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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D（A.“称”应读作chèn。B.“差”

应读作chā。C.“予”应读作yǔ。）
2.A（B.“痉孪”的“孪”应写作

“挛”。C.“血肉之驱”的“驱”应写作
“躯”。D.“哀弱”的“哀”应写作“衰”。）

3.A（A.借代，“芦柴棒”是用特
征代替本人的名字。B.比喻。把“手
脚”比成“芦棒梗”。C.比喻。把“房
屋”比成“鸽子笼”。D.比喻。把“她
们”比成“机器”。）

4.A（活灵活现：形容描绘或模
仿的人或事物生动逼真。此处指语
句表达的含意深刻透彻，应用“淋
漓尽致”。）

5.B（B项的破折号表话题转
换，其他三项中的破折号表解释。）

6.D
7.B（“但有时也可以进行适当

的虚构”错，报告文学不能虚构。）
学习任务二
1.要对外资企业加强监督和

处罚力度，以保护国人的权益，决
不能听之任之，让祖国的少女在自
己的国土上沦为现代“包身工”。

2.（1）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
道、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
构方式。

（2）纵横交错 缀上 可视性
（3）D（根据上句可知，“情景”

是主语，A、C两项的主语是“你”，
主语不一致，可排除；和“听到”搭
配的是声音，所以应是“饥肠辘
辘”，排除B项。）

学习任务三
观点一：赞成第一种观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全面
废除了包身工制度。包身工制度在
中国已经成为一段不可能再度重来
的历史。我们今天学习《包身工》，其
意义在于了解什么是旧社会，什么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了
解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经
济侵略；了解一个丧失了独立、主权
和自由的民族会有怎样的苦难；了

解在一个腐败、落后的中国，愚弱的
国民是怎样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的。《包身工》记述的苦难史，在一定
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民族的苦难
史，就是旧中国亿万农民、工人苦难
家族史的一部分。记住这段历史，也
就是记住了我们的责任——热爱
党、热爱祖国，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祖国
和人民永远远离积贫积弱、受人欺
侮、遭人践踏的苦难。

观点二：同意第二种观点。包
身工制度作为一种罪恶的制度，早
在 70多年前便在中国消失了，而
且是永远地消失了。但是，非法、地
下、变相的“包身工”却并没有完全
绝迹，且隐隐有死灰复燃之势。
2001年，上海市劳动监察部门发
现一家日资企业使用童工逾 10
名，14岁的孙某从 7月 26日至 8月
5日的 10天中，加班达 87.5小时！
除此之外，劳动监察部门还查出该
公司员工工资低于上海市最低工
资标准，且员工工资每月只发放一
半。据劳动监察部门调查，沦为国
内“包身工”的打工人员都有一个
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在劳务黑市上
轻信用工者的谎言，等醒悟过来
时，已身陷“囹圄”，不仅身上分文
皆无、证件被扣，而且失去人身自
由。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学习《包身
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虽然包
身工制度已经被取缔，但我们仍然
不能大意，要警钟长鸣，防止变相
的包身工制度死灰复燃。

学习任务五
1.B（“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同

情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无奈”分析
有误，不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无
奈，而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吃
人的罪恶的控诉和声讨。）

2.相同点：两篇文章都属于报
告文学，二者的思想内容是一致
的，作者都以饱蘸血泪的笔触描绘
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控
诉和声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吃人的罪恶。

不同点：①《包身工》写作上的
主要特点是将横断面的描写与一
般情况介绍相结合，既介绍群体情
况，又描写具体形象，综合运用记
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
式。《端午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
索，连缀了一系列场面，描写了纺
织工人的群像，并注意环境氛围的
渲染烘托。②《包身工》截取包身工
从清晨起身到夜晚放工这样一个
横断面展开描写，即所谓“包身工
一日”；《端午节》以时间推移为线
索，描写了纺织工人端午节前一天
下午及端午节这天的主要生活、劳
动过程，即所谓“纺织工一日半”。

4版
《果树园》

①节选部分以张裕民与杨亮
的对话、杨亮与郭全的对话，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改变旧的
社会秩序、翻身得解放的历史事
件；写出了土改运动的复杂性、艰
巨性；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深受人民
拥护以及土改运动必将取得最后
胜利的根本原因，可谓思想深刻。
②它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不是通过
枯燥的介绍，而是借助于具体的事
件、生动的描写、鲜明的形象，让读
者如临其境，在不知不觉间对历史
有了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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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A（B.“恩点”的“点”应写作

“典”。C.“津帖”的“帖”应写作
“贴”。D.“漫条斯理”的“漫”应写
作“慢”。）

2.C（A.偷换主语，“描写了”的
主语不再是“孙犁”，应将“写了小
说”改为“写的小说”。B.语序不当，

“不仅……而且……”的主语一致，
关联词应放在主语后，应将“《小二
黑结婚》”移至“不仅”前。D.成分残
缺，“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中

“为”前缺少相应的介词搭配，应在
“二诸葛”前加上“以”。）

“制”，规定；“所以”，用来……的；
“图”，考虑。）

14.①抵御赵国周边国家军事
力量的入侵。②洗雪中山国入侵的
耻辱。③吸取圣人治国的经验教
训，即习俗礼法应根据形势变化而
变化。

【参考译文】
赵武灵王平日没事闲坐时，肥

义在旁边陪坐。赵武灵王说：“现在
我打算教导百姓改穿胡服、练习骑
射，那么世人一定会对我进行非
议。”肥义说：“愚蠢的人对于成功
的事情也弄不明白，聪慧的人在事
态尚未露出苗头之际就能察觉出
来了，希望大王马上去施行吧。”

赵武灵王于是改穿胡服。(赵武
灵王)派王孙绁对公子成说：“子女不
违抗父母，臣子不违抗国君，这是先
王时就已通行的规矩。现在我要改穿
胡服的目的，决不是放纵情欲而娱乐
心志啊。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正确
行动，来促成改穿胡服的成功。我特
地派王孙绁来拜见您，请叔父穿上胡
服吧。”公子成拜了两拜，说：“中原这
个地方，是圣贤进行教化的地方，是
仁义道德所施行的地方。现在君王舍
弃了这些而去袭用边远地区的服装，
背离了圣贤们的教导，我希望大王要
多多考虑啊。”

王孙绁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
了赵武灵王。于是，(赵武灵王)就亲
自到了叔父公子成家里，对他说：

“衣服的式样，不过是为了人们穿
用方便；而礼制，是为了处理事情
方便。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
面是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秦、
韩紧紧相邻。现在如果没有骑马射
箭的武备，凭什么能守得住呢？早
些时候，中山国依仗齐国的雄厚兵
力，侵犯我国的土地，俘虏我国的
百姓，又引水围困镐城；如果不是
祖先的神灵保佑，镐城几乎就失守
了，对此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
心改穿胡服，学习骑射，想以此抵
御四面的灾难，以报中山国之仇。
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原旧俗，厌恶
改变服装的倡议，却忘记了镐城的
奇耻大辱，这不是我对您期望的！”
公子成听了以后拜了两拜，于是赵

武灵王就赐给他一套胡服。
赵文又前来劝阻赵武灵王说：

“服装有一定的样式，这是礼法所规
定的，是古代圣人用来教导我们的。
希望君王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赵
武灵王说：“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服
饰不同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的
教化不同却都能治理好国家。所以
习俗应跟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礼
法制度也要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
变，这才是圣人治国的原则啊。”

赵造规劝说：“不竭尽忠心，属
于奸邪之类；因私心而危害国家，
属于贼害之类。我虽然愚钝，愿尽
忠心。不敢逃避死罪。”赵武灵王
说：“忠臣不避危险，明君不拒绝别
人提意见。你说吧！”赵造说：“圣人
不交换百姓而进行教化，聪明的人
不改变习俗而行动。我希望大王好
好考虑。”赵武灵王说：“圣人的兴
起，不承袭前代而统领天下；夏、商
的衰败，因不变更制度而灭亡。所
以遵循旧制的做法不会建立盖世
的功勋，效法古代的理论不能治理
当代，我的主意已定，希望你不要
再说反对的话了。”

15.D（“首尾两句都将秋风称
为‘君’”分析错误。首句中的“君”
指诗人，尾句中的“君”指秋风。“天
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写出了诗人为迎秋风上高台，翘首
四望的形象。“为君”二字照应开
头，脉络清晰，结构完整。）

16.①第三联运用了侧面描
写，写骏马思念边塞秋草，昂起头，
抖动卷曲的毛发；雕睁开睡眼，顾
盼着万里青云，显示出一种潜在的
力量，似乎只要时机一到，骏马就
可奔腾，雕就可翱翔长空，侧面烘
托了秋风给万物带来的勃发英气。
②第四联直抒胸臆，天地寥廓，我
就是抱着衰病之躯也要登上高台，
放眼四望，为“你”——胜过春色的
秋光引吭高歌。诗人直接表达出了
他对秋风的喜爱，更反映了诗人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自强不息
的进取精神，体现出了诗人的“英
气勃发”。

17.（1）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
处春江无月明

（2）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
尽还复来

（3）天下兼相爱则治 交相恶
则乱

18.A.要了解智能织物 B.具
有抗恶劣环境的性能

19.语句①，可修改为：智能织
物通过追求与普通衣物的形态一致。

语句⑤，可修改为：从而增强
（或提高）了可穿戴性。

语句⑦，可修改为：与我们日
常生活中的纤维、织物密切结合。

20.四个逗号将“出发”“沿”
“至”“绕”“爬”五个动作分隔开来，
叙述完每个动作后进行停顿，写出
汗水不停流淌的情态，突出了劳作
的艰辛。

21.①采用“像父亲一样”的相
同句式，形成排比，句式整齐，增强
了气势。②写出了“我”像父亲一样
在土地上劳动，突出了父亲对“我”
影响之大，强化了情感表达。

22.“缩回，又伸展。伸展，再缩
回”形象地展示了下地时的动作，
真实再现了“我”在下地时试探、迟
疑的心理。（或：“我把铁耙举起，又
放下。放下，又举起”表现了“我”不
停劳作、又享受劳作的情形。）使语
句整齐匀称，给人以循环往复的美
感，增强表现力。

23.写作提示：这是一道任务
驱动型材料作文题。首先，明确写
作对象，仔细揣摩材料所描述的情
境，通过“中学生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可知，演讲对象为外国学生。然
后，明确写作的任务，主题为“中国
精神”，形式为发言稿。材料中第一
句指出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代代相
传。第二句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其
中的关键词为“埋头苦干”“拼命硬
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这些
词都是对民族精神的具体诠释。第
三句列举了自古至今的具有中国
民族精神的典范人物，这些人都是
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舍
身为国的人，尤其要注意“钟南山”
和“逆行的医生护士”，这是在有意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思考中国
精神的时代性。写作时，只要能够
结合材料说出对中国精神内涵的
理解都可视为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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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三仙姑生活在抗
日战争时期。）

4.B（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

学习任务二
1.（1）诗情画意 不屈不挠

别开生面 风云变幻
（2）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

式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孙犁小说的
鲜明特色，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
小说”的新境界。

2.（1）①将乡村置于现实中
②缺乏细节和真实性 ③因为身
在其中

（2）纵观新中国文学史，但凡
能写出优秀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
作家，无不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
甚至让自己变成“农村人”。

3.示例：《荷花淀》是孙犁的代
表作。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这样
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
小说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表
现农村妇女既温柔多情，又坚贞勇
敢的性格和精神。在战火硝烟中，
夫妻之情、家国之爱，纯美的人性、
崇高的品格，像白洋淀盛开的荷花
一样，美丽灿烂。小说歌颂了白洋
淀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与美好情
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学习任务三
1.示例：关于作者写作的目

的，在《孙犁文集》中有这么一段
话：“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
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
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
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
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
孙犁就是这样用他独特的笔法，构
建了一幅情景交融的美妙画卷，表
达了他对中华河山、中华儿女、中
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礼赞。

《荷花淀》所反映的是残酷的
战争年代，但从作品所描写的背景
中，我们丝毫看不出残垣断壁，看
不到硝烟烈火，看不到血污泪痕，
看到的却是明月、清风、银白的湖
水、粉色的荷花……一切都是那么
清新、明朗、美丽，充满了诗情画
意。这是由作品表现主题的角度决
定的——并不是通过渲染战争的

残酷，而是通过描写人们对家乡的
爱、对生活的爱，着重表现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从而歌颂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

2.示例：观点一：赞成第一种
观点。

①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这
类舍小家、顾大家的崇高行为屡见
不鲜。为了让山上的队伍能多吃一
口咸菜，黄新从女儿手里夺下一根
腌豆角的细节，充分展示出她为了
党、为了革命作出的无私牺牲，使
人物形象更加感人。②咸菜是由在
敌后坚持斗争的诸多革命群众和
共产党员千方百计凑集的，黄新作
为一名思想觉悟很高的党员，不让
自己的女儿吃集体凑集的咸菜，是
理所当然的，符合人物的性格特
征，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

观点二：赞成第二种观点。
①塑造一个光辉的形象，要想

达到感人的目的，就要让人物形象
丰满生动，而不能是“高大全”式的
扁平化的形象。从“细长的脖子挑
着瘦脑袋，有气无力”的女儿手里
夺下一根腌豆角，固然可以表现黄
新一心为了党、为了革命的崇高品
质，但让她失去了一个年轻母亲应
有的慈爱和柔美的一面，影响了人
物形象的丰满，使人物趋于扁平化。
②具有人性美的形象更能感人。黄
新的这一动作，显然是置幼小、病
弱的女儿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虽
然让她身上的革命性和崇高感得
到了强化，却失去了人性美的一
面，让人物失去了感人的血肉，显
得不够真实，给人以虚假的感觉。

学习任务四
【热身演练】
（1）一连串的动作细节，生动

传神，特别是“掏””摸”两个细节，
说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很难弄
到盐，咸萝卜已经不多了，非常宝贵。

（2）一连串的动作细节描写生
动地表现了孩子在长期营养不良、
缺盐少食的情况下，对盐、咸菜的
极度渴求，颇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3）当白鬼子来搜查的时候，
黄新先“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然
后才“抱起孩子亲了亲”，这一连串
的动作说明在她心里这筐咸菜的

重要性，刻画了她时时刻刻想到支
持武装斗争的思想境界。亲了亲孩
子表明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
且已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几个
细致入微的动作，无声胜有声，使
人物形象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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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完成的画像》
①明线故事：抗战期间“我”跟

随师傅为失踪的小卿母亲画像，但
画像先后被小卿和师傅不明原因
地损毁，随后师傅也失踪了。直到
解放后，“我”与小卿重逢，才终于
得知了各自“失踪”的亲人都是为
开展地下工作献出生命的革命烈
士这一真相。

②暗线故事：小卿的母亲为革
命事业离家出走，在家人的质疑与
埋怨中，与几位战友隐姓埋名，秘
密开展工作，最终为革命献出了
生命。

③小说以师傅杨宝丰接受作
画、艰难作画、烧毁画像的曲折过
程，正面凸显了革命者为民族大义
隐忍负重的高大形象；又通过侧面
描写，塑造了小卿母亲的为革命事
业抛家别子、英勇献身的悲壮形
象。整篇小说结构上正侧面描写相
结合、明线暗线相照应，与故事内
容相得益彰，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4版
《团圆（节选）》

在《团圆》的节选部分，作者运
用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
写作手法，着力塑造了三位志愿军
战士的形象。一位是女文工团员王
芳，这是一位文思敏捷，有着很高
的创作才华和表演才能的歌唱演
员。她迅速将战场上志愿军战士的
英雄事迹转换成文字，并通过表演
激发广大官兵的战斗豪情。一位是
通讯员小刘，他对“我”照顾得无微
不至，又一心想奔赴前线，甚至做
梦都盼着回到连队。一位是战斗英
雄赵连长，小说借王芳的鼓词侧面
展现了他英勇杀敌、不辱使命的感
人形象。小说正侧面描写相结合，
多角度、多层面展现了伟大的志愿
军战士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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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测试题（一）》
1.B（“鲁迅的社会批判与文化

批判无所不至”说法过于绝对。材
料一第三段原文为“他的几乎是无
所不至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文明）
批判正是以此为价值尺度的”。选
项缺少“几乎”这一限定词。）

2.D（A.“可以推测鲁迅‘立人’
思想的对象是新青年”说法错误。
鲁迅“立人”思想的对象并不局限于
新青年，而是愚昧的国民。B.“……
说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错误的”
强加因果。从材料一第四段“而在
30年代，当他对完全按照西方模式
建立的上海都市文明进行批判性
的审视时……诸多方面，都发现了
新的奴役的再生产与再建构。这正
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
不能将人引出‘奴隶时代’”可知，
上世纪 30年代上海都市文明中发
现了诸多方面的新的奴役的再生
产与再建构，这只是表明西方的现
代化模式不能将人引出“奴隶时
代”，但并非全部错误。C.“因此中
学语文教材中逐渐‘淡化’对鲁迅
作品的学习”无中生有。材料一最
后一段说“尽管鲁迅……但他最后
仍然坚持‘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
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
的”，说明鲁迅对中国人走出“奴
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文中并没
有关于“中学语文教材中逐渐‘淡
化’对鲁迅作品的学习”的内容。）

3.B（A.批判人“既为主，又为
奴”的自我身份的二重性。B.表现
的是孔乙己的迂腐顽固与自许清
高，不属于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
奴”。C.鲁四老爷不让祥林嫂参加
祭祀，祥林嫂没有一点不平和反
抗，而是认为自己不干净，去捐门
槛以求获得宽恕，鲁迅通过对祥林
嫂“自觉的奴性”的刻画来启悟中
国人。D.鲁迅通过写阿Q自轻自贱
的“奴性”启悟国人。）

4.①引用论证。文中大量引用
了鲁迅的原话，如“生存两间，角逐
列国”“其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来证明鲁迅的

“立人”思想。②举例论证。举鲁迅发
现上海都市文明中新的奴役的再生
产与再建构的例子，来证明鲁迅对
现代化的道路尚有质疑与保留。

5.①概念内涵上：孔子的“立
人”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
的意思，是其“忠恕之道”中的“忠”
道；鲁迅的“立人”是指人的彻底解
放，即“尊个性而张精神”，立“有精
神自觉”的人。②提出目的上：孔子
是为了说明仁道，教导子贡实践

“仁”要能近取譬，推己及人；鲁迅
是为了改造社会现实，使中国实现

“现代化”。
6.B（“青年人猜到‘我’夜里偷

听了他和老人的对话”错，原文并
没有交代青年人猜到“我”夜里偷
听了他和老人的对话这个情节。根
据原文可知，青年人对“我”警惕，
态度冷淡，很不友好的原因是担心

“我”会告发他和老人。）
7.C（“插叙的手法”错。应是补

叙。从叙事方式来看，小说中“我”
把臂章摘下来藏起这一情节是补
充说明“我”和青年人都是抗日分
子身份，为两人最终消除戒备作
铺垫。）

8.①经验丰富。他根据水的声
音，就知道水一时半会儿退不下
去。②机警果断。他留心鬼子的动
向，一有消息就带着伤员迅速转
移。③爱兵如子。他操心伤员的安
全，心疼伤员的伤情，他对伤员的
关心爱护使“我”误认为他们是亲
父子。

9.示例一：“同志”更贴切。①人
物形象上，“同志”体现了两名战士
相互扶助、共同抗日的形象。②结
构上，“同志”照应文中“我”和青年
人的身份，点出人物间的关系。③主
旨上，“同志”可以突出作品主题，
表达和歌颂同志之间的革命情意。

示例二：“三人行”更贴切。①

作品的情节围绕“三人行”展开。作
品写的是一位老人和两名战士三
人一同转移的故事。②作品的主题
通过“三人行”表现。军民之间和同
志之间的鱼水情深、革命友谊在三
人转移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③作
品的人物形象在“三人行”中塑造。
三个人物在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交
织的关系，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思想
面貌被刻画得细腻鲜明。

10.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吾计决/子其
勿反也。

11.B（A.正确。“侍坐”的意思
都是坐在尊长旁边陪伴侍奉。句
意：肥义在旁边陪伴侍奉。/公西华
在孔子身边陪伴侍奉。B.“意思不
同”说法错误。“畔”意思相同，都是
通假字，同“叛”，意为“背离，背
叛”。句意：背离了圣贤们的教导。/
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
外亲属也会背叛他。C.正确。“报”
均解释为“回复，报告”。句意：王孙
绁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了赵武灵
王。/寻找一个能到秦国去回复的
使者。D.正确。“五伯不同教而政”
中的“伯”，同“霸”，古代诸侯联盟
的首领。“二州牧伯所见明知”中的

“伯”为古代管领一方的长官。句
意：春秋五霸的教化不同却都能治
理好国家。/两个州的地方长官看见
和知道的。）

12.C（“这是在明确地表达反
对意见”错，赵造先表明忠臣为国
尽忠，即使获罪也不应当回避，这
是在为下文的委婉劝谏作铺垫，并
非明确地表达反对意见。）

13.（1）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
正确行动，来促成改穿胡服的成功。
我特地派王孙绁来拜见您，请叔父
穿上胡服吧。（“慕”，仰仗；“成”，促
成；“谒”，拜见；“服”，穿上胡服。）

（2）服装有一定的样式，这是
礼法所规定的，是古代圣人用来教
导我们的。希望君王认真考虑一下
这件事。（“礼之制也”，判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