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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累与运用(29 分)

1.用正楷或行楷将下面文字抄写，要求：正确、流利、美观。(3 分)

人生像攀登一座山，而找寻出路，却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们应当在这过程中，学习

稳定、冷静，学习如何从慌乱中找到生机。——席慕蓉

【答案】抄写(正确得 1分;正确、流利得 2分;正确、流利、美观得 3分)

解析：正楷的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行楷”的特点是“行笔自由，略带

连笔”，选择适合自己书写的字体抄写。要做到：准确，即不要抄错字;规范，即笔画要

清楚;端正，即要写成方块字，不要过于潦草，偏旁部首比例要合适，位置要准确;整洁，

即不要涂改。

【考点定位】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能力层级为识记 A。

2.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D )(2 分)

A.禁锢 (?ù) 栖息(xī) 谀词 (yú) 吹毛求疵(cī)

B.喑哑 (àn) 亵渎(xiè) 恣睢 (suī) 面面相觑(qù)

C.凝望(nín?) 灵柩(jiù) 嬉闹 (xī) 断壁残垣(héng)

D.静谧(mì) 深邃 (suì) 抽泣 (qì) 引颈受戮( lù)

解析：根据词义和形声字中的声旁特点协助判断读音。要注意易错的声韵母，比如 b

与 p，j、q、x的区别，n与 l的区别，z与 c的区别，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前后鼻音

的区别。用反选排除法， A选项“栖”读“qī”;B 选项“”读“yīn”;C 选项“垣”读

“yuán”，故选 D。

【考点定位】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能力层级为识记 A。

3.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C )(2 分)

A.馈赠 慰籍 笼罩 ???? B.骸骨 蓬蒿 框骗 恃才放旷

C.?岩 侥幸 汲取 如坐针毡 D.荣膺 聒噪 抽噎 周道如低



解析：错别字，主要是因音同或形似而错，掌握这个易错点，仔细辨析名项词语，根

据汉字的特点，结合词义辨析判断。用反选排除法，A选项“籍”为“藉”;B 选项“框”

为“诓”; D 选项“低”为“砥”;故选 C项

【考点定位】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能力层级为识记 A。

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B )(2 分)

A.科学家屠呦呦获得 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无与伦比的。

B.老先生今年八十有余，每天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英语。

C.乐视网正在热播的《芈月传》是由著名导演郑晓龙执导，孙俪、刘涛、马苏、方中

信、黄轩、高云翔等人领衔主演的古装巨制，讲述了芈八子一泻千里的传奇一生。

D.英国 BBC 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教学》。在引爆各大

社交平台的同时，中西教育又被舆论推向了如坐针毡的境地，媒体和公众开始了对于中西

教育模式的探讨。

解析：了解成语，不仅要知道含义，还要了解其用法和情感色彩，要根据语境从这三

方面判断正误。可使用排除法，先总观各项，把明显有错的先排除，缩小判断的范围，减

轻判断的难度。A选项“无与伦比”的意思是没有能与之相比的;C选项“一泻千里”的意

思是指江河水势奔流直下，比喻文笔奔放畅达，应该用“波澜起伏”; D选项“如坐针

毡”的意思是形容心神不宁，不得安生。故选 B。

【考点定位】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B )(2 分)

A.曾都区首届中小学球类运动会在实验中学举行，参加此次赛事的有十六支代表队参

加了角逐。

B.我们欣赏散文，既要细心领会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感悟，又要认真品评作者表达

这种感悟所用的形式。

C.随州市被评为“全国宜居城市”的原因是全体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D. 在《我是歌手 3》总决赛中，谭维维携手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合作上演了一场惊

艳四座的《鱼鸟之恋》。

解析：病句原因很多，注意有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不当、前后矛盾等。判断病

句，必须对汉语的语言规范有所了解，可用压缩句子主要成分的方法由整体到局部地判

断，本题用反选排除法，A 选项语序颠倒，应该为“有十六支代表队参加了参加此次赛事

的角逐”。C 选项句式杂糅，去掉“的原因”。D选项“携手”与“合作”语义重复。故

选 B



【考点定位】辨析或修改病句。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6.下列句子中标点号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C )(2 分)

A.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

一个有办法的人。”

B.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C.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思维模式，在我们头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根深蒂固。

D.“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来了?”奥楚蔑洛夫问， 他整个

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

解析：分析句子中分句之间的关系，根据标点符号各自的作用，判断标点符号的正

误，尤其注意易错易混的标点符号。 C选项“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要加双引号。

【考点定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7.下列作家、作品、体裁等文学常识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A)(2 分)

A.《陈涉世家》选自司马迁所著《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鲁

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我的叔叔于勒》主要写“我”一家人在去哲尔赛岛途中，巧遇于勒的经过，刻画

了菲利普夫妇在发现富于勒变成穷于勒的时候的不同表现和心理，通过菲利普夫妇对待于

勒的不同态度揭示并讽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情形。

C.《乡愁》是诗人余光中漂泊异乡，游弋于海外回归中国后所作的一首现代诗。诗歌

表达对故乡，对祖国恋恋不舍的一份情怀。

D.冰心，原名谢婉莹，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

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

解析：文学常识正误的判断点是：作者名(字、号)、称谓、生活时代、作品名、体

裁、书中人物、主要情节、作品主题及风格、流派等。本题抓住各项文字信息根据知识积

累判断即可。《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不是编年体通史。故选 A。

【考点定位】识记文学常识。能力层级为识记 A。

8.名著阅读(4分)

阅读《三国演义》选段，完成后面的题目

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曰甲子吉辰，沭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吩咐守

坛将士：“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失惊打怪。如违令者



斩!”众皆领命。孔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下坛

入帐中少歇，令军士更替吃饭。孔明一日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将近三更时分，忽听

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脚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

(1)从上面语段看，诸葛亮是一个怎样的人?(2 分)

答：诸葛亮是个足智多谋，料事如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

(2)请你从原著中再找出一个有关诸葛亮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出来。(2 分)

答：舌战群儒、智激孙权、巧说周瑜、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六出祁连、七擒孟获、

空城计、病死五丈原等。

解析：对故事情节的考查是

中考

名著题比较重要的考点，这类题目主要考查考生对名著的熟悉程度。只要考生平时认

真反复阅读名著，关注到每个人物、每个故事的细节，解答这类题目并非难事。本题可以

从故事情节来来评价人物。

【考点定位】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9.结合语境，补写句子，使之与前后句子构成排比句。(2 分)

春天的雨，细腻而轻柔，给山野披上美丽的衣裳;夏天的雷，迅疾而猛烈，为生命敲

响热烈的战鼓;秋天的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冬天的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示例：凉爽而惬意 为落叶送去温馨的问候 慈祥而温厚 为庄稼带来多情

的呵护 (运用 2个关联拟人，句式基本一致，与上下文构成排比即可)(2 分)

解析：本题是要求仿写句子。仿句要求有三，一是所述事物属于同类事物;二是句子

的结构要相同;三是句式和语气要一致，有的还要求写作手法相同，比如修辞手法相同。

语境里已经告诉了春夏的情形，那么仿写秋冬的情形，要与语境句句式、修辞、字数等一

致。

【考点定位】选用、仿用、变换句式。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10.将下列句子组合成语意连贯的一段话，填入横线中，最恰当的一项是( B )(2 分)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

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这就不

但在情调上，而且在语言上把雅趣和俗趣统一起来了。________。



①但是，郁达夫却在这里构成了和谐的统一情调。

②前面就有茅房、耗子，这里又有稀饭、馍馍、黄犬、大蟹等等。

③这是因为他的情感特点，本身就是把大雅和大俗融为一体的。

④这些话语本来就是缺乏诗意的，用在这充满古典的、高雅趣味的文章中，是要冒不

和谐的风险的。

⑤郁达夫把秋天写得这么有诗意，赋予它一系列诗意的高雅的话语，然而不时又穿插

一些平民的俗语进去。

A.②①⑤④③ B.⑤②④①③

C.②⑤①④③ D.③⑤②④①

解析：解答此类题，首先要阅读句子，准确判断它们共同表达的中心意思，再分析各

句之间的关系，有的也可利用总写分写的写作顺序以及句式特点，注意其中的关联词、词

序语、衔接语。⑤句“赋予它一系列诗意的高雅的话语，然而不时又穿插一些平民的俗语

进去”是对前一句的进一步说明，故排在首位。②句是对⑤句中“平民的俗语”的具体说

明，④句中“这些话语”紧承②句，①句与④句是语意上的转折，①句应紧跟其后，进一

步阐述原因，又提出问题，②句回答，故②在①后，③句点明①句的原因。

【考点定位】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能力层级为表达运用

E。

11.古诗词名句默写(从①-⑧题中任选 6题作答，每题 1分，共 6分。若全部作答，

只评改①—⑥题。注意不要答错位置)(6 分)

①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白居易《观刈麦》)

②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③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④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 咏梅》)

⑤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

夫出师西征》)

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⑦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 龙为君死。(李贺《雁门太守行》)

⑧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夏完淳《别云间》)



解析：默写易写错别字，原因是在背诵时只注意读音，不仔细看字，结果在默写时就

按音写成其它的同音字，默写时要注意这个问题。本题要注意的易错字有：蒸、悠、惟、

蒸、蓝，要根据句子的语境判断汉字，是形声字，根据形旁声旁来判断正确写法。

【考点定位】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能力层级为识记 A。

二、阅读(41 分)

(一)阅读《石头城》，完成 12-13 题。(6分)

石头城

唐朝 刘禹锡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注释：①石头城：位于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上，三国时孙吴就石壁筑城戍守，称石头

城。后人也每以石头城指建业。曾为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至唐废弃。今

为南京市。②故国：即旧都。石头城在六朝时代一直是国都。③周遭：环绕。④淮水：指

贯穿石头城的秦淮河。⑤旧时：指汉魏六朝时。⑥女墙：指石头城上的矮城。

12.下列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C )(3 分)

A.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开头两句写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

后两句写月照空城。

B.此诗写江月，却并无“只今惟有”的限制词的强调，也无对怀古内容的明点。一切

都被包含在“旧时月”、“还过”的含蓄语言之中，熔铸在具体意象之中，而诗境更浑

厚、深远。

C.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

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雄风犹在的气象。

D.诗人在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时期，写下这

首怀古之作，慨叹六朝之兴亡，显然是寓有引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的。江城涛声依旧在，繁

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解析：根据注释了解诗作的写作背景，阅读全诗，了解内容，从诗人所描写的景物特

点来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感，读懂十个。在抓住各项解析的要点，与诗中有关内容比较，

判断正误。C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

【考点定位】鉴赏诗歌的语言。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13.这首诗咏怀石头城，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试分析此诗描写什么景

色?抒发了什么情感?(3 分)

答：诗人描写了山、水、明月和城墙等荒凉景色，写景之中，深寓著诗人对六朝兴亡

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

解析： 结合第 12 题的解答，抓住题干中“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的提

示，阅读诗歌，从诗中“山”“水”“明月”“城墙”等意象中找到相关的景物，从“故

国”“空”“寂寞”“旧时”等修饰性的词语中体会诗人的情感。写出诗人对六朝兴亡和

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即可。

【考点定位】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或作者的情感态度。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二)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4-17 题。(10 分)

韩信拜将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①，上不

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日：“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

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谁? ”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

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 ”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

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②! ”上曰：

“吾亦欲东③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

信，终亡耳。”上曰：“吾为公④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上曰：“以

为大将。”何曰：“幸甚! ”于是上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

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上许之。

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节选自《史记•淮阴

侯列传》)

【注】①上：指汉王刘邦 ②顾王策安所决耳：只看您作哪种抉择了 ③东：向东进

军，与项羽争天下 ④为公：为了您，看在您的面上

14.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3 分)

(l)何闻信亡(听说 ) (2)王必欲拜之，择良日(好 ) (3)王素慢无礼( 一向)

解析：先要大致了解文章内容，弄清句子的意思，根据句意和对文言文常用词的掌握

来判断词义。文言实词一向是文言考试较容易得分的部分，一些同学已掌握了大多数的实

词解释，可是还会在准确度上打折扣，不妨自己动手一课一课地整理归纳一下。首先，调

理一些特殊的实词：通假字、典型的古今异义、词性活用和一词多义现象，这样整理下来

一是拓宽思路，提高迁移能力，二是掌握扎实，记忆深刻。其次，整理一些虽不特殊但却

很重要的实词：在现代汉语中仍有生命力、仍在使用的实词和书下注释中的实词。掌握常



见的理解和推断实词在文中含义的方法： 从语法搭配的角度辨析词性 ;从语义搭配的角

度推测词义 ;从语境暗示的角度推断词义 ;从字形构成的角度推测词义;从词类活用(古今

异义)等用法的角度判断词义 ;从句子结构对称的角度推断词义 ;从字音字形通假的角度

推断词义。

【考点定位】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能力层级为理解 B。

15.下列各项中“之”的用法与其他不同的是( A )(2 分)

A.大兄何见事 之 晚乎 B.于是上欲召信拜 之

C.策 之 不以其道 D.愿陛下亲 之 信之

解析：本题考查文言虚词的运用能力，注意题干中的提示，“用法”词的变用，根据

注释，理解文章内容，了解文中每句话的意思，了解文言文常用字词多个义项，根据语境

判断，进行比较。A项中“之”的意思为“这”，其他三个选项都是“代词”。

【考点定位】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能力层级为理解 B。

16.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2 分)

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

答：如今任命大将军就像呼喊小孩儿一样，这就是韩信要离去的原因啊。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翻译文言文的能力。要疏通全文，在全文语境中大致了解句子的

意思，翻译要做到三点，原意不能改变，关键字词要译准确，句子要顺序。

【考点定位】理解或翻译文中的句子。能力层级为理解 B。

17.下列说法中错误的一项( D )(3 分)

A.韩信最终被刘邦以隆重的仪式拜为大将，其原因有韩信自身具有“国士无双”的真

才实学;萧何极力举荐;刘邦对人才的需求及其对萧何的充分信任。

B.韩信随着“亡者数十人”而离去，其原因在于他看不到自己被刘邦重用的希望。

C.“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这一细节写出了萧何急于要追回韩信的迫切心

情。

D.刘邦对萧何十分信任，言听计从，说明汉军的实际领导人是萧何而不是刘邦。

解析：根据注释，理解文章内容，了解文中每句话的意思，然后抓住各选项句子表述

的要点，梳理内容，与相关语句进行比较，判断正误。D错在没有搞清楚人物之间的关

系。



【考点定位】理解文言文内容要点。能力层级为理解 B。

【译文】韩信又多次和萧何谈天，萧何认为韩信是个奇才。 队伍到达南郑时，半路

上跑掉的军官就多达几十个。韩信料想萧何他们已经在汉王面前多次保荐过他了、可是汉

王一直不重用自己，就也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把此事报告汉王，就径自

去追赶。有个不明底细的人报告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极为生气，就像失掉

了左右手似的。隔了一两天，萧何回来拜见汉王，汉王又是生气又是高兴，责备他

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回答道:“我不敢逃跑，我是追逃跑的人。” 汉王说：

“你去追回来的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责备道:“军官跑掉的人可以用十来

计算，你都没有追;倒去追韩信，这是撒谎。”萧何说;“那些军官是容易得到的，至于像

韩信这样的人才，是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汉王说：“派他做个将军

吧。”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军，韩信也一定不肯留下来的。”汉主说: “那么让他做

大将。”萧何说:“太好了。”当下汉王就想叫韩信来拜将。萧何说：“大王一向傲慢无

礼，现在任命大 将,就像是呼唤一个小孩子一样，这就是韩信离开的原因。大王如果诚心

拜他做大将，就该拣个好日子，自己事先斋戒，搭起一座高坛，按照任命大将的仪式办

理、那才行啊!”汉王答应了。那些军官们听说了，个个暗自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会被

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的时候，才知道是韩信，全军上下都大吃一惊。

(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8分)

人类即将进入互联网梦境时代(节选)

刘锋 郭晓?

①在电影《盗梦空间》中，男主角科布和妻子在梦境中生活了 50 年，从楼宇、商

铺，到河流浅滩、一草一木，这两位造梦师用意念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梦境空间。你也许并

不会想到，在不久未来，这看似科幻的情节将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现实中的造梦

行动已经开始在互联网时代悄然上演。

②互联网 X实验室在《互联网进化论》一书中曾经提出互联网正向着与人类大脑高度

相似的方向进化，它将具备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运动神经系统，也会拥有自己的记

忆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称之为互联网虚拟大脑。同时另一方

面，人脑至少在数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所有的互联网功能，不断发展的互联网将帮助神

经学科学家揭开大脑的秘密。

③目前，互联网虚拟大脑正在从科技的迷雾中一点一点清晰地浮现出来，云计算的出

现预示着互联网中枢神经的萌芽，物联网的发展预示互联网感觉和运动神经系统的发育。

社交网络的扩张代表着互联网神经元和神经网络的成熟。大数据的崛起，人工智能，特别

虚拟现实的爆发已经在提醒我们，互联网虚拟大脑不仅可以产生自己的记忆、思想，甚至

开始产生互联时代的梦境世界。



④数以亿万计的数据正在世界各个角落被互联网大脑的触角不断捕捉和吸收，社交、

搜索，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都在源源不断充实着互联网大脑，组成巨大的记忆库。根

据技术研究机构 IDC 的预计，大量新数据无时不刻不在涌现，它们以每年 50%的速度增

长。据统计，到 2021 年，预计将有 35ZB 的数据产生，是 2021 年数据量的 44 倍。这些庞

大的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大脑进化的基石。

⑤就像人脑会通过观察、记忆进行思考一样，在占有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互联网大脑

开始有了产生思想的需求，现在，从互联网时代浩瀚的数据宝藏中收获知识和洞察的计算

机工具正在快速普及，处在一线的是正在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自然语言处理、

模式识别以及机器学习。日渐完善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开始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互联网大脑开始慢慢产生思想。

⑥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模块不断影响和刺激互联网大脑的中枢神经，这时的互联网

大脑就像一名脑部逐渐成熟起来的婴孩，在占有越来越多的外界刺激和记忆后，开始产生

一些虚拟的梦境。

⑦事实上，互联网梦境早有萌芽，早在 192021 年，世界上第一场 3D电影在纽约阿斯

特剧场上映，电影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好像生活在我们身边，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到上世纪 60年代，图形学之父 Ivan Sutherland 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虚拟系统和头盔式

显示器。此后 40年间，不断有人试图挑战虚拟现实技术，希望将之变成普及大众的一项

技术，但统统遭遇滑铁卢。其中包括任天堂所推出的 Virtual Boy，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

历史上最失败的游戏机之一。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领域依然火热，OCULUS、索尼、三星

等企业纷纷发力虚拟头盔。这些可以称之为早期互联网梦境的雏形。

⑧现在，随着互联网大脑的日臻成熟，虚拟现实技术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与

传统虚拟现实不同，这一全新时期不再是虚拟图像与现实场景的叠加，也不是看到眼前巨

幕展现出来的三维立体画面。它开始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得更加紧密，以庞大的数据

量为基础，让人工智能服务于虚拟现实技术，使人们在其中获得真实感和交互感，让人类

大脑产生错觉，将视觉、听觉、嗅觉、运动等神经感觉与互联网梦境系统相互作用，在清

醒的状态下产生梦境感。

⑨这个革命性的全新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梦境时代。

(《百科知识杂志》2021 年第 10 期，有删节)

18.下列对原文内容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D )(3 分)

A.在开头电影《盗梦空间》的作用是为了引出说明的对象，使文章更富文学色彩,吸

引读者阅读兴趣,增强说服力.

B.巨大的记忆库是数以亿万计的数据正在世界各个角落被互联网大脑的触角不断捕捉

和吸收，社交、搜索，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都在源源不断充实着互联网大脑的组成。



C.虚拟的梦境是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模块不断影响和刺激互联网大脑的中枢神经，

在占有越来越多的外界刺激和记忆后开始产生。

D.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虚拟现实不同在于是虚拟图像与现实场景的叠加，也不是看到

眼前巨幕展现出来的三维立体画面。

解析：阅读全文，了解内容，抓住各选项句子表述的要点，梳理文章内容比较判断正

误，本文是说明文，尤其要注意从说明的准确性方向对语句中修饰限定性词语表达作用的

判断。本题 D错，D应该是“不再是虚拟图像与现实场景的叠加”

【考点定位】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19.本文从主要从哪个方面介绍人类即将进入互联网梦境时代?(3 分)

答：从大数据，虚拟现实到互联网梦境时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说明文信息提取的能力。概括提炼相关信息主要对策是： ①

提取要点，直接找到有关中心句。这种方法适合于中心明确、论述简洁鲜明的文章。②抽

象说明，即自己组织语言对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揭示。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事理、剖析事

理、阐明特性等各类文章。抽象说明的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文章内容，抓住本质。③综合归

纳，这种方法适用于比较复杂的内容。它要求首先明确有关的若干要点，然后再把几个要

点归纳起来进行整合。方法③适合于解答本题。

【考点定位】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20.文章第⑦段采用什么说明方法?其作用什么?(2 分)

答：举例子。准确说明了互联网梦境早有萌芽的历史。

解析：找出运用的说明方法，再根据下列说明方法的作用具体回答。常见的说明方法

有 8种，即①举例子 ：具体真切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②分类别：条理清楚地说明了

事物的××特点。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分门别类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③打比方：

生动形象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④列数字：具体而准确地说明

该事物的××特点。使说明更有说服力;⑤作比较：突出强调了被说明对象的××特点(地

位、影响等);下⑥定义： 用简明科学的语言对说明的对象/科学事理加以揭示，从而更科

学、更本质、更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特征/事理;⑦列图表：直观形象地说明了事物的××特

点;⑧引用法：用引用的方法说明事物的特征，增强说服力，如引用古诗文、谚语、俗

话。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对象的作用。

【考点定位】分析说明方法及其作用。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5 题。(17 分)

醉美洛阳银杏谷



邹守江

①深秋时节，走进闻名遐迩的中国随州千年银杏谷，我为那一树树灿若黄金，璀璨夺

目的奇观而醉。

②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银杏树，一眼望去十里山川，满是高大的银杏树，连接成片，构

成群落。深秋的银杏树有一种命人震撼的高贵之美，成片的银杏秋色，更让人赏心悦目。

走进银杏谷，漫野杏黄，僻静得仿佛被文明遗忘，你才知道那些金碧绚烂的银杏树怎样叫

人醉得恍惚，不能自拔。

③驻足在银杏谷的山岗上极目远眺，一棵棵银杏树昂首云天，巍峨挺拔，树冠相叠，

枝柯交错，绽放出耀眼的金色。一树金黄一树诗，满目画卷满目情。或婉约，或豪放，演

绎出空灵律动的境界。好像一幅成熟、饱满、浓郁的油画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④游客如织，那些老树也显得格外沧桑恬静。有的并蒂连枝，状如夫妻。有的揽腰依

偎，胜似情侣。有的一老一少，形同母子。有的笔直如桦，直插云霄。有的冠盖如伞，荫

及数亩。在高坡斜路上落下一地的金黄，在池塘溪流倒影参差的婆娑和轩昂。

⑤ 前行到五老树下，倍感惊奇。五老树，顾名思义，五棵老树，千年的精灵。古老

的韵味融汇于那恣意扭曲伸展的树干里，那色泽莹黄，明亮晕染的叶，一团团灿若云霞，

美不胜收。五棵老树相依相扶，生死与共。历尽岁月劫难，仍潇洒飘逸，神态自若，生机

勃勃，无声地吟唱着一首生命不息的赞歌，真让人感慨不已。难怪宋代苏轼对银杏树情有

独钟，赞不绝口：“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⑥置身于银杏树下，头顶的树叶仿佛是千万只蝴蝶在微风中拍打着欢快的翅膀，随着

微风轻轻扬扬地洒在我的头上脸上，我沉醉在金灿灿的叶丛中。走在厚厚的落叶上，听着

细细的沙沙声，仿佛进入叶的灵性世界。叶落归根，刻画着它自有的年轮。千百年来，这

些银杏树裹着苍云，顶着青天，处在深山之中独自绿了黄，黄了绿，听林涛，观雪景，赏

山花，和鸟鸣，沐浴着世间最纯真的阳光雨露，汲取天地日月之精华，自然修成了一副铮

铮铁骨，用不倒的雄姿，诠释着生命的顽强，净化着每一个观赏者的灵魂。静立树下，闭

上眼睛，聆听千年古树的生命乐章，呼吸着泥土的芬芳，感悟田园风光的简单自然，会不

由自主地心结千古，从心底升起一股敬意，思索千年银杏的生命传奇，顿觉胸中神气充

沛，烦恼疲乏全消，宠辱成败皆忘。

⑦蓝天下傲然矗立着一棵粗大壮硕的银杏树，它风雅娴静，疏朗清健，有一股强大的

气场扑面而来。挺拔的姿势在身后笔架山的衬托下犹如黄驹望月，玉笋临风，尽显雍容华

贵的气韵，恢宏傲岸的气度。这就是雄风大略的“银杏至尊”。历经 2800 年，依然英姿

勃发，青春不老。仿佛一个从诗经年代走来的阳光少年，日夜虔诚地守护着银杏谷这块圣

地。它和谷里其它的数百万株银杏一样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多情的土地，和村民们和睦相

处，共生共荣。2000 多年来，村民们在“银杏至尊”的庇佑下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五谷

丰登，幸福和谐。在这金黄色的秘境里过着温馨，快乐的时光。



⑧漫步银杏谷，令人留恋的还有那数以百万计的石磨。这些形状和风格各异的石磨是

银杏谷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的每一块石磨都承载着一个故事，一段记忆，一个祝福。行

走在石磨镶嵌的古道上，一步一景，处处给人惊喜，可谓一石一运转，一磨一乾坤。一个

个石磨把先人的脚步铺设得错落有致，碾出旧与新的沧桑岁月。这是一条可以让岁月沉淀

的路，步步莲花，我停不下来了，一直走到对面的山冲。

⑨一棵棵古银杏就是一幅画，一部传奇，一种精神。它们不挑土壤，不选环境，雨冲

不垮，雷劈不断，虫蛀不烂，威武不屈，坚强刚毅，一旦扎根，顽强生长，闪耀着生命的

光泽。总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和最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类，这就是中华民族昂首挺

胸独秀于东方的根本。

⑩ 真想做一棵银杏树，点燃生命的激情，放飞葱茏的思绪，筑梦当下，昂然翔舞，

让有限的生命，放射出无限的光芒。(选自“随州论坛·文学沙龙”)

21.文章第①段在结构上有什么作用?(3 分)

答：第①段交代写作的时间、地点、缘由，开篇点题，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开头作用的分析，开头语段的作用大致为：开篇点题,统

领全文;引出下文,或为下文作铺垫;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结尾语段的作用通常是：总结全

文,归结主旨;呼应开头,首尾圆润,使文章浑然一体;卒章显志,点明题旨;强化作者情感,深

化或升华主旨;言有尽而意无穷,引发读者思考;委婉含蓄,意在言外,发人深思等等.

【考点定位】考查文章开头的作用，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22.文章在用词上很讲究，特别是动词的运用给文章增色，第⑥段划线句中连用四个

动词，试品析其表达作用。(3 分)

答：文中用了“听”“观”“赏”“和”四个动词，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银杏人的情

感，使语言富有韵律，使人如临其境，读来朗朗上口，表达了作者对银杏的喜爱之情，赞

美之情。

解析：本题考查动词的使用效果。动词在汉语句子里多用于谓语，是主要成分，几乎

每个句子都离不开它。在词汇的海洋里，动词是最富于表现力的。动词在任何文章中都起

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刻画人物、表现中心，还能使文章增加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从生

活的真实感、形象感，做到写人如见其人，写物如见其物，写景使人如临其境，动词用得

巧，能以一当十，增强表达效果。

【考点定位】考查文章词语的运用技巧，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23.银杏谷的美景宛如画，作者运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描写银杏谷，请你找出文中标

志性的词语并简要分析。(4 分)



答：第 ②总写银杏谷的美，从第③段的“驻足在银杏谷的山岗上极目远眺”、第⑤

段的“前行到五老树下”、第⑥段的“置身于银杏树下”、第 ⑦段的“蓝天下傲然矗立

着一棵粗大壮硕的银杏树”、第⑧段的“漫步银杏谷”等标志性的语句可以看出作者在描

写的过程中变换视点，这样的组材顺序显得条理清晰，读者也会置身银杏谷的美景其中。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为了降低题目难度，在提干中点明了移步换景

的手法，移步换景法一般适合于游记或参观记，描写景物时，人走景移，随着观察点的变

换，不断展现新画面。移步换景的写法就是按照游踪写，这样的组材顺序显得条理清晰，

读者也会置身其中。

【考点定位】考查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D

24.作者既浓墨重彩描写银杏的美，又写银杏的精神，你感觉这样的行文方式好吗?为

什么?(3 分)

答：好.这样行文使文章结构清晰，由物及人，赞美古银杏“威武不屈，坚强刚毅”

的精神，点明题旨，深化中心。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结构顺序的理解。本文运用了由物及人的方法，审题时，

有寓意的材料或叙述“物”的材料，需要采用“由物及人及理”的横向联想，即由材料中

的物联想到人，进而联想到与材料内容相类似的人生哲理、社会现象等，从而提炼出写作

的观点。如材料中的猪排牛排和丸子，老虎和豺狼，这些“物”仅仅只是作者所要表达思

想的载体，材料的主题是指向做人的。抓关键词句法，审题时抓住材料中的关键句、关键

词，往往是立意的突破口。关键句常常是命题者或材料中的人物的评议性语句。

【考点定位】考查文学作品的写作顺序，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E

25.银杏谷是历代文人墨客赞美的宠儿。请你选择身边最熟悉的一景，并用一段话形

象的描写出来。(字数不少于 100 字)(4 分)

答： 没有唯一答案，运用由物及人的写法，言之有理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的阅读体验和迁移，要求考生写一个景物片段。描绘景物

片段的方法是：调动各种感觉器官去观察、体验、感悟。在观察的基础上充分展开联想和

想象，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注意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明暗结合、内外结合、

远近结合、点面结合等表现手法。考生应该选择自己熟悉的景物来写。

【考点定位】考查文学作品的阅读迁移，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F

三、作文(50 分)

26.亲爱的同学，在你过往的岁月中完成过无数的约定：相约一起在绚丽的春天去拥

抱温暖，一起在似火的夏日去倾听鸣蝉，一起在凉爽的秋天去笑看落叶，一起在雪舞的冬



日去追逐浪漫。而今天，即将完成九年级义务教育的你是否想过，应该与未来的自己有个

怎样的约定呢? 请以“我与未来的自己有个约定”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文章。

要求：①书写规范，卷面整洁。②大胆选择你最能驾驭的文体进行写作。③文中不得

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地名。

本文来源于，有全面的语文知识，欢迎大家继续阅读学习。

>>>更多内容请点击：课外知识、综合知识、文言知识、文学知识、小学语文基础知

识、

初中语文

基础知识、

高中语文

基础知识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