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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前复习   小说及默写练习  

一、山西省太原市 2020届高三模拟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题。 

请求支援       周海亮 

你的剑叫做残阳剑。这柄剑成力强劲，你可以同时斩掉十五名顶尖高手的头颅。你的独门暗器叫做天

女针。你面对围攻，只需轻轻按下暗簧，即刻会有数不清的细小钢针射向敌手，状如天女散花。天女针一

次可以杀敌八十，中针者天下无解。靠着残阳剑和天女针，你打败了飞天燕，杀掉了钻地鼠，废掉了鬼见

愁的武功。他们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高手，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魔头。从此你声名大振，投奔者众。 

现在你拥有一支军队，占有一座城池。你的军队勇士五千，良驹八百；你的城池繁华昌盛，鸡犬相闻。 

你不停地和道上的兄弟签署着攻守同盟。你还和神枪张三、铁拳李四、一招鲜王五结拜成兄弟。你们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你招兵买马，筑固城池。似乎四分五裂的天下不久之后就将统一，你将成

为万人瞩目的头领或者君王，你将拥有无涯江山，无尽财富，无穷权力。你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

你常常会在梦里笑出了声。 

可是，鬼见愁突然杀了回来。 

其实那天你并没有完全废掉他的武功。那天你有了小的疏忽。鬼见愁凭着多年的武功造化医好了自己，

又用三年时间练就了一门邪道武功。现在他率精兵五万，包围了你的城池。 

敌十倍于你，你并不害怕。因为你的勇士们个个以一当十。 

你的五千勇士扑出了城。你试图将鬼见愁的五万精兵一举歼灭。可是你很快发现自己犯下一个错误。

——鬼见愁的五万精兵，完全以死相拼，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极度疯狂。你砍断他的矛，他会用

拳头打你；你砍断他的胳膊，他扑上来撕咬你的咽喉；你砍断他的脖子，他还会在倒下去的一刹那，用脚

踢一下你的屁股。尽管你的五千勇士个个骁勇善战，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退了回来。 

五千勇士，只剩三百。 

鬼见愁精兵五万，尚有八千。 

你关了城门，开始求援。 

你给神枪张三飞鸽传书，让他速来救你。几天后你得到消息，神枪张三早被一无名剑客杀于某个客栈。 

你千里侍音给铁拳李四，让他速来救你。铁拳李四回话说，现在我也被围，自身难保，如何救你？ 

你在城墙上放起求援的烟火，这烟火只有一招鲜王五才能看懂。一会儿王五放烟火回答你，他说，我

正在攻城掠池，无暇管你。你好自为之。 

无奈之下，你计划弃城。你已经管不了城里百姓的死活。现在你只想自己逃命。 

夜里你率剩下的三百勇士突围。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你挥舞你的残阳剑斩下无数头颅。你的天女针

霎时间消灭掉鬼见愁八十名贴身保镖。可是当你抬头，你突然无奈地发现，现在，你只剩下一名勇士，而

鬼见愁，尚有精兵一百。 

你的天女针已经射完最后一根钢针。现在它成了废物。 

你的残阳剑已经卷刃并且折断。现在它不如一把菜刀。 

你和最后一名勇士逃回了城。鬼见愁甩手一镖，你的勇士就倒下了。倒下前他为你紧闭了城门。他忠

心耿耿。 

鬼见愁将城围起，不打不攻。他想将你折磨致死。 

其实鬼见愁只剩士兵一百。你只需再有一把残阳剑，再有一管天女针，就可将他们全部消灭。可是现

在你没有了武器，也没有了士兵，更没有了兄弟和朋友。你呼天天不响，叫地地不应。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最后一刻，你终于想起了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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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你妈求援。 

你妈六十多岁。 

你妈是一位农民。 

你妈连鸡都不敢杀。 

你给你蚂打电话，你说学校又要收学费了，五百块。你妈说，好。我马上照办。 

你命令不了别人。你可以命令你妈。 

你用这五百块钱给你的游戏卡充值。你重新为自己装备了残阳剑和天女针。你单枪匹马冲出城外，将

鬼见愁和他的精兵杀个精光。 

你保全了自家性命。你还可以行走江湖，招兵买马。 

即使在虚拟世界里，最后一位给你支援的，也肯定是你妈。   （有删节）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以第二人称展开叙述，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让读者能观照自身，让小说中的“你”成为规范

自己言行的参照，具有警醒作用。 
B.小说虽然塑造了一个沉溺于网络游戏中而不能自拔的形象，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青少年做行

侠仗义、扶危济困英雄的愿望。 
C.从骁勇善战到退守城中，从求援不成到弃守突围，再到逃回城中陷入绝望，虽然只是虚拟世界的江

湖之战，却写得波澜起伏，引人人胜。 
D.小说最后一段说明母亲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是“你”坚实的依靠，这既是对母爱的颂扬，

也是对沉迷网络游戏的青少年的警醒。 

8．开头用一整段篇幅写“你”两件武器的威力，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9．小说描述母亲的文字并不多，但母亲的形象却十分突出。小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请简要分析。（6
分） 

 

 

二、山西省 2020届高三高考考前适应性测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题。 

小人书店     聂鑫森 
 

“连广宇“既是姓名又是店名，这三个字原本出自鲁先生的《无题》诗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

连广宇自小就喜欢看喜欢买喜欢收藏小人书，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很欣他的这种爱好。到 1978年，连广

宇不想在一家街道小厂当钳工了，辞职办起了卖小人书的店子，把姓名当作店名去注册。他对本地的“连

友”解释:这店名的意思是连环图里也有大世界！ 

“连友“们说:这个店名太好了！” 

连广宇身高不过一米六，还单瘦，如一根干柴棍，他自嘲说:我是小人开小人书店！” 

大家说:“卖小人书也可以有大作为，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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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广宇老了。他卖小人书没有像“连友“们所预测的有什么大作为，更没有大富大贵，只是衣食无忧

而已，但他很满足。他人生的历程亦如常人:恋爱，结婚，生子；然后送二老归山，培养独生子读书、参加

工作，组成另一个家庭。 

连广宇为人和善，喜交朋友，店里的货源总是很充足。全国各地的美术出版社有什么连环图面世，他

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立即进货。他在电脑上有公众号，专门介绍连环图，本地的上门来选书，外地的可以

在网上购买。因他是出版社的常年客户，给他的价码往往是对折，他卖出去顶多是七折或八折，图的是皆

大欢喜。 

店子每天都是上午九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来购书的“连友”，他热情接待；来这里看书但不买书

的顾客亦不少，他照样是笑脸相迎，只是叮嘱一句:“别弄脏了书，品相不好的书，我没法子出手哇。” 

熟悉连广宇的人都说他有君子之风，是儒商，而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 

连广宇家住本市平政路十一总的当铺巷，巷中有一位工作于电影院画广告画的美工周子方，与连广宇

的父亲是好朋友。因业务需要，周子方喜欢收藏小人书，以作绘画的参考。两口子和和睦睦，却没有一男

半女，他们很喜欢连广宇，每次连广宇随父亲来做客，又是端茶又是端点心。然后引他去书房，任其翻阅

连环图。1985年，五十岁出头的周子方患肝癌溘然辞世。周夫人把连广宇叫去，说“你周叔叔有遗言，说

你在开店子，他所藏小人书五千册全部赠送给你。”连广宇说:“谢谢，我收下。”但第二天，他上门去送

了个红包封，里面放了两万元钱。周夫人不肯收，连广宇说:“你不收，小人书我还没运走，我也不能收你

们的馈赠。“周夫人说:“这孩子，真拿你没办法，我收下吧。”连广宇说:“周姨，小人书里有很多珍本，

待到出了手，我还得给你加上补偿。”果然在几年后，连广宇又给周夫人送去一个两万元的红包封！ 

外地的顾客，也有不辞辛苦上门来买小人书的。究其原因，其一是想和连广宇零距离接触，也来看看

小店的风采；其二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不通网络，没法子在网上选书和付款。这种客户大多来自乡间，风

尘仆仆的模样。连广宇一定要招待吃个盒饭，在价格上也多给一点优惠，穷乡僻壤的“连友”，不简单。

有一个姓张名大田的老爷子，快七十了，来自湘西古丈县牛角乡牛尾村，每隔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两个人

谈得很投缘。张大田最后一次来，是两年前的一个冬天，选了两百本小人书，但钱带少了，写下一张欠了

三千元的欠条，说下次来买书再把欠款还上。几个月过去了，泥牛入海无消息。连广宇着急的不是欠款未

还，是怕张大田出了什么意外。张大田不用手机，他又没有张家的座机号。于是，连广宇不顾舟车劳顿，

去了张大田的牛尾村。他先找村民了解情况，才知张大田那次从湘潭买书回来后就病倒了，几天后驾鹤西

去。原来张大田是个退休的乡村小学教师，他买书是自己掏钱，在本村和外村建立“留守儿童阅览室”；

他的退体工资很少，却拼命省出钱来买书…… 

连广宇没有去张家，但去了张大田的墓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把那张欠条点火烧了。 

如今，连广宇的儿子连城雪已年近不惑，孙子也上初中了。连城雪自小临习小人书上的画，很有天分；大

学读的是美术学院的连环图创作专业，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文化美术公司，闹得红红火火。 

有一天，连城雪对父亲说，他想搞一个新业务就是把 1966年以前的一些美术大家所画的小人书，一一

临摹出来。如贺友直的《山乡巨变》、黄永玉的《阿诗玛》、刘继卣的《武松打虎》等等，再照相制版，

版权页也按原来的制作，一定有很好的销售前景。 

话音刚落，连广宇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儿子两个耳光。 

“歪门邪道！小人所为！我要为那些大师、大家对天一哭！你敢千这种造假的玩意，从此再不要进连

家的门，我也没你这个儿子！” 

连城雪捂着生痛的脸，说:“我……不………敢……” 

“好好地画你的小人书！” 

“是………是……”                                                             （有删改） 

7.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连广宇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店名，又说自己是“小人开小人书店”，这说明他对于芸芸众生的小人物世界

很满足，安于现状。 
B.连广宇父母对他的爱好很欣赏，周子方让他任意翻阅收藏的连环图，这些叙述，为他后来开小人书店

发展事业埋下了伏笔。 
C.张大田用自己的退工资购置连环图建立留守儿童阅览室一事，既表现了张大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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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品质，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D.连广宇做生意卖小人书，“图的是皆大欢喜”，文中写到他处理周夫人的赠与，既表明他懂得感恩，同

时也说明他有商人的眼光。 

8.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儒商以诚信重义作为处世立业之道。请
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连广宇这样的“儒商”的（6分） 

 

 

9.连广宇一向是为人和善的“儒商”形象，可是最后却对儿子厉声呵斥，并“狠狠地抽了儿子两个耳光”，这个
情节是否合理？请从人物塑造和主旨表现的角度简要分析。（6分） 

答案示例:此题只赏析答案。 

示例一:此情节合理。 
人物塑造上： 
儿子的欺诈行为破坏了连广宇家的良好家风，对儿子这种惩罚符合中国式“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教传

统，符合中国人的生活逻辑。 
连广宇儿子的欺诈行为打破了连广宇经商做人的原则，“抽耳光”极端行为正好反映出他内心深深的隐

痛。 
一般人在愤怒时会做出失去理智的反常行为，连广宇“抽耳光”的行为正是发生在他很愤怒的时候。所

以这符合普通人的性格逻辑。 
主旨表现上: 
作者通过连广宇的故事，想告诉人们，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做人和经商都要坚守底线，诚实守信

不能见利忘义。描写连广字的极端行为，是为了深化主题，更有警示作用。 
示例二：此情节不合理。 
塑造人物上： 
连广宇一向为人和善，即便愤怒也不可能大打出手，这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 
儿子已经年过不惑，父亲需要给儿子留脸面，不应该大打出手，这样写不符合生活逻辑。 
儿子只是说了想法，并未实施，还没有造成恶果，父亲没必要大打出手，这样写也不符合事理逻辑。 
主旨表现上： 
作者弘扬的是一种诚信重义、和气生财的优良传统，家庭暴力本身就违背了这种家风家教，不值得提

倡，描写连广宇这种极端行为，并不能深化主题，反而显得突兀不合理。 
（人物塑造 4分，每点 2分，只要答出两点，意思对即可；主旨表现 2分，意思对即可） 
 
三、必修三默写练习 

《蜀道难》1  

1.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                    ,                   ”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示自古
以来秦、蜀之间少有往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                   ,                   ”进一步
表明秦、蜀之间为高山峻岭所阻挡。 

2. 在《蜀道难》中，李白用“                 ,                     ”两句概括了五丁开山而殒命，

终于打通艰险蜀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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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运用神话、夸张、衬托的手法来写蜀山之高险的句子有

“                 ,               ,                 ,                  ”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

堪”！——那山有多高呢？不言而喻了！ 

4.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               ,                 。             ，                。”

为我们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再一次有力地烘托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情状。 

5.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指出逶迤千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诗人先用

“                ，                 。”托出山势的高险，古松倚靠的奇绝之景。然后由静而动，

“                 ，                。”写出水石激荡、山谷空鸣的场景。 

6. 李 白 在 《 蜀 道 难 》 一 诗 中 ， 写 出 了 剑 阁 地 势 险 要 ， 易 守 难 攻 的 特 点 的 句 子 是

“                ，                 。” 

7.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通“非”）亲勿居”语句的句子

是“                    ，          。”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8. 李白在《蜀道难》中，用“                ，              。”两句诗，写出了行人过青泥岭时可

以手摸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叹的细节 

9. 《 蜀 道 难 》 中 写 蜀 地 朝 夕 战 乱 纷 争 ， 社 会 环 境 险 恶 的 句 子 ：

“             ，           ，            ，             。” 

 
《登高》 

1. 由高到低，写诗人所见所闻，渲染秋江景物特点的句子是：“              ，              。” 

2. 用落叶和江水抒发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的句子是：“                 ，              。” 

3. 情景交融、意境旷达，极写自己羁旅之愁和孤独之感的句子是：“               ，           。” 

4. 道 出 郁 积 诗 人 心 中 的 自 身 之 苦 和 国 运 之 恨 ， 无 限 悲 凉 难 以 排 遣 的 句 子 是 ：

“              ，             。” 
秋 兴 八 首 》  

《秋兴八首》 

1. 以枫叶凋零、秋气萧索寄寓凄苦落寞情怀的诗句是：“             ，                 。” 

2. 直接抒发作者故园之思的句子：“                  ，                。” 

3. 诗中暗示安史之乱发生后社会动荡的写景之句：“                    ，                  。” 

4. 借捣衣发出的声音来寄托思乡之情的句子：“                  ，                  。” 

《咏怀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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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度概括昭君一生悲剧的句子是：“                 ，               。” 

2. 由咏史转入抒情议论，揭示王昭君悲剧的根源的诗句：“               ，                   。” 

3. 诗人借远嫁塞外的女子月夜魂归故里的幽怨之情，吐露自己怀才不遇、飘零无依的故园之情的诗句：

“                 ，               。” 

《琵琶行》 

1.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在琵琶声低沉徘徊，近似停顿之后，猛然爆发出一阵雄壮铿锵、激越昂扬的

强音，将全曲推向高潮的句子是：“                   ，                 。” 

2.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                  ，              。”两句诗既是全诗的主旨，更是诗人

与琵琶女感情的共鸣。 

3.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在用大量笔墨正面描写琵琶女演奏的高超技艺之后，又从侧面利用周围环境

和景物来烘托的两句是“                      ，                    。” 

4. 中国古典诗词因多用比兴手法，因而联想特别丰富、巧妙而多变，使诗歌形象更为突出。《琵琶行》

中的一句“                    ，                  。”由琴声想到珠玉声，是声音的类比联想 

5. 《 琵 琶 行 》 中 既 交 代 秋 天 的 背 景 ， 又 蕴 含 离 别 之 意 的 句 子 是 ：

“                 ，                  。”             

6. 听完琵琶女自述的身世后，作者产生了强烈共鸣，发出了“                 ，               。”

的感慨。 

《锦瑟》 

1. 《锦瑟》中以锦瑟起兴，引起对年华往事的追忆的句子是：                  ，              。 

2. 《锦瑟》用典的四句诗：                   ，                 ，                ，             。 

3. 《锦瑟》一诗中回环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惆怅苦痛，让人为之哀惋不已的句子

是：               ，                 。《 寡 人 之 于 国 也 》  

《寡人之于国也》 

1.《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形象的揭示暴政的句子：                  ，                      。 

2. 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作比喻，含蓄地说明了梁惠王的                   ，               疑问。 

3. 能表现梁惠王当政时期阶级分化，贫富悬殊，而作为国君的他却无所作为的语句

是：                ，                      。 
 
《劝学》 

1. 荀子《劝学》中以“金石”为例来说明坚持学习的重要性的两句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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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荀子《劝学》中直接阐述学与思的是：                     ，                   。 

3. 荀 子 的 《 劝 学 》 中 用 比 喻 手 法 ， 反 面 强 调 学 习 必 须 专 一 的 句 子

是                    ，               ，             。 

4. 荀子《劝学》中，阐述个人只有经过博学和自省才能成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两句

是                  ，                    。 

5.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且认为后天学习可以改造人，因此他的《劝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劝勉人们学

习文化知识，而是劝人为“善”，文中“              ，              ，              ”可见。 

6. 《荀子·劝学》中阐明君子的本性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的两句是

“                 ，              。” 

《过秦论》秦 论 》  

1. 贾 谊 在 《 过 秦 论 》 中 用 排 比 描 写 秦 始 皇 武 力 统 治 天 下 的 语 句

是                     ，                 ，                       ，                    。 

2. 贾谊用“              ，            ，             ，               。”短短的四个句子就写

出了陈涉举义旗并得到天下热烈响应的情况。 

3. 贾谊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                           。 

《师说》10  

1. 《荀子•劝学篇》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与韩愈《师说》中
“                   ，                     。”的观点是相同的。 

2.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在《师说》中也明确提出

了 不 以 身 份 地 位 年 龄 等 标 准 而 择 师 的 择 师 标 准 ：

“               ，             ，             ，                。” 

3. 韩 愈 《 师 说 》 中 点 明 “ 弟 子 不 必 不 如 师 ， 师 不 必 贤 于 弟 子 ” 的 原 因 的 名 句

是：               ，                    。 

4. 《师说》中辩证看待老师、弟子才能的句子是“                     ，                   。” 

5. 韩愈在《师说》中用对比手法揭示了古代圣人和时下一般人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古代圣人在自身已

很优秀的前提下还不断为自己“充电”，而时下一般人:                     ，                 。 

6. 韩 愈 《 师 说 》 中 写 士 大 夫 之 族 因 身 份 地 位 和 官 职 高 低 而 耻 学 于 师 的 句 子 是

“                   ，                  。” 

7. 韩愈在《师说》中，阐述了师生各有所长，可以相互学习，其原因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