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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2/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8_82_E5_c65_102542.htm 本试卷分第I卷（选

择题）和第II卷两部分。第I卷1至4页，第II卷5至12页。共150

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第I卷（选择题共36分） 注意事项：

1. 答第I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考试科目用2B

铅笔涂写在答题卡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

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

后，再选涂其它答案。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3. 考试结束，将

答题卡交回，本试卷不上交。 一. （18分，每小题3分） 1. 下

面划线字的读音正确的一组是（ ） A. 中肯（ ） 胼手胝足（ 

） 焖饭（ ） 胴体（ ） B. 劲敌（ ） 心广体胖（ ） 殉情（ ） 

汤匙（ ） C. 斐然（ ） 相形见绌（ ） 牵掣（ ） 丧钟（ ） D. 

角色（ ） 果实累累（ ） 脑髓（ ） 祈褥（ ） 2. 下列各组词语

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 绵垣 依马可待 饮鸠止渴 针

贬时弊 B. 通牒 矫揉造作 宵衣肝食 奴颜卑膝 C. 璀璨 越俎代疱 

虚与委蛇 未雨绸缪 D. 累赘 声名雀起 杀一敬百 陨身不恤 3. 依

次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1）经济政策

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要用税收的杠杆增进不同利益

团体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 （2）现代社会是一个终

身学习的社会，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学习

的______________，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每个人必须不断

学习。 （3）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严重_______________了

世界和平。 （4）针对这个反腐倡廉的报告内容，纪检书记



说，鲁迅先生那副著名的对联，请允许我大胆

地_________________一下，叫“舒眉傲对贪夫指，俯首甘为

孺子牛”。 A. 和谐 中止 妨碍 篡改 B. 和睦 终止 妨害 窜改 C. 

和睦 中止 妨害 篡改 D. 和谐 终止 妨碍 窜改 4. 下列各句中，

划线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 他们最初创业时手无寸

铁，穷得叮当响，经过两年的奋斗，现在已经基本走出了困

境。 B. 最近，长江流域水灾严重，小陈又将奔赴灾区采访，

临行前他有个不情之请，求我帮忙照顾他生病的年迈的母亲

。 C. 清明时节，我们相伴去郊外踏青。一路上，四野风光宜

人，大地一派生机。途中在田埂上休息，真有如坐春风的感

觉。 D. 罪犯混杂在游客中，干警们投鼠忌器，一时无法实施

抓捕。 5.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意义明确的一句是（ ） A. 

发展科学技术，发展高科技产业，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谋

求发展的普遍做法。 B. 我们新闻出版部门更有责任做出表率

，杜绝用字不规范的现象，增强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

C. 建设部拟定了“九五”期间，我国将建成住宅12亿平方米

，届时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将达9平方米。 D. 分析和综合

不是相互孤立、截然分开的：分析要以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为

前提，综合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整体的更全面、

更深刻的认识。 6. 下列各句适合填入文中横线上的一项是（ 

）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

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翩归来，不久

，布谷鸟出来了。_____________________到了秋天，果实成

熟，植物的啊子渐渐变黄，北雁南飞，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

。 A. 炎热的夏季接着来了，植物在这里孕育果实。 B. 终于到

了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 C. 于是转入炎热



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 D. 炎热的夏季终于来到

了，植物开始孕育果实。 二. （18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

一段文言文，完成712题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

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

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

，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

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

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

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

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

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

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

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

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

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

吾秦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

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

”。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

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 

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

“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

，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

，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

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

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

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

国，我顾且盗而城！” （《史记张仪列传》节选） 7. 下列各

项中划线词语解释不正确的是一项是（ ） A. 已而楚相亡璧：

丢失 B. 因而数让之曰：谦让 C. 始吾从若饮：你 D. 我顾且盗

而城：你的 8. 下列各项划线字用法和意义都相同的一项是（ 

） A.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始速祸焉 B. 此在吾术中而不

悟/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C. 以子之材能/举以与人 D. 张仪之来

也/句读之不知 9. 下列各项中划线词语古今同义的一项是（ 

） A.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B. 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

C. 因而数让之曰 D. 子毋读书游说 10. 下列各项中划线字指代

正确的一项是（ ） A. 安得此辱乎 此，掠笞数百。 B. 赖子得

显 子，苏秦。 C. 子为我阴奉之 之，秦王。 D. 今君已用 君，

秦王。 11. 下列各项中对原文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楚相怀疑张仪并拷打他，张仪并没有怀恨在心，反而提醒

他应该注意防范秦国进攻他的国家。 B. 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

，最初苏秦帮助张仪求得秦国的职位，是为了让他帮助自己

保住“合从”的结果。 C. 对于苏秦的帮助，张仪表示理解，

并且同意在苏秦在世的时候不取赵。 D. 张仪为人能屈能伸，

明晓形势，其才能并不象他自己谦虚的那样在苏秦之下。 12. 

文中划线句子的停顿合理的一项是（ ） A. 乃言赵王发/金币

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

用/为取给而弗告。 B. 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

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 C. 

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



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 D. 乃言赵王/发金币车

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

用/为取给而弗告。 第II卷（共114分） 注意事项： 1. 第II卷

共8页，用钢笔或圆珠笔将答案直接写在试题卷上。 2. 答卷前

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三. （15分） 13. 翻译上一段文

言文中的下列两句话：（5分） （1）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

人，求益，反见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2）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14. 阅读下面一首诗，回答（1）、（2

）题。（6分） 春兴（唐）武元衡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

尽见流莺。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注：武元衡

，中唐诗人，洛阳人。 （1）对这首诗歌鉴赏不正确的两项

是（ ）（ ） A. 这首诗是一首七绝，前两句写景，触景生情

，后两句借梦抒情。 B. 诗题为“春兴”，通过对“柳”“雨

”“花”“风”的描写构成了一幅早春图景。 C. 诗中“残花

落尽见流莺”，诗人从视觉角度写，却使人如闻莺语，与白

居易诗中“莺语花底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D. 全诗以“春

”贯穿始终，构思巧妙。 （2）诗的后两句既写惜春之情，

又有思乡之意，请分析其写作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在横线上填写所引文章的句子

。（4分）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有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往往有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感慨；苏



轼在《石钟山记》中也曾发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乎？”的疑问，这些都

体现出这两位著名文学家在游览探奇过程中善于思考、勇于

探索的精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