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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学业质量调研试卷
七年级语文 2021.6

注意事项:

1．本试卷满分 130 分，调研时间 150 分钟；

2．所有的答案均应书写在答题卡上，请按照题号顺序答在相应的位置，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

案无效；书写在试题卷上、草稿纸上的答案无效；

3．字体工整，笔迹清楚，保持答题卡卷面清洁。

千年大运河，描绘新愿景。为积极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学校开展了“走读大运河”

主题游学活动，下面请你跟随小吴同学，一起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第一部分 话说运河古今（25 分）

1．【话说运河】下面是小吴写的游学启动仪式开场白片段，请帮助解决几个问题。（8分）

有这样一条河:她跨越地球 10多个维度，贯穿南北 5大水系，地跨 8个省 20多座城市。地

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人工

运河。她是中华民族奔流不息的血脉，是中华民族流淌千年的文化，也是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

标识。

她就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

有这样一座城:她有着近 2500年历史，自古就是繁华富庶．之地，有着“人间天堂，东方水

城”的美（yù） ▲ ，有着“园林之都，丝绸之府”的美称。她是吴文化的发详地之一，是

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大运河沿线流经区域多、遗产最丰富的城市。

她就是我们美丽可爱的苏州，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末期吴王夫差率众最早开凿了运河。

苏州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

2014年 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唯一

一座把整个古城打包申遗的城市。可以说大运河是苏州的母亲河，她滋润了沿岸广袤丰（ráo）

▲ 的土地，孕育了吴地千年丰厚的文化，催生了姑苏物阜．民丰的繁华。

（1）请帮助解决开场白朗读中遇到的问题，给下面加点字注音。（2分）

①富庶． ▲ ②物阜．民丰 ▲

（2）请帮助解决汉字书写问题，根据下列拼音写出汉字。（2分）

①美（yù） ▲ ②丰（ráo） ▲

（3）开场白两个画线句中各有一个错别字，请帮助改正过来。（2分）

▲ 改为 ▲ ▲ 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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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游学启动仪式上，小吴还想在舞台背景上布置一副跟活动主题有关的对联。请你帮助构思

下联。（2分）

上联:走读千年运河 下联: ▲

2．【游学感悟】石湖佳山水，五堤倚运河。这里湖山相映，文人荟苹，诗词咏叹，经久流传。

小吴游览后，巧借诗词，写了下面一段游学感悟，请补出空缺的内容。（10分）

为探导运河的水脉，我来到了石湖景区。登上被称为“吴中胜境”的上方山，我体会到了杜

甫登临泰山之巅时萌生的“① ▲ ，② ▲ ”的壮志豪情，想起了王

安石登至飞来峰山顶后流露的“③ ▲ ，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竖定决心．在下山时

本觉得会很轻松，没想到真是应了④ ▲ （人名）所言“⑤ ▲ ，赚得行人

错喜欢”，当然也体会到了陆游游山西村时“山重水复疑无路，⑥ ▲ ”的

乐趣。

漫步在春天的石湖岸边，看百花争艳、树木葱茏，韩愈《⑦ ▲ 》中“草树知春不久

归，⑧ ▲ ”的诗句不由地浮现在脑海。看碧波荡漾、荷叶摇曳，不由地遥想起了周

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⑨ ▲ ”的荷花。走进“石湖居士”范成大归隐的旧

居，发现虽不是陋室，但游人少至，也有“⑩ ▲ ，草色入帘青”的景致。范成大曾

在此种梅养菊，会见朋友，写诗撰文，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静从容又风雅有致的日子．

3．【名著伴游】游学石湖，在范公堤旁，语文老师组织同学们围绕本学期所学名著开展了“创

意问答，畅游名著之河”活动。下面是小吴同学的创意问题，请你回答。（7分）

（1）小吴为《海底两万里》画了如下一幅思维导图，请你分别在①②③处再补充一条合适的

内容。（3分）

① ▲ ② ▲ ③ ▲

（2）骆驼祥子最大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车，却经历了三起三落。祥子不仅对“车”的态度前

后发生了变化，对“烟酒”“金钱”也发生了变化。请从“烟酒”“金钱”中选择一种，

结合具体内容，说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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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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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饱览运河风光（45 分）

【桥畔访古】小吴同学循着运河的“脚步”，游览了大运河沿线现存最长的一座多孔古石桥宝

带桥后，想在抖音上发一条小视频。他搜集了以下材料，请你与他一起设计。（16分）

【甲】宝带桥

[元]释善住

运得他山石，还将石作梁。

直从堤上去，横跨水中央。

白鹭下秋色，苍龙浮夕阳。

涛声当夜起，并入榜歌长。

【乙】运河自汉武帝时开，以通闽越贡赋，首尾亘震泽东壖百余里，风涛冲激，不利舟楫。

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堤障之，以为挽舟①之路，实部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断堤而入吴淞江，

以达于海。堤不可遏，桥所为建也。仲舒鬻③所束宝带，以助工费，故因以为名。宋元以来，

修葺不继，送致倾圮。有司架木以济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统七年（1442），庐陵周公恂如，

以工部右侍郎巡抚兹地，睹之兴慨。乃与知府朱胜谋曰:“是役工费浩繁，不可轻举。”乃戒

有司豫备工材之用，又四年为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长洲知县张旻、吴县知县叶锡往计度之，所

积咸具，而俾③耆民④李禧等董⑤其工。桥长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又三，而高其中之三，

以通巨舰。冬十一月落成。

（选自陈循《重建宝带桥记略》）

【注】①挽舟:拉纤。②鬻（yù）:卖。③俾（bǐ）:使。④耆（qí）民:年高德之民。⑤董:监督。

4．请根据《宝带桥》一诗后面两联的内容，与小吴一起完成宝带桥视频拍摄的设计。（6分）

5．小吴阅读材料时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字词，请帮他选出意思相同的一组。（▲）（2分）

6．小吴阅读材料时还遇到了下面几句不理解的句子，请帮他翻译一下。（4分）

（1）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堤障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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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役工费浩繁，不可轻举。

▲

7．小吴想在小视频中讲一讲宝带桥得名的由来以及命名的妙处。请结合以上材料帮他解释一下。

（4分）

得名由来: _ ▲

命名妙处: ▲

【沿河观景】小吴在“走读大运河”游学中对“运河十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收集了很多相

关

资料，他与小苏围绕下面几则材料进行了探讨。（12分）

材料一：

本报南京 1月 13 日电（记者王伟健）记者从江苏苏州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获悉:苏

州“运河十景”建设正式启动。根据《苏州“运河十景”建设工作方案》，苏州将推进建设一批

“运河十景”主体工程项目、配套工程项目，并明确了建设目标、区域范围、时序进度和责任单

位。

据悉，苏州“运河十景”包括吴门望亭、浒墅关、枫桥夜泊等十大运河文化地标。为推进大

运河景观文化带建设，整治提升运河沿线风貌，在综合考虑运河沿线遗产保护、防洪防汛等工

作要求的基础上，《方案》明确，将进一步做好运河两岸风貌提升、大运河堤防加固、运河沿

线步道贯通、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大运河流域水环境整治提升、河道清淤净化等

工程。 （摘编自 2021年 1月 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苏州“运河十景”包括吴门望亭、浒墅关、枫桥夜泊、平江古巷、虎丘塔、水陆盘门、横塘

驿站、宝带桥、石湖五堤、平望四河汇集等十大运河文化地标。此次公布的《方案》中，吴门

望亭计划整合“湖、田、街、桥、厂、站、园、驿”等核心文旅景观，打造大运河独特景观带；

枫桥夜泊将做足做优“水上”“岸上”两条游线，打造“船上民宿”，还原《枫桥夜泊》诗境，

建设江南水乡书场、打造沉浸式文化夜游项目等；石湖五堤将对蠡墅老街改造升级，打造以艺术

创意、沉浸体验、生态宜居、休闲旅游、功能提升为主要内容的蠡墅生活美学小镇。

（摘编自 2021年 1月 12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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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望亭，吴门第一镇】“御亭一回望，风尘千里香”，作为京杭大运河进入苏州的第一镇，

望亭既是古稻作文化的发轫地之一，也是沿运河崛起的第一批繁华古镇。白居易诗“灯火穿村市，

笙歌上驿楼”，描绘了古时望亭的繁华盛景。望亭拥有古长洲苑、月城、皇亭碑等古址遗存，这

些多姿多彩的内容传承着运河文脉。

【看古盘门，水陆萦回】“北看长城雄伟，南看盘门秀丽”，盘门位于苏州古城西南隅，“水

陆相半，沿洄屈曲”，是四内现存的唯一一座水路与陆路并行的古城门。盘门景区有“三景”:

水陆城门“盘门”、横跨运河的“吴门桥”、临流照影的“瑞光塔”。站在吴门古桥之上，观运

河水奔腾不息，船只往来如织，自有一份宁静与闲适。

【石湖五堤:夜泊赏皓月】“吴郡山水近治可游，惟石湖为最。”石湖，北临京杭大运河，

西依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大运河的重要水源地之一，石湖以吴越遗迹和田园风光见称，吴堤、

越堤、石提、杨堤和范堤五条堤坝横卧水面，范公祠、楞伽塔、越城遗址、行春桥、上方山国家

森林公园等景物景观散布其间。在大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蠡墅酿洒、刺绣、眼镜、造船行业

闻名一时，留下了繁华又不失宁静的岁月记忆。

（摘编自“苏州大运河”微信公众号“运河十景”介绍资

料）

8．小吴:材料一的新闻标题复制时没有粘贴过来。

小苏:没事，概括一下新闻的主要内容，就可以拟出题目。我猜题目是 ▲ 。（2分）

9．小吴:看了材料二，我体会到了苏州启动“运河十景”建设的意义重大。不仅仅是为了保护

和传承大运河优秀的文化遗产，整治提升运河沿线风貌。

小苏:我也有同感。启动这一建设，还为了 ▲ ，（2分）还为

了 ▲ 。（2分）

10．小吴:材料三中三则“运河十景”的介绍简洁概括，富有诗意文采，让人印象深刻。

小苏:是的。它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 。（4分）

11．小苏:我发现材料三景点介绍的文字简短，语言非常准确。例如第二则画线句子中“国内现

存的”就不可以删去。

小吴:是的，因为 ▲ 。（2分）

【推荐美文】小吴在阅读有关运河的名家作品中，发现了著名作家叶辛为家乡写的一篇散文，

推荐给大家一起来研读。（17分）

泛舟运河话姑苏

叶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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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丹桂飘香的时节，坐进雕梁画栋的游船。上船之前，一位上海作家给我电话，问我下午

在干哈，我回说，在采访运河和苏州的关系。这位年龄与我相仿的老上海，竞然以很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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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道:“运河与苏州有啥关系啊!我们上海人，只晓得大运河同无锡、同常州有关系，从那里流

过江苏，到杭州去。苏州离无锡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②其实，不怪朋友误解，和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相比，上海人对苏州的了解，还是肤浅的。比

如我坐的这条船正航行的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就是在苏州附近的太伯渎 —— 宽有 12 丈，

长整整有 87 里，是一条兼用以行舟和灌溉的运河，距今已 3000 多年了。《江苏水利全书》中的

这一段信息，一下子将大运河修建于隋唐的历史，大大地提前了。有了开头，才有起始；有了起

始，才有全线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因为苏州大运河修建得最早，故而这一段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重

要组成部分。

③开通了大运河，苏州古城承担了潜运中的十之一二。自唐宋至明清，苏州一直是糟粮的重

要产地，被称为“国之粮仓”“国之命脉”。在这“命脉”上运送的还有大量的商品，到过苏州

段运河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说:“运河因为有‘吴江塘道’而变得生动。”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则说:“……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虽然说得没什么诗意，但是很实在地道

出了被运河水滋养的古城苏州的繁荣昌盛和城市格局的特色。

④上游船之前，我徜徉在苏州古城的老街老巷之中，目睹了“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活水

水系，城内水系和城外运河沟通之便捷，让人叹为观止。大运河绕城、穿城而过苏州，二者联系

之密切、关联度之高，形象地道出苏州城的发展和大运河息息相关。河多桥多，桥多景多，驰名

世界的苏州园林的名声，也是和活水、和大运河分不开的。

⑤有了这一番真切的认识，坐在游船上观水、望景、看苏州，就有了一番别样的情趣和韵味。

陡地感觉到，苏州像是一座水做的城市，苏州的历史，是与水结缘的历史，苏州人的生活，是与

水亲密相伴的生活。而这水，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变得驯服温顺了，变得活泛多姿了，变得有

滋有味有情感了。

⑥不是吗，看到熟悉的虎丘塔，我恍然觉得，它成了大运河的灯塔。船过宝带桥，我马上想

到了唐朝捐出宝带集资助建这座桥的苏州刺史王仲舒。到了盘门古城，苏州人必然要提到伍子胥

和苏州建城的关系。过去了多少岁月啊，苏州人仍记得伍子胥的功绩。

⑦临近黄昏，太阳落到地平线下去了。运河上的风大了一点，我们的游船停泊在江枫桥堍。

上得岸来，迎面看到的，是一尊硕大的石雕，唐朝诗人张继的形象栩栩如生。“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寄寓着的文人情怀的不朽诗篇，至

今仍为人啧啧称道。我和友人探讨，我在山乡待过近 10 年，霜是凝结在田野上的，天上是看不

见霜的，而露宿在客船上的诗人，来到江枫桥畔，也不该会寂寞孤独 —— 江枫桥集贸市场热闹

繁华，酒楼商店沿街成市，弦歌不绝，有的是文人雅士喝酒品茗的场所，吟诗作画也好，纵酒阔

论也罢，尽可一醉方休。

⑧友人客气的问我，“你的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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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我把思考良久的想法讲了出来:“诗人并非因天气寒冷客宿小船而失眠，他所写的‘霜满

天’指的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搅得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整首诗抒发的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

怀。也正因此，这首诗才会流传千古，张继才为后人称道和纪念。”

⑩友人一击掌:“说得好!由此生发出去，大运河之所以能在 2014 年申遗成功，成为世界遗

产，也正是因为自古而今，它都在造福于运河两岸的人民，造福于姑苏城。”

⑪我也给友人点了个赞。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2．小吴觉得文章主要写作者坐游船寻访运河和苏州的关系，不明白开头作者为什么用很多笔

墨写与上海友人的电话通话。请你给他解释一下。（3分）

▲

13．小吴发现下面一段文字被误删了，你觉得放回文中哪两段之间最恰当。（ ▲ ）（ 2分）

泛舟运河话姑苏，会引出无尽的怀古之情，会挑起一个又一个与历史、与人文有关的话题。

A．第②③段之间 B．第③④段之间 C．第④⑤段之间 D．第⑥⑦段之间

14．文中第③段引用马可·波罗的话“运河因为有‘吴江塘道'而变得生动。”小吴不明白这句

话的意思，请你结合链接材料给他解释一下。（2分）

【链接材料】吴江塘道，即吴江古纤道，始建于唐代，用大块青石铺砌而成，兼具河岸、纤

道、驿道功能，是后来许多塘路效仿的典范。纤道就像一座人造的“水中长城”，把运河与

太湖分开，消解了风浪冲力，方便了船行。遥想当年的景象，一边是满载着鱼米和丝绸的漕

运官船，绵延数里，浩浩荡荡地北上京城，踏过皇城砖道，直达天子脚下；一边是旌旗飘扬

的游船画舫，搭载着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招摇过市般地南下苏杭。

（2020年 11月 24日苏州日报，王英《吴江运河古纤道曾是“水中长城”》）

▲

15．小吴读了本文后，对运河和苏州的关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简要概括，罗列了两条。请再

帮他补充三条。（3分）

◆苏州太伯渎，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后来才有了全线贯通的京杭大运河。

◆苏州大运河漕运发达，粮食和商品往来运输，滋养出苏州的繁荣昌盛。

（1） ▲

（2） ▲

（3） ▲

16．小吴在结尾批注了两个问题:第⑩段友人认为作者“说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⑪段作者给

友人“点赞”的原因又是什么?请你结合文章内容帮助回答。（4分）

（1）友人认为作者说得好的原因: ▲

（2）作者给友人点赞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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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小吴读完全文，掩卷深思:作者泛舟运河话姑苏，为什么选择详写张继及对《枫桥夜泊》一

诗的解读?除了揭示张继诗歌所抒发的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外，还有什么用意?请你帮助补充

理由。（3分）

▲

第三部分 聆听河畔的声音（60 分）

18．【撰写感悟】阅读下面一段文字，按要求作文。（60分）

在河畔，可以聆听自然的律动，可以聆听文化的流淌，可以聆听岁月的回响，可以聆听亲

朋的关爱，可以聆听追梦的足音……

在河畔的聆听中，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思考与感悟，请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

要求:①除诗歌、剧本以外文体不限；

②不要少于 600字；

③文中不要出现（或暗示）本人的姓名、校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