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好题1

更多新考法试题·语文

重难题一·仿写

1.不少作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在这个理想之地中，他们（或他们塑造的人物）与

自然尽情相拥。请你仿照示例，带大家领略法布尔眼中的昆虫世界。（4分）

示例：在百草园中，不仅有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低唱的油蛉，还有蜈蚣，何首乌……

百草园是迅哥儿充满快乐的地方。当你走进这里，也会让你爱上大自然，享受自由快乐的情趣。

（《朝花夕拾》）

重难题二·名著阅读

2.根据《傅雷家书》的相关内容，按要求答题。（8分）

【选段一】我一直在紧张的练琴，每两天就上一次课，教授脾气可不小，我上课真有些害怕，

但学到的东西真多。这回我才知道天高地厚了，才知道好教授是怎么回事了。

【选段二】我现在顺便告诉你，就是要你以后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万和气，也不要乱

批评人家，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几句话要牢牢记住。因为不了解你的人，常常会误会你骄

傲自大，无缘无故的招来了敌人。你这次经过了一番思想批判，受到了莫大的教育，以后千万

要在行动上留意，要痛改前非，思想没有成熟的，不要先讲，谨慎小心是不会错的。

（1）（新设问·阅读方法）上面的两个批注是小渝在读选段时所作的批注，但有一个是错误的，

请你找出并加以改正。（2分）

（2）“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

面。”这是傅雷在信中给儿子的一句话。请你结合作品内容，分别从这三方面谈谈傅雷给傅聪

敲响了哪些警钟。（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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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题三·综合性学习

3.综合性学习。（8分）

小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那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多样的

表现手法，一定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你班将开展“走进小说天地”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

参与并完成下面任务。

【叙写人物故事】

（1）（新设问·阅读方法）活动开始后，老师首先给出了三个小说人物，让大家任选其一为你

心目中的他们做批注，你跃跃欲试，争先抢答。（4分）

①祥子 ②藤野先生 ③尼摩船长

批注：

【识别小说人物】

（2）你们组需要填写小说人物档案卡片，请你补充完善。（4分）

重难题四·文言文阅读

4.（新题型·课内外对比阅读）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4）题。（16 分）

【甲】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

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

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节选自《曹刿论战》)

孙悟空

出处 明代著名小说家① 的《西游记》

外貌特征 毛脸雷公嘴、孤拐面、头戴②

人物关系 唐僧的大弟子，猪八戒、沙僧的大师哥。

典型事件 大闹天宫、③ 、大战红孩儿、真假美猴王等。

人物点评
正面：聪明机智、敢作敢当、④ 等。

反面：好胜心强，喜欢搞恶作剧、滥杀无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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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宗问曰：“朕比①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

故知人极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数人，何因政化犹不及文景②？”公③对曰：“自古人君，初为

政者皆欲比于尧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终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尽心竭力，及得富贵，

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确论至理，诚．如公言。”

(节选自《魏郑公谏录》，有删改)

【注】①比：近来。②文景：西汉文帝与景帝的并称。两帝相继，社会安定富裕，史称“文景

之治”。③公：这里指魏征。

（1）某同学在阅读【甲】【乙】两文时，在字词理解上遇到了困难，因此设计了“词语巧记”

专栏，请你帮他完善下面的内容。（4分）

词语巧记

你知道这些加点词的意思吗？ 你的理解

技巧一：词性 ①神弗福．也→ 名词作动词

技巧二：迁移 ②忠之属．也→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

技巧三：联想 ③及天下既．安 → 成语“既．往不咎”。

技巧四：推测

④诚．如公言 →前文中魏征提出谏言，太宗评论道“确

论至理”，根据句中形容词“确”“至”可知，太宗

对其谏言是表示肯定的，据此进行推测。

（2）将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①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②若使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理？

（3）下面对选文理解分析有误．．的一项是（4分） （ ）

A.【甲】文中曹刿论述战争取胜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政者要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知己知

彼，运筹帷幄。

B.【乙】文通过唐太宗与魏征的对话来叙事说理，道出了君臣都不懈怠，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

道理。

C.两文都采用对话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了善思善谏的臣民形象和虚心纳谏的君王形

象。

D.两文结构严谨，表达方式上都夹叙夹议且侧重议论，【甲】文语言简洁精练，节奏明快，【乙】

文直陈其事，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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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文分别塑造了鲁庄公、唐太宗的君王形象和魏征、曹刿的臣民形象，你更喜欢哪一类

人物？请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的看法。（4分）

重难题五·文学类文本阅读

5.阅读下面的文学类文本，完成（1）~（5）题。（22 分）

走近红旗渠

时国金

①走在一块块太行山石垒砌的渠堤上，一面是斧劈刀斩的峭壁，一面是望之胆寒的万丈深

渊。清澈的渠水顺着山势缓缓地流淌，就像一条碧绿的飘带，紧紧地绕在太行山腰。

②岁月在这里仿佛停滞了。隆隆的炮声，铿锵的锤钎敲击声，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心

间响起。站在红旗渠坚固的石堤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把它称为“世界奇迹”。

③回望历史的深处，位于太行山麓的河南林县(今林州市)，自古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十

年九旱，水源奇缺。

④人们不会忘记，1954 年，26 岁的杨贵任林县县委书记。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

了“水字当头，全面发展”的方针，带领干部群众治山治水，改变林县缺水的面貌。经过连续

几年的水利兴修，全县先后建成多条引水渠道和几座中型水库。

⑤然而，5年后，林县再次遭遇特大旱灾，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

⑥艰难困苦在强者面前，有时却成了激发斗志、创造辉煌的巨大动力。这年年底，一个壮

举——“引漳入林”工程诞生了。从山西平顺将漳河水拦腰截流，把河水引上太行山、引进林

县。

⑦林县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这个号召，顺应了世世代代林

县人民摆脱缺水之困的夙愿，一经提出就得到热烈响应。

⑧元宵佳节，杨贵和县委全体同志率领由 3万多民工组成的修渠大军，冒着寒风，踏着霜

冻，浩浩荡荡开上了太行山，扑到荒无人烟的漳河滩和“引漳入林”工程的各个施工段。过去

峰峦叠嶂、冷壁清寒的太行山间，顿时成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战场。

⑨多少年没人烟的漳河滩，从渠首到分水岭间的渠线上，无数没有名字的荒山野沟里，一

下子热闹起来。在寒冷的太行山深处，铁锤声、钢钎声打破了太行山几千年的宁静，坚硬的岩

石和血肉之躯开始碰撞。千军万马战太行，那是人与大自然的较量。

⑩这战场一摆就是十年。

⑪今天，在老鹰嘴，我仰头注视着那几欲下坠的绝壁悬崖，试图复原出当年建设者之一任

羊成和他的除险队凌空除险的场景和心境。难以想象，在这飞鸟不能驻足、猿猴难以攀援的石

壁上悬空作业，需要多强的意志和多大的勇气！

⑫当时，为保证安全，总指挥部决定组成一支专业除险队，实施凌空除险。除险队员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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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捆住腰，手持长杆抓钩，身背铁锤钢钎等工具，将一块块浮石勾撬、掀落下来。因腰部长时

间被粗绳捆绑系磨，久而久之，任羊成的腰部形成了厚厚一层老茧，粗糙如老榆树的树皮。一

次，任羊成去排除塌方险情，炸药突然爆炸，他一下子被崩裂的烂石埋住，瞬间失去知觉。人

们赶紧东找西寻，终于从乱石堆中拽出了血肉模糊的任羊成。

⑬历史这样记载着：从 1960 年 2 月动工，到 1969 年 7 月建成，杨贵带领林县人民历经

10 年，削平了 1250 座山头，凿通了 211 个隧洞，架设 152 座渡槽，挖砌土石方 2225 万立方

米，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建成了全长 1500 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终于结束了林县

“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⑭一个人靠着责任和情怀、意志和精神，究竟能达到何种人生的高度？在这里，杨贵和他

带领的红旗渠建设者们，用行动乃至生命给出了答案。

⑮这种精神，后来被人们提炼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

精神。漳河南岸，太行山腰的轰山炸石、锤钎叮当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林州人的接续奋斗下，

放眼望去，如今的林州俨然已是“银龙舞太行，千里谷米香”。

⑯站在庙荒村红旗渠旁的板栗树下，我发现日新月异的林州城可以尽收眼底。

红旗渠的故事并未远去，红旗渠精神始终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在林州大地上代代流传……

(刊载于 2023.1.9，有删改)

（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4 分） （ ）

A.首段环境描写，写出了太行山高大险峻，红旗渠水流潺潺、清澈见底的特点。

B.在连年缺水的严峻形势下，杨贵带领干部群众治山治水，开始修建红旗渠。

C.第⑫段通过列举任羊成的事例，突出修建红旗渠的危险和修渠人的无私付出。

D.本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讲述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历史故事，感情真挚。

（2）品味文中画线句子，按要求作答。（6分）

①冒着寒风．．．．，踏着．．霜冻，浩浩荡荡开上．．了太行山，扑．到荒无人烟的漳河滩和“引漳入林”工程

的各个施工段。(赏析加点词语)（3分）

②在寒冷的太行山深处，铁锤声、钢钎声打破了太行山几千年的宁静，坚硬的岩石和血肉之躯

开始碰撞。千军万马战太行，那是人与大自然的较量。(朗读这句话时，应采用怎样的语调？

为什么？)（3分）

（3）文章第②段写到“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把它称为‘世界奇迹’”,请你结合全文简要

分析红旗渠被称为“世界奇迹”的原因。（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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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设问·情境化）班级开展戏剧创编与表演活动，你的同桌想把这篇文章改成短剧，请

你帮他完成。(4 分)

①给看见红旗渠修建完成时的任羊成配一段内心独白。(50 字左右)(2 分)

②在为上面的内心独白选配背景音乐时，你选了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词见下)，请向同桌

说明理由。(2 分)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5）（新设问·链接教材）本文与《谁是最可爱的人》都讲述了先辈们的光辉事迹，请你联系

两篇文章，说说作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相似之处。（5分）

重难题六·实用类文本阅读

6.学校开展“新时代·中国速度”微视频大赛，下面是你班为已拍摄镜头制作的解说材料，请

你参与完成（1）~（4）题。（14 分）

中国速度·中国列车的最快时速 600 公里

为实现这一速度，科研团队发扬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敢为人先精神，奋力自主创新、勇

毅前行，历经多年的艰辛探索，硬是把一个个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如今，“日行千里”成为

现实，中国列车的速度为国人的畅快出行带来了便利，支撑起了“流动的中国”。

（摘编自《出行“贴地飞行”时速 600 公里并不遥远：有一种中国精神叫超越》）

中国速度·中国的计算力速度每秒 15000 京次浮点运算

“十四五”规划专题部署“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算力是数

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从《2021—2022 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中覆盖的 14 个国家来

看，该年度中国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算力产

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估算，每投入 1元到算力领域，将会带动 3

至 4元的 GDP 经济增长。

（刊载于 2023.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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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计算力指数和排名统计图

（来源于《2021—2022 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

中国速度·脱贫攻坚的奇迹

2012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成功实现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保持 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主

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这份来之不易的答卷雄辩地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

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

特优势。

（刊载于 2023.4.2）

（1）下面是同学们读视频内容的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4分） （ ）

A.中国列车时速的加快，为国人的畅快出行带来了便利条件。

B.算力领域内每投入 1元，就会获得 3至 4元的经济收益。

C.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算力产业越来越显重要。

D.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对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极具历史意义。

（2）有同学不理解材料中图表的信息，请你将材料横线处的内容补充完整帮他理解。（4分）

（3）（新设问·情境化）视频制作完成后，同学们将其放置在大赛展览区，下面是收到的留言。

请你结合上述三则材料，对留言区的内容进行回复。（6分）

展览区留言

小语：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小文：没错，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豪。你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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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题七·写作

7.（55 分）

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

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

——蔡元培

请仔细体味蔡元培先生的话，给你初中最知心的同学写一封信。写作时，可以联系你的学

习经历，也可以联系你对他人的观察所得，还可以联系你读书时的心得体会。

写作要求：标题统一使用“给亲爱的同学的一封信”；切合身份，符合文体要求；不要套作、

抄袭，不要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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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4 分）示例:在这片自然天地中，你可以看到善于高歌的蝉和蟋蟀，可以看到生性凶残的

螳和绿蛔，以及保护公共卫生的法那斯米隆和粪金龟等，还能收获十分有趣的昆虫知识，领略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2.（8 分）（1）（2分）批注二是错误的。傅雷在信中用两个“千万”表达的是对儿子的担心与

关怀，并不是训斥儿子。

【解析】从“以后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万和气，也不要乱批评人家，病从口入，祸从

口出”“要在行动上留意，要痛改前非，思想没有成熟的，不要先讲，谨慎小心是不会错的”

可知傅雷表达的是对儿子的担心与关怀，并不是训斥儿子。

（2）（6分）示例：①做人方面：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

大奖不骄傲，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等。②生活细节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

体，保持健康，融入大自然；要重视理财，做好经济上的规划等。③艺术修养方面：对待艺术

要真诚，要有国家和民族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

术家”。

3.(8 分）（1）（4分）示例①：祥子本是普通人，后来到城市里谋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祥子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祥子三起三落的一生，从希望到绝望，他与命运的抗争最终以

惨败告终。祥子本就是黑暗混乱社会下的一个牺牲品，我同情祥子！我为他感到惋惜！

示例②：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他是鲁迅先生在异国他乡

的一丝慰藉，他是一位黑瘦的先生、八字须，他为鲁迅先生添改、订正讲义；纠正鲁迅先生的

解剖图；询问中国女人裹脚的事情。藤野先生是一位严谨认真，不拘小节，没有民族偏见的人，

我也深深地敬佩他。

示例③：尼摩船长：尼摩船长设计制造了“诺第留斯号”潜艇，并且在海底旅行时，克服了很

多困难，如：遇冰盖被困、与章鱼搏斗等，我深深被尼摩船长热爱海洋、遇事头脑冷静、执着

不屈、敢于反抗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的精神所折服，我要向尼摩船长学习！

（2）（4分）①吴承恩 ②金箍

③示例一：三打白骨精 示例二：车迟国斗法

④示例一：除恶务尽 示例二：疾恶如仇

4.（16 分）（1）（4分）①赐福 ②类 ③已经 ④确实，的确（每空 1分）

（2）（4分）①（2分）大大小小的诉讼事件，虽然不能件件都明察，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诚

心处理。②（2分）如果让君王和臣子常常不懈怠，怎么会有天下不安定的道理？

（3）（4分）A 【解析】【甲】文中曹刿向鲁庄公论述战争想要获胜，主要凭借的是政治上取

信于民。A项中“取胜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政者要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知己知彼，运筹

帷幄”一句理解有误，故选 A项。

（4）（4分）示例一：我更喜欢两文中的君王形象。鲁庄公和唐太宗虽贵为一国之君，却都能

做到从谏如流。且二人都虚心好问，善于询问他人意见。

示例二：我更喜欢两文中的臣民形象。魏征和曹刿身为臣民都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并且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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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为国事积极向君王谏言。且二人的谏言都被采纳了，体现出他们学识的渊博和深厚。（表

达观点 1分，结合文章内容具体阐述理由 3分）

【乙文参考译文】太宗问道：“我近来读书，看到的好事，(就会)马上一起实行，(内心)全都

没有疑问；（将这个道理推及）到任用人才（这件事上），（人的）好坏就难以辨别，因此了解

一个人非常不容易。我近来任用你们几个人，政治教化还比不上文景之治时期(是)什么原因

呢？”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君王，刚刚执政的人都想和尧舜相比较。等到天下已经安定，

就不能(继续)完成他们(认为)好的事情。臣子最初被委任时，也想竭尽全力（辅佐君王），等

得到财富权贵之后，就想保全(自己的)官职爵位。如果让君王和臣子常常不懈怠，怎么会有天

下不安定的道理？”太宗说：“(你说的是)正确的言论、精深的道理，确实像你所说的这样。”

5.（22 分）（1）（4分）D 【解析】本文采用插叙的手法，作者在前两段记叙自己亲眼看见红

旗渠的震撼感受，明白红旗渠被称为“世界奇迹”的原因，中间回忆了杨贵开始带领修渠大军

修建红旗渠的故事，最后把目光转回现实，抒发内心的情感。整篇文章采用插叙的手法，D项

理解不正确。

（2）（6分）①（3分）“冒着寒风”“踏着霜冻”表现出修渠时的恶劣环境(1 分)，“开上”“扑”

凸显了修渠大军一往无前的浩大声势(1 分)，表现了修渠大军不畏艰险的精神(1 分)。

②（3分）高亢、激昂(1 分)。这句话描述了修渠大军在太行山深处修渠的场景(1 分)，表现

了作者对修渠人的敬佩与赞颂(1 分)。

（3）（3分）①修渠条件十分艰苦、难度大、时间跨度长；②人们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最终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工程；③让林县人民摆脱了自古以来的缺水

问题。（每点 1分）

【解析】阅读全文，根据第⑬段列出的具体数据可以想象，在十年修渠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着

险恶的环境、浩大的工程，由此可知修渠条件艰苦、难度大、时间跨度长；“这种精神，后来

被人们提炼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人们靠着这种

精神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文章结尾处讲述了红旗渠修建完成后，让林县人民摆脱了自

古以来的缺水问题。综合这些原因，红旗渠被称为“世界奇迹”。据此分析即可。

（4）（4分）

①（2分）示例：完成了！终于完成了！以后，林县人民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谢谢！谢谢修

建这条渠的所有人！我们胜利了！

②（2分）这首歌呼应了红旗渠精神，正是有了修渠大军中每一个人的团结协作，红旗渠这一

伟大工程才能完成。选配这首歌符合情境。

（5）（5分）本文讲述先辈们修建红旗渠的伟大之举（2分），《谁是最可爱的人》记叙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典型事例（2分），两位作者都表现出对先辈的崇敬和赞美之情（1 分）。

6.（14 分）（1）（4分）B 【解析】根据“每投入 1元到算力领域，将会带动 3至 4元的 GDP

经济增长”可知，算力领域每投入 1 元将会带动 3 至 4 元的 GDP 经济增长，而不是“获得 3

至 4元的经济收益”，B项偷换概念。

（2）（4分）计算力已处于领跑者地位（2分），发展水平涨幅领先于其他国家（2分）。

【解析】首先根据材料可知，材料的对象为中国。由《各国计算力指数和排名统计图》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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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计算力指数为 70，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 77，跻身于“领跑者”行列，远超其他

国家。由《各国计算力发展水平涨幅统计表》可知，中国的计算力发展水平涨幅为 13.5%，远

超其他国家，居全球第一。

（3）（6分）科研人员奋勇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国家战略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每点 2分）

【解析】根据第一则材料“科研团队发扬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敢为人先精神，奋力自主创新、

勇毅前行，历经多年的艰辛研究探索”可知，国家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奋勇创新、敢

为人先；根据第二则材料“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算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

力”可知，算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战略的支持；根据第三则材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

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可知，脱贫攻坚迅速取得胜利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由此概括分析即

可。

7.（55 分）

【审题指导】

（1）审材料。材料是蔡元培先生的三句话。这三句话中他说到了两种精神，一种是“活

泼进取”，有了它才“有发明、有创造”,由此自然将其与锐意进取、积极进步相联系；另一种

是“坚实耐烦”，有了它才有“发明创造的预备”，可以将其与坚韧不拔、有耐心相联系。“既

要”“又要”说明这两种精神之间是并列的关系，既要做到“活泼进取”，又要做到“坚实耐烦”，

这样才能不断进步，获得成功。

继而再仔细体味“活泼进取”和“坚实耐烦”的内涵，根据材料的阐述可以推断出“活泼

进取”意味着积极进取、主动求新、发明创造；“坚实耐烦”是耐心，是专心致志，更是强大

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会因为一时的困境而动摇甚至退缩。所写内容要能体现出这两种优秀品质。

（2）审提示语。“请仔细体味蔡元培先生的话，给你初中最知心的同学写一封信”提示考

生写作的文体是书信，写作要遵循书信的格式，由称谓、问候语、正文、落款及时间几部分组

成，注意称谓要在第一行顶格写。写信对象是“初中最知心的同学”，所以语气要亲切自然。

“写作时，可以联系你的学习经历，也可以联系你对他人的观察所得，还可以联系你读书时的

心得体会”，提示考生可以回想自己在学习中触发过这种感想的事情，比如自己用坚韧耐烦的

品质提升了成绩，获得了成功；或者自己通过积极进取，达成了初定的目标；也可以观察身边

积极进取的人，写他/她带给自己的激励；又或者可以和好友分享自己以前读到的书籍、文章

中进取、坚韧的人物带给自己的感悟，比如曾国藩对于“耐烦”的见解、宋濂在求学之路的坚

持等。

（3）审写作要求。“标题统一使用‘给亲爱的同学的一封信’”提示考生要以此为标题；

“切合身份，符合文体要求”，要求考生注意“好友”的身份以及所作文章要符合书信的格式。

“不要套作、抄袭，不要泄露个人信息”要求考生所写作文必须是自己原创，并且不能在文章

中透露出相关的地名、校名、人名等个人信息；“不少于 600 字”要求作文字数不能少于 600

字，否则会被扣分。


	5.阅读下面的文学类文本，完成（1）~（5）题。（2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