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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一课时）

（每题 5 分，共 85 分）

一、课内基础

1.【付世凯课本改编】下列词语中的加点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衰颓．(tuí) 扒．窃(bá) 诽谤．(bàng) 豁．然开朗(huò)

B.祛．除(qū) 抹．杀(mǒ) 狡狯．(kuài) 得心应．手(yìng)

C.嫉．恨(jí) 豺．狼(cái) 量．杯(liàng) 卓．有成效(zhuó)

D.给．予(jǐ) 血脂．(zhǐ) 诅咒．(zhòu) 繁芜．丛杂(wǔ)

2.【付世凯课本改编】对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字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A.数载．(zài) 会晤．(wù) 指摘．(zhāi) 校．对(xiào)

B.商榷．(què) 殷．勤(yīn) 当轴．(zhòu) 砥．砺德行(dǐ)

C.訾．詈(zǐ) 弭．谤(mǐ) 造诣．(yì) 道义相勖．(xù)

D.切磋．(cūo) 肄．业(yì) 摒．弃(pínɡ) 能裨．实用(pí)

3.【付世凯课本改编】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

A．两全齐美 富丽堂皇 委曲求全 既往不咎

B．臭名昭著 覆水难收 相形见绌 别出新裁

C．关怀备至 真知灼见 礼尚往来 心心相印

D．蓬荜生辉 察言观色 谈笑风声 瑕瑜互见

4.【付世凯课本改编】下列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落言筌(捕鱼的竹器)

B．疏朗的清秋气息(稀疏而清朗，不繁密)

C．载诸史册(相当于“于”)

D．狡狯的精灵(诡诈，机灵)

5.【付世凯课本改编】下列各句中加点成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①文化传承，是要有载体有传人的，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中华文明若要绵延相续，不绝如缕．．．．，

希望就在孩子们身上。

②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疏忽，一点微不足道．．．．的失误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③这个贩毒组织近来购置了一批火力极强的武器，对他们而言这简直是如虎添翼．．．．，我边防检查站

的缉毒官兵倍感压力。

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运动健身受到热捧。教练提醒，健身塑形需要长期坚持，一旦放弃，

会导致髀肉复生．．．．，很快反弹。

⑤清晨，重庆 10 余万群众高举“舍身为人民，热血铸警魂”等字样的横幅来送别为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而临危授命．．．．的英雄周鑫。

⑥能够不断认识并提升自我才能让自己不断进步，然而网络“键盘侠”们却只盯着别人的过失，

对自身的问题却目不见睫．．．．。

A．①②⑥ B．①②④ C．③④⑤ D．③⑤⑥

6.【付世凯课本改编】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21世纪的中国有没有希望,关键在于坚定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广泛地学习

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

B.交通拥堵已经成为我市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市政府科学调配资金,加大了对道路建设的投资

力度,解放路立交桥的建成将大大减轻东西方向的堵车问题。

C.160多年来,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年轮不仅丝毫没有销蚀掉马克思这篇演说非凡的风采,而且其

深邃的思想、隽永的语言、厚重的文化,至今仍然让我们能够领略到经典的魅力。

D.这家老字号食品厂规模不大,但从选料到加工制作都非常讲究,生产的食品一直都是新老顾客

备受信赖的。

7.【王梦玉课本原创】下列选项中，对课文的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演讲开篇以精妙的比喻总结评价了 1848 年革命之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意义，同时极力赞叹

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

B. 接下来，马克思通过一个巧妙的对比把话头一转，从 1848 年革命谈及蒸汽、电力和自动走

锭纺纱机等“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自然地将话题转到工业和科学。

C. 作者通过我们无法感觉大气压力的夸张说法，提示听众去感受与思考这些“革命家”造成的

不易觉察的“革命气氛”，揭示了革命即将到来的反史趋势。这些为下文作了铺垫，将演讲引

向深人。

D.马克思在演讲开篇的回顾和高度评价，将那场声势浩大、场面壮阔的革命从听众的回忆中拉

至眼前，极易引起听者的共鸣，激发战友的战斗豪情，惊醒处于低潮中的怀疑论者。

8.【王梦玉课本原创】下列选项中，对课文第 3、4 段的解读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第 3 段开始， 演讲进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原因的集中阐释。

B.首先，马克思以极为坚定的语气，总括式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 19 世纪的特征——一方面

产生了工业和科学的空前力量，另一方面显露出衰颓征兆。

C.文中所说的“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对抗，与现代工业、科学技术进步的

两面性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抗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矛盾，而这种生产力与社

会关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D.在“讽刺”了一些党派对待这种对抗和矛盾所持的可笑态度后，马克思顺势抛出自己的主要

观点:要想使工业和科学这些社会新生力量发挥作用而又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唯有由新生的

人——工人以革命的形式来掌握新生力量。

9.【王梦玉课本原创】下列选项中，对课文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段演讲内容以“提出社会矛盾——分析社会矛盾——提出解决方法” 为基本思路，讲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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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晰，环环相扣，逻辑链条严密。

B.在分析阐述了主要观点后,马克思再次将演讲内容拉近听众，从两个层面鼓舞在场的无产阶级革

命战友们。

C.先充分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高度赞扬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成果，暗示同仁们不要因

为斗争被掩盖和隐瞒就放弃革命理想。

D.再以“菲默法庭”为例子，铿锵有力地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无产阶级担负着历

史的“执刑者”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通过描绘这样一幅广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图景，激励战友们

的战斗激情。

10.【王梦玉课本原创】下列选项中，对课文中比喻手法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演讲多处巧妙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深邃的思想以形象生动的方式表述出来。

B.开篇便将轰轰烈烈的 1848 年革命比作“细小的裂口和缝隙”，将无产阶级运动喻为“片汪洋大

海”， 两个比喻互相对照，无产阶级革命的磅礴气势和深远意义便不言而喻了，演讲的气势也在

比喻中升腾起来。

C.马克思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典故，还将资产阶级喻为“我们的勇敢的

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既风趣幽默，又拉近了与在场的英

国听众的距离。

D.文末，马克思谈到了“菲默法庭”， 颇有历史庄严之感，而最后一句“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

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更是将演讲推向高潮庄重有力，颇具感染力。这篇演讲有丰厚的历史积

淀，也有着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价值。

11.【王梦玉原创】下列对于课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克思旨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却首先从 1848年革命谈起，称其为“微不足道的事件”。

其评价与听众的期待产生了巨大落差，从而一开始就抓住了听众。

B．当时，近代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革命已经过去，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C．马克思在演说中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喻为“一片汪洋大海”，一旦它汹涌动荡起来，就能把“由

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

D．机器减少了人类劳动，使劳动更有成效。却带来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这说明工人们受到的

剥削压迫之重。

二、旧知回顾

12.【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解释不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 不能独完．（保全） 始速．祸焉（招致）

B. 六国互．丧（相继） 盖．失强援（因为）

C. 非兵．不利（兵器）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胁迫，挟持）

D. 率．赂秦耶（概率） 洎．牧以谗诛（等到）

13.【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始有远略 始：起初。

B. 洎牧以谗诛 洎：等到。

C. 后秦击赵者再 再：两次。

D. 李牧连却之 却：退却。

14.【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当：应当。

B.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为：作为。

C. 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诚：实在。

D. 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 礼：以礼相待，礼遇。

15.【杨经环（学科网）】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六国互．丧 互：相继。

B. 能守其土，义．不赂秦 义：道义。

C. 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判：决定，确定。

D. 非兵．不利 兵：兵器。

16.【杨经环（学科网）】 对句子中加点字的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 与战败而亡．者 亡：失去。

B. 与．嬴而不助五国也 与：参与。

C. 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从：跟随。

D. 固．不在战矣 固：本来。

17.【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各项中，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思厥．先祖父 厥：其，他们的，泛指六国的。

B. 胜负之数． 数：次数。

C. 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判：决定，确定。

D. 思厥先．祖父 先：对已去世尊长的敬称。

18.【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盖．失强援 盖：因为。

B. 始速．祸焉 速：招致。

C. 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 下：向下。

D. 苟．以天下之大 苟：如果。

19.【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句子含通假字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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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洎牧以谗诛 B. 则胜负之数 C. 奉之弥繁 D. 暴秦之欲无厌

22.【杨经环（学科网）】下列对《六国论》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宗明义，提出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论点。先双重否定，后又设问，从而使这一论断更

加鲜明突出。

B. 在充分论述赂秦之害的基础上，用巧妙的引用、精当的比喻，说明了赂秦必亡的道理，从而有

力地支持了中心论点。

C. 通过诸侯割地赂秦而造成双方土地数量消长的鲜明对比，证明了“赂”的损失与战败的损失差

不多。

D. 割地赂秦不但不可能换来和平保全自己，反而助长了秦的侵略野心和实力，造成颠覆的下场。

23.【杨经环（学科网）】下列有关古代文化常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论”是中国古代一种论文文体。《昭明文选》里将“论”分为两类：一是史论，二是政论。

政论即“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如《六国论》。

B.“诸侯”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汉朝分

王、侯二等。诸侯有自己的封地，面积大小一样，必须服从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

C.“郡”是古代的行政区域，始见于春秋时期，不同朝代称谓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立郡，

汉增加郡的数量，隋唐废郡设州，明清称府。

D.“六国”指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因为都在崤山以东，也被称为“山东”六

国。

24.【杨经环（学科网）】 下列关于《六国论》的作者和文章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位列 “唐

宋八大家”。

B．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然后就中心论

点层层深入，脉络清晰，结构完整。

C．文章借评析六国灭亡的根源——“弊在赂秦”，讽谏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历史教训，

否则，其结果将比六国更为悲惨。

D．本文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有反问、夸张、对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相得益彰，增

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三、课外拓展

（一）【王梦玉学科网】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战友和同志。在他们长达 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
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结成了兄弟般的感情和同志式的友谊。这种兄弟般

的情感和同志式的友谊,( )。
珍视友谊,热爱共同的事业是他俩弥合矛盾的根本密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而结成深厚友谊的同志和战友,在共同的事业中,两人从繁芜丛杂的文献资料中寻找社会发展

的规律,在一次一次问题争辩中 ,找到解决问题症结的办法;在处理因不幸遭遇的

影响而导致感情裂痕上适可而止, 陈述原委,检讨错误和过失,及时弥合矛盾。长相

知,不相疑,肝胆相照, ,风雨同行。视友谊为生命,以事业为根基, 住了漫

长而复杂的革命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建立了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理想、伟大事业的友

谊。

25.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在他们长达 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结成了同

志式的友谊。

B.在他们长达 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产生了兄

弟般的感情。

C.他们在长达 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产生了兄

弟般的感情,结成了同志式的友谊。

D.他们在长达 40年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始终如一地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结成了同

志式的友谊,产生了兄弟般的感情。

26.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他们伟大友谊的密码是什么?经受过怎样的磨难与考验?
B.经受过怎样的磨难与考验?他们伟大友谊的密码是什么?
C.是世间少有的真情实谊,值得后人仿效与敬仰。

D.值得后人仿效与敬仰,因为它是世间少有的真情实谊。

2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豁然开朗 冷静地 休戚相关 抵抗

B.茅塞顿开 冷静地 休戚相关 经受

C.茅塞顿开 理智地 休戚与共 经受

D.豁然开朗 理智地 休戚与共 抵抗

（二）【王梦玉改编】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题。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 2010 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亲爱的 2010 届毕业生同学们：

你们好！首先，为你们完成学业并即将踏上新的征途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在华中大的这几年，你们留下了一生中特殊的记忆。你一定记得刚进大学时的那几分稚

气，记得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记得在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

与快意。可是，你是否还记得强磁场和光电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记得人文讲坛上精神矍铄的先

生叔子？记得应立新老师为你们修改过的简历？但愿它能成为你们进入职场的最初记忆。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

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住了正义；你们一定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

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住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

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几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记得你们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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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寻亲，记得你们在公德长征路上的经历；记得你们在各种社团的骄人成绩；记得你们为中国

的“常青藤”学校中无华中大一席而灰心丧气；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

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大学子做

什么？

我记得你们中间的胡政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创造了本科生参与研究的奇

迹。我记得“校歌男”，记得“选修课王子”。我同样也记得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濒临退学的学

生与我聊天时目光中透出的茫然与无助，他们还是华中大的孩子，他们更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记

忆。

我记得你们的自行车和热水瓶常常被偷；记得你们为抢占座位而付出的艰辛；记得你们在寒

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的饭菜常常让你们生气。我当然

更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们绝不赚学生一分钱”，也记得你们对此言并不满意。只要我们共同记

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

同学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即将背上你们的行李远离母校。请记住，面对岁月的侵蚀，你

们的烦恼可能会越来越多，考虑的问题也可能会越来越现实，角色的转换可能会让你们感觉到有

些措手不及。也许你们会选择“胶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蜗居，成为蚁族的一员。没关系，成功

更容易光顾磨难和艰辛，正如只有经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请记住，别太多地抱怨，成功

永远不属于整天抱怨的人，抱怨也无济于事；请记住，别沉迷于虚拟的世界，还得回到现实的社

会；请记住，“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是华中大的精神风貌，也许也是你们未来成功的真谛；

请记住，华中大，你们的母校。“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多么朴实精辟！

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如果问你们关于一个字的记忆，那一定是

“被”。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

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尽管你们不喜欢“被”，根叔还是想强加给

你们一个“被”：你们的未来将“被”华中大记忆！(有删改)

【主观一】【句子含义题】如何理解“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

方”这句话？

Ⅱ卷

【主观一】【句子含义题】如何理解“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

地方”这句话？

四、理解性默写

12.《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举例说明先王做事也会招致百姓反对，不只是朝廷士大夫反对，

的句子是： 。 ，＿ 。

13.《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自言与司马光交情很好，但在政治上却常有不同意见的句

子。 , 。

14.《答司马谏议书》中，表明王安石对当时士大夫苟且偷安、墨守成规、随和世俗的不满的句

子是： ， ， 。

15.从《答司马谏议书》中的“ ， ”可看出王安石对变法招

来的怨诽早有预料。

16. 《 答 司 马 谏 议 书 》 中 ， 直 接 点 明 二 人 政 治 上 不 投 合 的 原 因 所 在 的 两 句

是： ， 。

17.《答司马谏议书》中，“ ， 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

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18. 王 安 石 在 《 答 司 马 谏 议 书 》 中 ， 最 后 正 面 表 明 态 度 ：

“ ， ， 。”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

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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