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堰四中七年级语文独立作业 

（满分 150 分  时间 150 分钟） 

命题人：于月兰  黄荣梅  郑茹  审核人：郑茹 

请注意：所有答案均须填写在答题卡上，答案写在其他地方无效。 

一、积累与运用（26 分） 

1.根据拼音写汉字或给划线字注音。（4 分） 

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跟着朱自清【丙】在春的繁花．．nèn（    ）叶中，听牛背上牧童的短笛．．嘹亮地

歌唱【甲】我们在老舍的温情叙述中，【丁】给蓝天镶上银边的雪后山景．．，【丁】水藻中终年 zhù（    ）蓄的

绿意；我们在刘湛秋的笔下走过雨的四季，热烈．．而粗【乙】guǎng（    ）静 mì（    ）而深情。我们还将继

续感受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2.填入【甲】【乙】两处的标点，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 

A.【甲】逗号【乙】逗号 B.【甲】分号【乙】分号 

C.【甲】分号【乙】逗号 D.【甲】逗号【乙】分号 

3.填入【丙】【丁】两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 

A.【丙】流连【丁】享受 B.【丙】穿梭【丁】享受 

C.【丙】穿梭【丁】感受 D.【丙】流连【丁】感受 

4.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 

A.文中划线句没有语病。 

B.“听牛背上牧童的短笛嘹亮地歌唱”是从听觉角度来表述的。 

C.文中加点的词“繁花”“短笛”“山景”“四季”词性都是名词。 

D.“我们跟着朱自清【丙】在春的繁花 nèn（    ）叶中”一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 

5.下列有关文学和文化常识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2 分）（    ） 

A.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令”等谦辞。如“家父”，又叫“家严”“家君”；“家母”，又叫

“家慈”；令弟、令妹、令侄。 

B.《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一部志人小说集，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士大夫的言谈、逸事。 

C.朱自清，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著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等。 

D.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

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 

6.根据提示填空。（8 分） 

（1）“____________”，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2）树叶子却绿得发亮，____________。 

（3）鸟儿将窠巢安在繁华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____________，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4）古诗中蕴含的情感各有不同。有表达友情的，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通过丰富的想象，

运用拟人手法表达诗人对朋友深切关心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表达思乡之情的，如王

湾《次北固山下》中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句子是“乡书何处达？____________”；有表达旅人愁思的、如马致

远《天净沙·秋思》中用凄美的夕阳背景点缀，完美地表现天涯旅人愁思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你所在的班级正在开展“少年正是读书时”综合性学习活动，进行了以下的问卷调查。中学生阅读兴趣统计



 

 

表。（6 分） 

 文学名著 言情小说 恐怖故事 搞笑漫画 

很喜欢 13% 22% 26% 63% 

随便看看 44% 56% 61% 33% 

不喜欢 43% 22% 13% 4% 

（1）有同学在学校论坛里发起了关于阅读兴趣的调查，绘制了以上表格。请仔细阅读表格中的数据，说说你

的发现。（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小宁同学在论坛里发了下面的帖子，请你在“回复”中劝说她积极地阅读名著。（3 分） 

（帖子）我觉得名著都是长篇大论，读起来太费劲，还是看漫画比较轻松。 

回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理解。（59 分） 

（一）阅读马致远《寿阳曲·潇湘夜雨》，完成问题。（6 分） 

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 

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 

8.（1）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与这首曲有不少相似之处。一是曲中都塑造了漂泊在外的典型形象，分别是

“断肠人”和“______”；二是两首曲都描写了特定氛围中的景物，如这首曲中的______，将情与景融为一体；

三是两首曲都抒发了______的思想感情。（3 分） 

（2）请赏析首句“渔灯暗”中“暗”字的妙处。（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文言文阅读（14 分） 

【甲】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

“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乙】王戎
①
七岁，尝与诸

②
小儿游

③
。看道边李树多子

④
折枝

⑤
诸儿竞

⑥
走

⑦
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

“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⑧
。（《王戎识李》） 

【注释】①王戎：晋朝人，竹林七贤之一。②诸：众多。③游：玩耍。④子：果实。⑤折枝：压弯了树枝。⑥

竞：争着。⑦走：跑。⑧信然：的确是这样。 

9.解释下面加点字的意思（4 分） 

（1）①俄而雪骤．（    ） ②撒盐空中差．可拟（    ） 

③尝．与诸小儿游（    ） ④唯．戎不动（    ） 

（2）下列“之”字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2 分） 

A.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B.取之，信然 

C.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D.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0.给下列语句断句，断两处。（2 分） 

看 道 边 李 树 多 子 折 枝 诸 儿 竞 走 取 之 唯 戎 不 动。 

11.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 分） 



 

 

（1）未若柳絮因风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甲】文中“兄女”回答好在哪里？从【乙】文的故事中你受到什么启发？（2 分） 

甲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名著阅读（12 分） 

语段（一）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的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

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语段（二）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

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

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节选自《五猖会》） 

13.两个语段选自鲁迅的散文集《______》，语段一中描写的人物是______，在这篇散文中作者明明尊敬爱戴她

却从她的缺点说起，采用了______的手法。（3 分） 

14.关于这部散文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 分） 

A.在《狗·猫·鼠》这篇文章里，作者清算猫的罪行，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表达了对

这类人“对弱者尽情折磨”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 

B.《五猖会》记述了作者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时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并借此对“正人君子”予以了辛辣的

嘲讽。 

C.《无常》中“无常”这个形象受到民众喜爱的原因是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

阴间”。 

D.《二十四孝图》写“我”不喜欢“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的故事，进而引发了对那种不顾人情甚至灭绝

人性的所谓“孝道”的批判，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15.（1）从人物描写方法、修辞手法的角度赏析语段二中的画线句（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语段二中父亲说了三句话，语言简洁但富有表现力。小龙朗读时觉得难以把握其感情基调，于是组内同

学展开如下对话，请你补全对话。（4 分） 

第一句话：“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第二句话：“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第三句话：“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小龙：这三句话都比较简短，这是否意味着朗读时的语气、语速是一样的？ 

小江：朗读主要跟人物的情感有关。第一句话的背景是小鲁迅雀跃着要去看五猖会时，突然看到工人的脸色变

得谨肃，原来是父亲站在背后。此时父亲说话的语气应是平静严肃的，从“慢慢”一词又能读出语速是①

______________（1 分） 

小文：但父亲说第三句话时的语气就有所不同了，因为②______________（1 分） 

小龙：哦，我明白了。朗读时，我们需要联系上下文品析人物的情感。因而第二句可以这样朗读：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请你以小龙的身份，从重音角度完成朗读设计，并说明理由） 

（四）阅读汪曾祺《我的家乡》一文，完成问题（12 分） 

①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

作品的风格。 

②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

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提有石级，因此地名“御码头”，

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提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墙垛子一般高，站在

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

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提，

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③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大船多撑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上肩窝处，在船

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到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款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河底，

又顶着篙子，一步一步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

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个；有时只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

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漫到船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

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长年注视着流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 

④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

势。a 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回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啪啪，纷纷跃进水里，

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

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它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它一条小鱼，

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

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个热闹的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

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 



 

 

⑤我们有时到西堤去玩，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

b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桔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

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⑥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停泊在侧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

—回来吃晚饭来——” 

⑦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选自《汪曾祺经典作品》，有删改） 

16.小东围绕“看”找出了文中三个场景，仿照示例，请你帮忙补充完整。（3 分） 

角度 内容 

（1）____________ 看街道房屋，看风筝飘、野鸭鸽子飞 

在河边近看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湖边远看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小语朗读文章时，有一句不知应重读哪个词？请你指出，并说明理由。（3 分） 

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汪曾祺认为，作家应该“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请从④⑤段的画线句中

任选一处赏析，说说作者是如何展现生活的美和诗意的。（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文章开头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你觉得汪曾祺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结合文章所描写的水乡生活谈谈你的

看法。（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阅读文章《清早起来》（有删改），完成下面。（15 分） 

①我是在母亲“早起三光，晚起三慌”的念叨中长大的。 

②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每天黎明即起，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微光亮，拿木梳梳理好短发，用发夹夹好，

精神利落地开始一天的忙碌。 

③在勤劳的农家是没有一个闲人的，只要不生病就不会停下手中的活。八十多岁的桂鑫爷爷大清早就在庭

院里编竹筛竹箩、扎竹扫把、削竹筷子，他能把一根竹子变成许多物件；快九十岁的白秀奶奶天一亮就坐在门

口在干瘦的腿上搓麻绳；在天刚破晓的寒气里，男人扛锄赶牛往田野走去，女人穿梭于厨房、菜田，小孩子帮

着打扫庭院、生火煮饭、看管弟弟妹妹、喂养鸡鸭…… 

④父亲是一个没有土地情结的农民，在村里做木工、碾米、发电，后来又开代销店做生意。父亲脑子活络，

不断改善着家里的经济状况，但田里、土里、家务活全落在母亲身上。母亲对待农事一丝不苟，按照时令精耕

细作，一锄土都不放过。在摘茶插红薯的季节，母亲总是四点钟起床，提着马灯来到地里，就着朦胧月光或晨

曦挖土、摘茶，天是在一锄一锄的土块、一片一片的茶叶里亮起来的。 

⑤我儿时最初的早工是放鹅。天地间弥漫着润润的泥土气息，毛茸茸的小鹅吃着沾满露水的青草，当太阳

兴高采烈地跳出云层，小鹅细细长长的脖子饱胀成了拔河那样的粗麻绳，我就可以赶着它们回家了。 



 

 

⑥到七八岁时开始跟着姐姐去茶山摘茶叶。我们背着箩筐，揉着惺松的睡眼，为着小贩挑担上漂亮的发夹

或书店玻璃柜中的连环画，在白雾茫茫中向茶山走去。早饭时母亲过秤，秤杆下给钱，摸着那一个个硬币真是

最惬意的事。最辛苦的是轮到家里为队里的牛割草。我一直不知道牛的舌头是怎么长的，竟然最爱吃两边有锯

齿的苇草，割的时候手指要握紧苇草稍松一下苇叶的锯齿就会让手鲜血淋漓。 

⑦有趣的要数清早去捡菌子。雨后的早晨格外清新，微风一吹，去了瞌睡来了精神。松树林子里，各种菌

子比雨后春笋更肆意生长，它们是一窝一窝的，藏得紧，不轻易示人，寻找它们仿佛寻找一个躲猫猫的伙伴。

但不管它们怎么躲也躲不过我们这些山里孩子贼亮贼亮的眼睛。黄黄的枞树菌、雪白的什叶菌、红红的米浆茵，

都是稀松平常的菌子，随见随捡而已，倒是那一抹淡绿的青头菌很是惹人喜爱，如果能遇上修长白皙还穿着荷

叶裙的鸡腿菌那是值得尖叫的。我们一背篓一背篓地从山上背回菌子，在厢房木地板上堆成小山。母亲把吃不

了的菌子择净晒干，到春节时炒腊肉，把鸡腿菌磨成粉调菜，比味精还鲜。 

⑧在母亲的熏陶下，我成了一只早起的鸟儿。当别人还沉在昨天的烦闷里梦呓，或者醒在温暖的被窝里犹

豫，我已经在晨曦中，在微风里，动起来了，从身体到思想。面对冉冉升起的太阳，我只想满腔热情地投入生

活，想跑步想打球想跳舞想大声地朗读，想告诉世界，我醒了。 

⑨梭罗说，黎明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宝贵的恩赐。我喜欢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如一个睡醒的孩子欣欣然睁

开眼。我看到环卫工人清扫完最后一片落叶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看到小贩支起他们的摊位开始热气腾腾地

买卖；看到菜农挑着满筐的嫩绿从不同的小巷汇集到街口；看到学生打开课本，用世界上最美的姿态，最美的

声音，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 

⑩清早起来，我看到每一个生命都蓬勃饱满，如一树一树的花开，令人期待。 

20.认真阅读课文，完成下列表格。（3 分） 

事件 “我”的感受 

去茶山摘茶叶换得硬币    ①    

   ②    最辛苦 

   ③    有趣 

21.品味语言，回答问题。（4 分） 

（1）松树林子里，各种菌子比雨后春笋更肆意．．生长。（体会加点字的表达效果）（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喜欢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如一个睡醒的孩子欣欣然睁开眼。（从修辞的角度赏析句子表达效果）（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结合文章内容，说说文中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人。（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联系全文，说说本文以“清早起来”作为题目有什么好处。（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作文（60+5 分） 

别说我们还太小，其实在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我们年轻而敏感的心弦，常会于不经意间被轻轻拨动。妈妈



 

 

的唠叨，其实我懂；老师的眼神，其实我懂；同学温馨的鼓励和劝告，其实我也懂；自然界滋润万物的雨水、

无私的春风，感人的画面、美丽的故事……其实有好多我都能读懂。奇妙的感觉，温暖的情怀，美好的想象，

深刻的哲思，会一瞬之间漾遍全身。是的，时间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坚韧，懂得幸福…… 

请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体验，以“我懂得了______”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记叙文。 

要求：①先把题目补充完整；②书写工整、规范，卷面整洁；③叙事完整生动，感情真挚。④文中不要出现（或

暗示）本人的姓名、班名。 

 

 

 

参考答案 

1.（4 分）嫩  贮  犷  谧 

2.（2 分）C 3.（2 分）B 4.（2 分）D 5.（2 分）A 

6.（8 分）（1）吹面不寒杨柳风（2）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3）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4）我寄愁心与明

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归雁洛阳边；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7.（6 分）（1）示例：中学生倾向于阅读消遣性，刺激性的读物，对文学名著的兴趣不高。（意同即可） 

（2）小宁，阅读名著不仅仅是享受故事情节带来的轻松愉快，我们还可以在书里体验不同的人生，提高自己

的修养，增长自己的见识，陶冶自己的情操。让我们一起阅读名著好吗？ 

8.（1）离人  渔灯/孤舟/夜雨（或雨声）  思乡（3 分） 

（2）“暗”字描写了雨夜中渔灯的昏暗（或照应题目中的“夜”），渲染了一种暗淡萧瑟的氛围，烘托出游子

的孤独寂寞悲伤之感（或“奠定了全曲黯淡感伤的情感基调”）。（3 分） 

9.（1）急  大体  曾经  只，只是（4 分） 

（2）A（2 分） 

10.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2 分） 

11.（1）略（2 分） 

（2）李树长在路旁并且长满了果实，这一定是苦的李子。（2 分） 

12.（甲）抓住雪花和柳絮形态（外形）的相似，写出雪花飘舞的轻盈的姿态，给人以春天到来的感觉。（1 分）

（乙）仔细观察，善于思考，三思后行，能根据观察推理判断，少走弯路。（1 分） 

13.朝花夕拾  阿长（或长妈妈）  欲扬先抑（3 分） 

14.B（是批判封建强权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扼杀）（2 分） 

15.（1）运用心理描写，通过比喻和拟人的手法（1 分）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我急于背完《鉴略》的心情，（1 分）

也表达了我对父亲不顾及孩子心理而强迫我背晦涩难懂的书的痛苦和无奈。（1 分）（共 3 分） 

（2）①示例：缓慢的〔意近即可〕。（1 分） 

②示例：这是“我”熟练地背完书后，父亲对“我”说的话，所以语气应是赞许欣慰的。（1 分） 

③示例：对“不准”一词加以重音朗读，突出父亲对“我”的严厉和专制。（2 分） 

16.（3 分）（1）在河堤俯瞰（2）看船夫撑篙，看鱼鹰捕鱼（3）看平静（透明、浩淼）湖水，看紫色长天 

17.（3 分）示例 1：你可以重读“一切”，这个词表现了作者对家乡所有人、事、景、物的热爱。 

示例 2：你可以重读“真是”，表明不容置疑的态度，突出作者对故乡由衷的感叹。 



 

 

示例 3：你可以重读“圣境”，强调了家乡风景、生活的无与伦比，突出作者内心的热爱与自豪。 

18.（3 分，点明修辞或描写手法 1 分，表达效果 2 分） 

示例 1：第④段 a 处运用拟人手法，（1 分）生动描绘了鱼鹰跃入水中捕鱼时的情态，（1 分）展现了妙趣横生

的水乡生活场景，具有生活意趣之美。（1 分） 

示例 2：第⑤段 b 处通过景物描写，（1 分）细腻展现湖上天空的颜色变化，（1 分）描绘了一幅绚丽梦幻、让

人沉醉的黄昏美景，赋予寻常生活景象以诗意。（1 分） 

19.（3 分，形象特点 1 分，分析 2 分，言之成理即可） 

示例一：我觉得汪曾祺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1 分）他能从鸽子、野鸭、堤岸、天色、炊烟这些寻常之景里

发现生活之美，（1 分）能在运河撑篙、鱼鹰捕鱼等质朴纯真的水乡生活里挖掘人间真味。（1 分） 

示例二：我觉得汪曾祺会是一个质朴纯真的人。（1 分）大船上的撑篙人用心生活，简单纯粹，（1 分）运河里

的打鱼人遇事冷静，不动声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水乡养育的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1 分） 

20.最惬意  为队里的牛割草  清晨去林子里捡菌子（3 分） 

21.（1）“肆意”本义为任性，任意；在这里指各种菌子在松树林里自由、快速地生长，（1）表现了其生命力旺

盛，（1 分）表达了作者喜欢在清晨捡菌子，热爱大自然的感情。（1 分）（三点，答出任意两点即可） 

（2）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将一点点亮的天比作睡醒的孩子，用“睁”将“一点点亮起来”的天拟人

化，（1 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天渐渐变亮的状态，（1 分）表达了作者对清晨观天的喜爱。（1 分）（三点，答

出任意两点即可） 

22.①勤劳。在摘茶插红薯的季节，母亲总是四点钟起床，提着马灯来到地里，就着朦胧月光或晨曦挖土、摘

茶。②一丝不苟。母亲对待农事一丝不苟，按照时令精耕细作。③言传身教。母亲常常早起，在母亲的熏陶下，

“我”也起得早。（答对两点即可，形象各 1 分，内容各 1 分） 

23.①“清早起来”是全文的叙事线索，又是全文想要表达的主题；②用“清早起来”作标题，照应了全文叙事

的内容，也自然地生发了对生活的感受；③通俗却引人注意，言简意赅，激发读者阅读兴趣。（4 分，答对两点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