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好题1

记叙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 题。（17 分）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悼念朱光潜先生

山东聊城 季羡林

听到孟实【注】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九十岁

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

是更有好处吗？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

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

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朱先生不

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

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

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

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

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

了。

离开清华以后，我出国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期间，国内正在奋起抗日，国际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

火连八年，家书抵亿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完全同祖国隔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946 年回国，

立即来北大工作。那时孟实先生也转来北大。他正编一个杂志，邀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介绍《五卷书》

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

他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他的办公室（他当时是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和我的办公室相隔也不远。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我曾拜访过他。说起来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却

是事实。现在恐怕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什么“社会活动家”。其实我的性格毋宁说是属于孤僻一类，最怕见人。

我的老师和老同学很多，我几乎是谁都不拜访。天性如此，无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访孟实先生，也完

全不可能了。

我因为没有在重庆或者昆明呆过，对于抗战时期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于朱先生当时的情况也完

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后，听了三言两语，我有时候也同几个清华的老同学窃窃私议过。到了 1949 年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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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

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

孟实先生迈入古稀之年，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

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他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又翻译维柯

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深奥，号称难治，能承担这种翻译工作的，举世没有第二人，孟实先生以他渊博的

学识和湛深的外语水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争分夺秒，锲而不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扬。

孟实先生学风谨严，一丝不苟，谦虚礼让，不耻下问。他曾多次问到我关于古代印度宗教的问题。他

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间少有的。思想改

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

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他研究中外文艺理论，态

度同样严肃认真。他翻译外国名著，也是句斟字酌，不轻易下笔。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在

朱先生身上也发现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解放后，他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指

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孟实先生离开了我们。他一生执著追求，没有偷懒。将近九十年的漫长的道路，走过来并不容

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都碰到过。顺利与挫折，他都经受过。但是，他在千辛万苦之后，毕竟找到

了真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归宿。现在人们常谈生命的价值，

我认为，孟实先生是实现了生命的价值的。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生生死死，自

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孟实先生，安息吧！你的形象将永远

留在你这一个年迈而不龙钟的学生的心中。

（有删改）

【注】孟实：即朱光潜，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1. 请你根据时间提示词，完成下表中孟实先生的经历概括。（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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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文第②段中“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我”爱上这一门课的原因是什么？（4 分）

3.下列事例没有体现孟实先生“认真负责”这一形象特点的一项是（3分）（ ）

A.不哗众取宠，且不以古怪理论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

B.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翻译了黑格尔、维柯的著作。

C.学风谨严、一丝不苟，翻译作品时句斟字酌，不轻易下笔。

D.1949 年北平解放的前夕，毅然留在大陆，等待北平解放。

4.选文起初写“孟实先生”用“他”来称呼，而最后一句话改说“你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你这一个年迈而不

龙钟的学生的心中”，有怎样的表达效果？（6 分）

议论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2 题。（6 分）

“稳”中藏“急”

河南郑州 陈鲁民

①汉字很奇妙也很有趣，充满生活气息，亦不乏哲学意味，可见先人造字之独具匠心，让我们受益至

今。譬如，“稳”中藏了个“急”字，“静”中藏了个“争”字等，充满了相辅相成的辩证法，亦正亦奇的

大智慧。

②就说这个“稳”字，分开来看，一边是个“禾”字，一边是个“急”字。从字面理解，就是“手里

有粮，心中不慌。”而在我们很多人眼里，稳和急是无法并存的。既然求稳，就不能急急忙忙；既然急了，

就不能四平八稳。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理解，稳还有另外一种诠释：稳中有急，急中有稳。稳并不排斥急，

该急则急，越是急的时候，心越要稳，不能乱了方寸。

③有些时候，稳是表面现象，心里其实急得很，如热锅上的蚂蚁，却仍不露声色、若无其事，这是一

种修养、一种境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淝水之战，苻坚率领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前方鏖战正急，打得不

可开交。敌众我寡，战事紧迫，东晋主帅谢安心里急得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但他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和

客人对弈，落子如飞，无异如常，人称其有“大将风度”。这就叫“内急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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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稳与急都是相对的，互为因果，互相转化。心里可以急，但行动上要稳，一旦时机成熟，万事俱备，

就会一飞冲天，大获全胜。廉颇守城拒秦，知道秦军远道而来，粮草不足，难以持久，急于决战，他就稳

守营垒，拒不出战。你攻我守，以逸待劳。这就叫“你急我稳”。

⑤参加马拉松比赛，前半程要尽量匀速前进，以稳为主，不紧不慢，不急不缓，不显山露水，不急于

领先，这样可保存体力，坚持耐久。而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则要用尽全身力气，奋勇向前，全力以赴，能

多快就多快，能多急就多急。这就叫“稳急相谐”。

⑥井冈山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因为，红军将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让急急而来的敌军束手无策，最后只有仓皇撤兵，“宵遁”而去。你急我稳，偏不与你对上节奏，让你进退

维谷，左支右绌，急也是白急。这就叫“以稳对急”。

⑦该稳的时候，要稳如泰山，稳如磐石，一定不能急，急了就可能会犯错误，急中生乱，急而失稳。

无数事实证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无论干什么，一旦急到失去理性，就会乱了方寸，乱了章法，欲速不

达，适得其反。这个时候就需要急不忘稳，先稳住阵脚，稳定军心，然后再寻找机会，奋力前行。

⑧该急的时候，要急如星火，急似雷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若一味求稳，磨磨蹭蹭，就会失

去战机，铸成大错。我国刚开始搞“两弹一星”时，有人提议要稳一点、慢一点，等经济形势好转再说。

好在我们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克服千难万险，按计划研制出了国之重器，结束了屡

屡遭受核威胁的被动局面，也确立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⑨干事创业要稳中有急，过于求稳，缺乏进取精神，可能会形成一潭死水，难成气候。还要急中有稳，

越是急，越是快，越要注意稳，否则容易翻车出事。因而在着急之时，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稳当一点，清

醒一点，以防急中出乱。

⑩急如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稳似泰山屹立，砥柱中流。稳中有急，急里有稳，两相结合，互为补充，

乃为世间取胜成功的不二法门。 （有删改）

1.选出下列对选文理解分析有误的一项（ ）（3 分）

A.选文通过对汉字“稳”的结构和含义的解释引出话题，既富有哲理，又充满趣味。

B.选文第③段通过列举东晋主帅谢安的例子，论证了“以稳对急”的分论点。

C.选文第⑧段引用了诗句，既增加了说服力，又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

D.选文第⑩段“急如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语言生动形象。

2.下面的【链接材料】放在选文第⑤段作为论据是否恰当？为什么？（3 分）

【链接材料】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

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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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

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刿论战》

说明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2 题。（6 分）

我国漆艺传承兴盛的秘诀

余闻荣

①漆树是植物，其树液，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漆，或曰生漆，经加工提炼，即为熟漆，又称“大漆”。

到了现代，各种化学合成涂料也被混称为漆，“大漆”反而被加以“土漆”之名。事实上，通过考古，中国

乃至世界用漆的历史一直在提前。考古工作者在余姚井头山遗址的两件木器表面上发现了人工漆的涂层，

而位于浙江杭州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较早的漆器——漆弓。约 8000 年前的跨湖桥先民，已懂得利用

漆树汁液所具有的自然固化结膜特性，通过髹涂弓身表面，使其质地光洁又防水，色泽美观而持久。余姚

的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约 7000 年前的朱漆木碗，足见漆与古人生活之密切。

②史料有载：“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

传说舜禅让天下于禹，禹所做的祭器外面髹黑漆，里面以红漆描绘。这些传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

偃师二里头遗址陆续出土的漆器中得到了印证。漆鼓、漆觚的发现，显示出漆器在早期礼乐文明中的地位。

③随着历史的发展，漆器工艺屡有创新。工匠们用竹、木、金属、陶乃至皮革、麻布、纸等材料制作

成漆器的胎体，在胎体上髹漆，并用各种珍贵的材料和巧妙的手法加以装饰。汉代拓土开边，国力强盛，

之后，漆艺亦达到高峰。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漆绘巨棺到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列女屏风，这

些文物展现了漆艺的辉煌成就。

④唐宋之际，漆艺风格发生变化，追求“素以为绚”。素髹是宋代漆艺的时尚，是宋代人文精神的一种

象征，单纯但不单调，高分子结构的天然漆经过人工无数次的髹饰和推光，产生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及触感。

厚重、幽深、静谧、古朴、含蓄、蕴润、毫光、内敛……文人的审美情趣，通过这些修辞得到淋漓尽致的

呈现。

⑤明至清初，民风尚巧，此时，漆艺中的雕镂镶嵌达到高峰。乾隆初期，国力强盛，为宫廷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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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众多工艺门类中，宫廷所用漆器制作呈现繁荣景象。

⑥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是中国最早的漆艺专著，记载的漆工艺表现技法多达 497 种。杨明在序言

中用“坚牢其质，光彩其文”形容漆的品格，让人想起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漆善于和任何材质相结合：竹、木、麻、棉、丝、纸、皮、石、陶瓷、金属、琉璃……不择精

粗，不拣荣枯，所谓“有髹无类”。而且凡经大漆髹饰之器，无不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大漆固化后，愈磨

愈亮，耐热耐湿、耐酸耐碱，透出由内而外的温润光泽，仿佛新一轮生命的开始。于是，我们明白，为何

我们的祖先会如此爱漆。

⑦在中国工艺美术馆的“文脉华滋——中国工艺美术基本陈列展”中，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富

有特色、重要的构成部分，历代的中国漆艺都有充分的展示。近代以来，因其取材方便、技艺丰富、装饰

性和实用性强，漆艺更成为人们美化生活、艺术表达的重要方式。手艺人一直在继承传统工艺时存长去短、

推陈出新，开拓出漆艺新的领域，如雕漆、脱胎漆器、点螺镶嵌技法、漆画等。材料、观念、生产等方面

的更新，求实用与审美的和谐，这正是中国漆艺传承、兴盛的秘诀。

（刊载于 2023 年 4 月 1 日，有删改）

1.文章第⑥段中画线句子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何作用？（3 分）

杨明在序言中用“坚牢其质，光彩其文”形容漆的品格，让人想起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我国漆艺传承、兴盛的秘诀有哪些？请结合文章简要概括。（3 分）

多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2 题。（7 分）

材料一：

物像只有落到视网膜上，人才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物体，这就需要眼球内晶状体等结构具有灵敏的调

节功能。如果眼球的前后径过长，或者晶状体曲度过大且不易恢复原大小，远处物体反射来的光线通过晶

状体等折射所形成的物像，就会落到视网膜的前方，这样看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物像。这种看不清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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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眼，叫做近视眼。

中学生连续看书、看电视、玩游戏机和操作电脑的时间越长，眼与书本、电视、电脑屏幕的距离越近，

发生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保护视力，预防近视，应该做到“三要”“四不要”，即读写姿势要正确，

眼与书的距离要在 33 厘米左右；看书、看电视或使用电脑 1 小时后要休息一会儿，要远眺几分钟；要定期

检查视力，认真做眼保健操。不要在直射的强光下看书；不要躺卧看书；不要在光线暗的地方看书；不要

走路看书。

（摘编自《生物学》，七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材料二：

互联网深度普及的当下，儿童青少年首次触网年龄越来越小。

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2020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较 2019 年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平均每 2名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 1 人患有近视。

这为青少年眼健康的防治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提前干预，或许未来再也找不到拥有“飞行员视力”的

年轻人了。眼健康问题的诱因很多，包括用眼负荷大、缺乏户外活动、睡眠不足、不良用眼习惯等。

调查数据显示，60%的高中生每天课后的长时间用眼达 2 小时以上，近 30%的小学生和初中生、50%的高

中生每天课后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时间超 1 小时。近距离用眼过度积蓄的眼疲劳，加剧了儿

童青少年眼问题的高发。

（刊载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发现，

每天进行户外活动 2 小时可以预防近视的发生，户外活动对未近视儿童的保护作用更明显。户外存在充分

的光线，可以使瞳孔缩小，视网膜成像质量好，从而避免成像模糊导致眼轴的增长。

同时，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对预防近视至关重要。青少年在看书、写字和看电脑等近距离用眼的时

候，一定要按时休息眼睛，建议近距离用眼 20 分钟后，抬头眺望 6 米外远处至少 20 秒钟。在校期间，学

生们应充分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到操场上活动，眺望远处，活动关节和四肢。

规范眼保健操要坚持。眼保健操是通过对穴位和眼部周围肌肉的按揉，改善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眼睛

的疲劳。要持之以恒，认真执行课间眼保健操制度。

户外活动要加强。家长应正确认识户外活动的重要性，多带孩子到户外阳光下活动。建议每天进行 2

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预防近视的发生。

（刊载于 2023 年 4 月 3 日）



中考好题8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近视眼是指远处物体反射来的光线通过晶状体等折射形成的物像，落在了视网膜前方，导致看不清远

处的物体。

B.青少年眼健康的防治问题需要被重视，如果不提前干预，也许未来再也找不到拥有“飞行员视力”的

年轻人了。

C.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高中生课后长时间用眼超 2 小时，近一半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天课后使用电子产

品超 1小时。

D.研究发现，户外充分的光线可以使瞳孔缩小，视网膜成像质量好，从而避免成像模糊导致眼轴的增长。

2.【解决实际问题】小西学习时偶尔会感到眼睛干涩、疲劳，非常担心自己会近视，请你根据以上三则材

料，为他提两条预防近视的建议。（4 分）



中考好题9

参考答案

记叙文阅读

（17 分）1.（4 分）①在清华大学教文艺心理学 ②在北大工作时因编杂志而邀“我”写文章 ③毅然留

在北平，等待北平的解放 ④生活异常有规律，并翻译著作（每空 1 分）

2.（4 分）朱光潜先生讲课没有废话；他举例清晰不牵强附会；他对古怪理论能讲出道理；他在学术上诚实，

不哗众取宠。

3.（3分）D 【解析】D 项体现出孟实先生热爱祖国的形象特点，没有体现“认真负责”。故选 D 项。

4.（6 分）先用第三人称“他”能更客观地讲述孟实先生的经历及事迹，而最后采用第二人称“你”直接抒

发了“我”对孟实先生的崇敬与赞美之情，使情感表达更加强烈，产生了强烈的抒情效果。

议论文阅读

（6 分）1.（3 分）B 【解析】第③段通过列举东晋主帅谢安的例子，论证的是“内急外稳”的分论点，B

项中“以稳对急”的理解有误。

2.（3分）恰当。第⑤段的观点是“稳急相谐”，告诉我们该稳的时候要保存实力，该急的时候要奋勇向前。

【链接材料】讲的是曹刿一开始选择以逸待劳，后来果断抓住战机，出军作战和追击，最终取得胜利的故

事，符合“稳急相谐”的观点，所以可以作为第⑤段的论据。

说明文阅读

（6 分）1.（3分）运用引资料的说明方法，通过引用杨明在《髹饰录》序言中的话和孔子的言论，说明了

漆的品格，使说明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2.（3 分）材料、观念、生产等方面的更新。取材方便、技艺丰富、装饰性和实用性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漆艺都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求实用与审美的和谐。漆器不仅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还在早期礼乐文明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漆艺风格随着历史发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符合时代实用与审美和谐的需求。

多文本阅读

（7 分）1.C（3 分） 【解析】由材料二“调查数据显示，60%的高中生每天课后的长时间用眼达 2 小时以

上，近 30%的小学生和初中生、50%的高中生每天课后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视时间超 1 小时”可

知，C项“近一半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天课后使用电子产品超 1小时”的说法有误。故选 C项。

2.（4 分）示例：①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长时间看书后要休息一会儿，近距离用眼 20 分钟后，要抬头

眺望 6米外远处至少 20 秒，同时定期检查视力，认真做眼保健操。②学习时注意光线的强弱及姿势的正确

性，不要在躺卧或走路时看书，也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地方看书、学习和使用电子产品。③加强户外活

动，保障户外运动的时长，每天进行 2小时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发生。（任答两条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