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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嘉兴市 2023-2024 学年八年级上学期语文试卷

姓名：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分

评分

一、活动一：探究节气文化。八年级兴趣小组开展中国节气文化综合探究活动，邀请你一起参与，完

成下列任务。(11 分

1．任务一：开展采访活动，了解二十四节气

（1）准备采访活动：请你把下面表格补写完整。

采访对象 萧放(北师大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

采访目的 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并提升初中生的文化自信。

采访方式 电话采访

采访用具 纸、笔、电话

采访问题 ①二十四节气是怎样产生的？

②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有怎样的影响？

③　                           　

（2）整理采访记录：同学们在整理采访记录时发现漏记了一个问题。请你根据同学们记录下来的受访者的

回答内容，推测小记者的问题。

小记者：　                                 　 ？

    萧放：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节气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人们直接感知与节气相关的知识与文

化，从而把节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二十四节气才不会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遗产，而是成为一种

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产。

任务二：搜寻古诗词，探究节气文化

小组同学找到了以下两首与节气有关的古诗词，请分析探究。

【甲】____ 日赏红梅之作

[元]元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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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东风转斗杓②。陌头杨柳雪才消。

晓来一树如繁杏，开向孤村隔小桥。

应是化工③嫌粉瘦④，故将颜色助花娇。

青枝绿叶何须辩，万卉丛中夺锦标。

注释：①元淮：字国泉，号水镜。约元惠宗至元初(公元 1356 年)前后在世。②转斗构，斗柄由北指东。

③化工：大自然的创造力。④粉瘦：渐溶之雪。

【乙】题画·冬景

李用

冬岭秀孤松，

松枝傲霜雪。

不同桃李春，

永抱岁寒节。

2．根据诗歌内容，在标题空缺处补写上节气，应该是(　　)

A．立春 B．冬至 C．清明 D．小寒

3．请根据甲、乙两诗，探究“松、梅、(竹)”被称为“岁寒三友”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任务三：撰写活动小结，微信推送宣传

小结活动意义：活动结束，小语同学写了一段活动小结，请帮她完善。

    在浩翰的历史长河中，文化遗产张显出独特的人文价值。其中，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瑰

宝，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有人认为！二十四节气已成为“老皇历”，已经

没有多大的价值。通过本次活动，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二十四节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传承并保护

节气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1）文段有两个错别字，请你找出来并改正。

（2）有许多同学不理解“老皇历”的比喻义，请作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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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段的最后一句有语病，请修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活动二：汲取古人智慧(16 分

某班拟组织一次主题为“汲取古人智慧，学会面对困境”的古诗文阅读探究活动，以下是活动负责人收集到的一

些材料。请你积极参与并完成相关任务。

【材料一】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

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

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选自《列子·愚公移山》)

【材料二】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选自《孟子·滕文公下》)

【材料三】

    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选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材料四】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奔走，吾谁与

守？”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逆筑东南长堤。轼庐

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选自《宋史·苏轼传》)

5．阅读材料三时，同学们对“衣不重采”中的“重”字的读音产生了分歧。请你结合语境确定其读音并简述理

由。(2 分)

小嘉：我认为应该读 chóng，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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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兴：我觉得应该 zhòng， 因

为　                                                                                                                      　

。

6．材料一和三中的画线句都是问句，但包含的思想情感却不同。请结合文本简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请结合以上四则材料，分析古人在面临困境时体现出的智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面对困境，我们还可从学过的古诗文中得到智慧和力量。请将诗文填写完整。

时光荏苒，面对美好事物的消逝，我们无法阻止，但要坚信，消逝的同时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这正如

晏殊《溪沙》诗句所说“　               　，　                   　”；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当我们

面对困境时，要以孟子“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　         　……”来激励自己；处于

严酷的环境考验时，我们可从刘桢《赠从弟》诗句“　           　？　           　”得到启示，像松柏那

样保持傲雪凌霜的美好品格。

三、活动三：分享经典阅读

班级准备开展一次《昆虫记》的分享活动。请你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完成任务。

9．任务一：小文搞不清下面哪个文段出自《昆虫记》，请你告诉他并阐明理由。

【甲】蝉的卵产在木质组织内，若虫一孵出即钻入地下，栖息于土中，吸食多年生植物根中的汁液，一般

经 5 次蜕皮，需几年才能成熟。当蝉蛹的背上出现一条黑色的裂缝时，就开始蜕皮，整个过程大约 1 小时左

右。

【乙】四年在地下干苦工，一个月在阳光下欢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要责备成年的蝉狂热地高奏凯

歌，因为它在黑暗中待了四年，现在才能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

光中。

10．任务二：在给本书补写腰封导语(见左图)时，同学们对填入“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还是“以人性观照虫性”

犹豫不决。请你发表意见，并结合整本书阅读举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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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四：探寻嘉兴古桥(12 分

为了更好地了解、宣传古桥的历史文化，八年级同学组织了一次“探访嘉兴古桥”的研学活动，资料收集组已制

成“关于嘉兴古桥的资料夹”，现准备制作主题为“古桥雅韵”的微视频，请你参与完成此项任务。

关于嘉兴古桥的资料夹

【材料一】来源于“百度百科”

    国界桥：国界桥位于秀洲区洪合乡旗杆下村九里(曲)港上，是三孔石柱平板桥。全长 18.6 米，桥面宽

1.59 米，由 3 块石板并列组成，单块石板最大跨度 5.68 米。相传此处原为吴、越两国的分界线，河北属吴

国，河南属越国，以桥为界，故名国界桥。桥端有清嘉庆年间锭刻的楷书“国界桥”名。下桥柱上刻有桥联：西

为“披莱远溯夫余泽，端委常存泰伯风”，东为“星映斗牛临鹊贺，地连吴越判鸿沟”。额旁及桥身刻有卷莲等纹

饰，桥柱内侧分别雕刻两尊石像，北为吴王，南为越王，雕像线条简洁古朴。据有关专家考证，雕像可能为

明代以前雕刻。现桥建于明代，清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1981 年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材料二】摘自“南湖区旅游网”

文星桥：位于嘉兴市南湖区鸳湖路仿古街东端长生河上，东西走向，连接揽秀园和南湖生态保护区。文星

桥轻盈秀美，横卧湖面，波光桥影，景色宜人。文星桥始建年代不详。清光绪《嘉兴府志》中“临幸程治图”上

有“文星桥”之名，可见最迟应建于乾隆皇帝南巡之前。现桥为清同治六年(1867 年)重建。桥为三孔石拱桥，全

长 34.6 米，桥顶宽 2.6 米，中孔净跨 10.4 米，两边孔净跨均为 5.2 米。拱券采用连锁分节并列法砌筑，中孔

拱肩处设有横系石(亦称龙头石)一对，用以联系加固两侧山花墙，拱券上方有阳刻楷书“重修文星桥”桥额。现

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材料三】摘自“搜狐号@大运河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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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桥横跨运河，位于嘉兴王江泾镇一里街东南侧。始建于 1611 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是嘉兴市最大的

石拱桥，也是大运河上罕见的巨型三孔石拱大桥，据史料记载，该桥“气势宏伟，遥遥相望，犹如长虹卧波”，

所以叫长虹桥。长虹桥为 3 孔马蹄形驼峰式石拱桥，桥全长 72.8 米，两侧各有 57 级石阶。桥面陡峻，两侧设

大块长条石护栏、无望柱，端部置抱鼓石，全桥护栏石砌成靠背式。远眺，可以看到江苏盛泽；南面则可以

望见嘉兴的北门外，故而有诗人留下了“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瞩。南浮越水白，北接吴山绿”的佳句。乾隆下

江南时，此桥曾为接驾处。长虹桥于 1981 年被列为嘉兴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8 月被列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材料四】来源于“360 百科”

    秀城桥始建于明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位于嘉兴市区芦席汇，因横跨秀水且傍城郭，故取名。此桥

是嘉兴环城河内现今仅存的单孔石拱桥。秀城桥长 35 米，宽 3.8 米，拱矢高 9.5 米，南北桥垛各有台阶 36 步

级，桥身采用花岗岩，桥帮则用石灰石，间有少量玄武石与凝灰石。桥拱孔圈石纵联砌置，每块条石上均有

捐助者题刻。桥顶面栏板刻有花草纹饰，并有铭文“重建秀城桥”阳刻楷书。桥身两边有石栏板，金刚墙两侧分

别设置两幅桥对联，一联为“帝道遐昌，兴水利而济涉；皇口巩固，乐民便以成梁”，另一联上联已风化，下联

为“凭眺一濠，是号秀城之胜概”，言明秀城桥的地理位置。1981 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材料五】浙江文化信息网

    资料显示，嘉兴市现存古桥 1042 座，其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84 座，文物保护点 117 座。

11．【评议资料收集】资料组的同学收集制作了“嘉兴古桥资料夹”，请你对他们的资料收集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评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选择桥梁视频】因微视频时间有限，只能插入三座古桥视频，你认为选择哪三座

桥更合适？请陈述观点和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确定解说顺序 】微视频应采用怎样的解说顺序，才能全面反映嘉兴古桥的特点？

请根据你学习说明文的经验，提出你的方案并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拟写解说词】以下是微视频解说词的开头部分。请你根据资料及生活经验，补写解说词的结尾部分。要

求与开篇部分相呼应，紧扣主题且融入感情拟写解说词。100 字左右。

开头部分：江南水乡嘉兴，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江湖纵横，水网纵横，美丽的古桥一座接一座。充满了

“无桥不村，无桥不路，无桥不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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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活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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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龙眼与伞

①我是喜欢看春雪的，这种雪下得时间不会长，也就两三个小时。站在窗前，等于是看老天上演的一部宽

银幕的黑白电影。山、树、房屋和行走的人，在雪花中闪闪烁烁，气象苍茫而温暖，令人回味。

②去年，我在故乡写作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正写得如醉如痴，电话响了。是

妈妈打来的，她说，我就在你楼下，下雪了，我来给你送伞，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

③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我懊恼地对妈妈说：“雪有什么可怕的，我用不着伞，你

回去吧，我再写一会儿。”妈妈说：“我看雪中还夹着雨，怕把你淋湿，你就下来吧！”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冲

妈妈无理地说：“你也是，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问问我需不需要伞？我不要伞，你回去吧！”我挂断了电

话。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跑到阳台，看见飞雪中的母亲

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微弓着背，缓缓地朝回走，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那是为我准备的啊)。我想喊住她，

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渐行渐远。

④也许是太沉浸在小说中了，我竟然对春雪的降临毫无知觉。从地上的积雪看得出来，它来了有一两个

小时了。确如妈妈所言，雪中夹杂着丝丝细雨，好像残冬流下的几行清泪。做母亲的，怕的就是这样的泪痕

会淋湿她的女儿啊！而我却粗暴地践踏了这份慈爱！

⑤从阳台回到书房后，我将电脑关闭，站在南窗前。窗外是连绵的山峦，雪花使远山隐遁了踪迹，近处

的山也都模模糊糊，如海市蜃楼。山下没有行人，更看不到鸟儿的踪影。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一场春雪的造

访，而有了虚构的意味。看来老天也在挥洒笔墨，书写事态人情。我想它今天捕捉到的最辛酸的一笔，就是

母亲夹着伞离去的情景。

⑥雪停了。黄昏了。我锁上门，下楼，回妈妈那里。做了错事的孩子最怕回家，我也一样。朝妈妈家走去

的时候，我觉得心慌气短。妈妈分明哭过，她的眼睛红肿着。我向她道歉，说我错了，请她不要伤心了，她

背过身去，又抹眼泪了。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我虽然四十多岁了，在她面前，却依然是个任性的孩

子。

⑦母亲看我真的是一副悔过的表情，便在晚餐桌上，用一句数落原谅了我。她说：“以后你再写东西时，

我可不去惹你！”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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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初稿完成后，我来到了青岛，做长篇的修改。那正是春光融融的五月天。有一天午

后，青岛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刘世文老师来看我，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她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伤痛就是

儿子的离世。刘老师的爱人从事科考工作，常年在南极，而刘老师工作在青岛。他们工作忙，所以孩子自幼

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沈阳生活。十几年前，她的孩子从沈阳的一个游乐园的高空意外坠下身亡。事故发生

后，沈阳的亲属给刘老师打电话，说她的孩子生病了，想妈妈，让她回去一趟。刘老师说，她有一种不祥的

预感，觉得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否则，家人不会这么急着让她回去。刘老师说她坐上开往沈阳的火车后，

脑子里全都是儿子的影子，他的笑脸，他说话的声音，他喊“妈妈”时的样子。她黯然神伤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

同情，有个南方籍旅客抓了几颗龙眼给她。刘老师说，那个年代，龙眼在北方是稀罕的水果，她没吃过，她

想儿子一定也没吃过。她没舍得吃一颗龙眼，而是一路把它们攥在掌心，想着带给儿子。

⑨那个时刻，我的眼前蓦然闪现出春雪中妈妈为我送伞的情景。母爱就像伞，把阴晦留给自己，而把晴朗

留给儿女。母爱也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是深戴着甘甜的汁液。

(选自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略有删改)

15．【散文·脉络】

阅读②至⑦段，根据提示，将思维导图补充完整。

事情发展 写得如醉如痴 母亲给我送伞 ②　             　朝妈妈家走去

“我”的心理 亢奋 ①　     　 羞愧 ③　         　

16．【散文·语言】

第③段画线句括号里的内容是否多余，简述你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散文·写法】

小嘉和小兴在读到⑧⑨两段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你赞同谁的说法？请结合文本作分析。

小嘉：作者已经写了自己和母亲的故事，再写刘老师的故事，实在有些多余，可以删掉。

小兴：我觉得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上来看，刘老师的故事都不该删掉。

18．【散文·链接】

学习小组想把本文与教材中的几篇课文组成一个“生活物语”单元(见图)，你认为是否合适？请陈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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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六：呈现语言表达(40 分

19．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少物品，比如手表、笔袋、自行车、字典……，请你选取熟悉的或是喜欢的一样物

品作为写作对象，以《我的生活少不了它》为题作文一篇。

文体建议 写作提示 具体要求

说明性文章 可从外形、材质、特点、用途等方面来介绍；注

意说明顺序；可恰当运用各种说明方法。

记叙性文章 可围绕这件物品发生了什么事，寄寓着什么样的

思想情感……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少

于 500 字，不得出现真实

人名、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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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部分

1．【答案】（1）二十四节气分别有哪些习俗？

（2）如何把节气变成再生产的文化资产？

【解析】【分析】（1）问题注意和二十四节气有关，言之合理即可。如：二十四节气分别有哪些习俗？

（2）这样，二十四节气才不会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遗产，而是成为一种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产。这句话

是对节气的使用，问题可以是：如何把节气变成再生产的文化资产？

故答案为：（1）二十四节气分别有哪些习俗？（2）如何把节气变成再生产的文化资产？

【点评】（1）（2）这两题考查问题设计。设计问题注意围绕主题，结合给到的答案和材料分析，问题要符合

人物身份，注意礼貌用语，有称谓，问题合理即可。

【答案】2．A

3．【甲】“青枝绿叶何须辩，万卉丛中夺锦标”通过比喻和象征，描绘了红梅在寒冬中绽放的美丽景象，以及它

那种不畏寒冷、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梅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勇于挑战困难的精神。【乙】“不同桃李春，

永抱岁寒节”写春天，桃李盛开，松柏在冬天依然苍翠，对比突出了松柏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生命力的特性，强

调了它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松、梅、(竹)”被称为“岁寒三友”的原因。

【解析】【点评】（1）本题考查古诗内容理解。读懂古诗句，理解古诗大意。抓住古诗中的关键字，如动词、

形容词、意象、颜色词等，理解古诗中的节气特点，根据题目要求答题即可。

（2）本题考查古诗内容理解。读懂古诗句，理解古诗大意。抓住古诗中的关键字，如动词、形容词、意象、

颜色词等，理解景物特点及表现的作者情感，理解松、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的原因。

【译文】

【甲】

昨夜东风猛烈，今朝春风调和，路边的杨柳在春风中一夜间萌出了新芽。

清晨，一棵树上的花朵盛开，就像繁多的杏花一样，这棵树孤独地伫立在村落之间，与小桥相隔。

应该是大自然（化工）嫌弃梅花的花瓣不够丰满，因此特别赋予它鲜艳的颜色来使它更加娇艳。

青枝绿叶无需过多辩解，它们在万卉丛中自会夺得锦标。

【乙】

冬天的山岭上，一棵孤松高耸，它的枝叶傲然挺立在霜雪之中。

不同于桃李在春天盛开，松树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保持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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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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0001610300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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