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名校发展共同体 25 校七年级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
卷

浙江省初中名校发展共同体 25 校 2023-2024 学年七年级上学期

语文期中考试卷

    1．（2023七上·浙江期中）完成任务 

    （一）  峨眉山月半轮秋， ____。 李白《峨眉山月歌》 点评：

峨眉山头高悬的那半轮秋月，映在粼粼（  ①  ）江中，诗人在行船

中借月抒发对故国故人的恋恋不舍。 （二）  ____， 小桥流水人家。 

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 点评：萧 sè（  ②  ）的景物折射出暮秋

傍晚时分的枯索，诗人在羁旅中生发了离乡背井的凄凉心境。 （三）  

____， 应傍战场开。 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点评：A．____ 

    （四）  ____， 受降城外月如霜。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点评：登城远望，边城夜色凄神寒骨，诗人沉浸其中，感 kǎi

（  ③  ）无限。 （五）  日月之行，____； ____，若出其里。 

曹操《观沧海》 点评：B．____ （六）  ____， ____。 王湾《次

北固山下》 点评：初阳生于夜色，新春生于寒冬，在能量贮（  ④  ）

蓄中，诗人领悟到光辉终将抹去黑暗，温暖足以消弭严寒的积极心态。 

    （1）请给加点字注音并根据拼音填写汉字。 

    （2）请在相应的横线上补全诗句。 

    （3）请在 AB中任选一处，写出“点评"。 

    （4）请从《〈论语〉十二章》中写出一个关于学习方法的句子，

并结合“诗画小悟”中某一首诗的学习谈谈你是如何运用这个方法的。 

    【答案】（1）①lín；②瑟；③慨；④zhù 

    （2）影入平羌江水流；枯藤老树昏鸦；遥怜故园菊；回乐烽前

沙似雪；若出其中；星汉灿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3）A  示例：遥想着故园的菊花开得茂盛，想来应该是依傍着

战场吧。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和对和平的渴望。

B  示例：眺望大海，浩渺无边，日月落在其中，星辰也在其里。表

达出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 

   



 （4）示例 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味读书而不思

考，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主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即指此意。我在学习《次北固山下》时，一边阅读，一边想象它的画

面，从而体会诗人漂泊他乡的羁旅之思。所以，在学习这些古诗词的

时候，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要去体会诗歌背后的情感。示例 2：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

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温习学过的知识，从而得到新的理解和

心得，也指回顾历史，对现在有新的指导意义。我在学习曹操《观沧

海》一诗中，想起了之前背过他的《龟虽寿》，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

曹操的雄心壮志。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古诗词的时候，要经常温习、

复习，获得自己新的理解和体会。 

    【知识点】常用易错字字音；一般性默写；理解性默写；把握古

诗词曲的内容；字体书写 

    【解析】【分析】(1) 对于注音和填写汉字的问题，首先需要准

确识别加点字的正确读音，这依赖于对汉字音节的熟悉程度。同时，

根据给出的拼音填写汉字，则需要结合语境和汉字的字形、字义进行

推断。例如，“粼粼”一词常用于形容水波清澈、闪烁的样子，因此

可以推断出“粼"字的读音为“lín”。同样地，“瑟"字在描述秋天萧

瑟的景象时常用，且其拼音为“sè”，故可确定。对于“慨"和“贮”

的填写，则是基于拼音和语境的直接对应。 

    (2) 补全诗句的题目要求考生对古诗词有一定的记忆和理解。这

需要对古诗词的原文有准确的记忆，并能根据上下文推断出缺失的部

分。例如，“影入平羌江水流"一句，根据前一句“峨眉山月半轮秋”

可以推断出，这里描述的是峨眉山月影倒映在江水中的景象，因此可

以补全出“影入平羌江水流"。其他诗句的补全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3) 点评的撰写需要深入理解诗句的含义和诗人的情感，同时结

合文学鉴赏的知识进行阐述。例如，对 A处点评的撰写，首先要理解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这两句诗所表达的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和

对战争的忧虑，然后结合这些情感进行点评。B处的点评则需要从诗

句所展现的壮阔景象出发，探讨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 

    (4)



 对于从《〈论语〉十二章》中选取关于学习方法的句子，并结合

具体诗句的学习进行阐述的题目，首先需要熟悉《论语》中的相关内

容，并理解其含义。然后，结合具体诗句的学习过程，阐述自己是如

何运用这些学习方法的。例如，可以选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这一学习方法，并结合学习《次北固山下》时的思考过程进行

阐述。 

    故答案为：（1）①lín；②瑟；③慨；④zhù（2）影入平羌江

水流；枯藤老树昏鸦；遥怜故园菊；回乐烽前沙似雪；若出其中；星

汉灿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3）A 示例：遥想着故园的菊花

开得茂盛，想来应该是依傍着战场吧。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

人民的同情和对和平的渴望。B 示例：眺望大海，浩渺无边，日月落

在其中，星辰也在其里。表达出诗人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4）

示例 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被

书本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主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指此意。

我在学习《次北固山下》时，一边阅读，一边想象它的画面，从而体

会诗人漂泊他乡的羁旅之思。所以，在学习这些古诗词的时候，我们

要有独立的思考，要去体会诗歌背后的情感。示例 2：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人们的新知识、新学问，往往都是在过去所学知识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温习学过的知识，从而得到新的理解和心得，也指

回顾历史，对现在有新的指导意义。我在学习曹操《观沧海》一诗中，

想起了之前背过他的《龟虽寿》，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曹操的雄心壮

志。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古诗词的时候，要经常温习、复习，获得

自己新的理解和体会。 

    【点评】(1) 本题考查了汉字注音和根据拼音填写汉字的能力。

解题关键在于准确掌握汉字的音节和拼音规则，以及结合语境推断汉

字的能力。通过此类练习，可以提高学生的汉字识别能力和拼音运用

能力。 

    (2)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古诗词的记忆和理解能力。解题技巧在于

平时对古诗词的积累和记忆，以及根据上下文推断诗句的能力。通过

此类练习，可以加深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记忆。 

    (3)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诗句的鉴赏能力和文学评论的撰写能力。



解题关键在于深入理解诗句的含义和诗人的情感，以及运用文学鉴赏

知识进行点评的能力。通过此类练习，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鉴

赏能力。 



    (4)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论语〉十二章》中学习方法的理

解和应用能力，以及结合具体诗句进行阐述的能力。解题技巧在于熟

悉《论语》中的相关内容，并理解其在学习中的应用价值，同时结合

具体诗句的学习过程进行阐述。通过此类练习，可以加深学生对学习

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2．（2023七上·浙江期中）阅读 

    山中雪后 

    【清】郑燮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 

    同是写“雪”，《咏雪》中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一描摹体

现世家大族的闲情逸致，《山中雪后》这首诗表现了郑燮怎样的性格

和品质。请结合诗句作答。 

    【答案】诗人清晨推门看见满山白雪，梅花凝结成冰。从描写的

景物中，含蓄地表达郑燮清高坚韧的性格和洁身自好的品质。 

    【知识点】把握古诗词曲的内容；古诗词曲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解析】【分析】在解答这道题目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山

中雪后》这首诗的内容和意境。诗的前两句“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

云淡日光寒"描绘了诗人清晨开门时见到的景象——满山的白雪，以

及雪后初晴时天空的云淡和日光的清冷。这两句不仅描绘了景色的静

谧与清冷，还透露出一种宁静致远的氛围。接下来，“檐流未滴梅花

冻”一句，进一步细化了雪景，檐下的雪水尚未滴落，梅花已被冻得

凝结，这里的“梅花冻"不仅是物理上的冷冻，也寓意着梅花在严寒

中依然坚韧不拔的精神。 

    通过这些景物的描绘，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对

自然景色的赞美，更深层次的是借景抒情，寄托了自己的情感与品质。

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赋予高洁、坚韧的象征意义，诗人通过对

“梅花冻”的描绘，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清高坚韧的性格和洁身自好的

品质。这种性格和品质在诗人的笔下，与山中的雪景融为一体，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故答案为：诗人清晨推门看见满山白雪，梅花凝结成冰。从描

写的景物中，含蓄地表达郑燮清高坚韧的性格和洁身自好的品质。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对诗歌内容及诗人情感的理解与分析能力。

解题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诗歌中的意象，如“雪满山"、“日光寒”、

“梅花冻"等，并理解这些意象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与象征意义。同时，

需要运用联想与想象，将诗歌中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画面，进而深入

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 

    在解题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只停留在字面意思的解读上，而应深

入挖掘诗歌的深层含义。此外，对于诗歌中常见的象征手法和借景抒

情等表达技巧，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以便更好地把握诗人的情感与

品质。 

    （2023七上·浙江期中）阅读 

    卓茂让马 

    【南朝宋】范晔 

    卓茂，南阳宛人也，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

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默然与之，

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

者，乃诣①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选自《后汉书·卓茂传》） 

    梁鸿偿豕 

    【南朝宋】范晔 

    梁鸿家贫而尚节，博览无不通。尝牧豕②于上林苑中，误遗火，

延及他舍。乃寻访主人，问所失财物，悉③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

鸿曰：“无他财，愿以身作苦。"主人许之。乃执勤不懈。有老者见鸿

非恒人，乃共让④主人。于是主人敬之，还其豕。鸿不受。 

    （选自《后汉书·梁鸿传》） 

    【注】①诣：到。②豕：shǐ，猪。③悉：都。④让：批评、责

备。 

    3．借助方法，积累文言。 

    文言词句 方法 解释 

    默然与之 结合语境法：联系上下文 　     　 



    顾曰 课内迁移法：元方入门不顾 　     　 



    叩头谢之 查阅字典法：①认错；道歉。②推辞；拒绝。③告

别；告辞。④告诉；劝诫 　     　 （填序号） 

    误遗火 成语推测法：不遗余力 　    　 

    【迁移】运用上述方法翻译下面的句子。 鸿曰：“无他财，愿以

身作苦。”主人许之。 　____________  　 

    4．学习活动中，小语同学分享了以上两则文言故事。你认为卓

茂和梁鸿的待人方式是否值得学习？请结合文意和生活实际说明理

由。 

    【答案】3．给；回头看；①；留下、遗留；梁鸿说：“我没有别

的财产，愿意让自己留下做事。"主人同意了。 

    4．示例 1：值得。卓茂明知道别人认错了马，他不与争吵，而

是默不作声地把马给别人，并不与对方计较。梁鸿放猪时不小心烧了

人家的房子，不仅把猪赔偿了，还愿做仆人来抵过失。没有与人争吵，

平心静气地接受赔偿。他们俩待人温和，避免了正面的矛盾冲突。这

样的方式有利于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值得学习。 

    示例 2：不值得。卓茂明知道别人认错了马，他不与争吵，而是

默不作声地把马给别人，没有与对方计较。梁鸿放猪时不小心烧了人

家的房子，不仅把猪赔偿了，还愿做仆人来抵过失。他们俩以委曲求

全的方式，成全了别人，而委屈了自己。这种方式在当今人人平等的

社会是不值得提倡的。 

    【知识点】概括文言文给人的启示和道理；根据文言文中某一内

容谈观点；常用文言实词 

    【解析】【点评】（1）本题考查了文言文的字词解释和句子翻译

能力。解题时，需要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如结合语境法、课内迁移法、

查阅字典法和成语推测法等，来准确理解文言词汇的含义。在句子翻

译方面，要注意保持原文的语意和风格，同时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

表达习惯。此外，本题还考察了学生对古文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需要

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多加积累和练习。 

   



 （2）本题考查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在解答此类

问题时，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结合生活实际和道德标准，进

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要注意表达的清晰和条理，使

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此外，本题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

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3．文言词句解释： 

    默然与之：此句中的“与”字，结合上下文语境，可以理解为

“给"的意思，因为卓茂在明知对方认错马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将马

给对方。 

    顾曰：利用课内迁移法，联想到《陈太丘与友期行》中的“元方

入门不顾”，这里的“顾"字同样表示“回头看”的动作，卓茂在离开

时回头说了一句话。 

    叩头谢之：通过查阅字典法，选择最符合句意的解释。①“认错；

道歉"符合此句语境，因为马主在归还马匹时向卓茂道歉。 

    误遗火：利用成语推测法，“不遗余力”中的“遗"有“留下、遗

留”之意，此处“误遗火"即指不小心留下了火种，导致火灾。 

    句子翻译： 

    对于“鸿曰：‘无他财，愿以身作苦。’主人许之。”的翻译，首

先理解每个词汇的意思：“无他财"即没有其他财产，“愿以身作苦”

表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抵偿，“主人许之"则是主人同意了这

一提议。然后将这些词汇按照古文的语序和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形成

流畅的句子。 

    故答案为：给；回头看；①；留下、遗留；梁鸿说：“我没有别

的财产，愿意让自己留下做事。”主人同意了。 

    4．对于卓茂和梁鸿的待人方式是否值得学习，需要从多个角度

进行思考。从正面来看，他们都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问题，不与人

争吵，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有助于避免矛盾的激化，促进人际关系的

和谐。同时，他们的行为也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值得人

们学习和尊敬。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的行为也有“委曲求全"之嫌。在

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我们应该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也尊重他人



的权益。如果一味地忍让和牺牲自己，可能会助长不正之风，不利于

社会的公平正义。 

   



 故答案为：示例 1：值得。卓茂明知道别人认错了马，他不与

争吵，而是默不作声地把马给别人，并不与对方计较。梁鸿放猪时不

小心烧了人家的房子，不仅把猪赔偿了，还愿做仆人来抵过失。没有

与人争吵，平心静气地接受赔偿。他们俩待人温和，避免了正面的矛

盾冲突。这样的方式有利于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值得学习。 

    示例 2：不值得。卓茂明知道别人认错了马，他不与争吵，而是

默不作声地把马给别人，没有与对方计较。梁鸿放猪时不小心烧了人

家的房子，不仅把猪赔偿了，还愿做仆人来抵过失。他们俩以委曲求

全的方式，成全了别人，而委屈了自己。这种方式在当今人人平等的

社会是不值得提倡的。 

    （2023七上·浙江期中）阅读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

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

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

灵！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

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

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

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孙犁《荷花淀》 

    小水手也向他说了一句野话，那小子只把头摇着且微笑着，赶忙

解下了他那根腰带。原来他棉袄里藏了一大堆橘子，腰带一解，橘子

便在舱板上各处滚去。问他为什么得了那么多橘子，方知道他虽上了

岸，却并不胡闹，只到河街上打了个转，在一个小铺子里坐了一会，

见有橘子卖，知道我欢喜吃橘子，就把钱全买了橘子带回来了。 沈

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5．请结合名著相关内容，谈谈划线句子的作用。 

    6．小文打算将这三篇文章编写成一个单元，请根据文中人物的

特点拟写一个主题词，并说明理由。 

    【答案】5．环境描写。描写荷花淀清新宁静，充满诗情画意，

渲染平静、温馨、祥和的生活氛围，烘托出水生嫂的朴实和纯洁，也

为下文的日寇侵略做了铺垫，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 



   



 6．示例：主题词：凡人善心他们三个都是普通的底层人物，却

有着善良质朴的品质。阿长虽目不识丁，却能克服困难为“我”买来

渴慕已久的《山海经》，足见她对鲁迅的关心；水生嫂独自一人撑起

家庭的重担，但依旧支持丈夫参军抗日；小水手心怀他人，惦记着

“我"喜欢吃橘子，就把钱买了橘子。这三个人物虽生活艰辛，但内

心火热。因此可以编成一个单元。 

    【知识点】主题活动；感受、分析环境描写 

    【解析】【点评】(1) 本题考查了环境描写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解题关键在于准确识别环境描写的内容，并理解其在营造氛围、烘托

人物、推动情节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结合上下文和作者的情

感态度进行分析。 

    (2) 本题考查了主题词的提炼与归纳能力。解题时，首先要对文

本内容有深入的理解，提炼出人物的共同特点或主题思想。然后，用

简洁明了的语言进行概括，确保主题词能够准确反映文本的主旨。在

解题过程中，要注意对文本细节的把握和整体感知的结合。 

    5．(1) 对于划线句子的作用分析，首先要识别其描述的内容，

这里明显是对荷花淀环境的描写。接下来，我们需要理解环境描写在

文学作品中的常见作用，如渲染氛围、烘托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

等。通过细读句子，我们可以感受到荷花淀的清新宁静，这种描写不

仅展现了水乡的美景，还营造了一种和谐、温馨的生活氛围。这种氛

围的营造，对于水生嫂这一人物的刻画起到了积极的烘托作用，使她

的朴实和纯洁形象更加鲜明。同时，结合上下文，我们知道下文将会

讲述日寇的侵略，这种和平美好的生活即将被打破，因此此处的环境

描写也为后文的悲剧性转折做了铺垫。最后，从作者的情感角度来看，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描绘，也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痛恨，

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 

    故答案为：环境描写。描写荷花淀清新宁静，充满诗情画意，渲

染平静、温馨、祥和的生活氛围，烘托出水生嫂的朴实和纯洁，也为

下文的日寇侵略做了铺垫，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 

    6．(2)



 在为三篇文章编写单元主题词时，我们首先要对每篇文章中的

人物特点进行提炼。从《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我们可以看

出她是一个虽目不识丁但心地善良、关心他人的保姆；从《荷花淀》

中的水生嫂，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作为普通农村妇女的勤劳、勇敢和对

家庭的责任感；从《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小水手，我们可以了解

到他虽然生活艰辛，但心怀他人，惦记着“我”的喜好。这三个人物

虽然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品质——善良质朴。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三篇文章的主题词定为“凡人善心”，这既概括

了他们的共同特点，也体现了文学作品中对于人性美好的赞颂。 

    故答案为：示例：主题词：凡人善心他们三个都是普通的底层人

物，却有着善良质朴的品质。阿长虽目不识丁，却能克服困难为“我”

买来渴慕已久的《山海经》，足见她对鲁迅的关心；水生嫂独自一人

撑起家庭的重担，但依旧支持丈夫参军抗日；小水手心怀他人，惦记

着“我"喜欢吃橘子，就把钱买了橘子。这三个人物虽生活艰辛，但

内心火热。因此可以编成一个单元。 

    （2023七上·浙江期中）阅读 

    沙塔坪的油茶 

    谢德才 

    ①沙塔坪，倚水而成。 

    ②这里，一边是河，一边是山；山映入河中，河流进山中。这景

色，画一样迷人。 

    ③沙塔坪，坪不是很多，但是，这里的沙土不少。这里的沙土，

养育了成片的油茶树。 

    ④这里的油茶树，一年四季，披着“绿衣裳”，沉默不语，默默

生长，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这沉淀，让油茶树肆意蔓延。山山脚脚，

沟沟岔岔，全是茶树，顺着地势，如层层叠叠的绿波，向四周洋洋洒

洒地铺展。 

    ⑤油茶树，吸取阳光、雨露，将营养输送到每一条根系，每一片

树叶。它，绽放一团团、一簇簇的花，雪一样洁白无瑕。 

    ⑥花开，挂果。 

    ⑦这是收获的信号。山里人赶紧把油茶地里的杂草锄得干干净净，



集中于油茶树的树蔸①。这些杂草落叶，腐烂后就成了油茶树上好的

肥料。 

   



 ⑧油茶树，惦念山里人的累、山里人的爱。它们在一根根的枝

条上，努力地挂上一串串的果实。 

    ⑨山里人背着背篓，挑着担，乐悠悠地，走进茶林，采摘果实。

见到这满满的果实，他们自然而然唱起山歌：“地是刮金板啦，山是

万宝山呢，……"是啊，这平凡的油茶树，让山里人日子有了盼头。 

    ⑩山里人唱着歌，摘着果，不知不觉，背篓里的茶果，满了；山

坡上的笑声，满了。 

     摘回的茶果，铺在自家院子里曝晒。几天后，果壳裂开了，油

茶籽一颗颗地蹦出来了…… 

     这时，油榨坊等不及了。 

     山林里，有油榨坊；街道上，也有油榨坊。 

     一篓篓的茶籽向榨坊靠近，山里人的脚步是轻快的，他们的心

里早有了谋算：这篓茶籽，能赚不少的钞票。 

     山里人把茶籽倒进机器，电闸一开，倏地，油就“咕咕咕”地

流了出来。 

     这油清亮清亮的，鼓了山里人的腰包，轻了山里人的脚步，美

了山里人的日子。 

     这茶油，成了山里人烹饪的上乘之选。常食这茶油，有益健康，

可使人越活越年轻。难怪有人说：“沙塔坪的茶树醉人，沙塔坪的茶

油养人。" 

     山里人只要一碰面，便问：“你家打了多少茶油？” 

     “大几桶！" 

     这声音，油茶树听见了，迎风低语：来年，多挂果！ 

    （《人民日报》2023年 09月 04日第 20版，内容有删改） 

    【注】①苑 dōu，指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茎。 

    7．以下是对文章内容的梳理，请将横线上的内容依次补充完整。 

    生长环境 

    制油过程：默默生长→①　      　→②　      　→曝晒茶果

→③　      　。 

    茶油作用 

    8．请说说下面句子的表达效果。提示：从用词、句式、节奏、



修辞等角度任选一个。 



    山山脚脚，沟沟岔岔，全是茶树，顺着地势，如层层叠叠的

绿波，向四周洋洋洒洒地铺展。 

    9．请为第⑩段画波浪线的句子设计朗读，并从“重音、停连、

语气、节奏”中选两个角度说明理由。 

    山里人唱着歌，摘着果，不知不觉，背篓里的茶果，满了；山坡

上的笑声，满了。 

    10．小语认为结尾三段显得多余，你认为呢？请说明你的观点和

理由。 

    【答案】7．开花结果；采摘茶果；榨菜籽油 

    8．示例：运用叠词，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 “山山脚脚

"勾勾岔岔”写出茶树生长范围之广，“层层叠叠"洋洋洒洒”写出茶

树生命状态之盛，营造出一种无边无际、肆意蔓延的画面，表达出作

者的赞叹之情。 

    9．示例：两个“满"字作重音，“唱着歌，摘着果，”要连读，体

现山里人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喜悦，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10．不多余。结尾三段写的是山里人油茶产量高，同时运用拟人

的方式写出了对来年的憧憬。这样写既丰富了文章内容，又给行文增

加了意趣，引发读者遐想，深化文章主旨。 

    【知识点】重音；记叙性散文；文章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梳

理、概括文章情节；分析文段、人物、情节的作用 

    【解析】【点评】（1）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梳理

能力。解题时，需要抓住文章中的关键信息，如动词、形容词等，以

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准确地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内容。 

    （2）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句子表达效果的分析能力。解题时，需

要关注句子中的关键词语和表达方式，并结合上下文理解其深层含义

和表达效果。同时，还需要掌握常见的修辞手法和句式特点，以便更

好地分析句子的表达效果。 

    （3）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句子朗读方式的设计能力。解题时，需

要深入理解句子所表达的情感和语境，并选择合适的朗读方式。同时，

还需要掌握朗读技巧中的“重音、停连、语气、节奏"等要素，以便

更好地设计朗读方式并说明理由。 



    （4）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文章结尾段落作用的分析能力。解

题时，需要全面回顾文章整体内容和结构特点，并深入分析结尾段落

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同时，还需要掌握文章结尾常见的写作手法和表

达效果等知识点，以便更好地分析结尾段落的作用并给出合理的观点

和理由。 

    7．解题思路：首先，需要理解文章的整体结构和内容，特别是

关于油茶树生长、制油过程以及茶油作用的描述。然后，根据题目要

求，对文章内容进行梳理，找出与制油过程相关的部分，并按照顺序

补充完整。在梳理过程中，要注意文章中的关键动词和描述性短语，

这些往往是解题的关键。 

    解题过程：首先，根据文章内容，油茶树在默默生长之后，会开

花结果，这是其自然生长过程的一部分。接着，山里人会采摘这些成

熟的茶果，为后续的制油过程做准备。在采摘之后，茶果会被曝晒以

去除多余的水分和杂质。最后，茶籽会被送进油榨坊进行榨油，这就

是制油过程的最后一步。因此，横线上的内容应依次填写为“开花结

果”、“采摘茶果"和“榨菜籽油”。 

    故答案为：开花结果；采摘茶果；榨菜籽油 

    8．解题思路：首先，明确题目要求从用词、句式、节奏、修辞

等角度任选一个分析句子的表达效果。然后，观察句子中的关键词语

和表达方式，判断其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或句式特点，并结合上下文

理解其表达效果。 

    解题过程：句子“山山脚脚，沟沟岔岔，全是茶树，顺着地势，

如层层叠叠的绿波，向四周洋洋洒洒地铺展"中，使用了叠词“山山

脚脚”“沟沟岔岔"层层叠叠”“洋洋洒洒”，这些叠词不仅使句子音韵

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还生动地描绘了茶树生长的范围之广和生命

状态之盛。同时，句子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茶树比作绿波，

形象地展现了茶树茂盛的景象。 

    故答案为：示例：运用叠词，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山

山脚脚”“勾勾岔岔"写出茶树生长范围之广，“层层叠叠”“洋洋洒

洒"写出茶树生命状态之盛，营造出一种无边无际、肆意蔓延的画面，

表达出作者的赞叹之情。 



   



 9．解题思路：首先，明确题目要求为第⑩段画波浪线的句子设

计朗读，并从“重音、停连、语气、节奏”中选两个角度说明理由。

然后，分析句子所表达的情感和语境，选择合适的朗读方式。最后，

结合所选的朗读方式，从“重音、停连、语气、节奏"中选两个角度

进行说明。 

    解题过程：句子“山里人唱着歌，摘着果，不知不觉，背篓里的

茶果，满了；山坡上的笑声，满了”表达了山里人劳动的快乐和丰收

的喜悦。在朗读时，可以将两个“满"字作为重音，以突出丰收的成

果和山里人的喜悦之情。同时，“唱着歌，摘着果”要连读，以展现

山里人劳动时的轻松愉悦和节奏感。这样的朗读方式能够生动地传达

出句子的情感和语境。 

    故答案为：示例：两个“满"字作重音，“唱着歌，摘着果，”要

连读，体现山里人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喜悦，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10．解题思路：首先，明确题目要求分析结尾三段是否多余，并

给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然后，回顾文章整体内容，特别是结尾三段

的内容和作用，分析其是否对文章主旨、情感表达或结构完整性等方

面有所贡献。最后，结合文章整体和结尾三段的具体内容，给出自己

的观点和理由。 

    解题过程：结尾三段并不多余。这三段通过描述山里人油茶产量

高和他们对来年的憧憬，不仅丰富了文章内容，还增加了行文的意趣。

同时，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深化了文章的主旨，即油茶树不仅是

山里人经济来源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生活希望和精神的寄托。此外，

结尾三段还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引发读者

的遐想和共鸣。 

    故答案为：不多余。结尾三段写的是山里人油茶产量高，同时运

用拟人的方式写出了对来年的憧憬。这样写既丰富了文章内容，又给

行文增加了意趣，引发读者遐想，深化文章主旨。 

    （2023七上·浙江期中）阅读 

    【材料一】 

    和父母和谐沟通 70%是情绪，30%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

就会扭曲，因此，没有良好的情绪，说的再多也只是发泄。 



   



 沟通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时刻保持

清醒，确定自己不会被与解决问题无关的事情激怒之后，再开口。 

    让对方无语或者生气，只会激化矛盾，从而产生新的问题。请记

住：如果吼叫能解决问题，那么驴将统治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渴望独立的心跃跃欲试，从甩开父母的手，

到自己拿主意、做选择，再到“父母那套都过时了”，很多孩子抗拒

父母，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理由，只是“一听唠叨就烦”。其实，父

母也曾年轻过，孩子当下遇到的问题，父母也曾遇到过。当抗拒父母

时，可以想想：不是为了自己好，父母怎么会这样？父母的话有没有

道理，是不是有可以接受的部分？责怪父母不懂自己，是不是也因为

自己不对父母敞开心扉？叮咛也许啰嗦，但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还

有谁能对自己这般放心不下？ 

    另外，很多孩子进入初中，内心敏感，尤其是失败受挫的时候，

渴望理解但又拒绝同情，和父母沟通时经常不欢而散。 

    【材料二】 

    三招沟通术 

    第一招：“读心"术。孩子要了解父母，孝敬父母。如在节日或父

母生日时送点礼物表达心意，或一同外出联络感情；多口头表达你的

关心。可能我们并不会说“我爱你”，但我们能做到早上要向父母说

声“早晨好”，外出时要向父母说声“再见”并交代预计回家的时间，

父母下班递上一杯水，即使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招：每周主动跟父母一起做几件事，边做边交流；每天可在

饭前饭后，和父母主动谈谈自己的学校、老师和朋友，高兴的事或不

高兴的事，让家人一起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尤其要心平气和地和父母

谈成绩，诚恳地寻求帮助。 

    第三招：除读书学习外，还要积极协助父母做家务，主动分担一

些家庭责任，比如洗碗、倒垃圾、擦地板等，注意，我知道现在有些

学生一有时间就玩电脑或玩手机，这样会极大影响与父母的关系。 

    【材料三】 

    孩子：我期末考试数学成绩班级最低，你还是狠狠揍我一顿吧！ 

    父亲：我怎么会揍你呢？你心态如此好，爸爸给你点赞。 



    孩子：爸爸，什么意思，你在讽刺我吗？ 



    父亲：不不不，我是真的欣赏你，你考了倒数第一，一般人

脸上挂不住。可你没有被打倒，依然昂首挺胸，回家也没有垂头丧气。

抗压能力一流，内心无比强大，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男子汉。 

    孩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带刺，我哪里了不起了！我是一个蠢货，

和男子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材料四】 

    （以上材料均来自网络） 

    11．本次主题班会将于 2023年 11月 20日在七（1）班教室举行。

请拟写一份邀请卡。 

    邀请卡 亲爱的同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　。邀请你来

参加！ 七（1）班班委 2023年 11月 14日 

    12．以下是同学们读了材料后的议论，对材料的理解最合理的一

项是（　　）。 

    A．我们大多数孩子抗拒父母的理由是太渴望独立了。 

    B．作为孩子，要经常揣摩父母的想法，投其所好。 

    C．只要咱在家里勤快一些，就能有效促进和父母的关系。 

    D．在与父母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情绪是主要因素之一。 

    13．你认为【材料三】中这对父子的沟通存在怎样的问题？请结

合【材料一】和【材料二】相关内容作出分析。 

    14．假如你的处境与【材料四】中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和父母沟

通？把你对父母说的话写下来。 

    【答案】11．王老师打算 11 月 20 日在七（1）班教室举行主题

为“学会与父母沟通"的班会课，这次班会将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以

达到“用沟通消除代沟，用理解拥抱幸福”的目的。相信你一定受益

匪浅。 

    12．D 

    13．孩子：内心敏感，渴望理解，但又拒绝同情；没能心平气和

地谈成绩，诚恳地寻求帮助。父亲：开导受挫的孩子时，一味地夸奖，

让孩子觉得是在讽刺他，效果适得其反。 

   



 14．示例：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每天都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

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这样，不仅影响了我的学习，也造成了

亲情的疏远，亲子关系的隔膜。请你们放下手机，分享彼此的喜怒哀

乐，让我们拥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 

    【知识点】应用文；语言得体；启示、感悟、建议类；非连续性

实用类文本；筛选新闻材料关键信息 

    【解析】【点评】（1）本题考查了邀请函的撰写能力。解题关键

在于明确活动的关键信息（主题、时间、地点、对象），并能用简洁

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也需要注意邀请函的礼貌性和吸引力，

以激发受邀者的参与兴趣。 

    （2）本题考查了阅读材料并理解其中关键信息的能力。解题时，

需要抓住材料的主旨，并准确对比选项与材料内容的契合度。同时，

也需要注意避免被干扰项误导，如 C项中的绝对化表述。 

    （3）本题考查了阅读材料并分析问题原因的能力。解题时，需

要综合运用多篇材料中的信息，并结合实际情境进行推理分析。同时，

也需要注意把握沟通中的关键因素，如情绪、理解、表达方式等，以

便更准确地找出问题所在。 

    （4）本题考查了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沟通能力，包括理解问题、

分析影响、提出请求和表达情感等知识点。解题技巧在于清晰、具体

地描述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易错点在于可能只是简单地

表达不满或抱怨，而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请求和期望。拓展迁移方面，

本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父母保持良好的沟通和

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应对父母的不同行为。 

    11．对于邀请卡的填写，首先需要明确活动的主题、时间、地点

以及邀请的对象。从题目中我们可以得知，活动的主题是“学会与父

母沟通”，时间是 2023 年 11 月 20 日，地点是七（1）班教室，邀请

的对象是同学们。因此，在邀请卡中，我们需要清晰地表达出这些信

息，并简要介绍活动的目的和可能带来的益处，以吸引同学们的参与。 

    故答案为：王老师打算 11 月 20 日在七（1）班教室举行主题为

“学会与父母沟通”的班会课，这次班会将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以达

到“用沟通消除代沟，用理解拥抱幸福"的目的。相信你一定受益匪



浅。 

   



 12．对于选择题的理解，我们需要仔细阅读材料，并对比选项

与材料内容的契合度。材料一明确提到了“和父母和谐沟通 70%是情

绪”，强调了情绪在沟通中的重要性。接着，我们逐一审视选项：A

项只提到了渴望独立是抗拒父母的一个理由，但并未全面反映材料的

主旨；B项“投其所好"与材料内容不符；C项过于绝对，认为勤快就

能促进关系，忽略了沟通的多方面因素；D项则直接对应了材料一中

关于情绪在沟通中重要性的观点。 

    故答案为：D 

    13．在分析【材料三】中父子沟通存在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结

合【材料一】中关于沟通中情绪的重要性以及孩子内心敏感、渴望理

解又拒绝同情的特点。【材料三】中的孩子显然内心敏感，对父亲的

夸奖产生了误解，认为是在讽刺他。这反映了他在面对挫折时，虽然

渴望理解但同时又拒绝同情的心态。而父亲在开导时，一味地夸奖却

未能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导致效果适得其反。接着，我们再结合

【材料二】中的沟通建议，可以看出孩子没有心平气和地谈成绩并诚

恳地寻求帮助，而父亲也未能有效地使用“读心”术来理解孩子的真

实想法。 

    故答案为：孩子：内心敏感，渴望理解，但又拒绝同情；没能心

平气和地谈成绩，诚恳地寻求帮助。父亲：开导受挫的孩子时，一味

地夸奖，让孩子觉得是在讽刺他，效果适得其反。 

    14．本题要求根据一个假设的情境（即孩子感到父母过于沉浸在

手机世界中，导致缺乏对自己的关注和沟通，进而影响家庭关系和自

己的学习），写出一段与父母沟通的话。解题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明确问题：首先，要清晰理解题目中描述的问题情境，即父母过

于依赖手机，忽视了对孩子的关心和家庭的互动。 

    分析影响：接着，分析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孩

子的学习、导致亲情疏远、产生亲子关系的隔膜等。这一步是为了在

沟通中让父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提出请求：基于上述分析，明确而具体地提出自己的请求，即希

望父母能够放下手机，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与孩子分享彼此

的喜怒哀乐，共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表达情感：在提出请求的同时，适当表达自己的情感，如理解

父母可能因工作或其他原因使用手机，但同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

和陪伴。这样的表达更容易引起父母的共鸣和理解。 

    故答案为：示例：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每天都沉浸在手机的世

界里，也很少过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这样，不仅影响了我的学习，也

造成了亲情的疏远，亲子关系的隔膜。请你们放下手机，分享彼此的

喜怒哀乐，让我们拥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 

    15．（2023七上·浙江期中）请选择以下一个情境，完成写作任

务。 

    ◎情境一： 融入班集体，与他人交友。班级开展“你读我听"活

动，请你写一封信向你最渴望结交的朋友（小文）介绍你自己。 

    ◎情境二：徜徉语文书，与他人对话。假设你能打破时空的界限，

进入某篇课文（仅限七上语文书），遇见书中人物，请讲述将会发生

的故事。 

    要求：①题目自拟；②不少于 500字；③不得套写、抄袭；④不得透

露个人信息。 

    【答案】情境一： 

    这就是我 

    亲爱的小文，你好： 

    我叫××，今年十三岁，是个七年级的学生。我四肢健全，五官

嘛，我自己看起来是挺端正的。 

    我的爱好有很多，滑滑板是我的最爱。七岁那年，有一次看动画

片，我看到动画片中的那些人踩在滑板上肆意地穿行在大街小巷，真

是既酷又帅还威风，就央求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滑板。 

    之后，我每天在小区里练习滑滑板。刚开始的时候，滑板特别不

听话，老是跟我作对，经常让我摔跤，可是我却毫不气馁。经过坚持

不懈地努力，我终于驯服了这只猛兽，渐渐地，滑板好像和我融为一

体了。每当我踏上滑板的时候，一切的烦恼和不快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去了，感觉全身都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一样。就这样，滑板陪我度

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后来，小区里一些小朋友看到我能够自由自在地滑滑板，特别

羡慕我，也买来滑板玩，有一些人还让我教他们。就这样，我的朋友

越来越多了，小区里经常能看到我和朋友们滑滑板的身影。 

    现在，我上初中了，每天都要写很多很多作业，周末还要上辅导

班，滑滑板的时间就很少了，我只好把滑板珍藏起来，每当看到它时，

就会想起从前的那些美好时光。 

    在学习上，我的数学成绩非常棒，经常考满分，可是语文却不知

道是怎么回事，和数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是，我这样的数学

天才怎么能让语文给毁了呢？我总结了一下我语文方面的缺点：书写

和作文。我的书写是正宗的“鬼画符”“狗爬字”，别说别人了，有时

候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而作文往往一开头，还

没有写几句就结了尾。 

    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现在我每天都坚持练字；为了写好作文，

我央求爸爸为我找了一位作文名师，每周末都去学习。经过一段时间

的不懈努力，我的书写有了很大进步，作文成绩也提高了。 

    这就是我，一个爱滑滑板、不服输、不气馁的阳光少年。希望能

和你交朋友。 

    此致 

    敬礼 

    XXX 

    XX年 XX月 XX日 

    情境二： 

    杜甫，我想对你说 

    你注定是要孤独的。在那万方多难的时代，你注定要以你坚韧的

灵魂，苦苦寻觅那与你同承一息的微小天地，一如北极星那延伸到缥

缈星际的固执。你纵使无法改变冰冷，但却毫不吝惜的向世人洒下温

暖光明，就这样一路润及，救赎着万千悲苦却炽热的心灵，给我的心

深深刻下两个字一一真诚。 

    “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清清两行文字，是你情真意切的呼唤。

妻儿殷殷的守候，那是你悲惨境遇中唯一能聊以慰藉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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