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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试题 

注意事项 

1．考生要认真填写考场号和座位序号。 

2．试题所有答案必须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第一部分必须用 2B 

铅笔作答；第二部分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作答。 

3．考试结束后，考生须将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收回。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明大爷 

苏龙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这一带丘陵山岭、田间地头郁郁葱葱，弥漫着浓

浓刺鼻味道。明大爷很喜欢站在高处欣赏这一片片绿，压根不讨厌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反而感觉精神亢 奋、神清气爽。这时的明大爷两手叉腰，嘴里含着烟斗吧嗒着，好像

是威武的将军在检阅大部队。 这丘陵山岭、田间地头种的是黄烟。用明大爷的话说，

咱种的是黄金呢。 

别看明大爷话说得轻巧，其实他心里明白：文钱苦路来。用明大爷的话说，养个娃

都没有那么累人。明大爷的烟叶不论在质量还是等级纯度上都胜人一筹，因而他的烟叶

每斤可卖得二十元左右，其他村民每斤卖得十五元算是不错的了。别人的独门技术都是

藏着掖着，明大爷偏不，但凡村民慕名上门讨教，他会毫不吝啬地传授种烟技术。 

明大爷还有一个绝活，即便把烟叶切成丝，他都能够凭着眼睛看、鼻子闻、嘴巴抽，

判断出烟叶的好中差，说出是在沙地种的还是岭地种的，甚至能在面前摆放的几抓烟丝

中认出自家种的烟来，村人无不拜服。 

烟贩圏里对明大爷也是满口的赞，因为明大爷对自家生产的烟叶绝不以次充好。某

日一烟贩重金定下了他的几个上等好的“烟包"，约定过几天来取。明大爷家里人瞒着

他拆开“烟包"，抽出一些烟叶，换上一些稍差的烟叶。明大爷得知后，暴跳骂人，马

上追回烟贩运走的''烟包"，当着 烟贩的面把“烟包"拆开，重新换上好烟叶，还多送

了几斤权作赔礼道歉。 

烟好人实诚，烟贩们自然都抢着要明大爷的“烟包"，甚至来年的定金都先放好了。 

烟好，烟贩盯上，自然偷儿也盯上。明大爷好两口，今年八月份的一个晚上，村人

约他去喝酒，喝得头重脚轻回来，发现养的大黑狂叫不停，回过神来才发觉两包上等"

烟包"消失了，明大爷 一下子酒醒趴坐地上，心像被挖去般剧痛，数天心神不定。 

村口耸立一株大苦楝树，是村民纳凉聊天的好去处。一天，临近晌午时候，村民陆



续收工回 来。大家散坐在大树下“倾大炮"（聊天），自然地掏出旱烟袋，都招呼别人

品尝自己的烟。大家都知道明大爷的烟好，都抢着伸着手往他的烟袋抓。明大爷眯着眼

睛看着笑着，心里很受用，心理阴影面积一下消减了不少。 

这时候，明大爷的眼睛猛地一亮，准备装烟丝的手停住了，他眼睛望去的对面，一

个人正在用烟纸卷烟。迎着明大爷犀利的目光，那人的眼睛就躲闪了一下。明大爷心里

一下子有数了。他深深呼吸一口气，手撑树根爬起来，走向那人，挨边坐下，轻轻开

口:“老弟，尝一下你家的靓烟。”那人脸色就有些刷白，犹豫一下，把烟袋递给了明

大爷。明大爷就小心掏出一些，看了看，闻了 闻，赞道：“好烟好烟。"然后塞在烟锅

里压实，点火，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眯着眼，很陶醉。两人抽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着，都心里有事。抽完几个回合的烟，倾了一会“大炮"，大伙儿心满意足地回家吃午

饭，留下明大爷和那人。 

明大爷很郑重地开口了：“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你瞧我，儿子女儿起房、孙子

孙女读书都得帮衬点，是不？"那人连连点头称是。明大爷又接着说：“就像你，憋住

气力供两个小孩读大学，家里两个老的又常年跑医院，唉，的确不容易。”那人嘴里吧

嗒着，眼圈转红了。明大爷紧缩两颊猛抽一口，说：“这样，来年我给你留一些好烟苗，

挑一块好地给你，嘿嘿，保管你产出好烟卖出好价钱，有了钱，家里少的老的读书看病

就不愁啦。”那人嘴巴翕动了一下，舔舔嘴唇刚刚开口：“叔，我……”明大爷按住了

他的话头，轻拍那人肩膀说：“啥都别说了，路走对了，不愁发不了财。" 

太阳落山时分，像以往那样，明大爷砍肉提酒，一路披着霞光找村人喝酒。月挂苦

楝树枝头的时候，他深一只脚浅一只脚回来，到家进门倒床就睡，瞌睡虫袭来，他硬撑

眼皮顶着。 

夜深人静，月光如洗。 

这时围墙外传来一阵脚踝树叶的吱吱声，跟着是噎哆两次重物落地的闷响。醉眼迷

离的明大爷就笑了，他贪婪地抽动鼻子簌簌响，他闻到了久违的味道，瞌睡虫再袭来的

时候，他枕着这种味道沉沉进入了梦乡。 

大黑一整晚很奇怪地没有叫。当然没有叫啦，因为明大爷下午时候早早把它牵到了

儿子家 关着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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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小说第一段对春暖花开时节丘陵山岭、田间地头的环境描写，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

息，为故 事的展开提供了自然背景。 

B．小说注重用细节表现人物心理，“那人脸色就有些刷白，犹豫一下”这一细节,形



象地突出了 “那人"内心的紧张。 

C．小说语言质朴、幽默。“倾大炮”“瞌睡虫”等方言俗语的使用，增强了小说的生

活气息，又使语言显得幽默风趣。 

D．结尾处写明大爷“闻到了久违的味道”，这既表明烟包失而复得，也暗含着明大爷

对“那人” 知错能改的欣慰之情。 

2．小说中的明大爷主要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 

3．小说写明大爷的“绝活”这一情节,有什么作用？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2．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报纸的故事 

孙犁 

①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

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

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

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

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②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

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

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 

③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

我们当课文讲。最吸引我的是沈从文编的艺副刊，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 

④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

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⑤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多少钱？” 

“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⑥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

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念了。白

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

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

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是在我们结

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

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⑦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

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⑧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

份《小实报》不行吗？” 

⑨《小实报》是一种市民小报。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

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多卖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

去两篇稿子。 

⑩我原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来自取的，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

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

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

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我坐在柴草

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

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⑪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

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 

“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没有。” 

⑫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

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⑬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

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的旧



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

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

意思？这样我们可以省下几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听她讲的很有道理，

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糨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

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

不能出门的日子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喜爱

的文章了。 

（1982 年 2月 9号） 

1．分析第⑩段描写“我”居所环境的作用。 

2．第⑪段写“我”与妻子的对话，文字俭省却别有深意，请加以赏析。 

3．第⑬段说“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这句话是如实描写还是反讽？请结合全文，

加以分析。 

4．评价“我”的形象。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曾几何时，实体书店似乎不吃香了，就连作为城市地标的一系列特色书店都难以为

继，纷纷销声匿迹。究其原因，有自身经营不善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阅读习

惯、购买习惯以及纸质书阅读率下降等是导致实体书店式微的主要问题所在。从价位上

讲，实体书店的书往往比网络平台贵；从阅读体验上说，大老远来到店里，站着捧读一

本书的感受远不如在自己家滑动鼠标，快速浏览最新、最潮的作品来得简捷和过瘾；从

阅读内容的广度上说，似乎也是网络阅读有着明显优势。在网络阅读盛行的大潮冲击下，

实体书店的低迷似乎已是必然趋势。 

为打造书香城市，北京、上海等地大力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北京市今年将投入 5000

万元，扶持约 150 家书店，到 2020 年可打造 15 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政策的“回暖”

减轻了书店的经营压力，增强了发展信心，但若想真正实现实体书店的满血复活，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新式实体书店要想回暖，就要放开思路，不断创新。以书为媒，通过“书

+X”模式，打造体验式消费场景，阅读者在享受“读”的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吃、

喝、购等一系列需求，书店成为休闲放松好去处。有些书店空间设置不合理，书籍陈列

杂乱、书籍内容陈旧；有些书店自身经营僵化，千店一面，如此一来，自然很难构成对

读者的吸引力。同时，一些大型书店的门市网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县级以上城市；而社

区书店、乡镇书店、校园书店等则相对稀缺，老少边穷地区的书店资源明显不足。如此

局限性，都让这些书店因为不够“专业”而惨遭淘汰。从细节上观察，新型商业书店为



读者提供了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颠覆着传统书店板着面孔卖书的经营理念，引领着

行业走入创新型、复合型和生活化的新时代。创新商业经营，融入慢调生活，其定位在

丰富线下体验和优质服务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摘编自《实体书店回暖还需“三把火”》，河北新闻网） 

材料二 

图 1：年实体书店图书销售额变化趋势图（单位：亿元，%） 

 

注：同比增长是指和上一时期、上一年度或历史相比的增长（幅度）。 

图 2：全国第十五次国民阅读调查一人均纸质阅读量（单位：本） 

 

（以上两图资料来源：前瞻网，2019.3.15） 

材料三 

为了顺应时代，许多书店纷纷开始关注颜值、经营业态，将图书零售与餐饮等结合

的“混合型经营”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方式。而大河书局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的可

能，将学校原有图书馆改造为校园阅读中心，阅读中心集图书馆、阅览室、校园书店功

能于一体，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学校图书馆存书更新慢、借阅率低等问题，满足学生广泛

的阅读需求。此外，大河书局还建立了线上阅读评测系统，引入并推广分级阅读体系，

跟踪生成阅读素质白皮书，有效解决学生阅读效果问题；这也发挥了校园阅读中心的社

会职能。 

不过，无论市场环境怎么发展，图书选品依然是一家书店的核心，也是书店之所以

成为“书店”的原因，这就涉及到图书出版等行业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新技术会为出

版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阶段可以基于 AR 技术，将纸质出版物、3D 模型、2D 动画、



360 度全景、小游戏等资源融合起来，带给读者全方位的阅读体验。出版单位可以基于

这些技术，从提供内容向提供精准服务转变。AR 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将有

效地推动出版业向智能化、个性化发展，并给读者带来交互的阅读体验。 

（摘编自《实体书店的“未来趋势”：新技术会带来何种改变》光明网，2020.01.10）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实体书店的发展走向衰落，难以为继，既有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自身

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 

B．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书店或网上阅读凭借价格便宜或选择多样等比

实体书店更具有发展优势。 

C．虽然受线上销售的影响较大，但年我国实体书店的图书销售规模仍保持在 320 亿元

以上，体量较大。 

D．近年来，多地出台政策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增强了实体书店经营者的信心，为实体

书店回暖增添了助力。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受线上渠道崛起等的影响，线下实体书店已经步履维艰，结合销售图书之外的产品

来维持经营，是一种较常见的方式。 

B．图书选品是一家书店的核心，无论市场环境怎么发展，书店的发展与图书的质量、

品类以及出版行业的创新密切相关。 

C．尽管实体书店的发展一度受到冲击，但一直以来，国民人均纸质阅读量仍在不断提

升，实体书店的发展也会迎来春天。 

D．随着 AR 的发展，AR 技术将不断升级传统阅读，能有效地推动出版业向智能化、个

性化发展，并给读者带来新的体验。 

3．结合材料，请概括说明应该从哪些方面促进实体书店不断发展。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王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领节钺．．，奏承元为观察支使、朝议郎，兼监察御史，

年始十六。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发丧，大将谋取帅于旁郡。时参谋崔燧密与握

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

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因以诸将意赞之承元谓诸将曰：“诸

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齿幼，欲使领事。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诸公能从之乎？”

诸将许诺。遂于衙门都将所视事，约左右不得呼留后，事无巨细，决之参佐。密疏请帅，

天子嘉之，授检校工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邻镇以两河近



事讽之，承元不听，诸将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赍诏宣谕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

元与柏耆于馆驿召诸将谕之，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诘之日：“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

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诏迟留，其罪大矣！”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厉诸将，

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承元出镇州，所从将吏有具器用货币而行

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从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从事将校有劳

者，亦皆擢用。俄而移镇鄘坊丹延节度使，便道请觐，穆宗器之，数召顾问。未几，改

凤翔节度使。凤翔西北界接泾原，无山谷之险，吐蕃由是径往入寇。承元于要冲筑垒，

分兵千人守之，赐名曰临汧城。凤翔城东，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

以环之。承元宽惠有制，所理称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于平卢，册赠司徒。 

（节选自《旧唐书·王承元传》）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

因以诸将意赞之/ 

B．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

/因以诸将意赞之/ 

C．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

因以诸将意赞之/ 

D．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

因以诸将意赞之/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节钺指符节与斧钺，古代授予大臣作为权力的标志，被授予节钺的大臣称为持节。 

B．元和指年号。年号是汉武帝始创的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如太和、天宝、庄宗、穆

宗等。 

C．工部，古代中央官署名，六部之一，是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构，长官为工部尚书。 

D．烽火。古代边防报警时所烧的烟火，遇有敌情时通过点燃烟火迅速传达报瞥信息。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承元少年得志，屡获举荐。他年仅十六岁，就被兄长奏请朝廷，担任过观察支使、

朝议郎、监察御史等多个职位。 

B．王承元不重名位，效忠国家。诸将因他年幼想让他接任亡兄之职时，他拒绝接受，

后因诸将答应一起效忠国家，才同意就任。 

C．王承元忠君奉诏，劝谕部下。他不恋先祖旧地，密奏朝廷请求另派节帅，在柏耆宣

诏时积极劝谕号哭喧哗的将领们接受诏令。 



D．王承元守职尽责，治政有方。他任凤翔节度使时，在要道修筑堡垒防止吐蕃人侵，

在凤翔城东增加城垒护卫居民安全。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遂于衙门都将所视事，约左右不得呼留后，事无巨细，决之参佐。 

（2）承元厉诸将，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 

 

5．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各题。 

送友人入蜀① 

李白 

见说蚕从路②，崎岖不易行。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③。 

[注]①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 743 年)，诗人当时在长安受到权贵的排挤。②蚕丛．古

蜀王名。蚕丛路：指入蜀的道路。③君平：西汉时人，曾在成都以算卦占卜为生。 

1．李白，字太白，号__________________。 

2．对本诗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 

A．首联写入蜀的道路艰险，表达了诗人临别时对友人的关切和提醒。 

B．颔联就“崎岖不易行”的蜀道进行具体描画，有主观想象的色彩。 

C．颈联写客栈芳树笼罩，春城江流环绕，展现了蜀道上瑰丽的风光。 

D．尾联既表达了对朋友的劝慰，也寄寓了诗人自己仕途失意的感慨。 

3．颔联中的“起”和“生”两个字均用得巧妙，请简要赏析其表达效果。 

 

6．按要求填空。 

（1）_________________，为谁流下潇湘去？（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2）塞上长城空自许，____________。（陆游《书愤》） 

（3）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几句，从对方着

笔，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采用同样手法的

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根据下列情境，完成后面的题目。 

欢歌热舞闹新春。春晚是几代人的“春节标配”，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是除夕

夜人们的共同期盼。下面是 2019 年以“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为主题的春节联欢



晚会的部分节目。 

请从下列五个节目中选择两个作为上下节目撰写一段串词，不超过 90 字。 

①《我们都是追梦人》（歌舞）    ②《妙言趣语》（相声）   ③《锦锈梨园》（戏曲） 

④《可爱的中国》（朗诵）        ⑤《占位子》（小品） 

8．《红楼梦》里用“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描写两个主要人物，请写出他

们的名字，并选择其中一个人物，结合具体事件介绍其性格特点。80 字以内。 

 

9．    ①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2017 年 4 月进入前期筹拍，9月 6日

开拍，2018 年 4 月 1 日全剧杀青，12 月 25 日开播。播出后，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该

剧台词漏洞百出，出现了“手上的掌上明珠”“听过一些耳闻”等显而易见的病句，以

至于不少语文老师将其台词作为教学范例。虽然剧方已经在 DVD 版本中将出错的台词进

行了重新配音和配字幕，但不少网友仍质疑该剧编剧水平不过关。 

②87 版本的《红楼梦》，1983 年筹拍，1984 年剧组在圆明园办了夏季培训班，还

邀请了 20位红学专家组成顾问团，拍摄共耗费了三年的时间，1987 年春节试播六集。

87 版《红楼梦》经久不衰，成了影视剧史上的“东方明珠”，被无数后人瞻仰。 

同样是电视剧，一个遭人质疑，一个经久不衰，为什么？请你给《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的编剧写一封信，谈谈你对此事的看法。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

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C 

2．①大方。明大爷对自己种烟的独门技术从不藏着掖着，凡有人请教，都毫不吝啬传

授。②实诚、讲信誉:卖给烟贩的烟绝不以次充好；家人瞒着他坑了烟贩，他追着去换

回来。③善良，大度：处理被偷的烟包事件中，既教育了那人，也保护了那人的尊严。

发现小偷后，并没有当众揭对方的丑，而且还体谅对方的难处,决定帮助他。 

3．①为后文情节发展做铺垫，让情节更合理：因为绝活，明大爷能轻易认出自家的烟，

才能看一眼就能确认偷烟人。在结尾时他才能闻到这“久违的味道”。②表现人物形象特



点，突出了明大爷是一个有极高职业技能的种烟人。③明大爷的奇特的“绝活”，激发了

读者的阅读兴趣。 

【解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分析鉴赏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能力，此类试题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从

考查的范围来看，既涉及全篇，又侧重局部；从考查的角度来看，既有对主旨的探究，

也有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解答此类题首先要通读全文，整体感知；其次明确主旨，关注

手法；最后逐一将每个选项回归原文，结合文章主旨做出准确判断。 

C 项，“小说语言……幽默。“倾大炮”“瞌睡虫”等方言俗语的使用……使语言显得

幽默风趣”错误，这篇小说的语言质朴，“倾大炮”“瞌睡虫”等方言俗语的使用增添

了语言的生活气息，但并不幽默。 

故选 C。 

2．本题考查鉴赏人物形象的能力，分析人物形象首先应从身份、地位、修养、气质等

总体上把握人物形象特点，然后根据文中描写这个人物言行举止的语句，以及作者的议

论，或者作者借作品中其他人物对他的评价的语句直接提取或概括，然后分点作答。注

意各点之间不要重合、不要相互包含，答题不要只简单的回答性格特征，还要做必要的

解释。 

第二段，“别人的独门技术都是藏着掖着，明大爷偏不，但凡村民慕名上门讨教，他会

毫不吝啬地传授种烟技术”体现明大爷是个大方的人。 

第三段，写明大爷的“绝活”，表现了明大爷是个极具职业技能的人。 

第四段，“明大爷家里人瞒着他拆开‘烟包’，抽出一些烟叶，换上一些稍差的烟叶。

明大爷得知后，暴跳骂人，马上追回烟贩运走的''烟包"，当着 烟贩的面把‘烟包’拆

开，重新换上好烟叶，还多送了几斤权作赔礼道歉”体现明大爷是个实诚、讲信誉的人。  

第八、九段，主要写明大爷发现了小偷但并未当众揭对方的丑，而且还体谅对方的难处,

决定帮助他，这体现明大爷是个善良、大度的人。 

3．本题考查对文中语段作用的分析概括能力，此类试题一般要从语段的内容出发，结

合文章语境和主旨，从情节结构、内容主旨、人物塑造、手法效果等方面分析。 

情节结构方面：为后文情节发展做铺垫：明大爷因为有能轻易认出自家烟的“绝活”，

才能看一眼就能确认偷烟人，在结尾时他才能闻到这“久违的味道”，从而知道是小伙

子来还烟了。  

人物塑造方面：用明大爷的“绝活”突出了明大爷是一个有极高职业技能的种烟人。 

手法效果方面：明大爷奇特的“绝活”，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点睛】 

小说从大的范畴上讲属于记叙文，只是比一般的记叙文复杂一点，可以从四方面组织阅

读。 

1.理清事件发展的线索和过程，把握小说的结构。要搞清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

因、经过和结果，记叙中具体的明线是什么，暗线又是什么，再具体分析结构。通过这

些具体的分析，就可以整体把握小说的大致内容了。 

2.分析小说的表现手法。小说的表现手法较多，应着重分析小说的情节、环境以及细节。

小说一共有几个情节，用了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侧重表现人物的哪些方面，处于怎样

的环境等。 

3.鉴赏人物形象。阅读小说一定要把握人物形象的特点，小说通过情节刻画，表现了主

人翁哪些具体的特点，这一形象又有怎样的作用。 

4.归纳作品的主题。通过事物和人物叙写，就可以大致把握作者在文中流露出的态度，

进而去推测小说的主题。 

2、1．内容上，突出环境的偏僻、贫穷；结构上，照应前文的“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

同时这样的环境与“我”订报纸的“奢侈”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一种反差式的幽

默。 

2．语句简短又参差错落，富有诗意；暗藏敏锐的机锋，蕴满意趣。 

3．我认为这句话是如实描写。理由：妻子并非不善解人意，而只是迫于生活压力不肯

拿钱给“我”买报纸；“我”也能理解妻子的不易；夫妻二人感情还算融洽。如认为是

“反讽”，言之成理即可。 

4．“我”是一个失业在家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眼界、有上进心、不甘沉沦的人；明

事理，善解人意；乐观、坚强。 

【解析】 

1．本题考查学生鉴赏环境描写作用的能力。解答这类题目，首先要回顾小说中环境描

写的作用有哪些，然后结合环境的特点以及环境描写所在的位置来分析作用。一般可从

内容、手法、结构等方面分析。题目是分析第⑩段描写“我”居所环境的作用。 

首先找到这些描写，“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的小胡同”“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

然后分析环境描写的特点，由“弯弯曲曲”“黄土”“小胡同”“堆满柴草农具”可以

看出“我”居所环境很偏僻、贫穷。再分析这样描写的作用，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人竟

然肯舍得花三块钱来订报纸，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反差，无怪乎连送报纸的都“上下打量

我两眼”；同时在结构上也照应了前文的“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

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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