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春季初二语文

参考答案
第一讲

【课文内容解析】

1、“我”看社戏的时间在什么季节？你怎么知道的？

在春末夏初。因课文写“消夏”，"扫墓完毕之后"，"罗汉豆成熟""两岸的豆麦"。写的是

春末夏初时的景物。

2、偏僻的平桥村，为什么“在我是乐土”？这说明了什么？

（1）“我”在那里受到“优待”。

（钓虾“归我吃”；坐船“在舱中”；和年幼的小孩“剥豆”；六一公公送我罗汉豆。）

（2）可以免念枯燥无味的书。

（3）没有封建礼教的约束，人人平等。

（4）有热情好客的小朋友们。

（有“最聪明的 双喜”，有乐于助人的桂生，有公而忘私的阿发。）

（5）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

（“掘蚯蚓”、 “钓虾”；放牛；看戏；偷豆、吃豆。）

[文中写“乐土”之“乐”是要反衬读“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不乐，表达了“我”对封建

教育的反感，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孩子的天真、友善和直爽的性格。]

3、写这些在平桥村的一般乐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写这些小住平桥村的一般乐事，既多方面地表现出那段生活的乐趣，使作品内容丰富，具有

生活实感；更由于这里写了钓虾、放牛这两件乐事，第二部分开头的“至于我在那里的第一

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就与之构成递进兼有转折的关系。钓虾、放牛已是乐趣甚浓，

“第一盼望”的“去看戏”自更乐趣无穷。这样，就为写最大乐事的去看戏作了铺垫，吸引

读者去领略那去看戏的叙写。

4、看戏出发前遇到那些波折？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我”当时心情有怎样的变化？这些描

写有什么作用？

波折：如：一时叫不到船；母亲不准“我”和别人一起去；怕外祖母担心。

怎样解决：小伙伴们解决：八叔的大船回来了；小伙伴们和“我”一起去；双喜写了“包票”。

心情：盼望----焦急----失望----猜测----沮丧、赌气----高兴、有希望----兴高采烈

作用：①“我”的心情变化描写突出了要付出看社戏的迫切心情，为写看社戏的乐趣作铺垫。

②写波折及被解决突出了双喜等小伙伴的友爱、聪慧品质，同时也显得文笔曲折，文意跌宕。

5、找出描写少年朋友们开船动作的动词有哪些，并体味其运用之妙。

动词：拨、点、磕、架、换

（1）充分描绘出小伙伴架船技术的熟练反映出小伙伴们聪明、能干的特点。

（2）表现了去看社戏的急切、愉快心情。

6、在课文第 11、12 节中，从哪些感官写景，写出景物的什么特征？这些景物描写对表现文

章中心思想起什么作用？

嗅觉 （水草的清香、豆麦蕴藻之香）



视觉 （朦胧的月色、起伏的连山、依稀的赵庄，几点火）

听觉 （歌吹、横笛） 想象 （戏台、渔火）

作用：1、这些景物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所特有的清新优美的图景。

2、写出了小朋友行船之快。

3、烘托了“我”急于看到社戏的愉快和迫切的心情。

4、抒发了作者热爱农村的感情。

7、具体分析以下句子及其作用。

①写起伏的连山如兽脊——比喻，以动写静，形象地描绘了行船之快。

②写听到歌声，料想发自戏台——间接地表现了“我”急切的心情。

③写笛声宛转，悠扬，使我沉静——表现了“我”被水乡美丽的夜景所陶醉，因而忘记了自

己。

看戏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表现了小伙伴们友爱、能干的优秀品质，而且通过我的

嗅觉、听觉、视觉、想象四方面对平桥村优美景色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美好的自然风光。

8、“我”所急切想看到的戏好看吗？

不好看。①想看铁头老生翻跟头，但那老生没翻。

②想看“蛇精”和“跳老虎”，等了许久都不见出来。

③最怕看“老旦”，并不停地唱着。 （以上是正面表现戏不好看）

文中写孩子们“喃喃的骂”，“不住的吁气”，“打起呵欠”等，这些神态描写，则是从侧

面表现了戏不好看。

9、写月下归航时，主要写了什么趣事？这时“我”的心情和去看戏时有什么不同？

月下归航时，写了小伙伴去“偷”罗汉豆的趣事。

去时“我”的心情很急迫，总“以为船慢”；而此时“我”和小伙伴们偷豆吃豆，心情无

比畅快、轻松。

10、戏并不好看，豆也很普通，为什么文章结尾却写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

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那夜似的好豆，那夜似的好戏。是童年那段天真烂漫自由有趣的生活的标志。说明甜蜜的童

年回忆一直珍藏在作者的心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11、在偷吃罗汉豆这一情节中，作者重点描写的是什么？

通过对孩子们的语言、动作以及“摸”、“摘”、“煮”、“吃”等几个细节描写，表现

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和优秀品质。

双喜： “偷豆”时征求阿发的意见和对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的处理。

（表现了双喜的聪明、果断、正直的性格特征。）

阿发：在地里“往来的摸了一回”的独特动作和“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的个性化

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淳朴善良、天真活泼的性格特征。

12、如何看待孩子们偷豆的事？

（1）偷的是自家的豆，请的客是公共的，偷豆请客，理所当然；

（2）从六一公公的话可以证明：“请客？--这是应该的。”

（3）六一公公还送豆给客人尝尝。



因此，这不算什么盗窃行为。而是表现孩子们热情好客，淳朴善良，天真活泼。

13、返航途中，再写夜景有什么作用？

如：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

罩着了。

呼应前文，表现”我”对社戏欲罢不舍的依依情意。

【人物形象分析】

1、分析双喜的言行，谈谈双喜是个怎样的孩子？

（1）当我看社戏受到波折时，双喜大悟似的提议。 （聪明）

（2）当外祖母担心都是孩子们时，双喜大声打包票，理由有三：①船又大；②迅哥儿向来

不乱跑；③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反应灵敏，考虑周到，善解人意，果断）

（3）看戏时双喜分析铁头老生不翻筋斗的原因。 （聪明、细心）

（4）归航偷豆时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挨骂的。 （考虑事情周到）

（5）吃完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并考虑好对策。 （考虑事情周到）

（6）双喜送我回到家，“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 （做事有始有终）

（7）双喜回答六一公公的问话。 （反应灵敏）

小结：双喜是一个聪明、机灵、善解人意，考虑周到，办事果断的好孩子头。

2、分析六一公公的言行，谈谈六一公公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

（1）“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

证实双喜他们是否偷了豆，重在指责他们踏坏了庄稼。（善良、宽厚，爱惜劳动果实）

（2）六一公公看见我，便停了揖，笑道，“请客？--这是应该的。”还问“迅哥儿，昨天

的戏可好么？”“豆可中吃呢？” （淳朴、好客）

（3）六一公公送豆给母亲和我吃。 （淳朴、好客、热诚。）

小结：六一公公是一个宽厚、善良、淳朴、好客、热诚的老人。

3、阿发：热情好客、淳朴无私、憨厚善良、天真活泼

4、桂生：机灵勤快

三、口语交际：应对

（一）思考下列的对话是运用了什么应对技巧。

（1）一个年轻的画家拜访德国有名的画家阿道夫•门采尔，向他诉苦说：“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我画一幅画只用一会儿功夫，可卖出去要整整一年？”“请倒过来试试吧！”门采儿

认真地说，“要是你花一年的功夫画它，那么只用一天的功夫你准能卖出去。”

技巧：巧换概括。

（2）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希望加入爱迪生实验室。他诚恳地对爱迪生说：“我有一个伟

大的理想，要发明一种万能溶解剂——它能溶解一切物质。”“万能的溶解剂吗？”爱迪生

吃了一惊，“那么，你打算把它放到什么容器里？”

技巧：归谬。

（3）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很检朴，常常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在街上行走。有个路人嘲笑

他：“你脑袋上面那个破玩艺是什么？能算是帽子吗？”安徒生回敬道：“你帽子下面那个

玩艺是什么？能算是脑袋吗？”

技巧：针锋相对。



第二讲

一、《安塞腰鼓》

1.西北现在好像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作者为什么这样歌颂西北汉子?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曾有过秦、汉、唐的强盛，拥有雄睨世界的辉煌文明。

在今天，凝重的土地，贫困的生活，西北好像落伍了。作者为什么这样深情地歌颂这片土地？

歌颂什么？——“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并没有因生活的贫苦和封闭而丧失希望，

复生的生命能量就在这沉重的躯壳内奔突，终有一天会喷发的。这里的人们是有希望的，这

里的土地是有希望的。落后是暂时的，只要生命还在期盼“搏击”，重生之日并不遥远。

2．“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

句中“那么一股劲”要“挣脱”“冲破”“撞开”什么？是什么“束缚”“羁绊”“闭塞”

了“那么一股劲”？谈谈你对“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

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该句的理解。

“那么一股劲”要打破人们身上层层坚硬的外壳，让生命宣泄在天地间，让人“遗落

了一切冗杂”，“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使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以为生

命。

这句突出了安塞腰鼓中体现出来的激昂勃发的生命力：摆脱束缚、打破闭塞……让生

命充满激情的力量。

3.结合全文，试指出安塞腰鼓蓬勃了哪些想象。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暗、尔后最终永远明晰了大彻大悟！

4.“它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中“震撼”“烧灼”“威逼”，可以调换顺序吗？

为什么？

不能。词义和力量的程度一个比一个深。

5.文中“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

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这一句该怎么理解？

这句话中表达了那些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消化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竟然勃发出如

此激昂奋发、奇伟磅礴的生命力，实在令人钦佩和震撼。

6.“沉重而纷飞的思绪”指的主要是哪些思绪？

痛苦与欢乐、生活的梦幻、摆脱与追求、生命与激情、力量……

7.对文中“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句子如何理解？

通过对后生们的动作描写，使你感受到生命和力量的密切关系，生命因力量而再现其奇

伟磅礴的气势。

8.文中“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击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一句

使用什么修辞方法？其作用是什么？

这一句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作者是写后生们的动作，突出了这力量，体现了生命力的

奇伟磅礴。

9.作者写腰鼓的响声，为什么要写“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和“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

牛皮鼓面”？

这种是侧面烘托的写法，用环境、和观众的感受来烘托鼓声，使鼓和周围的环境、和观

众融为了一体。更能表现腰鼓的震撼力。

10.为什么每写完一个方面，作者就要写“好一个安塞腰鼓”？文章中有四次之多，不觉得

重复吗？“好一个安塞腰鼓”在文中多次出现有什么作用？

这种方法叫反复，它的作用是使语言有了一种鼓的韵律，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增强语



言的表现力。

文章中还多次运用反复，如：词语的反复：隆隆，隆隆，隆隆……句子的反复：愈捶愈

烈！……愈捶愈烈！……愈捶愈烈！…… 段与段的反复：好一个安塞腰鼓！……好一个安

塞腰鼓！……

“好一个安塞腰鼓”在文中反复出现了四次，形成了回环往复的气势，而且在反复咏叹

之中常有变化，每次都有新意，层层递进，把情感步步推向高峰，更加强了散文的诗意美。

课外文言文：

10.偷取（2分） 满（2 分）

11.A（3 分）

12.为自己教导出来一个好弟子而感到欣慰（2 分）为王羲之成材感到高兴（1 分）

13.自身有良好兴趣（上进好学） 名家的指引（或良好的家庭教育）（写一点给 2分，两点

3分）

第三讲

说明文：

13．只要 就（1+1 分）

14．引用乐府民歌，吸引读者阅读兴趣。（1+1 分）引出本文说明对象榫卯（1 分），形象

地说明了榫和卯之间的密切关系（1 分）（4 分）

15．榫卯的定义、榫卯的优点（榫卯牢固的特点及原因）、榫卯的应用、榫卯的文化价值（4

分）

16．（1）结实耐用 有利于运输和维修（1+1 分）

（2）不能，甲乙两处虽然都运用了作比较的说明方法，（1 分）强调突出说了榫卯结

构组合的家具的结实耐用，（1分）但是说明角度不同，甲句是从榫卯结构的角度，乙句

是从榫卯材质的角度进行说明（1 分），且两者之间是按照由主到次的逻辑顺序组合的，

符合人们认知事物的客观规律。（1分）（4 分）

17．B

综合运用：

24.A 关羽（1 分） B 孙悟空（1分） C鲁智深（1 分） D 贾宝玉（1分）

25.A（2 分）

26.（1）《水浒传》中人物形象众多，但不重复，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2）《水浒传》中人物的语言个性鲜明，极具特色

（3）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

（4）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和凸显人物性格

（5）把群像放在故事情节中，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现

（6）群体形象是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写出以上一点得 2分，两点 4 分）

27. C（1 分） E（1 分）

第四讲
（一）

1．B A C

2．销声匿迹：这里指消失了鸣叫声，藏起了形迹。翩然：动作轻快的样子。

3．A



4．时间顺序；举例子

5．不行。以上情况只限于“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

6．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寓说明于描写之中，如同展现一幅四

季风光画卷，既引人入胜又使人联想，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给人以强烈的悬念，

从而为下文说明大自然的语言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有力的铺垫。

7．题目标作“大自然的语言”，其实是“物候现象”的形象化的说法。以“大自然的语

言”为题，显得新颖别致，引人入胜。

8．（1）次第，一个接一个。

（2）说明一些普通的自然现象，在农业生产那里，起着预报农时的作用。

（二）

１、Ａ

２、物候现象的来临首先决定于纬度因素。

３、Ｃ

４、Ｄ

5、二十四节气名称选其二即可

6、“哪些”“首先”

7、设问 引起读者的注意，引人思考

8、经度因素、高度因素、古今因素三者选其二

（1）珊瑚

1. 珊瑚虫自己不能随便移动，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出几根触须等待自投罗网的食物。

（2 分）

2. 举例子（1分）、列数字（1 分）列举我国西沙群岛的例子，通过具体数据说明珊瑚礁形

成的速度并不慢。（2分）

3. 珊瑚虫——珊瑚树——珊瑚林（9 分）

4. A（3 分）

5. “一般”表明在通常情况下珊瑚虫要在温度不低于 20℃、深度不超过 80 米的清澈海水

中生存，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体现了说明文用语的准确科学。（3分）

（2）青铜器

1.A（2 分）

2. 青铜象尊 增强了被说明事物的形象性(使被说明的象尊显得更加生动形象)（4 分，每

空 2 分，加粗部分为要点）

3.（6分，2 分 1 条，啰嗦扣 1 分）

(1)历史研究的资料 (2)文学欣赏的作品 (4)区分文明的标志(顺序不计)

第五讲

1．略 2．A 3．D 4．B 5．①斯石英被转化为二氧化硅 ②“板块构造”理论提供

了答案 6．①“确实”是副词，有“的确”、“实在”的意思，表示情况完全符合实际，

用在这个句中，肯定了恐龙在世界各地都存在 ②“也许”是副词，有“或者”、“可能”

的意思。用在这个句子里表示对恐龙灭绝的这种原因只是一种猜测，而不是结论，使表

达极有分寸



（一）1．B 2．B 3．C 4．能换。因为“增温可以增加原子的能量，加速分离”，

这是事实 5．C

（1）民间吉祥语

1．并列；挨着；紧靠(3 分)

2．直接使用表现“福善、嘉庆”的字样 具有特定内涵的固定表达方式(6 分。每空 3分。)

3．形象具体地说明了民间吉祥语最为常见的呈现方式（”民间吉祥语或书于纸帛或图于画

卷，或刻于匾额，或传于口耳，再或以实物象征”也可）(3 分)

4．民众认为它能给人带来好运（或“表达了人们美好的祝愿”）(3 分)

5．略。（如：福寿康宁。意思是幸福，长寿，没病没灾。多用于为老人祝福 (5 分。前空 2

分；后空 3分。)

（2）我们的血脉

1.（1）造成土地荒漠化 ；（2）使渤海的生态环境恶化；（3）使黄河流域成为常年干旱地区。

（各 2分）

2.（1）仓 沧 （各 1 分）

（2）保护黄河的生态环境（2分）

（3）黄河一旦完全断流，它两岸的人们也将无立足之地（2 分）

3.黄河（2分） 强调黄河与我们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保护黄河。（3 分）

第六讲
桃花源记（一）

3．土地平整宽阔，房屋整整齐齐。

老人和小孩都是很快乐的样子。

4．渔人发现桃花源及桃花源中人的优美宁静的生活环境和安居乐业的生活情况。

5．柳暗花明又一村

6．追求一种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乱、人人劳动、和乐富足、安静淳朴的和谐的生活环境。

（世外桃源：表达了作者对和平（没有战乱）的向往，对平等和谐自足的幸福生活的追求。）

（二）

2．热情好客、纯朴 和睦相处 3 向往和平生活的愿望

课外（一）

11、(1)全，都（2 分） (2)跑，逃跑（2分）

12、D（3 分）

13、（1）牛尾灼热，狂怒奔向燕军，使燕军伤亡惨重。（2）明亮的火光照见牛身上的龙纹，

使燕军大为害怕。（5 分）

（二）

11、适逢（2 分） 超过（2 分）

12、匈奴从这以后不敢再入侵云中了。（2 分）

13、虏众盛而范兵不敌（2分） 用星列般的火把吓退敌人（2 分） 在凌晨趁敌人不防

备时突然袭击（2 分）



（三）

11、（1）到，到达（2）全部，详细地（4 分）

12、A（3 分）

13、因饮酒误了皇帝召见，却能以实情相告（3分）诚实正直（2 分）

八年级春季班语文第七——九讲答案

第七讲

一、论点

1、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2、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包容别人。
二、段落观点的概括

1、答案：让人，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2、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读厚”必不可少。

3、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与节俭息息相关。（节俭关系着国家的繁荣昌盛。）

4、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违背事物发展规律去求快，会造成祸患。

5、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要真正做到“让人”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懂得幽默。

6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由于节日过度商业化，没有必要设立中华母亲节。

7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乡村邮递员王顺友 20 年来恪守慎独，在恶劣条件下以 100％的准确率完成投递任务。

8题目：概括以上段落的段意。

答案：作为生活态度和心态上的慢是幸福生活所不可缺少的。

第八讲：

行文思路

1、答案：

请用“//”给文章划分段落，并说明理由。

① // ② ③ ④ ⑤ // ⑥

理由： 第一节提出中心论点：我们立身处事需有容人的雅量。第二节—第五节从四

个方面来论证中心论点。第六节总结全文：有容人的雅量的意义

2、答案：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第（3）~（6）段依次论述了：

（1）要养成重礼的习惯；

（2）要养成利用闲暇的习惯；

（3）要养成俭朴的习惯。

3、答案：

1、请用“//”给文章划分段落，并说明理由。

① // ② ③ ④ ⑤

理由： 第一节提出论点：我们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第二

节-第五节从两个角度来论证论点。

2、请用“//”给文章②至⑤段划分段落，并说明理由。

② ③ ④ // ⑤

理由： 二至四节讲的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也是其他一切责任心的根

源。第五节讲的是对自己人生负责任的现实意义。

第九讲：

1、答案：

选文②③两段的顺序能否调换？请说出理由。

答：不能。因为第②段写项羽，第③段写刘邦，第④段引用名言和论述的内容与②③段的

顺序相对应。

2、答案：

1、下面这段文字在文中的位置应该在第 ③ 段和第 ④ 段之间，理由是：第③段讲

的是节俭对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段文字讲的是“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与节俭息息相关”，

层层递进；并且这段文字第一句话“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节俭”，紧承第③段。

3、答案：

1、选文②③的顺序不能调换是因为：第②段论述什么是“入”和“入”的益处。第③段论

述精思是“入”的一个方法。二者层层递进。并且第④段紧承第③段继续论述“精思”

为“入”之妙诀，二者不可分割。

课内巩固

【参考答案】一、

１、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２、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而是有想像力的有计划的探索。

３、把探索外界误认为探索自己。探索。

４、例证法、道理论证

５、不能。“惟一”一词强调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突出了“探索”在“寻求真理”上的

作用

6、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际操作的能力，让学生在观察实验的过程中获得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