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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质量调研试卷

初二语文 2022.01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20 题，满分 13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场号、座位号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填写在

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3.考生答题必须答在答题纸上，答在试卷和草稿纸上无效。

第一部分（18 分）

1.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答题。（6分）

青春就像一把琴，只有激情奋斗、顽强拼将，才能弹奏出一串串希望的音符.青春就像一条路，只

有明确目标、（kè） ▲ 守规则，才能顺利通过迷茫的路口，青春还像一阵风，无论你准备得如何，它

都将呼啸而过.青春有让人（xiàn） ▲ 慕的小清新，也有令人（miǎn） ▲ 怀的小沧桑，总让我们在

幸福与惆怅间来回摇曳．.青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季节，它孕育着早春的生机，晨现着盛夏的热烈，

暗藏着金秋的（shuò）▲果，昭．示着寒冬的希望.

（1）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汉字。

①（kè） ▲ 守 ②（xiàn） ▲ 慕 ③（miǎn） ▲ 怀 ④（shuò） ▲ 果

（2）请为语段中加点字选择正确的读音。（只填序号）

①摇曳（A.yè B. zhuài） ②昭（A.zhāo B.zhào）示

2.根据文意，在下面语段空格处填写诗句。（8分）

“黑云压城城欲摧， （1）▲。”（《雁门太守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像乌云笼罩了武汉的

天空，八十四岁钟南山院士“ （2）▲ ，（3）▲ ”（《龟虽寿》），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无数医务人员、

科技人员、施工人员逆行而上，披甲破云!正如烈风不挠松柏，时事造就英雄，“风声一何盛，（4）▲ !”

（《赠从弟》）即使那一段充满离别感伤的岁月里我们曾“ （5）▲ ，恨别鸟惊心”（《春望》），但我们

终究迎来了春风十里。黄鹤楼上，登高远眺，“ （6）▲ ， （7） ▲”（《黄鹤楼》），一派草木嵘，

勃勃生机。是啊，“（8）▲，死于安乐”（《 < 孟子 > 三章》），中国少年当不惧风雨，不畏路长，心

向远方。

3.请结合语境，替小苏完成与妈妈的这段对话。（要求观点明确、理由充分、条理清晰，4分）

学校要组织元旦晚会，小苏负责排演话剧。晚饭后，小苏还在和同学们商讨表演事宜.妈妈走进房

间:“女儿啊，你能被选为活动的组织者妈妈很开心，说明你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离期末考试毕

竞只有半个月了，策划准备必然浪费时间，刷刷题多好!何况疫情还未完全过去，聚集活动存在一定的

危险。给老师解释一下咱不参加了，行吗?’

小苏: ▲

mailto:yogor.cn
mailto:den@yogor.cn


yg 友果培优 yogor.cn 与优秀为友

Tel/Wechat: 177 5129 5132 homepage: yogor.cn email: den@yogor.cn QQ: 2645486215 2

第二部分（52 分）

阅读相关名著，完成 4~6题。

4.下面关于名的叙述不正确的是哪一项?（2分）

A.《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以作者埃德加·斯诺陕北之行的经历为线索，客观报道共产党人的生活和

精神的纪实作品，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

B.“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经常和一般战斗员打成

一片。”这段话写的是《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彭德怀同志。

C.《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森提出了滥用杀虫剂将导致出现“寂静的春天”这一假设。

之后她搜集整理了大量详实的数据证实杀虫剂残留的确会造成诸多危害。

D.《星星离我们有多远》介绍了郭守敬多项贡献，如复原“莲花漏”、制造机械报时钟“七宝灯漏”、

创制“简仪”等新型天文仪器、关注并致力于水利建设。

5.《昆虫记》中，作者根据昆虫的特点为它们取了有趣的别名。请你为表格中的昆虫选择正确的别名（填

写序号）。（3分）

A.交响乐的演唱者 B.狂热的夜间猎手 C.黑暗中的苦工

6.周作人阅读《昆虫记》后，称赞法布尔是“科学诗人”。结合你的阅读体验，以下面文段为例，探究

周作人称赞法布尔是“科学诗人”的原因。（4分）

如果不提它那致人死地的工具，螳螂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担惊受怕的.它甚至不乏其典雅优美，

因为它体形矫健，上衣雅致，体色淡绿，薄翼修长.它没有张开如剪刀般的凶残大鄂，相反却小嘴尖尖，

好像生就是用来啄食的.借助从前购仲出的柔软脖颈，它的头可以转动，左右旋转，俯仰自如.昆虫之中，

唯有螳螂引导目光，可以观察，可以打量，几乎还带面部表情。

阅读下面两首诗词，完成 7~9题。

如梦令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幕，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点绛唇

李清照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划①“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注释]①袜划（chǎn）:跑掉鞋子以袜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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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面哪一选项的语调适合朗诵这两首词?（1分）

A.平缓 B.低沉 C.欢快 D.高亢

8.从视觉、听觉等角度展开想象和联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一句所

表现的画面。（3分）

9.两首词虽然篇幅短小，但是都刻画了主人公一波三折的心理变化。请选择其中的一首作简要分析。（3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10~14题。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昊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①乎?”

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 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

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

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②，即

三令五申之。

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

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

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③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

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④。用其次为队长，

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⑤，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

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

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子与有力焉。

（节选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注释]①勒兵:练兵，统领军队.②鈇钺（fū yuè）:倒刀和大斧，军中行刑之具。③趣:同“促”，急促.④

徇:向众宣示.⑤中规矩绳墨:符合约束规定。

10.下列选项中加点字的意思不相同的是哪一项?（2分）

11.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不需要调整语序的是哪一项?（2分）

A.可试以妇人乎 B.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

C.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富贵不能淫》） D.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12.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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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

（2）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13.对比是《史记》中常用的手法之一。找出选文中的一处对比，并说说它对刻画人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

用。（2分）

14.选文中的孙武是否也像周亚夫一样称得上“真将军”?结合选文说说你的理由。（2分）

阅读下面一篇文章，完成 15题。

蝴蝶与飞蛾

秦自民

①蝴蝶是会飞的花朵，是曼妙绝伦的舞蹈家.身姿优雅、色彩斑斓的蝴蝶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春天

里，看到花枝上彩蝶蹁跹,，“诗圣”杜甫的快乐跃然纸上，成就了《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要说对蝴蝶最为痴迷的人，也许非北宋诗人谢逸莫

属。他创作了 300 首蝴蝶诗，其中不乏佳句，如“杜鹃飞破草间烟，蝴蝶惹残花底露”，因此人送外号“谢

蝴蝶”。

②提起蝴蝶，人们不免要将其与飞蛾比较一番.的确，它们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是鳞翅目昆虫的两个

大类.它们都是完全变态发育的昆虫，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形态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卵和

蛹不吃不喝不动，外表上都处于静止状态。

③绚丽多彩的蝴蝶和飞蛾一样，都是由令人望而生畏的毛毛虫变化而来的.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要

区分一只毛毛虫到底是蝴蝶的幼虫还是蛾类的幼虫是非常困难的.专业人士则主要是从趾钩的的数目、长

短和排列方式，气门的排列，以及毛序和腹足多少等来区分。

④虽然蝶和蛾的成虫有许多共同点，如虹吸式口器、3 对分节的足、2 对膜质的翅、身体和翅上都密

布着鳞片，但是区分蝶和蛾的成虫要比区分它们的幼虫容易得多.

⑤蛾和蝶在外形上的区别，首先是鳞片和绒毛组成的斑纹不同.每种蛾、蝶都有自己独特的斑纹，不

过，多数蝴蝶比飞蛾的色泽更加亮丽，且翅和躯干表面的绒毛也少得多.其次是体型的差别.通常蛾类腹部

粗短肥硕，而蝶类则身材苗条.蝴蝶和飞蛾形态上最主要的区别在触角:蝶类是棒状触角，触角基部各节细

长如杆，端部数节逐渐膨大，整个形状像一根棒球杆；而蛾类的触角形式多样，以羽状为多，还有丝状，

栉齿状等，如蚕蛾、凤蛾、桑毒蛾都是羽状触角。

⑥从生活习性来看，蝶类只有白天才会忙碌不停.“拂绿穿红丽日长，一生心事住春光。”

读到徐夤的这句诗，你一定知道，他吟咏的是蝴蝶而不是飞蛾.“斜拨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灯

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张祜和李贺的这些诗句生动地说明蛾类更喜欢夜间活动.唐末著名诗僧齐己在一

首以《灯》为题的诗中写道:“幽光耿耿草堂空，窗隔飞蛾恨不通.”可见，黑夜飞行的蛾类有明显的趋光

性，而且经常将灯光以及火光误以为月光并向其飞去，这就是“飞蛾扑火”。

⑦飞蛾扑火并非因为它对光明的盲目热情，而是由于它们在夜晚要靠月光和星光来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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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体距离遥远，射来的光线都是平行光，飞蛾只要与光线的照射方向成固定夹角飞行，就可以飞成直

线，以最短路线飞到目的地，从而节省能量.但是有了灯火之后，灯火发出的光线不是平行的而是发散的，

飞蛾却依然遵循本能沿着光线的同一角度飞行，结果其飞行路线就变成了一条“黄金螺旋线”，最终就发

生了“飞蛾扑火”的悲剧。

⑧少数在白天飞行的蛾类也许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例如，以美貌闻名遐迩的日落蛾，就是一种白天飞

行的蛾子，由于日落蛾翅膀上的色彩和图案艳丽程度不亚于蝴蝶，而且喜欢在白天活动，所以，德鲁·德

鲁里在 1773 年误将其视作蝶类，并将其划归风蝶属.此外，长喙天蛾也和蝴蝶一样在白天活动，且有一些

与蝴蝶相似的特征，所以也叫蜂鸟蝶蛾。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15.《蝴蝶与飞蛾》文章发表后，你作为小记者，对作者进行了采访，下面是采访的过程，请

结合文章内容完成对话。（9分）

小记者:秦老师您好，在《蝴蝶与飞蛾》这篇文章中，您最想跟读者说清楚的是什么问题?

作者: （1）▲

小记者:这个问题确实困扰了我很久，读了您的文章后我终于知道了具体办法:

一看 （2）▲ ，二看 （3）▲ .

作者:是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我们仔细辨别。

小记者:读了您的文章，还让我对 （4）▲ 现象有了科学的了解。

作者:那你现在能简洁明了地解释这一现象了吗?

小记者:可以. （5）▲

作者:非常好!自然现象需要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文学作品往往带上作者的主观情感。

小记者:那么您为什么还在文章中引用了那么多的古诗词呢?您能为读者举例说明一下吗?

作者: （6）▲

小记者:原来是这样!谢谢秦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阅读下面一篇文章，完成 16~19 题。

萧萧白杨

许冬林

①白杨树是我见过的生长得最专注的树了.树干挺拔向上，像毛笔的中锋，笔直指向天空.那些丫枝里，

没有一个逃兵，哪怕一点异心都没有.看着那样统一步调的丫枝，在主干的统领下，奔向同一个方向，会

让人心底涌起“忠诚”两字。

②和白杨相比，感觉南方的树木是娇生惯养的.南方有佳木，它们枝叶蓊郁，入方伸展，是一副柔媚

多情的姿态.而白杨呢，它大约是乔木中的君子，行坐端庄，穆穆临风。

③以前读到“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我以为白杨秋风是一幅仓皇晦暗的画面.“萧萧”是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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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里落叶的声音 -- 长风浩荡，秋色肃杀，和落叶一起沉寂于大地的，还有永不复返的生命.《古诗十

九首》里，白杨就这么萧条冷落，似乎一直在很悲剧地落叶。

④后来做中学老师，给学生上《白杨礼赞》，依旧将信将疑，以为作者是怀着主观偏见，生生把晦暗

苍凉的白杨给提亮了.直到亲眼看见，才惊觉白杨原来不那么萧索。

⑤在新疆，秋日朗照的天空下，看到水渠边的一排白杨树，我竟然也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

茅盾先生一样，惊奇地叫了一声．．．．．．．。

⑥白杨实在英挺，是纤尘不染的那种英挺伟岸。

⑦我喜欢白杨，喜欢它的这种疏朗与简洁，就像难得一遇的谦谦君子，儒雅、低调，懂得节制欲望，

与擦拟尘世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可又是有力量的。

⑧白杨有声.歌曲《小白杨》这样唱道:“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风吹白

杨，万叶翻动，萧萧有声.西北地区的树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叶子要稀一点.叶子的间隙里，风可以张开

膀子穿过去.不像南方的树，叶子太密太厚，永远是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期，风一吹，声音模糊得没有重点.

我站在白杨下，听风吹白杨，感觉像是站在楼兰遗址的颓墙前，虔诚地倾听古人浑厚庄严的歌谣。

⑨白杨入画。但不是中国水墨，而是西洋油画。西北无边无际的阳光下，白杨被照得通体明亮，气宇

轩昂.叶子翠绿，树干纯白，色彩饱和度强。而西洋油画，用色饱满，适宜画白杨.在油画框里，白杨用枝

干和茂盛的叶子，来表达阳光醇厚，表达天空高远。

⑩去交河故城时，我在吐鲁番的一条路边停下，特意下车，亲手抚摸了一棵白杨.交河故城

是唐朝安西都护府遗址，在吐鲁番。安西都护府是唐代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首任都护是乔师望，他是唐

朝将领，庐陵公主的附马.后来接任的郭孝恪击败龟兹后，把安西都护府从交河城迁到了龟兹，即今天的

新疆库车县.此后，都护府在唐蕃战火中几失几守，最后府衙基本稳定在龟兹，王维有《送元二使安西》:“渭

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诗里的安西，已经是位于龟

兹的安西都护府了。在唐代，从长安望向安西都护府，那是山长水阔，黄沙漫天.那些远赴西北镇守边塞

的文武官员，那些鞍马风尘夜夜望乡的中原士兵，一定在不遇故人的孤独中，用白杨的葱茏喂养着乡思和

希望。

⑪“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边塞诗人岑参骂出了边地苦寒却也雄奇的大观。

那时，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岑参第二次出塞任职。新的守边人来了，老的守边人回去，一拨拨人马轮换，

用人之颠沛换国之长安。岑参来给他的前任武判官送行，“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那时，

西北的白杨一定落光了叶子，在漫天风雪中伫立成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样子。

⑫当春天来临，交河古城的城墙下桃花盛开。一千多年前的春天，白杨也在春风里萌发叶。

我想，那些一拨拔来过西北、驻守过西北、穿越过古丝绸之路的人们，是否在深深孤独中，慢慢就散发出

白杨的气质．．．．．?

⑬如果有白杨，又何惧大地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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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散文》，有删改）

16.请简要分析作者看到白杨树“惊奇地叫了一声”的原因。（4分）

17.文中画线的句子富有表现力，请你简要赏析。（3分）

叶子的间隙里，风可以张开膀子穿过去。不像南方的树，叶子太密太厚，永远是荷尔蒙

旺盛的青春期，风一吹，声音模糊得没有重点。

18.本文写法有抑有扬，请结合内容分析这种手法的表达作用。（4分）

19.选文⑫段中提到的“白杨的气质”与茅盾笔下的白杨树的“气质”有什么不同?说说你

的理解。（4分）

第三部分（60 分）

20.作文。（60分）

你的心中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那里的景、物、事、人是那样真实，那样美好，

它们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滋润着你的心灵，见证着你的成长，就如同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一般。

请以“哦，那个 _________ 的地方”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将题目补充完整并抄写在答题卡上；（2）诗歌除外，文体不限；（3）字数不少于 600 字；

（4）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校名、地名和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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