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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7_9C_81_E9_c65_103097.htm 语 文 试 卷 命题人 ： 

长沙一中 许美良 桃源一中 江献忠 常德一中 杨智慧 审题人 ：

师大附中 汤正良 长郡中学 刘建琼 湘潭一中 章新华 第Ⅰ卷 (

选择题,共42分) 一、（每小题3分，共18分） 1、下列各组词

语中加线字的读音全都相同的一组是 A． 执著 着想 着落 棋

高一着 无处着力 B． 称职 称赞 称心 称体裁衣 瞠目结舌 C． 

闪烁 硕大 朔望 数见不鲜 媒妁之言 D． 讥诮 俊俏 捎带 悬崖峭

壁 悄然落泪 2、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 其

实 各行其事 国事 共商国是 事实胜于雄辩 B． 砥砺 计日程功 

嘉勉 励精图治 初生牛犊不怕虎 C． 简练 对簿公堂 沉缅 和衷

共济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D． 匮乏 功亏一篑 贵冠 贵人多忘 

人贵有自知之明 3、依次填入下面各句横线上的词语，最恰

当的一组是 ①春天把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在万物的身上，使一

切都充满了生机。 ②常德一中文化底蕴深厚，办学理念先进

，是一所很有 的学校。 ③长沙一中的老师经常教育学生,人

家的先进经验 要学，但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终会 自己。 A

． 贯注 品味 固然 迷失 B．灌注 品味 虽然 丧失 C．贯注 品位 

虽然 丧失 D．灌注 品位 固然 迷失 4、下列各句中加线俗语使

用正确的一项是 A． 第一天，我们乘飞机到了浙江宁波，第

二天又飞到了北京，接着又转而飞回长沙，天马行空，好不

惬意。 B． 强调规范答题好，这其实是在培养认真细心严谨

的行为习惯，好作风是“规”出来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 C． 每位同学要善于为自己今后的事业成功搭建平台。平



台是什么？是知识。我们从现在起就得要处心积虑地积攒知

识。 D． 高三的生活也许有些枯燥，也会有些烦恼，但可以

不断享受成功的喜悦，还有师生们相濡以沫，可以感受到温

情的甜蜜。 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桃源一中新

校区气势恢弘，各种建筑布局合理，教学楼、综合楼、食堂

豪华而气派，见之让人耳目一新，流连忘返。 B．建设中国

新一代天气雷达监测网，能够明显改善对热带气旋或台风登

陆位置及强度预报的准确性，尤其对中小尺度的灾害性天气

能进行有效监测。 C．在中国和中国签署协议的37个成员国

都将双边协议文本提交WTO秘书处后，WTO中国工作组才

会组织135个成员国投票。 D．他看着在画中与人物和环境和

谐地组合在一起的细长双腿的仙鹤和身体苗条的白鹤，脸上

不露一点声色。 6、把后面的句子填到下列两段话的横线上

，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春，仅仅作为一个季节，就有其他季

节无可比拟的色态，只有春天能使其在总趋势上发生良性巨

变： 。 除夕守岁的热闹景象，表面上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

墨客笔下一片片浪漫的文字与一幅幅亮丽的风俗图， 。 ①山

为之绿，草为之青，花为之艳，水为之盈。②山为之绿，水

为之盈，花为之艳，草为之青。③与其说它是一种风俗、一

种传统，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④它不仅是一种风俗、一种

传统，更是一种文化。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二、（每小题3分，共12分）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710题

。 诗圣与文士性格的塑造 王学泰 宋代学者称杜甫为“圣于诗

者”，这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而言。他们把杜甫视

为“集大成”者，认为他是位无体不工、无美不备的诗人。

到了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这突出了杜诗的道德含义



（郭沫若称其为“诗中圣哲”也是此意），符合杜诗中的儒

学内涵。 “诗圣”的名号，使得杜诗所确立的“忧国忧民”

思想逐渐成为了主流理论。不管你是否赞成，但都不能不承

认诗歌写作应该反映现实和关注国家与人民命运。南宋诗人

就说：“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是赞成诗

人应该忧国忧民的。也有不赞成的，明代的公安派代表作家

袁宏道，提倡个性解放，不同意诗人应有“忧国忧民”的责

任感。他在《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中说“新诗日

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国爱

民成儿戏”，仔细咀嚼诗意，可见袁氏虽然不赞成此说，但

还是把“忧国忧民”看作当时诗歌创作中大多数诗人所遵循

的原则。这些都说明对后世士人影响之深。 诗歌创作乃是中

国古代读书人日常功课之一，古代学子平常接触最多当属杜

诗。因为杜诗中规矩井然，学有规矩。如应酬中大量运用的

律体诗，当以杜甫写得最好，很少率意之作；科举考试中用

的试帖诗可以模仿杜集中的“五排”（杜甫以后，很少再有

诗人写出像杜甫这样多的高质量的“五排”了）。对杜诗的

广泛的模仿从宋代就开始了。书商为了满足这个社会需求，

还把杜诗分类编排，给模仿者以便利。这样，杜诗中的思想

感情必然会从阅读的渠道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因

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格的塑造产生影响绝不是夸

诞之词。 中国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感

的陶冶力量是很难估量的。杜甫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

理价值的思想，对古代读书人有很大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

育之中，也当有积极的意义。 （选自《博览群书》2006．1）

7、下列叙述中，不属于称杜甫“圣于诗者”或“诗圣”的根



据的一项是 A、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很高，人们视之为“集

大成”者。 B、杜甫写诗技艺很高，无体不工，无美不备。

C、杜诗中“忧国忧民”精神是诗歌界主流理论。 D、杜诗中

有伦理价值思想，儒学内涵丰富。 8、关于文章第二段的分

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开头一句承上启下，由“诗圣

”名号的含义，引出了下文杜甫“忧国忧民”思想对后世士

人的影响。 B、南宋诗人“忧时本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

多”的诗句，就是大多数诗人赞同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

思想的证明。 C、作者举袁宏道一例是为了否定“提倡个性

解放，诗人不应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感”这一观点。 D、

本段文字引用南宋诗人的诗句，举袁宏道的例子，对本段观

点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分析，加强了论证的严密性。 9、对

古代文士积极学习杜诗的根本原因，解释最准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日常功课之一就是要学习诗歌创作。 B

、杜诗合乎格律诗的要求，平仄押韵，规范合理，质量高，

数量足。 C、书商们把杜诗分类编排，便利了古代文士们模

仿各类杜诗。 D、通过阅读，杜诗中的思想感情容易渗入到

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10、根据原文所给的信息，以下推断

正确的一项是 A、袁宏道“新诗日日千余言”中提到的新诗

，大多是抒写个性和性情的诗句。 B、明清时代读书人在社

交应酬活动中，必须吟咏五言律诗或七言律诗，以显其风雅

。 C、科举考试学要求写“排律”形式的试帖诗，这是模仿

杜诗中的“五排”而产生的。 D、文士的性格是由杜甫思想

塑造起来的。即使在今天，杜甫的思想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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