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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江苏省无锡外国语学校中考语文二模试卷

一、积累与运用（共 8 分）

1．根据课文内容默写。

① ，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

② ，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出师表》）

③了却君王天下事， 。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④鸡声茅店月， 。（温庭筠《商山早行》）

⑤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中，蕴含“站得高，看得远”这一道理的诗句是： ， 。

⑥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诗中包含“旧事物中孕育新事物”的哲理的名句是： ， 。

2．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答题。

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经历内心的 páng（ ）徨，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孤狼，在茫茫大雾中

徘徊；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到了 的地步，像一头困兽，在囚笼中苦苦挣扎。岁月的荏苒让灵魂

如大地般随之龟． 裂，仿佛是被无情的风霜打磨。然而，正是这些打磨，铸就了我们坚 rèn（ ）

不拔的品格，如同山川间深邃的沟壑，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风霜的洗礼。

（1）给加点字注音。

龟． 裂

（2）根据拼音写汉字。

páng 徨

坚 rèn 不拔

（3）下列词语填入语段横线上最恰当的一项是

A.山穷水尽

B.海枯石烂

C.戛然而止

D.顿开茅塞

3．下列语段中画线部分，语序排列最合理的一项是（ ）

汉字博大精深，是华夏民族创造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瑰宝。①汉字，纵跨几千年时光，横越数万里

广袤土地，让所有南腔北调、方言异音的海内外中国人，都能作乡音晤谈般的亲切问候。②汉字起源甚早，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形成了丰富的字体与书风。③这种问候所展现的民族向心力与文化聚合力，是其它文

字所不及的。④从字体的古今演变中，可以窥探古人生活与文化的点点滴滴。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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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人共同的乡音。”

A．①④②③ B．②④①③ C．④③①② D．③①②④

4．下列有关文学、文化常识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语最爱的文学家是北宋的欧阳修，她说欧阳修晚号是六一居士，因为他有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

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及他自己这一老翁。

B．小语去山东曲阜的孔庙游览，对伙伴介绍道：“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C．同学们正在讨论五月歌会该表演什么节目，小语兴冲冲地说：“在下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同学们纷纷说：“愿闻其详！”

D．中考结束了，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小语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她眼含热泪地说：“无论我走到哪

里，母校都是我永远的根，我会铭记母校的恩德，努力回报桑梓。”

5．综合性学习。

2016年 11月 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请根

据下列材料回答小语的疑问。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系统是我国旧历特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和顺序是；

正月 立春、雨水 二月 惊蛰、春分 三月 清明、谷雨 四月 立夏、小满

五月 芒种、夏至 六月 小暑、大暑 七月 立秋、处暑 八月 白露、秋分

九月 寒露、霜降 十月 立冬、小雪 十一月 大雪、冬至 十二月 小寒、大寒

（摘自王力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材料二】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

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

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摘自竺可桢《大自然的语言》）

【材料三】

记者：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用二十四节气做倒计时形式，被广为夸赞，您认为这对二十四节气的

传播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晓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巧妙使用了倒数二十四节气，编排得别具匠心，这个环节让全世界一下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