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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学科模拟题（一） 

中学语文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 

A 项，入场券．quàn。 

B 项，酝酿．niàng。 

D 项，躯壳．qiào。 

故本题选 C。 

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字形。 

A 项，“暴殓天物”应为“暴殄天物”。 

B 项，正确。 

C 项，“烦燥”应为“烦躁”。 

D 项，“好高鹜远”应为“好高骛远”。 

故本题选 B。 

3.【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继续”和“持续”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活动连下去，不间断；后者重在表示延

续不断，时间长。句①表示激战时间长，此处宜用后者。 

“策划”和“策动”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谋划，后者重在表示鼓动。句②重在表

示谋划怎样镇压农民起义，此处宜用前者。 

“证明”和“证实”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表明某种结果，后者重在表示证明确有

其事。句③重在表示“铜鼓起源于铜釜”这种说法被证实，此处宜用后者。 

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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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A 项，始作俑者：开始制作俑的人，比喻首先做某件坏事的人。含贬义。此处褒贬不当。 

B 项，移樽就教：端着酒杯离座到对方面前共饮，以便请教。比喻主动去向人请教。符合

语境。 

C 项，声情并茂：指（演唱、朗诵等）声音优美，感情丰富。此处用来形容剧本，张冠李

戴。 

D 项，附庸风雅：指缺乏文化修养的人为了装点门面而结交文人，参加有关文化活动。含

贬义。此处褒贬不当。 

故本题选 B。 

5.【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语病的辨析能力。 

B 项，搭配不当。“加快”与“和平与安全”不搭配。 

C 项，句式杂糅，应改为“诚信教育已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诚信教育，

迫在眉睫”。 

D 项，不合逻辑，并列不合逻辑。“各种形式的理财产品”包括“股票、基金”。 

故本题选 A。 

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对修辞手法的掌握。 

C 项，将“刺刀上的亮光”比作“萤火虫”，无相似性，比喻不恰当，并且“刺刀”给人

的感觉是冷峭的，“萤火虫”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两者所呈现出来的氛围也不同。 

故本题选 C。 

7.【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标点符号的掌握。 

D 项，同一人话语未完，“说”后面要用逗号，因此选项中“他慢慢地说”后面应是逗号，

不能用句号。 

故本题选 D。 

8.【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语句排序能力。 

根据选项确定首句，⑤和④相比较，⑤句是总结性的句子，且句末的“让物理学家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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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常窘困”引出④句“物理学家”的研究，故⑤为首句，④紧跟其后。③举例说明④“声

音就是这样的”。故排除 ABC。 

故本题选 D。 

9.【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作家作品的掌握。 

A 项，茅盾的《子夜》，以 1930 年 5、6 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

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以吴荪甫的破产为结局，揭

露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B 项，巴尔扎克，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

91 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

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 

C 项，列夫·托尔斯泰：19 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有三大

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整部作品构思宏伟、气势

奔腾，有力地展示出了俄罗斯历史上 壮丽的一页——1812 年卫国战争，展示出了战争前后

俄罗斯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D 项，左拉的代表作是《卢贡—马卡尔家族》《娜拉》《四福音书》等。《巴黎圣母院》

的作者是雨果。 

故本题选 D。 

10.【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理解和掌握。 

D 项，选择性必修应注重学习“面”的广度，选修应注重学习“点”的深度。选项说法正

好相反。 

故本题选 D。 

二、填空题 

11.【答案】奉命于危难之间 

12.【答案】春潮带雨晚来急 

13.【答案】侧坐莓苔草映身 

14.【答案】荡胸生曾云 

15.【答案】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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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答案】荷花淀 

17.【答案】北岛 

18.【答案】阿廖沙 

19.【答案】核心素养 

20.【答案】语言实践 

三、古诗文阅读 

（一）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 21-25 题。 

21.【答案】张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常满室 

【解析】此句句意：（画）张挂在堂中，好像有清风徐徐吹来，香气常充满整个屋子。

根据句意可以发现，“张堂中”后应该断句，“如清风徐来”后应该断句。 

22.【答案】C 

【解析】A 项，句意：曾经画一枝荷花。“尝”是“曾经”的意思。 

B 项，句意：数十幅画立刻就完成了。“就”是“完成”的意思。 

C 项，句意：有时候用破扫帚洒。“或”是“有时候”的意思，因此 C项错误。 

D 项，句意：满纸肮脏。“盈”是“满”的意思。 

故本题选 C。 

23.【答案】C 

【解析】A 项，“多置酒招之”句意：大多置办了酒来招待他。“之”代词，他。“祗辱

于奴隶人之手”句意：只能辱没在仆役的手中。“之”结构助词，用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

可直接译为“的”。意思和用法不同。 

B 项，“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句意：预先摆好几升墨汁、若干纸张在座位右

边。“于”是“在”的意思。“贤于材人远矣”句意：远胜过其他有才能的人。“于”是“比”

的意思。意思和用法不同。 

C 项，“或洒以敝帚”句意：有时候用破扫帚洒。“以”表示“用”的意思。“以衾拥覆，

久而乃和”句意：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暖和过来。“以”表示“用”的意思。意思

和用法相同。 

D 项，“人爱其笔墨”句意：人们喜欢他的画。“其”代词，他的。“安陵君其许寡人”

句意：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啊！“其”语气副词，一定。意思和用法不同。 

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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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考答案】（1）如果叶公见到了，也一定会大叫着惊慌逃跑的。 

（2）即使在他面前陈放几百两黄金，他都不看一下。 

25.【参考答案】八大山人的“颠”是他性格孤傲耿直（孤高傲世），聪明绝伦（才高艺

绝），狂放不羁（恃才放旷）的表现，而不是真正的癫狂。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颠的内涵分析，评判正确即得 2分。 

参考译文： 

八大山人传 

八大山人，号人屋。人屋，就是广厦万间的意思。他生性孤傲，耿直，聪明绝伦，无人

能比。八岁便能作诗，善于书法，长于篆刻，尤其精于绘画。曾经画一枝荷花，半开于池中，

横斜在水面，生气勃勃；（画）张挂在堂中，好像有清风徐徐吹来，香气常充满整个屋子。

又曾画龙，在丈幅之中蜿蜒升降，想要飞动一般；如果叶公见到了，也一定会大叫着惊慌逃

跑的。他言语诙谐，喜欢议论，总是娓娓而谈，不知疲倦，常常使四座的人为之倾倒。 

山人又喜欢喝酒，没有其他的爱好。人们喜欢他的画，大多置办了酒来招待他，预先摆

好几升墨汁、若干纸张在座位右边。山人酒醉后见到了，便高兴地泼墨在宽大的画纸上。有

时候用破笤帚洒，用坏帽子涂，弄得满纸肮脏，不堪入目。这以后他提笔渲染，有的成山林，

有的成丘壑，有的成花鸟竹石，无不精妙。如果碰到他喜欢写字，那就撸起袖子，伸长胳膊，

执笔为文，狂叫大呼着，洋洋洒洒，数十幅画立刻就完成了。他酒醒了，要想索求他的片纸

只字都无法得到。即使在他面前陈放几百两黄金，他都不看一下。他就癫狂到这样的地步。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26-27 题。 

26.【参考答案】诗歌的中间四句描绘了一幅安详宁静、清幽自然的山秋晚景图。三、四

两句写景：树木都已披上秋色，夕阳西下，给山峰涂上了余晖。这些都是远景，而且是静态

描写，一派安详宁静。五、六两句中写牧人从山中赶着牛群归来，猎马也驮着猎物回来。这

些都是近处描写，而且“驱”“返”“带”“归”都是动态描绘。诗人由远及近，动静结合，

于安静开阔的景象中渲染了一分落寞之情。 

27.【参考答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陶潜能够在这恬淡的田园生活中有

所寄托，得到慰藉，显得悠然自得。而本诗在闲适安逸的情调中，流露着作者的彷徨，孤独

和苦闷的心情。其中“徙倚欲何依”一句化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

三匝，何枝可依”的意思，表现了作者百无聊赖的彷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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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文阅读 

28.【参考答案】该句用了拟人和排比的修辞手法，以“孤单、艰辛”等形容人的词语形

容种子，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这株枝蔓生长的不易；“等……，等……”这一排比句式则更加

突出地表现了它不言弃的坚守和顽强生长的精神，表达了作者的敬佩和赞美之情。 

【解析】本题考查关键句子的含义。可从语境义、修辞义（比喻、拟人、夸张、反问、

设问、排比等）、对中心/主旨/情感作用、结构作用、表达效果等方面来答题。 

29.【参考答案】第一个“春天”，指的是真正的春天，表示季节，是说这些人只有在春

节与家人团聚；第二个“春天”指人类渴盼的美好未来。人们忍耐生活的艰辛，但始终不放

弃希望，正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春天”充满信心。 

【解析】本题考查关键词语的含义，可从语境义、修辞义、对中心/主旨/情感作用、结

构作用、表达效果等方面来答题。 

30.【参考答案】本文以“春在行走”为题，在表达上，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增强文章

的感染力，引起读者兴趣；在内容上，“春在行走”点明了文章写作的对象是春景，表明文

章是围绕春天来写的，在这里“春”既指季节，也指对美好的生活的寄托，此标题也体现出

作者对春天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结构上，“春在行走”这一标题能够贯穿全文，是文章

的线索，文章就是以春为线索，引出许多美好的事物。 

【解析】本题考查标题的作用。可主要从内容上（点明写作对象、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揭示中心/深化主旨）、结构上（线索、贯穿全文，组织材料、设置悬念）、表达上（表现手

法、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赋予文章感染力/基调、富有哲理、给予读者强烈的震撼等）三方面

切入答题。 

五、教学设计题 

31.【参考答案】 

（1）教学目标： 

第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有关艾青的文学常识和本诗的写作背景；把握诗歌“土地、河流、风、黎明”的意

象，领会其象征意义。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朗读和讨论的形式，把握诗歌的象征手法及巧妙的抒情方式，感受作者潜涌在诗歌

文字之下的深沉情怀，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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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体会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为祖国献身的思想和对祖国的无限挚爱之情，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2）教学过程 

一、名言导入，引出课题 

引用温总理的名言：“台湾问题让我辗转难眠。台湾是我的乡愁，是 大的国殇……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引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了解作者及其写作背景。 

2.学生自由朗读诗作，指名三四位学生朗读，生生互评。 

3.播放录音范读，教师指导，第一遍要求听准词句的读音，第二次要求听准停顿。学生

齐读。（正音断句） 

三、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1.提问：哪种物象可以代表诗作中的作者？ 

要求：学生默读，同桌讨论，指名回答。 

明确：诗人以“假如我是一只鸟”虚拟，“歌唱”的是“鸟”同时也是“诗人”。 

引导提问：诗中的鸟都歌唱了哪些内容？ 

明确：“土地”“河流”“风”“黎明”。 

引导提问：这些意象都有什么象征意味呢？ 

明确：“土地”象征繁衍养育中华民族的祖国大地。这“土地”“被暴风雨所打击着”，

说明祖国大地正在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残、肆虐。 

“河流”“风”象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悲愤”“激怒”都表现出人民心

中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中国人民正满怀悲愤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黎明”象征充满生机与希望的解放区。“无比温柔”充满了对那里的向往。这些描写

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祖国大地遭受的苦难，人民的悲愤以及对光明的向往和希冀。 

2.提问：作者为何选取上述意象？ 

明确：作者所表达的主题是热爱中华民族，热爱自己的家国。因此，选用“土地”意象

象征自己的家国 为适宜。“河流”“风”“黎明”等景象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地的画

卷，已有动荡之势，当作者再配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修饰语，它们便更加鲜活地组织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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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 

3.提问：诗歌开头写着“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请思考

为什么这里用“嘶哑”一词？ 

要求：同学齐声朗读，指名回答。 

明确：诗人在诗中选用了“嘶哑”一词，就把杜鹃啼血般的奉献者的形象赋予了悲愤的

爱国者，它充满着因沉重的苦难和忧郁的负荷而生发的焦灼与慨叹，传递着与时代同步的忧

患。 

4.提问：如何理解这只鸟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至死， 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明确：这是一只愿意将生命耗尽，将全身投入土地的怀抱，与它所挚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的鸟。以此表现出作者对土地的爱是如此执着、坚贞和顽强。 

5.提问：全诗的主旨句是哪句？ 

明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6.引导提问：这句话历来为人称道,你从中读出了什么？ 

要求：指名学生朗读，四人小组讨论，指名回答。 

明确：采用设问的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对生他养他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深沉的爱，也

抒发了那个艰苦年代里，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7.全班齐声朗读诗作。 

四、拓展延伸，提升认知 

提问：假如诗人还健在，面对今时今日的中国，还用《我爱这土地》来抒情，他会怎么

改写。 

要求：学生带入情境，模仿作者的语气进行改写。 

五、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请学生各抒己见，谈谈学了这篇课文之后的感受。教师补充。 

六、实际演练，布置作业 

假如你是一只鸟，联系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你会唱些什么？将你想歌唱的内容

写下来。 

六、案例分析题 

32.【参考答案】 

第一，该教师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案例中，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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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半旧”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教师尊重了他们的独特感受。 

第二，该教师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案例中，教师请学生说出自己对文中一些词语的看法，并针对学生的看法对学生

进行引导启发， 后得出结论，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 

第三，该教师注重引导学生把握作品内涵。《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

出：精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品的语言表达，把

握作品的内涵。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结合宝玉的性格特点和贾府的经济状况，引导学生体

会文章用词的准确性，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人物形象和作品内涵的理解。 

第四，该教师注重表扬、鼓励学生。案例中，教师对于学生的回答，都给予了肯定的评

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激励功能。 

七、作文 

33.【解析】 

材料旨在强调“等待”在我们人生中无处不在，等待是常态，等待是人生的一部分，等

待与你我息息相关。生活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等待，它们有的短暂，有的漫长，但无论什么

等待，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话题较宽泛，写作时切忌空洞无物。应选择小角度切入，

比如等待成长，等待成功，等待每一次收获等。题干已给出题目，可根据生活实际进行创作。 

【参考范文】 

我的心在等待 

高山不语，是一种巍峨的等待，等待是一种彷徨的高大；日月不语，是一种奉献的等待，

等待一切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希望；历史不语，是一种凝重的等待，等待命运茫然惆怅之后的

收获。 

等待，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蛰伏，在积蓄，在等待。等待，是

一种姿势，一种平淡、宁静、优美的姿势，一种示弱的、 不易引起警觉和敌意的姿势，一

种无为无不为的姿势。等待也是一种美，一种含蓄的、悠长的、回味无穷的美。等待需要一

种心态，静如止水的心态，乐山乐水的心态。浮躁者不愿等待，故而，他们永远不能在等待

中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与等待为友，无论等待多久，一贯保持真诚的微笑；懂得欣赏等待，

就像欣赏雪落寒江，披着蓑笠的渔翁。等待，因为至柔至弱，所以至刚至强。长长久久的等

待，才会有精钢出鞘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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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是一座心灵的天桥，联结黑暗与光明，痛苦与幸福，幻灭与新生……等待，心在焦

躁不安地跳动，这不也是一种美丽吗？因为心中有一线希望，有一块绿油油的嫩芽地等着收

获。等待，漫长的黑夜、寂静的天空，星星总在眨着眼睛。这不是一种美丽吗？因为黎明的

阳光总会普照大地。等待，日子被思念拉得很大，让你有时间体会每一分每一秒的价值，让

你有机会倾听上帝的声音。一切都变得敏感而有生命，在等待中，你能感受生命。等待，也

许是痛苦、艰难而漫长的。生命在等待中孕育、成长、繁盛、衰弱、消亡…… 

有等待的时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有希望和失望的交替未尝不是一种美丽。你可以品味

这丰盛的经历，带着一张写满文字，画满图画的人生证书，完成客旅，回到 终的家园安歇。 

等待是壶中的白开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生的烈焰中，加热、沸腾、升华，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耀七彩的光辉。等待是生命中一朵独特的花蕾，竭力演示着生命的内涵和意义。

也许是使人感伤的一个过程，人在等待中更想了解生命的归宿和实质。 

席慕容曾经说：“每一条走过去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

都有不得不选择的方向。”人生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有选择，有磨难，然而更有我们的追求，

所以我们选择等待，等待时机的到来，等待那时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