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师之路 格木相助

2018 年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招聘考试

初中语文（学科代码:301）

本试卷共 7 页，全卷共 10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和答题题卡上指定位置。

2.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口的答案代码涂黑，答在试

纸和草稿纸上无效。

3.非进择题用黑色签字在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作答。答在答题卡上的非指定区域，

试纸，草稿纸上无效。

4.考试结束,考生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将其选出,并用2B铅笔把答

题卡上对应题题目的答案代码涂黑。未涂、错涂、多涂或填涂不规范均不得分。

1.下列加点字注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

A.社稷(jì) 风雪载(zaì)途

B.彪(piāo)悍 未雨绸缪(móu)

C.亘(gèng)古 戛(jiā)然而止

D泥淖(nào) 翘(qiào)首以待

2.下列词语书写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

A.选聘 颓塘 家喻户晓

B.嗥鸣 叱咤 功亏一溃

C.屏障 鸟瞰 鞠躬尽瘁

D.凛冽 慰籍 锋芒毕露

3.下列句中加点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金碧辉煌的落日映在空中，十分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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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黄发垂髫的孩童，都被这盛大的场景深深吸引住了。

C.有人说,生活提高了，生产就会提高,这是舍本求末的说法，实际上是生产提高了生活

才能提高。

D.我们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袖手旁观是不能得到知识的。

4.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且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了力量，树立了克

服困难的信心。

B.这个精致的灯笼将作为礼品赠送给今天得分最高的嘉宾。

C.由于这次交通事故，山南路地段的交通为此封了近三个小时。

D.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下列汉字没有会意字的一组是（ ）。

A.谁多構

B.问積精

C.社歌還

D.格慢神

6.下列作家作品搭配不山确的一项是（ ）。

A.福楼拜《坎特伯雷故事集》

B.狄更斯《双城记》

C.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D.但丁《神曲》

7.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传统语文教材的主体部分是“四书”“五经”。

B.《国文百八课》是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编写的开端。

C.语文课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语文”,此前一直称为“国语”或“国文”。

D.“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和“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是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的名言。

8.对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课标”演变过程描述正确的是（ ）。

A.前课标时期→课标时期→教学大纲时期→新课标时期

B.前课标时期→课标时期→教学大纲时期→教学大纲修订时期

C.课标时期→新课标时期→教学大纲时期→教学大纲修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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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课标时期→教学大纲时期→新课标时期→后课标时期

9.下列不属于“语文课程的基础性”的表述是（ ）。

A.为学好其它课程打下基础。

B.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C.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

D.为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提升文化选择力和促使社会语言生活发生巨变打下基础。

10.初中毕业生的识字量、课外阅读总量、背诵优秀诗文应该达到（ ）。

A.2500 个左右、100 万字以上、60 篇(段)

B.30000 个左右、200 万字以上、100 篇(段)

C.3500 个左右、400 万字以上、240 篇(段)

D.3500 个左右、500 万字以上、300 篇(段)

11.语文“课标”学段目标与内容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四个方面提出

要求，还提出了（ ）。

A.阅读与写作教学结合的要求 B.综合性学习的要求

C.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要求 D.基础性与选择性结合的要求

阅读下面的古诗词,完成 12-15 题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白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注】戴天山，山名，在今四用省境内

12.下列与“道士”以及“道家”信仰无关的思想（ ）。

A.清静无为 B.兼爱尚贤

C.淡泊自持 D.顺其自然

13.对诗句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写戴天山道士早起的见闻。

B.“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写戴天山道土居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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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无人知所去”反映出道士不受俗务羁绊，行踪不定。

D.“愁倚两三松”用动态写出诗人等待道士的焦虑不安。

14.对“溪午不闻钟”一句的含义与作用分析理解不当的是（ ）。

A.一路常有溪流声传来，可直到午间，还没有听到道观的钟声。

B.道士所在的道观里面没有钟或者没有打钟的惯例。

C.表现诗人对不遇道士的警觉与担忧。

D.在行文上有暗示、伏笔作用。

15.与本诗思想情感完全无关的表述是（ ）。

A.对大自然美景的欣赏喜爱

B.对超脱世俗的向往与追求

C.追求功名而不得的挫败感

D.访道士而不遇的失落感

二、文言文阅读题（本大题共四小题，共 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6-19 小题。

吴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二人者

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中，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言：“相王仁孝，遭荼

苦哀毁，以陛下为命，而自托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自昔翦伐

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

下幸甚！”累迁起居郎。

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

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

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

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

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

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

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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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

世谓今董狐云。

16.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2分）

①若信邪佞 佞:

②皇嗣且殆 嗣:

17.解释下列加点的词（2分）

①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 就:

②以史草自随 以:

18.翻译文中划线的句子（4 分）

①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下幸甚！

②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

19.选文主要续写了吴兢怎样的优秀品质？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2 分）

三、教学设计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15 分)

阅读下面的现代文,完成 20-21 题

湖底的书香

白荣敏

湖泊是造化的眉眼。那一汪清凌凌绿莹莹的湖水，使粗犷的大山增添一些柔媚。翠屏湖，

让汉子一样的闽东山区县古田，有了诗性的润泽。

翠屏湖是一个人工湖。我们造访的时节，还未进入汛期，发电用水使翠屏湖水位降低，

露出了一溜溜黄色的土棱。新建的溪山书画院就在景区的入口处附近，看着崭新的建筑，我

体味到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的用心，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旧溪山书院已没在湖底的某一处。

我的目光投向了烟波浩淼的湖面，那碧澄澄的深处还依稀闪现着朱子的身影。

宋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逆党”

名单 59 人，朱熹名列第五。朝廷对与“伪学”有牵连者，一片打压之声。原来与朱熹交游

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逃的逃，叛的叛。庆元三年，年近古稀的朱熹遭受奸人

迫害，为“伪学”和“党禁”之难，应古田门人邀请，从闽北建阳来到了古田。

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行走在古田的土地上，大难随时都可能降临。一般人到了这

样的境地，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孤凄、绝望，还能有什么作为!但穿透 817 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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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当年，那个年迈的身影在今日翠屏湖的湖底却脚步从容，目光坚定。他在溪山书

院讲学，为书院前的欣木亭题诗: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

这位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杰出的教育家，其一生为学“穷理及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在古田期间，他以溪山书院和地处杉洋镇的蓝田书院为轴心，来往于古田境内的螺峰、谈书、

魁龙等多个书院，巡视教务，设帐授徒，宣讲理学，培育后秀。这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头，

我行我素，顶风作案；又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心无旁骛，一心教学。他在随时有暴风雨

降临的暗夜里，把自身当作火把，点燃同行者的希望。

站在翠屏湖畔，望着这群山环抱中的浩瀚湖水，我似乎有所明白，内心的强大源自于站

位的高蹈、学问的高深，而这湖水一样柔软的坚强，也正是孕育着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据

说，溪山书院的前身是古田县东北的双溪亭。宋淳化年间，构亭山上，曰双溪亭。自朱熹遣

高足林用中至此地讲学，亭宇始得开拓。不久，朱熹为亭题匾曰“溪山第一”。溪山书院于

明嘉靖年间圮于水，崇祯年间按原貌重建。上世纪 50 年代，政府修建古田溪水库，书院被

淹没湖底。没于湖底的，当然还有整个古田县城。对于古田人民，这溢满书香的湖底，依然

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县城的建筑可以淹没，但是经过漫长时光培育起来的文化信仰、精神底

蕴已和深深的湖水融为一体。

古田安顿过朱熹晚年一段困厄的时光。朱熹在古田的门人，表现出了对理学的坚定信念

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他们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给朱熹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而

朱子的过化，为古田培育了浓浓书香，庆元党禁解除之后，古田的士人学子靠着正宗师承，

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时期就出了大约 100 名进士，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像张以宁、余

正健、曾光斗这样的人物。

时至今日，蓝田书院得以重修，朱熹的“蓝田书院”石刻被罩以玻璃进行保护，而且不

时在书院内举办各类知识讲座和国学班；还有人动议从水库中的溪山书院旧址里抢救朱熹碑

刻。从中我们看出，进入新世纪的古田，依然有人在缅怀朱子当年泽溉桑梓的功绩，思慕其

高尚坚忍的品格，赓续这源远流长的文脉。

这湖底的书香，已随着源源不断的电流，点亮了这片土地 。

20.读完课文,有同学产生了疑问:开头一段为什么要从翠屏湖写起？教师便组织大家讨

论,然后总结。如果你是这位教师，请写出简明的总结语。(7 分)

21.如果增选这篇文章为九年级的课文,请你概括并简要分析学生学习此文对提升思想

认识的价值。(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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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15 分)

阅读《马说》教学实录。完成 22-23 题。

师：“人尽其才”是实现人才价值的理想境界。但在封建社会很多人难以施展自己的才

能，这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今天，我们学习韩愈的《马说》与此相关。“说”这种文

体，我们以前学过，请大家一起解说。

生：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用以陈说某种社会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与现代杂文大

体相近。

师：很好，那么让我们再来了解作者韩愈，请看屏幕。自读，争取记住。

生：韩愈，字退之，号昌黎，著有《昌黎先生文集》，是唐代重要的思想家、散文家。

倡导古文运动，位居“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主张“文以载道”“文道结合”。他初入仕途，

很不得志，便写了《马说》。

师：现在，我们先听范读，注意字词的读音及朗读的节奏。屏幕上的字，是生字或多音

字，要会认真写。

生:（通过看注释或工具书，都会认会写乐、祇、骈、槽、枥、食、粟、石、见)

师：你们刚才听了有情有味的范读，也想展现一下自己的风采吧。下面，请自由朗读。

请同学们在小组内朗读，每人读一段，然后互相交流。交流的内容请看屏幕：1、不懂的词

句。2、文章的结构。3、作者的观点。

生：（先自由朗读，然后小组交流，教师巡视、点拨参与讨论疑难问题）

师：刚才，同学们交流讨论得很认真，也有了一些不错的发现。例如，第四组的同学能

发现“食”字在文中的有几个意思，第五组的同学知道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现在，我们一

起做一下文言文词语练习。对屏幕上例句中的“之”、“其”、“食”、“策”、怎么理解？

生：（争先恐后的讲自己的理解，老师适时给予赞扬，作必要的提示和补充。）

师:为了理解《马说》的精髓，我们一起研讨几个问题。(屏幕显示: 1.交代伯乐与千里

马的关系的是哪一句? 2. 表明千里马被埋没原因的是哪些语句? 3.千里马、伯乐、食马者

分别比喻哪几类人? 4.作者借千里马的遭遇抒发了什么情感? )

你可以选一个或几个问题， 准备好了就全班交流。

生:第 1 题，文中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表明伯乐更重要，甚至起者决定性作

用。第 2 题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是“食不饱，力缺乏，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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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嗯，很有见地!另外一组的同学好像急于发言了，请讲!

生:我觉得他刚才说的原因不够全面，还应补充“故虽有名马……以千里称也”这一句。

师:你补充得很有必要!第 3 题，我们一起回答吧!千里马、伯乐、食马者比喻哪几类人?

生：人才。善于发现人才的人。统治者。

师：统治阶级可以分为贤明的君主和平庸无能的君主，或残暴无比的君主，在这里我们

应该加上一个什么形容呢?

生：愚妄浅薄。

师:第 4 题,谁来?

生:作者借千里马的不幸遭遇，抒发了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悲伤情感。

师: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现人才，立了“人才兴国”“科技强国”的国策。那么，我们

再来讨论几个有意思的话题:1.假如你是伯乐,将如何对待你发现的千里马?2.假如你是千里

马，怎样才能奔驰千里?3.假如你还不是千里马，将怎么办呢?

生:(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其他同学间或赞许、补充、反驳、纠正)

师:关于“人才”问问题,我们就计论到这里，下面，我们分男女两组，用 8 分钟竞背你

们认为优美的句子。

22.分析该教师是如何做到“站在学生的角度教语文”的。(7 分)

23.分析该教师培养了学生哪些方面的语文核心素养。(8 分)

五、作文题(本大题共 1 小题,30 分)

24.任意选择下面两则材料之一,注意材料末尾的提问,按要求作文。

【A】人在成长过程中,在性格、习惯,能力等方面,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某些

主要是由于后天的原因形成的弱点,比如胆怯、冲动、懒隋、疏忽大意、学业上的长期偏科

等等,有的比较顽固，改变起来比较困难,需要付出时间、毅力、辛劳、痛苦甚至精神折磨

请你思考:为克服顽固的弱点而努力付出,是否有价值?

【B】遵守社会习惯、秩序、传统，多数情况下能给社会成员个人带来安全,但是这往往

意味着社会整体不能创新、发展、进步。而质疑与挑战秩序,则有可能造成个人被孤立,甚至

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也有可能陷入混乱甚至动荡。

请你思考:挑战习惯与秩序,是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



成师之路 格木相助

用一句简洁的话回答你选择的一个问题,并以这句话为标题、论点:举出与你的阅读、经

历和观察等方面有关的例子论证你的观点,写成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