子。年滚着年，月滚着月，天滚着天，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数

不清的早晨和黄昏，手艺人都是这样用他们灵巧的手指编织生活。那个年代东北农村家家户

户屋里都有火炕，火炕上铺的席子，大多是用芦苇编织的。每当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就把新

的苇席铺在炕上，崭新的苇席泛着浅浅的光泽，平整洁净，以示新年新气象。

⑧如今，那编织进手艺人辛劳的苇席，那铺展开乡村人美好祈望的苇席，慢慢淡出了人

们的视线。农村的条件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仍有手艺人不舍席缘，一如既往地辛

勤编织。我想，这日复一日的劳作，是否源自他们内心的那份踏实，是否寄托了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热望，是否凝聚了他们刻在骨子里的那份坚韧？

⑨从水库堤坝上站起身，望着眼前的芦苇，我仿佛看到整个冬季，凛冽寒风吹打着它们，

雨雪冰冻折磨着它们，可是春天一到，它们的根茎就会一个劲地从地下、从水中往上蹿，绽

出嫩绿色的芽，露出尖尖的叶。【乙】它们急切地穿透枯枝败叶，好像在焦急地争春夺绿，

几日不见，便会齐刷刷地蹿得老高，展叶舒腰，跟身边的那些青翠拔节的毛竹唱和着。它们

柔弱外表下的那种刚劲，素朴中透出的生命的绚烂，一如那些踏实、勤恳的乡人 ……

⑩生活在富阳这个地方，见过许多不论是木本还是草本的知名或不知名的花，所有的花

都很美，但都缺少芦花淡然的银灰色。那片芦花临风浅吟，真有点 “十分秋色谁来赏，一片

芦花自苍茫”的味道。芦苇在生它养它的土地上默默地生长、开花、起舞……待到入冬，田

野逐渐褪去绿色，一片沉寂凄凉。然而，芦秆依然傲立，芦花依旧摇曳，给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增添了一份神韵。茫茫芦苇，是在做着春天甜美的梦吧？



（取材于谢华《芦苇花》，有删改）

15．作者借芦苇抒怀。漫步江滨西大道，①               ；②               ，欣赏秋日芦

花装点田园美景；坐在水库堤坝上，③               。最后回到现实，④               ，

抒发了对芦苇的深情。

16．文章的语言富有表现力。从文章【甲】【乙】两处任选一处赏析。

17．这篇文章主要写芦苇，但还写了缮房子、编苇席，作者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18．结尾写道“茫茫芦苇，是在做着春天甜美的梦吧”，结合文章内容，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

解。

（二）（共 7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①古建彩画，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绘制于梁、枋、斗拱等处。古建筑多为

木质结构，为了使木材防潮、防腐、防蛀，人们涂抹植物或矿物颜料加以保护，这层 “保护

膜”成为木结构对抗风雨的第一道防线，也成为彩画的最初形态。随着建筑形制的变化，彩

画有了各种各样的纹样和图案，色彩不断丰富，其装饰性更加突出。“雕梁画栋”常常被用来

形容这一独特的装饰艺术。

②古建彩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彩画就有了雏形，至隋唐逐渐成熟定型，

发展至清代愈发体系化，等级更加严密。清代官式建筑彩画大致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

苏式彩画三种。和玺彩画等级最高，多见于宫殿、坛庙的主殿及堂、门等重要建筑，以青、

绿为主色，多绘龙、凤等图案，枋心与藻头之间有“∑”形括线相隔，沥粉贴金，富丽堂皇。

等级仅次于和玺彩画的是旋子彩画，主要用于较次要的宫殿、配殿及庑房等建筑。藻头部分

有带卷涡的旋花图案，旋子彩画因此得名。其色调主要是黄色和青绿色，线条用金线和墨线

勾勒，旋子花心用金色填充。苏式彩画一般用于装饰园林建筑，常见于亭、台、廊、榭等处。

彩画内容以人物、花鸟、山水为主，布局灵活多变，在青绿色之外加用红、黄、白等颜色，

图案更加丰富多彩且生动有趣。

③古建彩画的色彩，讲究与整个建筑色彩的配合。如柱、门、墙壁以丹赤为主色，檐下

被阴影掩映的彩画则以冷色为主，如青蓝、碧绿，略加金色作为点缀，再配以白色的台基，

这样的配色使得整个建筑威严而不压抑。

④古建彩画绘制涉及颜料制备、过谱子、沥粉、贴金等多种工艺，每种工艺需遵循传统

规制，再通过技术或艺术的表现方法完成。比如沥粉工艺，就是先备好粉浆和沥粉的工具，



再顺着谱子纹饰的痕迹用手挤压沥粉工具，让粉浆流出附着在谱子的纹饰上，形成凸起的半

浮雕，增加了彩画的立体感。不仅绘制工艺繁复，绘画工具和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不

同规格的笔、刷、捻子、沥粉器等工具，还有各种颜料和功能性的辅助材料。矿山采来的蓝

铜矿和孔雀石，千锤百打的金箔，加之工匠们高超的施画技艺，让建筑披上锦色，绚丽夺目，

呈现出彩画艺术独有的韵味。

⑤绘于木构表面的古建彩画具有一定生命周期，需要能工巧匠定期加以保护与修复。修

复需要根据彩画的污损情况，选择相应的修复技法，如污渍清洗、软化回贴、随旧补绘等。

通过工匠们的不懈努力，后人才能在数百年后领略天坛的威严、颐和园的瑰丽、紫禁城的辉

煌……

⑥目前，古建彩画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装饰艺术，

古建彩画正被不断运用于当代建筑，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19．下列选项对文章内容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古建彩画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B．工匠们运用多种工具和材料绘制彩画，是一种艺术而不是技术。

C．古建彩画要定期保护与修复，要据污损情况选相应的修复技法。

D．古建彩画是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艺术，需要保护、传承、发展。

20．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建彩画的功能、①          、分类、②          、③          、

工具和材料及保护修复。

21．小艺在颐和园长廊看到一幅彩画，请根据小艺对这幅彩画的描述，结合文章内容，帮她

判断这幅彩画属于哪一种彩画，并说明理由。

这幅彩画位于颐和园邀月门、留佳亭之间。画面中，唐僧、沙僧打坐休息，八戒转身与

白骨精变成的村姑搭讪，远处是高山与古树。彩画以青蓝、碧绿色为主，以白、黄色做底。

五、写作（40分）

22．按要求写一篇文章。



在课文中，苏州园林的设计者和匠师们讲究自然之趣与深邃的意境，“咫尺之内，再造

乾坤”；周亚夫讲究严明治军，坚守原则，不卑不亢……在生活中，我们参与实践，讲究方

式方法；与人相处，讲究分寸尺度；庆祝节日，讲究礼仪风俗……“讲究”的背后，是精益求

精的态度，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寻常生活的仪式感。

请以“讲究”为题作文。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要求：请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纸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 之间，不要出现

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23．请以“一张地图缓缓展开”为开头，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要求：请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纸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 之间，不要出现

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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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3133224

40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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