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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语⽂中考阅读 100天
阅 读 100 天

(第45天)
           年     ⽉     ⽇         班级          姓名         评价         

⼀、古诗词阅读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唯落晖。 
牧⼈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相识，长歌怀采薇。

1、⽤⾃⼰的话说说⾸联在诗中的作⽤。　
答：                                       
【答案】第⼀句的“东皋”点明地点，“薄暮”点明时间，“望”字领起中间两联的写景。第⼆句呼应
起尾联，表现出哀伤的情感，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②表现了在现实中找不到知⾳、得不到
赏识的苦闷、怅惘的⼼情。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诗歌内容的把握，要从词语含义及诗的意境⼊⼿来思考。同时考虑⾸
联在诗的开头，它所起到的引领作⽤，奠定感情基调的作⽤。
2．请你⽤形象的语⾔来描绘 ⼀下“树树皆秋⾊，⼭⼭唯落晖。”的意境。 

【答案】⽰例：漫⼭遍野，树叶枯黄，更兼残阳尽染的萧瑟衰败景象（⽂从字顺，意对即可。）

【解析】此题考查对诗歌意境的理解和鉴赏能⼒。要做到⽂从字顺，描写恰当，有⽂采，想象
丰富、合理。
3、对本⾸诗的理解，下列分析不正确的⼀项是（   ）
A．此诗写⼭野秋景，景中含情，朴素清新，流畅⾃然。
B．⾸联叙事兼抒情，总摄以下六句。
C．颌联写薄暮中的秋野静景，互⽂见义，⼭⼭、树树，⼀⽚秋⾊，⼀抹落晖。萧条、静谧，
触发诗⼈彷徨⽆依之感。
D．颈联写秋野静景，于⼭⼭、树树，秋⾊、落晖的背景上展现“牧⼈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的
画⾯。【答案】C

【解析】“颈联写秋野静景”不对，颈联是写秋野动景的。
⼆、⽂⾔⽂阅读：

观潮

周密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既望以⾄⼗⼋⽇为最盛。⽅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渐

近，则⽟城雪岭际天⽽来，⼤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
为郭，江横⽟系腰”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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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
旗标枪舞⼑于⽔⾯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物略不相睹，⽔爆轰震，声如崩⼭。烟消
波静，则⼀舸⽆迹，仅有“敌船”为⽕所焚，随波⽽逝。
　　吴⼉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持⼗幅⼤彩旗，争先⿎勇，溯迎⽽上，出没于(　　)鲸
波万仞中，腾⾝百变，⽽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江⼲上下⼗余⾥间，珠翠罗绮溢⽬，车马塞途，饮⾷百物皆倍穹常时，⽽僦赁看幕，虽席
地不容间也。
4.⽤现代汉语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其远出海门        ⽅：           

•

（2）吞天沃⽇   沃：            
•

（3）倏尔黄烟四起    倏尔：           
• •

（4）江⼲上下⼗余⾥间        江⼲：     
• •

【答案】（1）当……时候（ 2）⽤⽔淋洗  （3）忽然 （4）江岸 

【解析】本题考查常见⽂⾔实词在⽂中的含义。需要平时多注意课⽂下⾯的注释。“积累”是学
好语⽂的关键。
5.⽤现代汉语表述下列句⼦。
（1）⾃既望以⾄⼗⼋⽇为最盛。译：                                                           

（2）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译：                                                         

【答案】（1）从每年的⼋⽉⼗六⾄⼋⽉⼗⼋，这期间海潮最盛⼤。（2）游客租借观赏的帐
篷，即使容纳⼀席之地的空间也没有，⾮常拥挤。
【解析】本题考查⽂⾔⽂翻译。解答时⼀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的整体意思，
如有省略，先补充完整，重点的实词必须译出。（1）中注意“⾃” “既望”；（2）中注意“僦
赁”“虽”。还要注意⽂⾔⽂实词中的⼀些特殊⽤法：⼀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词类活
⽤，结合具体语境，准确翻译。
6. 选出加点字意义相同的⼀项( )
　　A.为：⾃既望以⾄⼗⼋⽇为盛  仅有“敌船”为⽕所焚
　　B.天：天下之伟观也 吞天沃⽇
　　C.百：艨艟数百 腾⾝百变

D.⽽：溯迎⽽上 ⽽僦赁看幕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的理解与⽂⾔词语的识记与理解，要学会辨别。A分别是“是 被”；B分
别是“全天下 天空”；C都是“数词”；D分别是“表⽰修饰关系 表⽰转折关系”。
7. 全⽂的总领句是哪⼀句？
答：                                                                    

【答案】第⼀段第⼀句
【解析】本题是考察对句⼦在结构上的作⽤的理解。要明确“总领”的含义。
三、现代⽂阅读

（⼀）记叙⽂阅读
画晴

张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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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了许久的⾬，天忽然晴了。⼼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批失落的财宝，天的蓝宝⽯和⼭
的绿翡翠在⼀夜之间又重现在晨窗中了。阳光倾注在⼭⾕中，如同⼀盅稀薄的葡萄汁。 

我起来，⾛下台阶，独⾃微笑着、欢喜着。天地间只有⼀团喜悦、⼀腔温柔、⼀⽚勃勃然
的⽣⽓，我⾛向⽥畦，就以为⾃⼰是⼀株恬然的菜花。我举袂迎风，就觉得⾃⼰是⼀缕宛转的
⽓流，我抬头望天，却又把⾃⼰误以为明灿的阳光。 

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住在郊外的陈，就觉得⾮去拜访她不可。在这种阳光中如果不带有⼏
分醉意，凡事随兴⽽⾏，就显得太不调和了。 

转了好⼏班车，来到陈的门前，才发现她也出去了。 

站了许久，不知道⾃⼰该往哪⾥去。抬头望去，远处⽲场很空阔，⼏垛稻草疏疏落落地散
布着。我信步徐⾏，发现⾃⼰正⾛向⼀⽚⼴场。黄绿不匀的草在我脚下伸展着，奇怪的⼤⽯在
草丛中散置着。我选了⼀块⽐较光滑的斜靠⽽坐，就觉得⾝下垫的，和⾝上盖的，都是灼热的
阳光。 

我悠然地望着天，体味着幸福，这不是坐在暖⽓机边的⼈所能了解的。如果我们肯早⽇离
开阴深⿊暗的蛰居，回到热热亮亮的光中，那该多美呢！ 

头顶上有⼀棵不知名的树，叶⼦不多，却都很青翠，太阳的影像从树叶的微隙中筛了下来。
暖风过处，满地圆圆的⽇影都欣然起舞。
坐在这样的树下，又使我想  起⾃⼰平⽇对⼈品的观察。我常常觉得⾃⼰的浮躁和浅薄就像

“夏⽇之⽇”，常使⼈厌恶、回避。于是在深⼼之中，总不免暗暗地向往着⼀个境界——“冬⽇之
⽇”。那是光明的，却毫不刺眼；是暖热的，却不致灼⼈。什么时候我才能那样含蕴，那样温柔
敦厚⽽又那样深沉呢？  我不禁⽤全⼼灵祷求："不是独步中天，造成⽓焰和光芒。⽽是透过灰
冷的⼼，⽤⼀腔热忱去温暖⼀切僵坐在阴湿中的⼈。" 

渐近⽇午，光线更明朗了，⼀切景物的⾊调开始变得浓重。⼏只⿊⾊瘦胚的⽺，正慢慢地
啮着草，远远的有⼀个孩⼦跷脚躺着，悠然地嚼着⼀根长长的青草。我趁兴⽽起，在草场上纡
回漫步。难得这么静，我的脚步声和⽺群的啮草声都清晰可闻。回头再看看那曲臂为枕的孩⼦，
不觉有点羡慕他那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风度了。⼏只⽺依旧依头择草，恍惚间只让我觉得它
们嚼的不⽌是草，⽽是冬天⾥半发的绿意，以及草场上⽆边⽆际的阳光。 

⽇影稍稍西斜了，在⼀天之中，我往往偏爱这⼀刻。我知道有⼈歌颂朝云，有⼈爱恋晚霞，
⾄于耀眼的⽇升和幽邃的⿊夜都惯受⼈们的钟爱。唯有这样平凡的下午，没有⼀点彩⾊和光芒
的时刻，常常会被⼈遗忘。但我却不能⾃禁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静、恬淡和收敛。我回到⾃
⼰的位置坐下，茫茫草原，就只交付我和那看⽺的孩⼦吗？叫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
正在痴想之间，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连它的颜⾊也奇异地转换了。半天朱霞，粲

然如焚，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不仔细分辨，就像莽原尽处烧着⼀⽚野⽕似的。牧⽺的孩
⼦不知何时已把他们各⾃的⽺聚拢了，村落⾥炊烟袅升，他们也就隐向⼀⽚暮霭中去了。 

远处有疏疏密密的⽵林，掩映⼀⾓红墙，我望着他们各⾃⾛去他们的家，⼼中不禁怅然若
失。想起城市的街道，想起两侧壁⽴的⼤厦，⼈⾏其间，抬头只见⼀线天⾊，真仿佛置⾝于死
荫的幽⾕了。⽽这⾥，在这不知名的原野中，却是遍地泛滥着阳光。⼈⽣际遇不同，相去多么
远啊！ 

我转⾝离去，落⽇在我⾝后画着红艳的圆。⽽远处昏黄的灯光也同时在我⾯前亮起。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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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和寒伧成为极强烈的对照。 

遥遥地看到陈的家，也已经有了灯光，想她必是倦游归来了，我迟疑了⼀下，没有⾛过去
摇铃，我已拜望过郊上的晴朗，不必再看她了。 

（选⾃《张晓风散⽂集》，有删改）
8．第⼆⾃然段作者写⾬后天晴，抓住了景物什么特征？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

答：                                                                    

【答案】⼀团喜悦、⼀腔温柔、⼀⽚勃勃然的⽣⽓。欢喜、悠然之情。
【解析】做好此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段落，找到关键句，或者能⽂从字顺地概括。找到⽂中
原句最好，⽂中实在没有的，要找到合适的词语概括。
9．任选⼀个⾓度赏析下⾯这个句⼦，（可从加点字⼊⼿）。

句⼦：太阳的影像从树叶的微隙中筛了下来。暖风过处，满地圆圆的⽇影都欣然起
• • • •

舞。
•

答：                                                                    
【答案】⽰例：“筛”，⽣动形象地描绘出阳光从繁密的树叶间洒落的美景，“欣然起舞”⽤拟
⼈⼿法，⽣动形象地写出了⽇影闪动不定的情景。
【解析】回答此题，⼀定按照要求来答题，此处可从“加点字”⼊⼿，那么最容易做的就可
以从提⽰的⼊⼿了。“筛”的意思是“来回摇动，使细碎的漏下去，粗的留在上头。”此处写
的准确，传神。也可从修辞⼿法⼊⼿。“欣然起舞”此处是拟⼈的⽤法。
10．结合⽂意，仿写句⼦。
例句：“冬⽇之⽇”：那是光明的，却毫不刺眼；是暖热的，却不致灼⼈。什么时候我才能那样
含蕴，那样温柔敦厚⽽又那样深沉呢？
仿写：“夏⽇之⽇”：           ，            ；             ，          ，常使⼈厌恶、回避。
【答案】⽰例：我找到的句⼦是：整个胡同都盛满了黄昏，恍若⼀个⾦碧辉煌的宫殿的长廊。
此句中“盛”字⽤的好，化⽆形物有形（或运⽤了拟⼈⼿法），⽣动形象地写出了⼣阳下胡同的
宁静祥和之美。
【解析】做好此题的关键在于严格按照要求来做，同时要注意写成的句⼦要符合⽂意，有
⽂采。
11．⽂中对⽐⼿法⽤的好，任选⼀处，略作说明。
答：                                                                    
【答案】⽰例：①置⾝阳光下的“我”与“坐在暖⽓机边的⼈”的对⽐，突出了作者沐浴在阳
光下的幸福。②“夏⽇之⽇”与“冬⽇之⽇”的对⽐，突出作者对含蕴、温柔、敦厚、深沉的
境界的向往。③“有⼈歌颂朝云，有⼈爱恋晚霞，⾄于耀眼的⽇升和幽邃的⿊夜都惯受⼈们
的钟爱”与“我”偏爱“平凡的下午”对⽐，突出表达了作者对宁静、恬淡和收敛的下午的喜爱
和瞻仰之情。④“城市的街道”与“不知名的原野”的对⽐，明确了作者抚然若失的原因，表
达了作者对泛滥着阳光的不知名原野的喜爱。⑤“落⽇”与“昏黄的灯光”的对⽐，表达了作
者对壮丽原野的恋恋不舍。
【解析】做好此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句⼦赏析的⽅法，赏析句⼦从哪些⾓度⼊⼿，可以从⽂
章写法⾓度⼊⼿，可以从词语使⽤的准确性⼊⼿，还可以从句⼦使⽤修辞⼿法的⾓度⼊⼿
等等，要结合具体的语境作分析。注意此处是“对⽐”⼿法，要找到句⼦，并简析。
12．说说结尾⼀段的含义。
答：                                                                    
【答案】作者起先去拜访朋友，⽬的只是想到朋友⽣活的郊野中去享受和沉醉阳光。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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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原野的⼀天，她已独⾃领略了乡村的阳光美景，⽬的已达到，没有必要再去打扰朋友了。
这样的结尾更突出了主题，耐⼈回味。
【解析】做好此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段落，找到关键句，或者能⽂从字顺地概括。找到⽂中
原句最好，⽂中实在没有的，要找到合适的词语概括。
13、谈谈你读完本⽂之后的启⽰？
答：                                                                    

【答案】结合⽂中作者的感受，能联系实际⽂从字顺地概括即可。可结合“宁静、恬淡、温柔、
敦厚、深沉”等词语来答题。
【解析】此题考查学⽣对⽂本的感受以及⾃⼰的⽣活体验积累。学⽣要按照题⽬要求来答题。

（⼆）说明⽂阅读

蛇的⽂化解读 
                                                     邸永君 
 (1) 蛇者，吾⼈类之旧相识也。其⼤者⽈蟒，⼩者⽈虺，属爬⾏纲、有鳞⽬、蛇亚⽬，差异巨⼤，
种类繁多。当今存世者约有2500⾄3000种，其中毒蛇约650种，我国蛇类有200余种，毒蛇约40

种。蛇对⽣存环境尽管寒暑不惧冷暖皆宜，然究其⼤宗，则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树栖、
⽳居为主。它与先民交错杂居，过从甚密，⼗⼆⽣肖蛇占⼀席，即可表明其突出地位。 
 (2)蛇性⾃强不息。蛇以其以冷⾎脊椎动物之强⼤适应性与超强繁殖⼒，挑战着⽣存极限。⼲燥
的沙漠中，不难发现其匍匐疾进之⾏迹；奇寒的冰雪下，隐隐可见其团缩蛰居的⾝影。⽔中漫
游，⽆鳍⽽进；陆上疾⾛，⽆⾜⽽⾏。⽆⽖锋之利⽽震慑百兽；⽆⾜趾之强⽽踏遍青⼭。穿越
今古，⽣⽣不息，真⾃信⾃强之典范也。  
(3)蛇善伺机进攻。蛇以⾁⾷为主，长于乔装，善于突袭，取⾷对象包括各种动物，且武器强⼤，
多技并⽤。或缠绕，或噬咬，或施毒，或吞⾷，令猎物防不胜防，不寒⽽栗。  
(4)蛇有千差万别。同样称蛇，却⼤⼩不⼀，五花⼋门。世界上最⼤的蛇是蟒蛇，⾝长可达10

⽶，重70公⽄以上；最⼩的蛇是盲蛇，成年蛇仅与⼤蚯蚓相仿，体重只有数克。毒蛇中以眼镜
王蛇与蝮蛇最为凶残，令⼈谈之⾊变；⽽⽆毒者对⼈毫⽆威胁，可与⼈和谐相处。蛇之分化，
可视为⽣物多样性的真实写照与绝佳诠释。 
(5)蛇乃华夏图腾，古⼈崇其顽强，惧其凶恶，羡其繁衍，久之便⼼⽣敬畏，崇拜有加。据诸多
古典⽂献记载，辅之以出⼟⽂物以佐证，伏羲与⼥娲的本始形象，乃⼈⾸蛇⾝。事实上，蛇是
形成于海岱区域的东夷部族之图腾，其所具有的顽强⽣命⼒与旺盛⽣殖⼒，是永恒⽣命之象征。
伏羲、⼥娲神话便是崇蛇意识的浓缩与升华。这种蛇崇拜复经多次磨合与融汇，最终形成中华
图腾——龙。蛇⽆疑是龙的主要原形，⾜以表明蛇在国⼈⼼⽬中的重要地位。  
(6)蛇助⽂化演进。蛇的形象在绘画和⼯艺品中常常出现，体现着⼈蛇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对蛇的认识与情感及其对⽂化的影响。在⼈类早期岩画中，蛇的形象便赫然在⽬，西汉帛画
已中有蛇神已蛇之尊容。⽽“画蛇添⾜”之寓⾔，更可表明蛇乃画家重要创作题材之⼀。蛇在⽂
学领域中亦不乏⾝影。以蛇为题材的⽂学作品出现甚早，不可胜计。如《诗经·⼩雅·斯⼲》中
“维虺维蛇，⼥⼦之祥”之句；屈原《楚辞·天问》中，曾有“⼀蛇吞象，厥⼤何如”之语。成语中
之“⽜⿁蛇神”，原本佛教语，后⽤来⽐喻形形⾊⾊之异类；“虎头蛇尾”，⽐喻做事有始⽆终；
“打草惊蛇”，⽐喻因⾏动草率，反使对⽅有所戒备；“杯⼸蛇影”，讽刺疑神疑⿁之庸⼈；加之
前述“画蛇添⾜”，⽐喻做多余之事，⾮但⽆益，反⽽受损；“笔⾛龙蛇”，则⽤于形容书家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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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酣畅，造诣之精深。据不完全统计，与蛇相关之成语不下70个，可谓玲琅满⽬，⾔浅意深。
戏曲领域，《⽩蛇传》可谓家喻户晓。主⼈公⽩蛇及侍⼥⼩青，皆蛇之化⾝，却美丽善良，表
现出国⼈对⽆毒蛇类之接纳与认可。西⽅⽂化体系《圣经》中，蛇却是引诱⼈类始祖犯罪之邪
恶化⾝，是对毒蛇害⼈现实之概括与提炼。蛇集善恶于⼀⾝，⽽对其特性之不同认知与取舍，
反映出东西⽅⽂化不同的价值取向，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低各不同”。 
(7)蛇富实⽤价值。以蛇为药，为时已有数千年之久。《神农本草经》已有记载，李时珍《本草
纲⽬》中，更有“蝮蛇能治半⾝枯死、⼿⾜脏腑间重疾”之论断。蛇胆明⽬，蛇⾁可⾷，蛇⽪制
⿎，可谓周⾝是宝。随着现代医学和药学⽔平的提⾼，蛇毒之功⽤更加明晰⽽确切，蛇之药⽤
价值⼤为提⾼，且必将⼤获进展。 
(8)又逢蛇年，使我们再次将⽬光集中到与蛇相关的话题。蛇之                  ，皆可激励着我们，在
困难⾯前毫不退缩，于坎坷。 
（选⾃2013年1⽉《光明⽇报》,有删改。）
14．蛇具有“助⽂化演进”的作⽤体现在哪些⽅⾯？答：                                                                    
【答案】①蛇的形象在绘画和⼯艺品中常常出现:②蛇在⽂学领域中亦不乏⾝影:③蛇在戏曲领域
中也常常出现。
【解析】要找到关键的段落，此题是第6段的内容。找到中⼼句“蛇助⽂化演进”，之后有⼀些关
键语句，如“蛇的形象在绘画和⼯艺品中常常出现”“在⽂学领域中亦不乏⾝影”“蛇在戏曲领域中
也常常出现”，它们共同说明了中⼼句。因此，作⽤体现在这样三个⽅⾯。
15．第(4)段主要运⽤了哪种说明⽅法?试举⼀例，并说明其作⽤是什么?
答：                                                                    
【答案】作⽐较。如：最⼩的蛇是盲蛇，成年蛇仅与⼤蚯蚓相仿，体重只有数克。此句通过与
蜓蚓的⽐较,具体突出了盲蛇体形之⼩,体重之轻。
【解析】回答此题，找到相应的段落。抓重点说明⽅法，看题⽬要求。常见的说明⽅法有：举
例⼦、分类别、作⽐较、下定义、列数字、作诠释、打⽐⽅、列图表、引⽤、摹状貌等。答题
格式可这样表述：⽰例：举例⼦: 举出х事例来说明хх，具体形象的说明了ххх，便于读者理解。
16．赏析下⾯句⼦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与蛇相关之成语不下70个，可谓玲琅满⽬，⾔浅意深。

• •

答：                                                                               

【答案】"不下"是"不少于"的意思,说明与蛇相关的成语数量不少于70个。体现了说明⽂语⾔的
准确、严密的特点。
【解析】把加线的“不下”去掉读⼀读，即可⽐较出不同。“不下”强调不少于，去掉变成了“70个”

说法与实际不符了，这个词语体现了语⾔的准确性。
17．下列表述符合原⽂的⼀项是(    )〈2分)

A.蛇对⽣存环境寒暑不惧冷暖皆宜,世界各地分布着⼤量的蛇。
B.世界上最⼤的蛇是蟒蛇,⾝长可达10⽶,重量⼤约有70公⽄。
C.蛇是龙的主要原型,蛇在国⼈⼼⽬中具有重要地位。
D.毒蛇中眼镜王蛇和蝮蛇最为凶残,令⼈谈之⾊变;⽽⽆毒蛇对⼈威胁不⼤,与⼈和谐相处。
【答案】C

【解析】A中的“⼤量的”说法不当，原⽂是“究其⼤宗，则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即其它地
⽅也有分布，但不是“⼤量”。B的说法与原⽂不符，原⽂是“世界上最⼤的蛇是蟒蛇，⾝长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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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70公⽄以上”，故B项中的“⼤约有70公⽄”说法不当。D  “⽆毒蛇对⼈威胁不⼤”的说法
与原⽂“⽆毒者对⼈毫⽆威胁，可与⼈和谐相处”存在差异。
18、在末段空格上填上合适的词语或短语，使其连贯，流畅。
答：                                                                      

【答案】⼋段是对全⽂的总结，可填写上⽂涉及到的蛇的精神品质，如“⾃强不息”“顽强”“勇敢”

等，从原⽂中提取或概括均可。
【解析】此题，考查学⽣对⽂本的理解能⼒，能结合⽂中对“蛇”的说明，联系实际⽣活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