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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学业质量调研试卷

八年级语文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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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开展了“拾美老姑苏，探幽新故乡”主题游学活动，下面请你跟随小苏、小吴同学，一

起

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第一部分 寻访苏州印记 （27 分）

1．下面是小吴为本次活动写的开场白，请帮助解决几个问题。（10分）

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人文荟 cuì （ ▲ ）之地。今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令人属

目的成就，也为苏州留下了 ▲ （A丰富/B丰裕）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遗存和文化印

记即是这段光辉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激励苏州人民在新时代继续 dǐ（ ▲ ）砺前行的宝贵精神

财富。

为了进一步挖掘、开发和利用苏州历史文化资源，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苏州革

命博物馆开展了系列主题寻访活动。或探寻遗址遗迹，或采访历史见证人，或查阅大量书籍，

收集和整理了实物、照片、文字、录音等各种形式的资料。通过一系列专题活动，使我们在历

史遗存中感受身边的历史，在情景交 róng（ ▲ ）中了解苏州地方党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

借 jiàn（ ▲ ）和启发， ▲ （A吸取/B汲取）营养和力量，开创苏州更加灿烂的明天。

（1）请你帮助小吴根据拼音写出相应汉字。（4分）

①荟 cuì（ ▲ ） ②dǐ（ ▲ ）砺 ③交 róng （ ▲ ） ④借 jiàn（ ▲ ）

（2）请你帮小吴修改文段中的错别字。（2分）

① ▲ 改正: ▲ ②错别字: ▲ 改正: ▲

（3）请你帮小吴选择恰当的词语。（2分）

① ▲ （A丰富/B丰裕） ② ▲ （A吸取/B汲取）

（4）小吴发现第二段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你帮他改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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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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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帮小苏和小吴补全下列内容。（10分）

①水击三千里， ▲ 。（庄周《北冥有鱼》）

② ▲ ，只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咏梅》）

③安得广厦千万间， ▲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④挥手自兹去， ▲ 。（李白《送友人》）

⑤万籁此都寂， ▲ 。（常建《 ▲ 》）

⑥《虽有佳肴》一文中，强调实践出真知，“学” “教”后会发现自我欠缺的句子是

“ ▲ ， ▲ ”。

⑦《子衿》中，“ ▲ ， ▲ ”的内心独白，通过夸张的手法，

形成主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诗人强烈的情绪形象地表现出来。

3．请你帮小吴完成仿写。（2分）

小苏面对自己生活的苏州，不由得赞叹道:“苏州，是座亦古亦新的城市。任岁月流淌千载，

依旧生生不息。”

小吴:“你讲的太好了，我也来接一句:苏州，是座动静相宜的城市。 ▲ ， ▲ ”。

4．名著阅读。（5分）

小吴:在寻访苏州抗日印记中，我发现，这座人们印象中山温水软的江南古城，有着一颗坚

毅而智慧的内核。

小苏:这让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里的相关片段。

【甲】他像醉鬼一样东摇西晃，双腿打颤，走向车站。他发着高烧上工已经很久了，不过

他觉得今天烧得比往常厉害。吞噬生命、削弱全队战斗力的伤寒也向保尔进攻了。但他那健壮

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

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夹克，冻坏的双脚套着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但这些都救不了他。

每走一步他都觉得有样东西在猛刺他的胸口，冻得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周围的树木

像旋转的木马一样打转。

【乙】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邮局。焦急等待的日子开始了。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过来信。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

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他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就是他的灭亡。

那时候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海滨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这铁

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1）从选文中可以看出保尔具有怎样的精神品质?（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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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整部作品，请说说“为了冲破这铁环”中“铁环”的含意，并简要叙述他在成长过程

中一次冲破“铁环”的经历。（3分）

▲

第二部分 寻找城市记忆（43 分）

小苏:我们一起来比较阅读下面两首宋词，探寻古人笔下的苏州吧。

【甲】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苏 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绿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乙】点绛唇•有怀苏州

吴文英

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

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心期误。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

5．请你帮助小吴选出不正确．．．的一项是（ ▲ ）（2分）

A．写鸿“惊起”“有恨”“拣尽寒枝不肯栖”，独宿荒冷沙洲，是诗人自身的写照。

B．“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见月兴怀，月色令词人追思当年苏州美好回忆。

C．“一枕啼秋雨”抒写梦醒后的伤感，泪水像秋雨一般湿透了枕头，比喻贴切新奇。

D．“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词人回忆梦中场景:身在苏州看雁飞过秋天的青山。

6．小吴:我发现这两首词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有鸿雁、月亮等意象，环境也都给人以清冷之

感。但是我觉得情感却有所不同:（1） ▲ （2分）

小苏:不错，不仅情感不同，抒情方式也有不同:（2） ▲ （2分）

小苏:俗话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我们去领略一下苏州四大名园之一沧

浪亭的风采。

小吴:好啊，让我们先来拜读一下归有光笔下的《沧浪亭记》吧。

沧浪亭记

归有光

浮图①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

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

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

来二百年，文英寻古蹦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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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国，

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感与亭何为者战?虽然，钱镠②因乱攘

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

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③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注】①浮图:与下文“释子”均指和尚。②钱镠:吴越国的建立者，在位有二十五年，③澌:冰

块消融的样子。

7．根据词典常用义，结合语境给加点字选择恰当的解释，将序号填在相应位置。（4分）

8．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标出两处停顿。（2分）

尝 登 姑 苏 之 台 望 五 湖 之 渺 茫 群 山 之 苍 翠

9．请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4分）

（1）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

▲

（2）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

▲

10．本文写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请你用自己的话简要概括。（3分）

▲

小苏:小吴，我现在带你去苏州老城区逛逛吧，这里有留存了千年的河街布局，有江南的经

典园林，还有贝聿铭大师设计的博物馆……

小吴:好啊，荣幸之至，我们出发吧!

第一站:苏州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内涵的最直观呈现，是我们了

解一座城市最好的开始。

苏州博物馆的色调以传统的粉墙黛瓦为元素，在建筑构

造上，屋面形态的设计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

光方面的束缚，它用玻璃和开放式钢结构让室内借到大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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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苏博的玻璃屋顶与石屋面相互映衬，不仅在视觉造型上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在使用功能

上也匠心独运，使得自然光线透过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交织成的光影，进入到博物馆的活动

区域和展区。光线经过色调柔和的遮光条的调节和过滤所产生的层次变化，以及不同空间光

线的明暗对比，仿佛能让周围的线条流动起来，令人入诗入画，妙不可言。

贝聿铭酷爱三角型与光线，“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氏名言。光线与空间的结合，透过简

单的几何线条来营造光影变化，使空间变化多端，让景色随脚步变化，随视角变化，随心情

变化，让人在移步换景之间，借助光线的忽明忽暗，产生不同的视野与感觉。苏博各个廊道

里的光线变化，是除展品和建筑外最值得静心欣赏的景致。

苏博园艺造景设计从苏州古典园林的精髓中提炼而出，由池塘、假山、小桥、亭台、竹林

等组成的创意山水园与传统园林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将博物馆、古建筑与园林融为一体。

第二站:忠王府

忠王府，很多人忽略，却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它属于苏州博物馆的一部分却已经不承担

展陈作用，因为建筑风格和苏博迥异，常常被游客忽略，但其实它却内有乾坤，堪称“国宝”

的文衡山手植紫藤也在现在的忠王府中。

文征明手植紫藤，是苏州园林的古木名景，在原拙政园中园大门内庭一隅，现该区域已划

归隔壁的忠王府内。这棵紫藤为拙政园建园之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明代著名画家、书法

家文征明亲手栽植。至今已途 400 年。这棵紫藤主干陶径达 22 厘米，天矫蟠曲，鹤形龙势，

花时璎珞流苏，下垂如串紫玉，极有观赏价值，被誉为“苏州三绝”之一，2021 年 2 月登上

央视《国家宝藏》。

此外，会馆是同乡人聚会之所，更是商贾贸易洽谈之地，往往建有戏台。古典戏台为忠王

府东路建筑，是八旗奉直会馆利用南部四合院的庭院修建而成，经数次维修，仍基本保持原

貌，是目前国内保存完好的室内古典戏台之一。

第三站:拙政园

从忠王府出来，稍稍左拐，就回到了东北街，再往前数十步，就到了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苏州最有名的旅游景点 —— 拙政园。

这座园林始建于明朝，经由四大才子文征明之手设计。拙政园的历史在这里就不做赘述，

只要听过导游讲解多半能了解个大概。至于它如何游玩，倒是可以提供一些建议，让大家无论

是自己游玩或是跟团参观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借景是很多苏州园林都会用到的造园技艺，而把它发挥到极致的就是拙政园中部花园的池

塘，它借景的对象是远在两公里外的苏州古城第一高度 —— 北寺塔。站在中部花园回廊的入

口，眺望北寺塔，你一定会感叹古人造园手法之精湛。

拙政园四时不同，把苏州四季最美的颜色都浓缩在小小一个园林里。城市山林里的春天是

嫩绿色；荷塘里的夏天是粉色的；秋天航拍镜头里的拙政园勘称“绝美”；而如果你有幸见过

雪后的拙政园，那你几乎等于拥有一次穿越回古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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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平江路

我们从拙政园出口出来，穿过东北街，沿着百家巷往南就是平江路。游平江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坐船，二是徒步，坐船可以亲水，体验真正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徒步则是悠

闲，漫步城市水乡，别有一番情趣。

只要你听过有关苏州城市历史的介绍，就应该听过“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两个词语。

而“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典范就是平江路，不光主街边有平江河，每一条小街巷几乎都有小

河伴随，这种纵横交错的“双棋盘”形制，在苏州古城延续了千年。

船游平江，是体验水上苏州最佳的方式。船行河中、人在岸上，白墙黑瓦是苏州的本色，

一般小船承载着苏州的情趣，无论是岸上还是船上，双方成为彼此的风景。坐手摇船穿行在平

江河上，还能听到船娘或船夫唱一曲船歌，这是摇船人表达愉悦的方式。

（选自《学习强国》）

11．小吴，我们刚才游览了苏州博物馆，你能概括一下它在建筑构造上的独特之处吗?（3分）

▲

12．小苏，我刚才听忠王府的导游说那里的戏台“仍基本保

持原貌，是目前国内保存完好的室内古典戏台之一。”

她为什么要强调“目前”一词? 请你告诉我。 （3分）

▲
13．小吴在拙政园里拍了一张风景照（右图所示），请你结合

选段内容说说这张照片如何体现造园技艺的巧妙。（2分）

▲

14．苏州的平江路“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请你帮小苏小吴

选择一种游览方式，并说说你的理由。（2分）

▲

小苏:小吴，我们现在跟随作家刘季去周庄听评弹，感受一下苏州独有的艺术魅力吧。

在周庄听评弹

刘 季

（1）仿佛早就有了一种心灵期待，秋日午后站在周庄的青石板小路上，身前身后，人来人

往，游客们在水墨画般的小镇风景里徜徉。惟我怅然着，期待着，为何?我在等待，说等待不

如说渴望，时间有限，相逢靠缘。正茫然、正焦虑，一声琵琶和三弦伴着软软的、嗲嗲的女声

“叫一声小红娘”迎面传来 —— 一阵心悸，苏州评弹!是苏州评弹!

（2）在嘈的街市上、在五彩缤纷的人流中，这声音流水一样穿过双桥，从红木的花窗边冲

进我的心底!急切寻望，目光穿街走巷，远远地终于瞧见在一扇深红的花窗内有一怀抱琵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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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艺人，隔河相望，只见一张半旧的面孔、一把半旧的琵琶，红色的衣裳外裹一件闪光的披肩，

另一位抱着三弦的男艺人被窗台挡住了面相，只露着夹三弦的半只手臂。

（3）顾不了许多，在闲散的周庄水乡小路上，只一人逆人群之流，似听见久违的亲人呼唤

般，又似多年丢失的一件心爱之物，失而复得般，心中那份喜悦丝绸一样柔软而舒展。沿着小

镇独具韵味的石板街，一路飞奔，双桥，丝绸店，面塑铺，珍珠坊，酒店，蓝印花布，剪纸，

草编，精雕细刻的老宅门从眼前一一闪过。

（4）寻声而去，哪会停留!

（5）终于一头扑进茶楼，不禁惊诧了!

（6）原以为宾客满堂，原以为座无虚席，竟只有三五散客歇脚一般目光散淡地喝着茶水，

自顾说着闲话。任台上一曲一调无滋无味滑落而去。

（7）悄悄地靠窗坐下，举目朝台上一望，怀抱三弦的男子立刻送过来一个苏州评弹样的眼

神和笑容。我早已心不能静。

（8）五岁那年和外婆住在宁波，外婆喜欢苏州评弹，为何?我无法知道。她是北方人，料

定是听不懂苏州评弹的。可时常去听，总是拉着我。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苏州评弹

在我的生活中若隐若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和我周围的环境离苏州评弹太远，远到我找不到一

处可以静心静气听一段苏州评弹的地方。

（9）有人说苏州评弹一定得在苏州听，我对此说法非常赞同。

（10）不一会儿，那三五散客提包拎盒走了，茶楼只剩我一人，台上的“西厢”还在继续。

（11）唱“西厢”的男艺人穿一件青色长衫，人如茶碗里的龙井，瘦而清爽，目光淡然。

怀抱琵琶的女艺人着红色旗袍，长筒袜的侧面有个细细的脱丝，肩膀上搭着一块发着光的大披

肩，这身发旧的行头在午后的茶楼里显出了岁月的黯然，但也是无妨的。他们一唱一和地演绎

着长篇苏州评弹《西厢》片断。他们人到中年，出身专业，评弹最辉煌的时候他们还小，他们

成熟的时候，评弹却老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评弹的欢喜。在这个下午，这个老茶馆里，面

对一名听众他们依旧把苏州评弹名曲《西厢》弹唱得一波三折，绵软婉转。

（12）“待月西厢下，花影玉人来。”看似自顾弹唱的背后却藏龙卧虎般地隐着一份绝美

的执着，苏州评弹因为弹唱的艺人而被我看成是世间最美的艺术。他们这份对评弹艺术的热爱

极对我的心思。我从前做过十年的京剧演员，深知观众对演员意味着什么。只要台下还有一个

看客，那戏就不能停，这是演员的操守。

（13）多数的苏州评弹唱词我是不懂的，可那曲调那韵味每回听之总能让我肝肠寸断、刻

骨铭心。任何一种戏曲都没有比苏州评弹更让我痴迷的了。大凡舞台上的戏曲无论是何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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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热闹的，铿锵的，纷繁的。比如我熟知的京剧，开场前那锣鼓声响彻剧院内外。唱念做

打无一不浓墨重彩姹紫嫣红般喧哗着。苏州评禅却是例外的。她孤独，她冷静，她从容，她不

上天不入地，不显山不露水，坐而论道仍可唱尽上下五千载，懂地的人潜然泪下。她是苏州的

又一名胜园林，只静静地等你，一旦走进去便不知来路。

（14）一曲《西厢》唱完，二人下得台来，喝茶润嗓，我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和男艺人说

了会闲话，他向我介绍苏州评弹时，那眉眼飞舞着，煞是生动，他说他们从前都是专业剧团的

评弹演员，如他们这样的苏州评弹艺人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小舞台，听众自然并不仅限于苏州，

他的言下之意我明白得很:只要热爱这门艺术，在哪儿唱都一样。观众的多少更是次要的，一

个听众是唱，满堂听众也是唱。他见我兴味盎然并无离去之意，笑眯眯地自顾走上台去，撩起

长衫的前襟、稳稳落坐，拿起放在桌上的三弦，软软地一声叫板“弹词开篇:我的家乡在周庄”。

弦声起时，我内心热泪横流。四百年历史的苏州评弹，真是我前世的爱人吗?

15．请你帮小苏和小吴赏析第（3）自然段中的画线句子。（3分）

▲

16．小吴觉得文章第（8）自然段应该删去，而小苏觉得这一段很重要不能删去。请你帮助小苏

说明不能删去的理由。（4分）

▲

17．请你根据上下文，为小吴解释一下第（13）自然段中画波浪线句子的含意。（3分）

她是苏州的又一名胜园林，只静静地等你，一旦走进去便不知来路。

▲

18．本文第（11）自然段描写了女艺人的外貌衣着，这对表现文章内容起什么作用?（4分）

▲

第三部分 聆听你的故事（60 分）

19．作文。（60分）

因为成长、梦想、选择、陪伴，我们和苏州相遇，每一次相遇，都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一

段记忆的源头。那些陪伴过我们的美好，见证了岁月；那些温暖过我们的时光，升华了记忆。

请以《藏在光阴里的美好》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内容具体，有真情实感；

②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③不少于 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