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 2024-2025 学年九年级 10 月月考语文试题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名句名篇默写

1．学校诗社举办“与古人同行”活动。下面是小语同学制作的诗文名句练习卡，请将空缺处

的古诗文原句填写在横线上。

共赏自然之景

（1）“沙鸥翔集、①          ”，这是洞庭湖的盎然画面。

（2）“野芳发而幽香，②          ”，这是醉翁亭的春夏美景。

（3）“③          ，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这是西湖的广阔雪

景。

（4）“④          ，⑤          ”（温庭筠《商山早行》），早晨风光有

动有静，声色诱人。

共悟景中情志

（5）“⑥          ，千里共婵娟”，这是苏轼在中秋之夜的美好祝愿。

（6）“⑦          ，月是故乡明”，这是杜甫在良辰美景前的深情思念。

（7）“云横秦岭家何在？⑧          。”这是韩愈借景语言情思，道英

雄失路之悲慨。

（8）“⑨          ，⑩          ”（李白《行路难》其一），自然之景象

征了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答案】     锦鳞游泳     佳木秀而繁阴     雾凇沆砀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

霜     但愿人长久     露从今夜白     雪拥蓝关马不前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

太行雪满山

【详解】本题考查名句默写。默写题作答时，一是要透彻理解诗文的内容；二是要认真审题，

找出符合题意的诗文句子；三是答题内容要准确，做到不添字、不漏字、不写错字。本题中

的“鳞、凇、沆、砀、茅、满”等字词容易写错。

二、诗歌鉴赏

2．无数文人墨客将自己的情思寄托在客观物象上形成意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

作者在颈联也运用意象写意，请你对其赏析。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赏 析 ：__________。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答案】作者选取“沉舟”与“千帆”，“病树”与“万木”两两相对的意象，表现了天地万物新陈

代谢、生生不息的活力，表达了诗人乐观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导语】这首诗以深情而豁达的笔触，展现了诗人历经贬谪后的坚韧与乐观。诗中既有对个

人遭遇的深沉感慨，也有对友情的珍视与感谢，更有对世事变迁、生命不息的深刻洞察。全

诗情感真挚，意象鲜明，语言凝练，既是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也是一曲赞美生命与友

谊的颂歌。

【详解】本题考查句子赏析。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巧妙地运用了意象来传达作者深沉的情感和

哲思。作者巧妙地选取“沉舟”与“千帆”，“病树”与“万木”作为两两相对的意象，通过鲜明的

对比，构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沉舟与病树，象征着诗人个人遭遇的挫折与困境，而千帆竞

发、万木争春，则生动地展现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意象的运用，不仅

展现了诗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

三、文言文阅读

班级举办“学先贤美德·悟生命意义”文言文探究活动。请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

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

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节选自范仲淹《岳阳楼记》）

【乙】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

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

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

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

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

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节选自欧阳修《醉翁亭记》）

3．读字里乾坤。解释下面加点字的意思。

（1）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求：        

（2）不知太守之乐其乐    乐：        



4．句中有深意。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1）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翻译：                                                  。

（2）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翻译：                     ，                           。

5．山水名胜寄忧乐情怀。请结合选文具体内容，分析甲乙两文中作者的忧乐情怀。

【答案】3．     探求     以……为乐    4．     不因外物和自己处境的变化而喜悲。     

树林枝叶茂密成荫（或树林茂密荫蔽），     禽鸟在高处低处鸣叫。    5．示例：甲文中“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者假托“古仁人”的政治理念，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和苦己为人的奉献精神；乙文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表达了作者“与

民同乐”、以文记乐的情趣，流露出为政一方、造福一方的自信、得意，以及捉笔成文的自

负。

【导语】甲文《岳阳楼记》通过描绘岳阳楼的壮丽景色，表达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乙文《醉翁亭记》则通过描绘自然景色和

宴饮之乐，表现了欧阳修在山水之间的闲适与自得，体现了他对人生乐趣的独特理解。两文

都借助自然景物抒发情感，但甲文侧重于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乙文则更注重个人的闲适与超

然。两者共同展现了古代文人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3．本题考查词语解释。

（1）句意：我曾经探求古代品德高尚的人们的心思。 求：探求。

（2）句意：却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啊。乐：以……为乐。

4．本题考查学生对句子翻译能力。我们在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

特殊句式等情况，如遇倒装句就要按现代语序疏通，如遇省略句翻译时就要把省略的成分补

充完整。重点词有：

（1）以：因为；物：外物；己：自己；

（2）阴翳：形容枝叶茂密成荫；鸣声上下：禽鸟在高处低处鸣叫。

5．本题考查内容理解。



甲文《岳阳楼记》中作者的忧乐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体现了范

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表明作者在天下人忧

愁之前就先忧愁，这里的“忧”主要是指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担忧。当时的北宋面临着内

忧外患，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范仲淹身处官场，心系天下，他忧虑的是国家

的稳定、百姓的生活。“后天下之乐而乐”则表示在天下人都快乐之后才快乐。这体现了范仲

淹的奉献精神，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当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时，

他才会感到快乐。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和享受而奋斗，而是为了实现天下人的幸福。这

种苦己为人的奉献精神，使他的忧乐情怀更加高尚和伟大。  

作者假托“古仁人”的政治理念来表达自己的忧乐情怀，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借古仁人之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境界也是范仲

淹所追求的。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古仁人一样，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

原则，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乙文《醉翁亭记》中作者的忧乐情怀：“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这句话体现了欧阳修“与

民同乐”的思想。“醉能同其乐”表明欧阳修在醉酒的时候能够与百姓一起享受快乐。在文中，

欧阳修描写了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游玩的场景，大家一起欣赏山水之美，享受饮酒之乐。他

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太守而高高在上，而是与百姓融为一体，共同感受生活的美好。这种与民

同乐的情怀，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和尊重。“醒能述以文者”则表示欧阳修在清醒的时候能

够用文章来记述这些快乐。他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百姓的关怀，同时也希

望能够把这种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他的文章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更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

反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欧阳修在文中流露出为政一方、造福一方的自信和得意。他治理滁州，使当地百姓生活安定，

社会和谐。他修建醉翁亭，为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他与百姓一起游玩，共同享

受生活的乐趣。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治理地方上的成就和自信。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文学才华

感到自负，他用优美的文笔来描写滁州的山水之美和百姓的生活之乐，展现了自己的文学造

诣。甲乙两文中作者的忧乐情怀各有特点，但都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

关爱之情。

【点睛】参考译文：

【甲】唉！我曾经探求古代品德高尚的人们的心思，或许不同于（以上）这两种表现，为什

么呢？（是由于）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好坏或喜或忧，也不因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或乐或悲。处



在高高的庙堂上（在朝），则为平民百姓忧虑；处在荒远的江湖中（被贬），则替君主担忧。

这样（他们）进朝为官也忧虑，退居江湖为民也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一定会说

“比天下人忧虑在前，比天下人享乐在后”吧。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志同道合

呢？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乙】不久夕阳落到西山上，人的影子散乱一地，是太守回去，宾客跟从啊。树林茂密荫蔽，

上下一片叫声，是游人走后鸟儿在欢唱啊。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乐趣，却不知道游人

的乐趣；游人知道跟着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啊。醉了能和他

们一起快乐，酒醒后能写文章记述这事的，是太守啊。太守是谁？就是庐陵人欧阳修啊。

根据要求答题。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夫夷以近，（1）______；险

以远，（2）_______。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

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

怠，至于幽暗昏惑①而无物以相②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

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注释】①幽暗

昏惑：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②相（xiàng）：帮助，辅助。

（节选自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6．请结合语境，把下面的句子填入上文相应空缺处。

A．则至者少                       B．则游者众

7．请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对文中画波浪线句子的理解。

【答案】6．（1）B.或则游者众     （2）A.或则至者少    7．示例一：“尽吾志也而不能至

者，可以无悔矣”的意思是尽了自己的努力没有到达，但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或尽了自己的

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 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保证每一次

都能成功，但只要我们秉持着“尽吾志”的态度，勇敢地去尝试、去努力，就能够坦然面对结

果。无论成功与否，我们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成长和经验，这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示例二：在生活中，我曾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我问心无愧。

因为我尽了最大努力，过程中的拼搏与坚持让我成长。正如“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

悔矣”，努力过便无遗憾。

【导语】这段文字选自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观察，表达了对人生追

求的哲理思考。文章以游山为喻，指出奇伟的景观常在险远之地，只有有志者才能到达。作

者强调志向、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最终未能达到目标，只要尽力而为，便无愧于

心。文章蕴含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励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6．本题考查文言文内容的理解。

第一空：前文“夷以近”意思是平坦而又近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对于游人来说比较容易到达，



所以游玩的人就多，应填“则游者众”；





第二空：前文“险以远”意思是险阻又偏远的地方，这种地方人们很难到达，所以到达的人就

少，应填“则至者少”。

7．本题考查文言文内容的理解。

首先，明确“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基本意思。它强调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志

向、努力，即便最终没有达成目标，也不会有悔恨之情。接着联系生活场景，思考生活中的

类似场景。比如参加体育比赛，像长跑比赛，自己定下了要取得好名次的目标，于是每天刻

苦训练，比赛时全力以赴，但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太强等原因没有获得预期名次。在这个场景

中，自己为了目标付出了全部的努力，这就是“尽吾志”的过程。最后，总结这种体验与原句

的关联。说明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不能完全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自己努力的程度。当我们

真正做到“尽吾志”，即使面对失败，也能在努力的过程中收获坚韧、成长等宝贵的东西，这

种内心的充实和坦然就是“无悔”的体现。本题为开放性试题，言之有理即可，答案不唯一。

示例：“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传达出全力以赴后即便未达目标亦无憾的思想。

就像我曾经参与校园科技节的机器人制作大赛，我和团队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完成高难度动

作的机器人夺冠。我们花费大量课余时间查阅资料、设计图纸、反复调试，过程中遇到零件

损坏、程序崩溃等诸多难题，但我们一直努力克服。尽管最后因一个小失误未夺冠，可我并

不后悔。因为我们为这个目标付出了全部心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知识、锻炼了能力，

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让我懂得只要“尽吾志”，结果的遗憾也无法掩盖过程中所获得

的珍贵价值。

【点睛】参考译文：

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那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

的人便多；那险阻而又远的地方，到达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

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

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

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辅助，也

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

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难道谁还能讥

笑他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四、综合性学习

小语将参与学校“悠悠诗韵·情在笔端”诗歌诵读活动。请帮他完成准备活动。



开场白

沉浸在诗歌的海洋里，每一行字句都仿佛蕴含着深 suì（   ）的情感与哲思。当读到那

些触动心灵的诗句时，那份美感与共鸣便分外强烈，如同春风拂面，让心灵得以洗涤与升华。

诗歌，是灵魂的栖息地，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生命的多彩。  

我看我看

晨曦破晓，天边

泛起绚丽的红

妆，

朝霞如火，

燃起希望的篇

章。

微风轻拂，

唤醒沉睡的梦，

世界在我

眼中，慢慢展露

脸庞。

我看绿意

盎然，枝头挂满

生命的歌唱，

花开叶展，

每一片都闪烁

着光芒。

批注这首小诗通过晨曦、红妆、朝霞、微风、花、绿叶、蜂蝶等意象的运

用，营造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世界，表达了作者_____。诵读时要注

意传达出这种意境和情感。

蜂蝶起舞，

在芬芳中寻觅

方向，



大自然的

旋律，在我心中

悠扬。  

8．请根据开场白中的拼音写出汉字，给加点字注音。

深 suì      分外

9．根据画线句子，以“我看”开头仿写句子。

10．请帮助小语完善对诗歌第一小节的理解。

【答案】8．邃   fèn    9．示例：我看夕阳如血，天边洒满璀璨的金黄    10．表达了作

者对新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对热情和活力的赞美、对自然之美的崇敬以及对世界无限可能的

期许。

【解析】8．本题考查汉字字形字音。

深邃（shēn suì）：深远，深奥。

分外（fèn wài）：格外，超过平常。

9．本题考查仿句。

结合“我看晨曦破晓，天边泛起绚丽的红妆”“我看绿意盎然，枝头挂满生命的歌唱”，可知：

仿写的句子要符合“我看+四字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名词”的形式，表现对自然美景的

描述。

示例：

我看银装素裹，大地铺上纯洁的白雪。

10．本题考查理解诗歌的情感。

结合“世界在我眼中，慢慢展露脸庞”“大自然的旋律，在我心中悠扬”，可知：在作者看来，

这个世界真正的脸庞是充满勃勃生机，富有生命力；大自然的美景悠然美丽，让人充满期待

和向往。作者描写生机勃勃的世界和悠然美好的自然，表达了诗人对富有生气的生活的热爱

之情，对美好的自然的赞美之情，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之情。

五、名著阅读

11．九年级（2）班最近开展了名著阅读活动。同学们阅读名著后，从图书馆或网上搜集了

一些资料，分小组对不同的作品进行了探究：

(1)第一小组举行了关于《艾青诗选》的问答赛。



问题一：20 世纪 30 年代，艾青诗歌的主要意象是“①         ”和“太阳”；

问题二：艾青的成名作是②《              》。





(2)第二小组将把名著《艾青诗选》和《红星照耀中国》结合起来进行专题探究。请你参照

示例，设计一个合适的探究专题并写出具体的探究思路。

【示例】《海底两万里》《昆虫记》

探究专题： 科学精神探究

探究思路：

（1）选读《海底两万里》中有关阿龙纳斯的情节，体会他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精

神。

（2）精读《昆虫记》中描述法布尔观察昆虫的精彩案例，边读边做好批注，整理总

结他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科学探索精神。

（3）总结研读探究所得，围绕科学精神写一篇心得体会，在交流会上分享。

【答案】(1)     土地     大堰河——我的保姆

(2)探究专题： 爱国情怀探究

探究思路：（1）精读《艾青诗选》中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诗歌，体会诗人对土地、对祖国

的深情，通过反复朗诵深刻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怀。（2）选读《红星照耀中国》中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走上革命道路人生经历的内容，体会其坚定的爱国精神。（3）组织一

次阅读交流研讨会，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提高。

【详解】（1）本题考查名著常识。

艾青诗歌的主要意象是土地和太阳。土地意象凝聚着诗人对祖国以及对大地母亲深沉的爱，

对祖国命运深沉的忧患意识。而太阳意象则表现了诗人对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

追求。这两个意象在艾青的诗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贯穿了他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的创

作。

艾青的成名作是《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通过回忆和怀念幼年时期的乳母，表达了

诗人对养育自己的人民的深情厚意。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艾青早期的文学才华，而且因其真挚

的感情和深邃的主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2）本题考查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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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224153135011001

https://d.book118.com/89622415313501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