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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语⽂中考阅读 100天
阅 读 100 天
第70天

          年      ⽉      ⽇          班级          姓名         评价       

⼀、古诗词阅读

                         雪梅

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雪却输梅⼀段⾹。

1. “梅雪争春未肯降”中“争”字⽤得很妙，请说说它的表达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运⽤拟⼈⼿法，⽣动写出了⼆者为争春发⽣了“磨擦”，都认为各⾃占尽了春⾊，
装点了春光，⽽且谁也不肯相让的情态。这种写法，实在是新颖别致，出⼈意料。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重点字词的把握。回答此类试题，可以从词性、⾊彩、修辞以及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去把握它的内涵。分析时要结合全诗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去回答，不能
孤⽴地谈这个词的作⽤。⼀个“争”字，将梅雪⼈格化了，⽣动写出了梅、雪争春的情态。
2．简要分析后两句诗所蕴含的哲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有⾃知之明。取⼈之长，补⼰之短，才是正理。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意的把握。解答此题，要仔细揣摩诗歌内容。“逊”“输”两个字
表明梅花与雪花都有不⾜之处，在此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有⾃知之明。取⼈之
长，补⼰之短，才是正理。
⼆、⽂⾔⽂阅读：

（甲）⾄于负者歌于途，⾏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不绝者，滁⼈
游也。临溪⽽渔，溪深⽽鱼肥；酿泉为酒，泉⾹⽽酒洌。⼭肴⽽酒洌。⼭肴野蔌，杂然⽽前陈
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丝⾮⽵，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喧哗者，众宾欢也。
苍颜⽩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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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忠公⽂集》）
   （⼄）世之⼈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馒头，⾷之未必不佳，⽽视其为状，已可知其俗物。
字法中绝将五⼗年，近⽇稍稍知以字书为贵，⽽追踪前贤者未有三四⼈。古之⼈岂皆能书，独
其⼈之贤乾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书者随纸与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
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未必不宝也。杨凝式以直⾔谏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
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
其馀泯泯不复见尔。
                                                           （选⾃《书学集成•汉宋卷》，有删节）
3.⽤现代汉语表述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伛偻提携   提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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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宴醋之乐   酣：        
•

（3）字法中绝将五⼗年  绝：       
•

（4）后世见者未必不宝也    宝：        
•

【答案】①⼩孩⼦ ②酣畅、痛快③消失、断绝④以……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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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此
题，注意“宝”词类活⽤。
4. 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思相同的⼀组是（ ） 

A.①⾄于负者歌于途   ②其节见于艰危
• •

B. ①醒能述以⽂      ②近⽇稍稍知以字书为贵
• •

C. ①禽鸟知⼭林之乐  ②⾷之末必不佳
•

D. ①泉⾹⽽酒洌      ②⽽追踪前贤未有三四⼈
• •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对⽂⾔虚词的理解。A中的两个“于”，都是介词，“在”；B中的“以”，前者解
释为“⽤”，后者解释为“认为”；C中的“之”，前者是结构助词，的，后者是代词，指馒头；D中
的“⽽”，前者表并列，后者表转折。
5. ⽤现代汉语表述下列句⼦。
（1）⼈知从太守游⽽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译：                                                            

（2）⾮⾃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
译：                                                            

【答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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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并不是
⾃古以来的贤⼈哲⼠⼀定能够写出好的书法，只有真正好的书法能保存下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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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给分点，查看有⽆特殊句式，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翻译
（1）时要注意“乐其乐”的翻译；翻译（2）时要注意“书”的解释。
6.  欧阳修的"为⼈"之道，既体现在为官之时，又体现于书法之论中，请根据两个⽂段内
容，简要分析。
【答案】《醉翁亭记》体现了欧阳修在仕途失意时“与民同乐”的恬淡、豁达的情怀；《书学集
成》则呈现了欧阳修在书法之论中寄予了追求卓越的理想。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作者情感的体味。解答此题，要结合⽂意，从⽂章主旨或作者情感⽅
⾯去分析。
三、现代⽂阅读

（⼀）记叙⽂阅读
秋天•秋天（节选）

张晓风
在我们的城市⾥，夏季上演得太长，秋⾊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得永远不会被混淆

的——这坚硬明朗的⾦属季。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中去认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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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命中第⼆⼗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个诗⼈说的：“依然迷信
着美。”

是的，到第五⼗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些零碎的事，画⾯⾥常常出现⼀⽚美丽的郊野，我

悄悄地从⼤⼈⾝边⾛开，独⾃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把许
多神秘的美感⼀起落进我的⼼⾥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的⼼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
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落叶。叶⼦是黄褐⾊的，弯曲的，像⼀只载着梦⼩船，⽽且
在船舷上又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每起⼀阵风我就在落叶的⾬中穿梭，拾起⼀地的梧桐
⼦。必有⼀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年了，我似乎又能听到遥
远的西风，以及风⾥簌簌的落叶。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船，航⾏在草原⾥，航⾏在⼀
粒种⼦的希望⾥。
    又记得⼩阳台上黄昏，视线的尽处是⼀列古⽼的城墙。在暮⾊和秋⾊的双重苍凉⾥，往
往不知什么⼈加上⼀阵笛⾳的苍凉。我喜欢这种凄清的美，莫名所以地喜欢。⼩舅舅曾带
着我⼀直⾛到城墙的旁边，那些斑驳的⽯头，蔓⽣的乱草，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长
⼤了读⾟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词呢？
我所熟悉的只是古⽼南京城的秋⾊罢了。

……

⽽⽇⼦被西风吹尽了，那⼀串⾦属性、有着欢乐叮当声的⽇⼦。终于，⼈长⼤了，会
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车上，想像着陆放翁“饱将两⽿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相⽚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哪⼀季呢？”我问芷。
“秋天。”她简单地回答，眼睛⾥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野和乡村⾥的故事。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在
它旁边睡觉的⼩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路⾛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的时候，我们⽣命的同伴⼀个个下车了，座位慢
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我会很难过。”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可如何的
摇落之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起躲在⼩树丛中念书，⼀起说梦话的那段⽇⼦是美的。
⽽现在，你在中部的深⼭⾥⼯作，像传教⼠⼀样地⼯作着，从⼼⾥爱那些朴实的⼭地

灵魂。今年初秋我们又见了⼀次⾯，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渡船⾥，早晨的淡⽔河还没
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林故事了。

“有时候，我向⾼⼭上⾛去，⼀个⼈，慢慢地翻越过许多⼭岭。”你说，“忽然，我停住
了，发现四壁都是⼭！都是雄伟的、插天的青⾊！我吃惊地站着，啊，怎么会那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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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望着你，芷，我的⼼⾥充满了幸福。分别这样多年了，我们都⽆恙，我们的梦也都⽆
恙——那些⾼⾼的⼭！不属于地平线上的梦。

⽽现在，秋在我们这⾥的⼭中已经很浓很⽩了。偶然落⼀阵秋⾬，薄寒袭⼈，⾬后常
常又现出冷冷的⽉光，不由⼈不⽣出⼀种悲秋的情怀。你那⼉呢？窗外也该换上淡淡的秋
景了吧？秋天是怎样地适合故⼈之情，又怎样的适合银银亮亮的梦啊！
随着风，紫⾊的浪花翻腾，把⼀⼭的秋凉都翻到我的⼼上来了。我爱这样的季候，只

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我并⾮不醉⼼春天的温柔，我并⾮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
命应该严肃、应该成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样——然⽽，谁懂呢？谁知道
呢？谁去欣赏深度呢？
远⼭在退，遥远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近处的⽊本珠兰仍⾹着，（⾹⽓真是⼀种权

⼒，可以统辖很⼤⽚的⼟地。）溪⽔从⼩夹缝⾥奔窜出来，在原野⾥写着没有⼈了解的⾏
书，它是⼀⾸⼩令，曲折⽽明快，⽤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愿我的⽣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太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的夏云、没有喧哗、没有
旋转的五彩，只有⼀⽚安静纯朴的⽩⾊，只有成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树红
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秋天，这坚硬⽽明亮的⾦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7. 结合⽂意，请说说“依然迷信着美”中“迷信”的含义。
                                                                   

【答案】执着⽽虔诚地热爱
【解析】本题考查理解⽂中重要词语的含义。此类题⽬要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依据“词不
离句”的原则，从上下⽂及句⼦的搭配上来推敲词语的含义。从下⽂“是的，到第五⼗个秋
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句中可以对“迷信”⼀词作出恰当的解释。
8.  说说你对“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船，航⾏在草原⾥，航⾏在⼀粒种⼦的希望⾥。”这
句话的理解。
                                                                   

【答案】⼀⽅⾯因为与⾃⼰⼀样热爱秋天的朋友远在他乡，另⼀⽅⾯，作者感到，⼈们⼤
都醉⼼于春天的温柔和夏天的炽热，却不会欣赏秋天的严肃、成熟、神圣与深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对情感态度的理解能⼒。回答此题，学⽣重点要把握“孤独”这
⼀词语，思考作者觉得⾃⼰“爱得孤独”的原因。联系上⽂不难发现，与⾃⼰⼀样热爱秋天
的朋友不在⾝边；同样联系下⽂，可以看出，⾝边的⼈没⼈懂秋的严肃，没⼈知道秋的成
熟，没⼈去欣赏秋的神圣与深度。
9.  “我爱这样的季候，只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联系上下⽂，说说作者觉得⾃⼰“爱得
孤独”的原因。                                                                  
【答案】⼀⽅⾯因为与⾃⼰⼀样热爱秋天的朋友远在他乡，另⼀⽅⾯，作者感到，⼈们⼤
都醉⼼于春天的温柔和夏天的炽热，却不会欣赏秋天的严肃、成熟、神圣与深度。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对情感态度的理解能⼒。回答此题，学⽣重点要把握“孤独”这
⼀词语，思考作者觉得⾃⼰“爱得孤独”的原因。联系上⽂不难发现，与⾃⼰⼀样热爱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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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不在⾝边；同样联系下⽂，可以看出，⾝边的⼈没⼈懂秋的严肃，没⼈知道秋的成
熟，没⼈去欣赏秋的神圣与深度。
10．阅读全⽂，你认为作者愿以“全部的虔诚与敬畏”去爱秋天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因为作者认为秋天不会华⽽不实、浮躁喧哗，它是安静纯朴的，有着成熟⽣命的
深沉与严肃，又有像⼀树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希望。
【解析】本题实际上考查学⽣对⽂章主旨的把握能⼒。⽂章最后“愿我的⽣命也是这样的”

⼀句揭⽰了作者爱秋天的原因，点明⽂章中⼼。这也是作者愿以“全部的虔诚与敬畏”去爱

秋天的原因。只要将倒数第⼆段语句按要求变通⼀下即可。

11．⽂章描写了秋天的哪些特点？
【答案】严肃、成熟、神圣，深沉，坚硬，明亮。
【解析】本题考查对⽂意的理解与提取信息的能⼒。解答此题，通读全⽂，可从⽂段中筛选出
描写秋天的特点的词语：严肃、成熟、神圣、深沉、坚硬、明亮。
12. 阅读全⽂，找出⽂中最能概括作者对秋天喜爱的句⼦。
【答案】秋天，这坚硬⽽明亮的⾦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解析】本题考查对⽂章主旨的理解与提取信息的能⼒。认真阅读全⽂，根据题⽬要求，
从⽂中找出最能概括作者对秋天喜爱的句⼦并不难。

（⼆）议论⽂阅读

安静的阅读
潘凯雄

①当阅读居然需要⿎与呼，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当读书变得嘈嘈杂杂，这样的阅读
是有问题的。
当深度阅读近乎成为⼀种奢侈品，这个时代是有问题的。
②回想起来，我的青少年时光有10年是在浩劫年代度过的。即使是在那个⽂化短缺、

读书⽆⽤之风弥漫盛⾏的荒唐时代，没有任何号召，更谈不上什么强求，我和我的⼩伙伴
们依然是削尖脑袋挖空⼼思地找书看。⽆论平⽇⾥如何淘⽓，到了那个时刻就只剩下两个
字⼉：安静。
③忆往事绝⽆今不如昔之叹．⽽只是想说阅读本是正常⼈的⼀种⽣活⽅式。安静的读

书本是阅读的常态和最有效的汲取。
④安静之美其实何⽌于阅读。仔细想想：⼈⽣最美好的境界又何尝 �不是丰富的安静？

只是这又谈何容易。莎⼠⽐亚曾经对那种张扬的⽣命状态发出过这样的嘲讽：“充满了声⾳
和狂热，⾥⾯空⽆⼀物。”摆脱了尘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才有可能静得下来，⽽拥有了⼼灵
与情感的宝藏才可谓之丰富。步⼊这样的境界需要⼈⽣的历练和阅读的滋养，⽽这种滋养
最⼤程度的汲取惟有安静的阅读。
⑤安静的阅读⾸先是⼀种状态。这样的状态与读什么⽆关，⽆论是⼈⽂还是科学，⽆

论是⾼雅还是通俗；这样的状态与阅读的⼯具和媒介⽆关，⽆论是纸介还是数媒，⽆论是
整体还是碎⽚。读总⽐不读好，读点什么总⽐什么都不读好。
⑥安静的阅读更是⼀种境界。这种境界的抵达⾃然需要时间，⼀旦抵达了，读什么、

如何读的问题⾃然就会迎刃⽽解。什么当快读？什么当慢读？什么可不读？什么必须读？
诸如此类的问题�届时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
⑦社会可以热热闹闹地为阅读创造条件、营造氛围，社会可以轰轰烈烈地倡导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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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荣、不阅读为耻的风尚，但社会之于阅读所能发挥的任何作⽤终究都只能是外⼒，并不
能改变阅读终究是个体⾏为与选择的本质；社会为阅读所做的⼀切热热闹闹与轰轰烈烈都
是为了回归最终的安静。
⑧会有那样的未来吗？⼈类的⽂明不再需要通过阅读去延续和传承，⼈类的智慧不再

需要通过阅读去积累与丰富，如果真有如此时刻 �，那也⼀定是⼈类⽣⽣不息的阅读所换
来。⽽在那⼀刻来临之前，阅读不死，安静的阅读永存。
⑨静下来，读进去，快乐与幸福长相随。

13.概括本⽂的中⼼论点。
                                                                   

【答案】安静的读书本是阅读的常态和最有效的汲取。
【解析】本题考查学⽣对论点及⽂段作⽤的把握。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
是明确的判断，是作者看法的完整陈述，本⽂题⽬即作者所论述的问题，通读全⽂，可以在第
③段中找到本⽂的论点：安静的读书本是阅读的常态和最有效的汲取。
14．简述第①段在⽂中的作⽤。                                                                           

                                                                   

【答案】运⽤排⽐句引出论述的话题，突出当前社会在阅读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引发读者深思。

【解析】本题考查议论⽂开头段的作⽤。议论⽂开头段⼀般有如下作⽤：激发读者的阅读
兴趣；引出论点或论题；作为论据，证明论点。
15．简要分析⽂章第④段运⽤的论证⽅法及其作⽤。
                                                                   
【答案】道理论证和对⽐论证，嘲讽了那种浮躁张扬的⽣活状态，突出论述了摆脱诱惑的
安静是⼈⽣最美好的境界。
【解析】本题考查论证⽅法及其作⽤。解答此类试题，⾸先认真研读所给内容，辨析运⽤的论
证⽅法，然后围绕中⼼论点或本段论点，并结合这种论证⽅法本⾝的特点，分析其作⽤。就本
题⽽⾔，第④段引⽤了莎⼠⽐亚的话，属于道理论证。同时将张扬的⽣命状态与安静的阅读进
⾏⽐较，运⽤了对⽐论证的⽅法。其作⽤是嘲讽了那种浮躁张扬的⽣活状态，突出论述了摆脱
诱惑的安静是⼈⽣最美好的境界。
16．试分析作者认为⼈⽣需要安静的阅读的原因。
                                                                               
【答案】(1)安静的阅读能使⼈⽣美好，（2）安静的阅读是⼀种状态，（3）安静的阅读是
⼀种境界。
【解析】本题考查对⽂意的理解。解答此题，要认真阅读全⽂，抓住⽂中的关键语句作答。
作者在第③段提出论点后，接着⽤④⑤⑥段对论点进⾏阐述，所以，此题答案可以从这三
段中获得，第⑤⑥两段的⾸句就是本段的中⼼句，阅读第④段不难概括出本段中⼼意思：
安静的阅读能使⼈⽣美好。
17. 请简要分析本⽂的论证过程。
【答案】作者先⽤排⽐句和⾃⼰的经历来引出本⽂的论点“安静的读书本是阅读的常态和最
有效的汲取。”；接着从安静的阅读状态和境界来说明，并且运⽤道理论证和对⽐论证进⾏
论证；最后告诉⼈们，阅读既要静下来也要读进去，这样才能收获快乐与幸福。
【解析】本题考查⽂章的论证思路。对论证思路的梳理，其实是对⽂章结构层次的梳理，
做这类题先划分⽂章的层次，然后总结层意，再加上⾸先、然后、最后这类⽤语即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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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排⽐句和⾃⼰的经历来引出本⽂的论点“安静的读书本是阅读的常态和最有效的
汲取”；接着从安静的阅读状态和境界来说明，并且运⽤道理论证和对⽐论证进⾏论证；最
后告诉⼈们，阅读既要静下来也要读进去，这样才能收获快乐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