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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学科模拟题（三）

考试时间：120分钟 总分：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共 8 题，每题 2 分，共 16 分）

1.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读音不完全一致．．．．．的一项是（ ）。

A.一夫当．关 当．仁不让 当．机立断 当．行出色

B.青山绿．水 桃红柳绿． 绿．林好汉 律．吕调阳

C.天道酬．勤 踌．躇满志 未雨绸．缪 运筹．帷幄

D.脍炙．人口 栉．风沐雨 博闻强识． 独树一帜．

2.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无丝竹之乱耳，无案读之劳形。

B.春风能解冻，和煦催耕种，裙剧微动摇，花气时相送。

C.江南几渡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

D.这个字如龙蛇盘绕，那个字似鹰隼雄立。

3.近年来，围绕一位书法界名人的专题展览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记忆中还没有哪一

次能够和眼下的颜真卿_________。不过对于书法界而言，显然更关注的是颜真卿本身。颜真

卿所生活的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作为唐代书法杰出代表的颜真卿自然早已

_________。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书法史在源头处本来是合一的，但隋唐之后两国_________，

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中国的“宋四家”还是日本的“三笔三迹”，都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了两位宗师级人物的影响。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中国书法史审美范式的两极，

王字中宫收紧，而颜字向外扩张。这两种代表两个极端风格，几乎穷尽了中国书法形式美的

可能性。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一概而论 家喻户晓 各自为政

B.一概而论 脍炙人口 分门别户

C.相提并论 家喻户晓 分门别户

D.相提并论 脍炙人口 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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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上世纪 90 年代，知名歌手罗大佑的歌曲

《东方之珠》令绝大多数当时未曾踏足过香港的内地民众对它充满向往。

B.对这样的青年，我们是该支持他呢，还是该指责他呢？

C.临海住宅小区一直以其经济的价位、卓越的品质（大户型、园林化、智能化）而受到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D.讲述一件事，希望有人了解；阐述一个道理，希望有人明白；提出一项请求，希望有

人应允，交际总是有目的的。

5.下列句子中，没有．．使用比喻修辞手法的是（ ）。

A.我国企业在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主动强化环保意识，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带动了东道主在观念上弯道超车。

B.一种突如其来的网络病毒洪水猛兽般地袭击全球，导致 150 多个国家受灾，我国也有

近 3 万家机构的计算机受到影响。

C.气象部门预计，随着暖湿气流增强，我省明天会迎来一场及时雨，空气中污染物的浓

度将快速下降，人们的舒适度会大幅度提升。

D.“一带一路”是我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一项互利共赢的倡议，它已经成为推

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走出衰退困境的新引擎。

6.将下面的句子重新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①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②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

③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

④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

⑤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

A.③①②④⑤ B.⑤④①②③ C.⑤①③②④ D.③②⑤④①

7.下列关于文学作品内容及常识的表述，不完全正确．．．．．的是（ ）。

A.《孟子》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记录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

B.《水浒传》描写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里面有一百单八将，例如：花

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经典故事有武松打虎、大闹高老庄、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

C.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他的文章言之有物。代表作《小石潭记》《黔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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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蛇者说》，其中《小石潭记》是被贬湖南永州所作，是《永州八记》之一。

D.汉乐府是汉朝兴盛的一种诗歌形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创作宗旨。和《诗经》

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脉相承。

8.《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应使全体学生在

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形成良好的 和科学人文素养，

为终身学习和 奠定基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发

挥应有的作用。

A.语文素养 生活实践修养 创新实践精神的发展

B.文化素养 思想道德修养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C.文化素养 生活实践修养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D.语文素养 思想道德修养 创新实践精神的发展

二、填空题（共 4 题，每空 1分，共 6 分）

9.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苏轼《定风波》）

10. ，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

11. ， ，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2.杜甫的《望岳》中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

的心胸气魄的是 ， 。

三、古诗文阅读（16 分）

（一）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 13-15 题。（10 分）

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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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率子

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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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应。

13.解释下列加点的词。（4分）

（1）年且．九十 且：___________

（2）杂然相许． 许：___________

（3）甚矣，汝之不惠． 惠：___________

（4）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匮：___________

14.翻译下列句子。（3分）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文中妻子与智叟对于愚公移山的行为有何异同？（3分）

相同：

异：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16-17 题。（6 分）

鹧鸪天•代人赋

辛弃疾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注】这首词作于作者遭弹劾解官归居时。

16.下列对这首词的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2 分）

A.“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是借助自然物象和农事，表现初春的农村一片

生机盎然，并用一个“破”字非常传神的写出了桑叶逐渐萌发、膨胀的过程。

B.“斜日”“寒林”“暮鸦”构成一片空旷的背景，“点”字则为这种空旷背景增添了

一丝悲凉，为整首词定下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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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山远近，路横斜”为承上启下之句，由上片之陌上平岗，逐渐转入下片之农家生活，

视角由物象转向了人事。

D.“青旗沽酒有人家”一句反映了农家生活的知足，“有”字则体现了作者的情趣。

17.结合画线句，分析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情感。（4 分）

四、现代文阅读（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8-21 题。（12 分）

挺拔之姿

朱以撒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

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

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

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

闪过阳光的光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

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

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

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

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

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

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

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

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

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

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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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

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

过了，余韵袅袅。

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

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

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

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

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

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

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

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

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

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

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

了。庾子山在《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

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

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

竹间，在这里挥麈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

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

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

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

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

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

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

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力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

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

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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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

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

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时雨，山野在潮湿中，

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

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18.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2分）

A.文章第三段运用了比喻、比拟、排比等修辞，文意生动，兼之长句断句错杂，富于变

化，体现了散文之美。

B.“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这句话是说，

每一个懂竹的人都会获得内在支撑，成为有风骨的人。

C.随着年龄的增长、境遇的改变，同样的竹子，“我”却“读”出了不同的内涵。

D.文章采用倒叙、插叙的手法，综合运用了记叙、说理、抒情等表达方式，谈古论今，

托物言志，旨在表达对农耕兄弟的赞美，对乡村文化的眷恋。

19.题目为“挺拔之姿”，但画线部分却写扭曲的竹子，是否合乎题旨？为什么？（3 分）

20.赏析文章末段的文字。（4 分）

21.结合文章分析，作者写出了竹子的哪些精神气质？（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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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设计题（12 分）

下面是部编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 1 课《春》全文。

春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

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

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

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

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

蜜蜂嗡嗡的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

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

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

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

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

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

静默着。

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

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他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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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向前去。

【问题】

22.设计本课的教学目标。（4 分）

23.设计一个教学过程引导学生体会“春之美”。（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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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分析题（8 分）

下面是课文《散步》的教学实录（节选）：

师：请一位同学说说，你为什么最喜欢母亲？

生：这位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孙子。

师：请你把写母亲的地方读一遍。（学生读第 2 段）

师：母亲尽管走远一点就觉得累，但体谅到儿子的一片孝心，就出来了。这是母亲的动

作——“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生：母亲十分依赖孩子。

师：哪个地方写到了母亲的语言？

生：倒数第 2 段。

师：请你读一下。（学生读）

师：“还是走小路吧。”母亲为什么改变主意？

生：因为母亲知道了孙子要走小路的原因，“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

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孙子想去看看，奶奶应当满足孙子的要求。

师：很好，那么母亲的这句话怎么读才好呢？谁来试一试？（学生读课文）

师：同学们注意，文中写道“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这是思想转变

的过程，怎样才能表现这个转变过程呢？

生：我觉得“还是”两个字要带点儿拖音，“还——是——走小路吧”。

【问题】

24.请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相关理念，对该教师的做法加以评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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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文（30 分）

25.以“阅读”为主题，写一篇文章。立意自定，题目自拟。字数 800 字左右，不得抄袭

和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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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学科模拟题（三）答案及解析

考试时间：120分钟 总分：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共 8 题，每题 2 分，共 16 分）

1.【答案】B

【解析】A项，加点字都读 dāng。

B 项，青山绿（lǜ）水，桃红柳绿（lǜ），绿（lù）林好汉，律（lǜ）吕调阳。

C项，加点字都读 chóu。

D 项，加点字都读 zhì。

故本题选 B。

2.【答案】D

【解析】A项，“案读”应为“案牍”。

B项，“裙剧”应为“裙裾”。

C项，“几渡”应为“几度”。

故本题选 D。

3.【答案】C

【解析】一概而论：指处理事情或问题不分性质，不加区别，用同一标准来对待或处理。

相提并论：把不同的人或事放在一起谈论或看待。语境中指放在一起谈论，而不是用同

一标准处理，用“相提并论”。第一空意指和颜真卿放在一起谈论，应该用“相提并论”。

家喻户晓：形容人所共知。脍炙人口：比喻好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赞和传诵。语境中指

颜真卿被众人所知，用“家喻户晓”。

各自为政：比喻不考虑全局，各搞一套。分门别户：指在学术上根据各自的格调或见解

划清派别，各立门户。语境中指书法史各自发展，用“分门别户”。

故本题选 C。

4.【答案】D

【解析】D 项，“交际总是有目的的”是对前文的总结，所以应将最后一个逗号改为冒号

或破折号，起到总结上文的作用。

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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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案】C

【解析】A项，将“东道主在观念上的转变”比喻为“弯道超车”；

B项，将“网络病毒”比喻为“洪水猛兽”；

D项，将“一带一路”比喻为“新引擎”；

故本题选 C。

6.【答案】D

【解析】本段文字介绍物候与农业的关系，中心句是③，①句中的关键词“这”表明它

不能放在段首。②句中的“它比气象仪器”紧接③句，然后说明生物比仪器更加灵敏，对农

业的影响更大。

故本题选 D。

7.【答案】B

【解析】B 项，“大闹高老庄”和猪八戒有关，是《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而非《水浒

传》。

故本题选 B。

8.【答案】B

【解析】《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课程性质中指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应使全体学生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

人文修养，为终身学习和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创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个空：语文素养

第二个空：思想道德修养

第三个空：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故本题选 B。

二、填空题（共 4 题，每空 1分，共 6 分）

9.【答案】也无风雨也无晴

10.【答案】长风破浪会有时

11.【答案】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12.【答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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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诗文阅读（16 分）

（一）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 13-15 题。（10 分）

13.【参考答案】（1）副词，将近。（2）赞同。（3）通“慧”，聪明。（4）缺乏。

14.【参考答案】就凭你在世上这最后的几年，剩下这么点力气，连山上的一根草木都动

不了，又能把土块、石头怎么样呢？

15.【参考答案】

相同：“妻”与“智叟”在“力量的弱小”和“土石的处置”上提出了相同的质疑。

异：“妻”的疑虑中有担心和关心，“智叟”的质疑和阻拦中只有嘲笑和轻视。

参考译文：

北山脚下有个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了，面对着山居住。愚公苦于山北面道路阻

塞，进进出出曲折绕远。于是愚公便召集全家人来商量说：“我和你们尽全力铲平险峻的大

山，使它一直通到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好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他的意见。愚公的

妻子提出疑问说：“凭你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小丘都铲平不了，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

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放到哪里去呢？”大家纷纷说：“把土石扔到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

面。”愚公于是带领儿子孙子和能挑担子的三个人，凿石挖土，用箕畚装土石运到渤海的边

上。邻居姓京城的寡妇只有一个儿子，刚七八岁，但却蹦蹦跳跳地去帮助他们。冬夏换季，

才往返一次。

河曲的智叟笑着阻止愚公说：“你真是太不聪明了。凭你残余的岁月剩余的力气，连山

上的一根草木都动不了，又能把泥土和石头怎么样呢？”愚公长叹一声说：“你思想顽固，

顽固到不能改变的地步，连寡妇孤儿都不如。即使我死了，还有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

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可是山不会增高加大，

为什么还担心挖不平呢？”智叟无言而对。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16-17 题。（6 分）

16.【答案】B

【解析】B 项，“‘点’字则为这种空旷背景增添了一丝悲凉，为整首词定下基调”分析

错误。“斜日”“寒林”“暮鸦”按说会构成一片衰飒景象，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

却使情调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

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作者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为空旷背

景增添了一丝悲凉的应是“暮鸦”的“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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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选 B。

17.【参考答案】城中桃李，虽然绮丽耀眼，招人艳羡，但经不起风雨，而溪头荠菜虽然

平平常常，毫不起眼，但能将春天留下。通过城中桃李和溪头荠菜花的对比，借景抒情，表

达了作者在罢官乡居期间对农村生活的欣赏流连，对朝廷荣华富贵的鄙弃。

四、现代文阅读（12 分）

18.【答案】D

【解析】D 项，文章没有采用倒叙、插叙的手法，“对农耕兄弟的赞美，对乡村文化的眷

恋”文中没有体现。文章主要是借竹子的挺拔之姿赞美竹子争先向上的顽强生命力，歌颂顽

强奋进的人生态度。

故本题选 D。

19.【参考答案】

合乎题旨。竹子虽外形扭曲，但仍具挺拔之质，用身体弯曲与意志挺拔形成鲜明的对比，

赞美竹子顽强奋进的内在品质；同时，扭曲的竹子象征着艰苦环境下顽强奋进的人生，赞扬

了像扭曲的竹子一般拥有永不服输精神的人，深化文章主旨，紧扣标题“挺拔之姿”。

20.【参考答案】

①使用了想象、对比的手法，作者想象山野里竹子生机勃发，与城市里竹子的优雅纤细

形成对比，突出山野中竹子的坚韧顽强，高度赞美了竹子争先向上的顽强生命力，给读者更

深广的思考空间。③照应前文，与题目相呼应，以景收束全篇，增强了抒情性。

21.【参考答案】

①坚韧顽强。竹子哪怕生存条件恶劣，也要“吃力地拱出石块”，永不被压制，甚至成

为艺术品。②从容优雅。当夕阳下的风强劲之时，其他植物“仓皇失措”，竹子却很“从容”，

显示出四君子之一的斯文风度。③孤高兀傲、风骨高洁。作者因屈原的经历，感念他如竹子

一样孤高兀傲的品格和气魄。④争先向上。如“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等描写。（答出

任意三点即可得分）

五、教学设计题（12 分）

22.【参考答案】

知识与能力目标：读写并理解“嗡”“朗润”“呼朋引伴”等 14 个生字词，初步了解作

者朱自清及其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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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方法目标：借助诵读感悟、小组合作的方法，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领略

文章的诗化意境，品味文章的优美语言，体会本文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学生关注生活，真情为

文的写作观，激发学生热爱生活、自然的愿望及热情。

23.【参考答案】

教学过程：

一、歌曲导入，渲染情境

教师播放歌曲《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以歌词“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夏雨打湿孤单

的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畅谈对四季的体悟，

进而导入新课。

二、梳理脉络，感知春景

提问：作者的笔触主要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春？又分别描绘了哪几幅春景？

要求：同桌间交流答案，教师指派学生回答问题。

明确：从盼春、绘春、赞春三个方面来写，描绘了春醒、春草、春花、春风、春雨、迎

春六幅春景。

过渡：作者笔下的春天美在什么地方？这几幅春景哪幅最具美感？

要求：女生齐读课文，勾画重点词句，教师指名学生回答。

明确：美在嫩绿、绵软的小草，美在缤纷、散落的繁花，美在和煦、温暖的柔风，美在

绵密、酥润的细雨。

三、研读课文，体会美景

1.提问：春风图中，作者只提到了两次风，还有一次是用典，作者的描写是否远离了春

风这个写作对象呢？

要求：男女生轮读，边读边思考问题。

明确：没有，作者使用了侧面烘托的表达技巧。

2.提问：具体是从哪些侧面来描写春风呢？

明确：从触觉、嗅觉、听觉来写春风，这里化虚为实。

3.提问：春雨图读起来十分顺畅，作者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描写春雨的？

要求：默读课文，师生共同探讨得出答案。

明确：从近处的屋顶、树、草写到远处的小路上、石桥边，从静的牛毛细雨，写到了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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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的人、工作的农民，从物写到了人。

4.提问：作者笔下的春花有哪些特点？

要求：浏览文段，圈画词语，思考作答。

明确：繁茂、艳丽、芳香、遍地。

5.提问：繁茂的花儿有哪些艳丽的颜色呢？

明确：红的、粉的、白的。

6.提问：这句话写得栩栩如生，仿佛是眼前之景。作者如何做到的？

引导：这句话用了不止一个比喻。这也是一种修辞。

明确：（1）用了博喻的修辞。博喻就是用几个喻体从不同角度反复设喻去说明一个本体，

它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用排比、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和虚实结合、动静结合、侧面描写的表达技巧展现。

7.提问：虚实结合在哪句话中得到体现？

明确：作者仅仅闻到花里带着的甜味儿，就想到了果实成熟时的样子。闻花香是实写，

想果子是虚写。

引导：仿照春花图，自主分析春草图。

明确：春草是嫩绿的，充满生机的。作者先正面描写小草，又从人类活动出发侧面描写

小草。

8.提问：面对这么美的“小姑娘”，人们有哪些行动？

明确：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孩子们趁着风放纸鸢。不论是城市还是乡下，不论男女老幼，

大家都出门舒活筋骨，抖擞精神，来欣赏春姑娘的美貌。

四、巩固拓展，提升认知

播放春景图片，配以音乐，引导学生在音乐中写一段自己眼中的春天。

学生自由书写，教师朗读优秀片段并评析。

五、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请学生各抒己见，谈谈学了这篇课文之后的感受。教师补充：美无处不在，希望同学们

多观察大自然中的美，用心感悟。

六、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积累词句，反复诵读：摘抄文中喜欢的美词佳句，反复朗读，熟能成诵。

2.美文链接，延伸阅读：阅读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等其他散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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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

六、案例分析题（8 分）

24.【参考答案】这位教师的做法符合新课程标准理念，值得肯定。

第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

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案例中，教师通过“这句话说明了什么”“母亲为什么改变主意”的提问逐步引导学生

分析文章，深入与文本对话。

第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

读和默读。

案例中，教师提出“这是思想转变的过程，怎样才能表现这个转变过程呢？”体现了教

师对朗读的指导。

第三，《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

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

案例中，教师的教学环节设计以学生的自我体验为主线展开教学，符合新课标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

七、作文（30 分）

25.【解析】本题的关键词在于“阅读”，因此考生在审题立意时一定要抓住阅读，可以

是阅读的重要性，可以是不同的阅读方式，可以是阅读对你的影响，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来

写即可。

【参考范文】

“书”写人生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高尔基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书在生活中“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着我，是我形影不离的良师益友。一本好书，

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美好的情感。阅读一本好书，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同智慧而高尚的人

对话，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都喜欢阅读，并善于从书中汲取营养，

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

周总理在他 16 岁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爱读书，但没那么的有气魄；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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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文人骚客为金榜题名而不断地读书，我也读书，但没他们那么沉迷。我只为那一缕缕书

香而读！那书香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走过了成长的路程。

当一阵阵春风拂过我的耳边时，那股清凉像落在我的心里！我拿起身边的诗集阅读起来。

一下子，我陶醉了！春天是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贺之章的“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

个春天，我在书香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季！

炎热的夏季，逼人的天气使人感到烦躁。走到房间找到一本书来降降心中的燥气。读到

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时我的心情开始平静了。再读杨万里的“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这一定是书的作用！怡情的书使我

度过了一个炙热的、烦躁的夏天。

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下来了，秋天到了。秋天是诗人笔下的愁，却是农民脸上的笑。拿着

本现代诗集漫步在郊外，远远就听见几位农民的笑声。走近看时，他们互相交流着自己的收

获，声音里充满着欢喜，眼里充满欣喜的泪花。我翻开手中的书，“送走夏日里最后一缕火

热的骄阳，你牵着种子的手，一路搀扶着……终于水田的谷穗，悄悄爬上曾经那一棵还是禾

苗的头顶……只留给蔚蓝的天空，一片悠长悠长的回忆。”我漫步在秋天里，伴着书香，我

读懂了农民伯伯为了秋天里的收获所做出的辛苦和流过的汗水。

阵阵寒风呼啸着，震得窗玻璃直响。望着窗外那轮寒月，我辗转于还没暖的床铺，实在

睡不着。于是我拿起了《毛泽东诗集》，细细的品尝起来，犹如一位位好友在与我对谈，“独

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携来百侣曾游……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

遏飞舟。”一首《沁园春·长沙》写出作者的宏心壮志。看着这些激情澎湃的句子，我浑身

暖和，不再感到寒冷。

春夏秋冬，记载着我与书之间深刻友谊的镜头；春夏秋冬，见证了书给我带来的一切；

春夏秋冬，我身上充满了书香。

就这样，在这春夏秋冬的交替中，我们一笔笔书写人生，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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