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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2021 SPM 华文试卷新格式

题型与内容

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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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三

（口语评审）

口语评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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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SPM 华文试卷一

肺腑之言

1. 平时要训练能在指定时间完成应用文与作文，别“只进一次考场”，平时除考试外，至少要有

5 次 在指定时间完成作文的经验。

2. 作答时间分配：

审题 + 拟大纲 — 10 分钟

书写 — 60 分钟

检查 — 10 分钟

3. 通过平时的练习确定自己擅长的文体，然后收集并背诵相关素材。

4. 入考场前，放松心情。心中反复预习写作的技巧和准备的素材，不熟悉的才看笔记。

5. 拿到考卷时请仔细审题，然后写下每个段落的的重点（几字或短语就好）。

6. 审题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文章中心思想的确立，材料的选择，将影响全篇内容是否符合题目要

求，决定着构思能否按正确的方向展开。审准了题意，文章才会切题；否则，就会离题，甚至

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现象。交卷后以为自己写得很好，实际分数已失去一大半了。

审题过程中应掌握的知识

i) 审清题目蕴涵的主题

题目是一篇文章的名字，主题是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它们之间既不相同，但又有一定

的关系。如《回家》《父亲》从题目上看不出表达什么中心，考生选定题目后就得决定

该文章的主题或中心思想。《街角的感动》《庆团圆》从题目上明显可以看出要表达什

么中心。像《飞吧，年轻的心》《走自己的路》题目中则含蓄地表明主题或象征意义。

ii) 审清要求写作的内容

审题时要弄清，记人写什么人，用几件事写人；写事写什么性质，有意义的、有趣的、

还是内疚的、接受教训的……写什么限制条件下的事。如《街角的感动》《手足情》

《牵妈妈的手》《乡间小居的日子》。

iii) 审清要求取材的范围

要从题目上理解取材的时间范围如《庆团圆》，空间范围如《街角的感动》，数量范围

如《一张奖状》，关系范围如《同窗情》。

iv) 审清文章题目的重点

要从题目上揣摩重点。如《一句话的力量》，中点在“力量”，那句话到底有什么“力

量”？《街角的感动》重点在“感动”。为什么会“感动”？



5

v) 审清题目要求的体裁

有些题目较明显地表示了对体裁的要求，考生千万别写错。有些题目则是开放文体，给

予考生选择文体的自由，但考生不能把文章写成没有文体特征的“四不像”。

7. 写作时要注意多点题。一篇文章中。最少要有三处点题。这样才会避免跑题，偏题现象。点题

的最佳位置：第一段最后一句话：每一段的段首或段尾的概括句：最后一段，也不要忘记点

题。

8. 写作时注意文章的开头与结尾。古人认为文章的结构应该是：“凤头、猪肚、豹尾”。那意思

是说，开头要像凤凰的脑袋一样，漂亮、优美；中间的主干部份，要像猪的肚子那样，充实饱

满；而文章的结尾，则应该像豹子的尾巴，很有力量。

9. 尽量少用耳熟能详的名人案例素材。调侃的说，如果每个考生的名人案例都大同小异（如爱迪

生、贝多芬、马云、哈拉德.桑德斯……），那批阅老师在批阅期间很可能要“宫刑”上百次。

10. 学习写作一般要走过 4 个阶段：

写作并不神秘 ——> 写作需要技巧 ——> 写作强调个性 ——> 写作就是生活

文体的特点与核心内容

性质 / 特点 方式 要素

记叙文 记人叙事、反映生活、表达感情 以叙述为主要表达方式
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起因、经过、结果)

说明文 解说事物，阐明事理
抓特征、将事理“说”

明白

议论文 证明或阐明某观点或主张
议论为主，运用概念、

判断、推理
论点、论据、论证

作文总口诀

写作不怕根基浅，勤学苦练能过关。

百遍锤炼成妙语，干遍推敲成佳篇。

实话三言和两语，胜过虚话干万言。

干锤百炼出好钢，千修百改出精篇。

话不在多而在精，文不在多而在新。

敲鼓妙在鼓声响，写作妙在心声真。

无情未必真豪杰，有情文章才绣锦。

恒心架起通天路，勤奋打开智慧门。

作文并不难，生活是源泉。

观察勤思考，留心最关键；

多读多积累，素材和语言；

开心就多练，兴趣第一关.

观察百日功，文章一朝成；

常说嘴不笨，常写手必顺。

文章要写好，腿脚要多跑；

文章不怕改，就怕难割爱。

写作莫偷懒，勤写天天练。

技法帮助你，会写美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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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函格式练习

根据提示，在横线上填写公函的格式。【种类：邀请】

试以修齐中学篮球队队长林治平名义，致函中华中学篮球队队长陈永浩，邀请前来进行篮球友谊

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写信人的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写信人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 (收信人单位和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收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收信人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⑥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⑦（称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⑧ (标题)

            △（活动宗旨)                    △（写信目的)                       

为了让两队队友切磋球艺和交流经验，本队欲邀请贵队进行一场篮球友谊赛。

             △（赞语)                  △（日期、时间、地点)

2.  素闻贵队球艺精湛，请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早上八时正，前来本校篮球场切磋球

艺。

                      △（要求回函)

3.  如蒙答应，请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前赐复。先此致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⑨ (写信人单位和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⑩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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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格式练习

           

根据提示，在横线上填写通告的格式。 【种类：吁请出席】

修齐中学华文学会举办阅读分享会。试以该会主席林治平名义，拟一则通告，吁请全体会员踊跃

出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发通告的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发通告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④ （对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 (标题)

       △（活动宗旨)                                                        △（日期)                 （时间)              （地点）

为了提高会员的阅读兴趣，本会将于在 2020 年 8 月 8 日（星期日）,晚上 7 时，在本校大礼堂举

办阅读分享会。

2. 本会将邀请著名作家刘墉前来主持阅读分享会。

                                                 △（活动详情)

3. 有意出席者请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前向本会秘书林思思同学报名。

           △(发通告目的)

4. 吁请全体会员踊跃出席阅读分享会，先此致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 (发通告的单位和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⑦ (署名)

考生作答通告时必须用下面的地址：    10， Jalan Maju

   50000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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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格式练习

根据提示，在横线上填写启事的格式。  【种类：鸣谢】

修齐花园成功举办社区资源回收运动。试以该花园居民协会主席林治平名义，拟一则鸣谢启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发启事的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发启事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④（标题）

            △（活动宗旨)                                                                 △（日期)                           （时间)

为了推广环保活动与培养团队精神，本会已成功在 2020 年 4 月 18 日（星期日），早上 8 时至下

                    （地点）

午 2 时，在民众会堂举办社区资源回收运动。

  
          △（活动详情)

2. 当天参与资源回收运动的居民众多，大家成功减少垃圾。

      △(发启事目的)

3. 感谢各位踊跃参与，先此致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发启事的单位和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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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SPM 华文试卷二

1）现代文解析：

i  概述文章

2009 年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杨氏保全项城的功劳。答案字数不可超过110。文后须注明确

实的字数。

审题：杨氏保全项城的功劳

主角：杨氏

保全项城：项城面对什么危机（起因）

功劳：她做出哪些努力？（发展）

最终：保全了项城（结果）

第一步骤：先阅读整篇文章，了解来龙去脉。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图谋袭击陈州。项城是陈州的一座小城，县

令李侃看到叛军来势凶猛，弹丸之地无险可守，想弃城逃跑。

事件

李希烈图谋袭击陈州，叛

军来了,李侃想弃城逃跑。

他妻子杨氏镇定地对他说： “敌寇来了，就要坚守城池。要是力量不

足，战死而已。你是县令，你逃跑了，还让谁来守?”李侃道：“不

是我不想守城，兵少财乏，有什么办法?”

杨氏说：“失守，这地就成了敌寇的地，仓廪府库里的粮食财物也都

成了敌寇的粮食财物，老百姓也成为敌寇的兵士，对国家还有什么好

处?如果把可能落在叛军手中的财物、粮食拿出来，用重赏招募不怕

死的人守城，保卫项城还是有希望成功的。”妻子的一番话坚定了李

侃守城的信心。

功劳一

杨氏劝他死守。她给李侃

分析当时的形势，并说县

城一旦失守，对国家没有

好处。她建议守城的方

法，坚定了他守城的信

心。

于是，李侃把项城官吏和百姓召集在一起，杨氏慷慨激昂地对大家

说：“县令，说是一县之主，但任期一满就要离去。其实你们才是一

县的真正主人。你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祖先的坟墓也在这里，就应一

道跟这里的土地共存亡。难道能够忍心丢了城池，去侍奉叛贼吗?”

说得大家热泪纵横，纷纷表示要齐心协力保卫家园。接着杨氏就宣布

号令：“凡是用瓦石打击叛贼的，赏钱一千；凡是用刀箭与叛贼拼杀

的，赏钱一万。”当场应募参战的就有几百人。

功劳二

接着，她说了一番话激起

军民守城的决心，募得几

百人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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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率领军民登上城头，严阵以待。杨氏亲自到灶下烧火煮饭，一一

分发给守城的军民。李希烈的叛军蜂拥而至，把项城团团围住。叛军

开始攻城，守城军民士气高昂。只见刀光剑影，弓弩响处，箭如飞

雨，瓦片、石块也交加而下，打得叛贼呼爹叫娘。

功劳三

她还煮饭给守城的军

民吃。

在激烈战斗中，李侃被流矢射中，带着箭伤回到家里。杨氏一见，厉

声喊道：“你是全城军民的主心骨，你不在城上，谁指挥？谁还肯死

守？男子汉大丈夫即使在外战死，也比在家躺在床上苟求活命强得

多。” 杨氏的责骂使李侃的头脑顿时又清醒过来。他责备自己糊涂，

忍着伤口的剧痛，又重新登上城楼。

功劳四

后来，她痛斥负伤回

家的李侃，使他回城

指挥作战。

叛军越过低矮的城墙，跳入城内。县城军民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叛

军多有伤亡。后来，叛军的主帅中箭身亡，叛军乱成一团，狼狈逃窜

而去；项城军民没有牺牲一个人，就保住了全城的生命财产。陈定

玉、陈节《古代奇女子传奇》，有更动

结果

最终保全了项城。

第二步骤：寻找要点时，每看一句就想一想跟题目有没有关系。

解析文章的第四段

李侃率领军民登上城头，严阵以待 这一句跟杨氏完全是没有关联，

可以去掉。

杨氏亲自到灶下烧火煮饭，一一分发给守城的军民 要点：杨氏亲自煮饭给军民吃。

李希烈的叛军蜂拥而至，把项城团团围住。叛军开始攻城，守

城军民士气高昂。只见刀光剑影，弓弩响处，箭如飞雨，瓦

片、石块也交加而下，打得叛贼呼爹叫娘。

这句也和杨氏功劳完全没有关

系，可以省略！

第三步骤：制故事流程图（文章的重要内容）。

李希烈欲袭击陈州叛军来李侃想弃城逃跑杨氏劝他死守向李侃分析县城

失守没有好处她建议守城的方法给他守城的信心一番话激起军民守城的决

心募得几百人参战她还煮饭给守城的军民吃她痛斥负伤回家的李侃使他回

城指挥作战最终保全了项城。

* 如果把以上的整个故事流程，当作概述答案是行不通的。

* 文章读起来句子不顺畅，只是堆砌文字，过程会有跳跃性。无法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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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骤：画方格（方便自己，不必花时间数字数）

概述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李 希 烈 图 谋 袭 击 陈 州。 叛

2 军 来 了， 李 侃 想 弃 城 逃 跑。

3 杨 氏 劝 他 死 守。 她 给 李 侃

4 分 析 当 时 的 形 势， 并 说 县

5 城 一 旦 失 守， 对 国 家 没 有

6 好 处。 她 建 议 守 城 的 方 法，

7 坚 定 了 他 守 城 的 信 心。 接

8 着， 她 说 了 一 番 话 激 起 军

9 民 守 城 的 决 心， 募 得 几 百

10 人 参 战。 她 还 煮 饭 给 守 城

11 的 军 民 吃。 后 来， 她 痛 斥 负

12 伤 回 家 的 李 侃， 使 他 回 城

13 指 挥 作 战。 最 终 保 全 了 项

14 城。

(131 字)

· * 这是有问题的答案，字数超过了114 字，得删掉一些不会影响句子的词汇。

删减的方法：

李希烈（图谋）欲袭（击）陈州，叛军来了,李侃想弃城（逃跑）。杨氏劝他死守，（她给李侃）

分析当时的形势，（并）说县城一旦失守，对国家没有好处。她建议守城的方法，坚定了他（守

城）的信心。接着，她（说了）的一番话激起军民（守城的决心）决心守城，募得几百人参战。

她（还）煮饭给（守城的）军民吃。后来，她痛斥负伤回家的李侃，使他回城指挥作战。最终保

全了项城。

*括弧内的字删掉，共计：114 字

正确答案：

李希烈欲袭击陈州，叛军来了,李侃想弃城。杨氏劝他死守，也分析当时的形势，县城一旦失守，

对国家没有好处。她建议守城的方法，坚定了他的信心。接着，她的一番话激起军民决心守城，

募得几百人参战。她煮饭给军民吃。后来，她痛斥负伤回家的李侃，使他回城指挥作战。最终保

全了项城。（114 字）

# 概述就得先阅读，后大概了解一番，再小心审题。根据题目要求框出流程，整理后，一篇概述

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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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现代文理解（体裁：小说）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回答问题。

德四爷听说大山里出了一只白狐狸，起初还有些不信。这些，莫说白狐狸，山里连跟土疙瘩

差不多颜色的土狐狸都难见了，扯玄吧。但后来听人说得多了，一个个信誓旦旦的，比如时间、

地点，白狐的身子多长尾巴多大，长着啥样的嘴脸儿，谁谁谁亲眼见了，又谁谁可以作证，就不

能不犯些琢磨了。

也不是德四爷见钱眼开，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德四爷的儿子上山打石头，被滚石砸死了，

扔下一个孙子。孙子脑子好使，书念得好，正在读高三呢，来年夏天就考大学。儿媳妇一次次带

孙子来跟老人商量，说这孩子还考不？一年光学费就得好几千呢。

下了第一场雪后，德四爷在夜里带家里的黑子上山。狐狸是昼伏夜出的动物，多在夜里捕食

野鸡山兔或田鼠，他还知道狐狸爱在什么地方选穴藏身，雪地里狐狸只要出来打食，则必留痕

迹。那天夜里，他正在一片荒草掩映的乱石滩中搜寻着，便见黑子耳朵支棱起来，神情变得格外

警觉。德四爷估计狐穴就在附近，开始琢磨该在哪里下套设夹了。

突然间，一道白光从石丛中闪出，直向山梁上奔去。黑子汪汪叫着，腾身飞快追奔。但很

快，黑子就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又很惭愧的样子。德四爷摩挲摩挲狗脑袋，算是安慰它。黑子

也老了，又多没跟他出来狩猎，已远不如狐狸敏捷，怪不得它了。没曾想，黑子又叫起来，腾身

又追，眼见不远高岗处，那白狐竟立着身子往这边张望，直到黑子到了身边，才又一闪而去。黑

子再回来，白狐也回来，如是三番。德四爷陡然醒悟，没等黑子再追，便喝了一声，“黑子，回

来！”。

德四爷带黑子在附近石丛里找，果然找到一处洞穴，推开石块，就见一只长有尺余的小东西

跳出来。黑子腾身一蹿，将小东西按在爪下。嗬，奇了，小狐崽子竟也是通体雪白，稀罕啊！德

四爷脱下身上的褂子，将小白狐罩住，用褂袖绾了绾，便提在了手里，转身往家走。他心里得

意，不禁又叨念了一句戏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啊！刚才，白狐一次次返回，就是想把

它和黑子引到别处去，目的是掩护这只小狐崽，这回好，狐崽到了我手，就等于让我牵住了白狐

的鼻子，你逃不出我手啦！

德四爷回到家里，从兔笼里揪出家兔，将小狐放进去，又用铁丝将笼门牢牢拴死，然后拍拍

黑子的头，就回屋睡觉了。他知道，那只白狐一定会远远地跟在后面，但今夜它只会在村外转，

不会追到家门口来。明夜，母狐就会不顾生死地跟过来了，那时再在院子四周下套子夹子。天亮

时开门再看，笼子前竟有三只野鸡两只山兔。这是想讨好德四爷呢，还是乞求德四爷替它喂喂饥

饿的小狐？

德四爷却偏让小狐饿着，也不给它水喝。小狐饥渴难耐的叫声是牵制白狐的最大诱饵，只有

让狡猾的白狐彻底乱了心智，才有可能最后将其擒获。饿了两天加一夜的小狐的叫声果然渐渐弱

下去，当夜幕再一次降临时，已是偶尔挣扎着嘶叫一两声了。这一夜，月色又不错，德四爷眼见

白狐闪进了院子，在院心焦躁地转了一阵后，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白狐突然正对着

房门的方向，伏下了身子，两只前爪平伸着，脑袋就伏在那两爪间。它这是干什么？德四爷怔了

一会儿神，提了棒子轻轻拉开房门，那白狐竟仍伏在那里不动。是它没有察觉动静吗？不会，绝

不会的。德四爷蹑手蹑脚，一步步走向白狐，清晰地看到白狐大瞪着一双黑葡萄样的眼睛，正无

所畏惧地迎望着他。德四爷举起了棒子，看到白狐身子微微抖颤了一下，却仍不躲也不动，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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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眼皮轻轻地合上了。德四爷大惊，也顿时明白，白狐引颈受戮，是想以此乞求德四爷放掉它的

孩子。可怜的白狐，它再没有别的办法，只求一死啦！德四爷高举的双臂不由软下来，长长叹息

一声，就把棒子丢下了。天地之间，人与兽，都是血肉之躯，同情同理。那一时刻，他想起儿子

刚死时，老两口悲恸欲绝的情景，老伴儿叨念足有上万遍：老天爷，让我死了吧，只求换回我的

儿子……

德四爷从菜窖下提出兔笼，打开笼门，小狐蹿出来，就往白狐身上扑，那种绝处逢生、母子

重聚的情景看了让人心热。白狐护定小狐，一直牢牢望着德四爷，那神情说不出是感恩戴德还是

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德四爷摆摆手，说：“走吧，远点儿走，别再让那些人寻摸着你们啦。”

白狐低叫了一声，小狐便跳上了母亲的脊背。白狐跳到院门口时，又转了几个圈子，然后立

起身，合起两只前爪对德四爷作了个揖，便驮着小狐钻进夜色中去了。

老人唏嘘着回了房里。隔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老伴儿说，放得好，多少钱值这一片心

啊！

德四爷没有分辨老伴儿这话是在赞白狐还是夸自己，这一夜他睡得格外香甜。

（孙春平《老人与狐》）

问题和答案解析

1. 德四爷听说大山里出了一只白狐狸，起初还有些不信，为何后来却相信了？ [5 分]

他起初不信是因为山里连土狐狸都难见，何况是白狐狸，认为是人家玄扯。3

但后来听人说得多了，一个个信誓旦旦的，比如时间、地点，白狐的身子多长尾巴多大，长着啥

样的嘴脸儿，谁谁谁亲眼见了，又谁谁可以作证，就相信了。3

3+3=5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事件的起因能力。
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有因可循。学生必须有逻辑思维把因果连贯起来。此题要求考生分析德四爷思

转变。从“不信”转为“相信”的原因，转变需要时间，所以须按问题要求的时间顺序“起

初”、“后来”作分析。

2. 文中第二段的插叙内容，有什么作用？ [4 分]

写出了德四爷的艰难处境/经济困境2，为下文德四爷费尽心思捕捉白狐的情节作铺垫/推动德四爷

费尽心思捕捉白狐的情节发展2。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插叙写作手法的作用”的能力。
插叙（叙事时中断，插入相关的另一件事。）作用：对情节起补充、衬托作用，丰富形象，突出

中心，使故事情节更集中。这个插叙的段落主要：

a. 交代德四爷捕捉白狐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家庭经济困境。

b. 推动德四爷捕捉白狐的情节发展。

德四爷的儿子上山打石头……一年光学费就得好几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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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分析德四爷的一个形象，并举例说明。 [4 分]

形象 例证
有深沉强烈的父爱 儿子刚死时，他悲恸欲绝/十分痛苦。（插叙）

心思缜密/观察力强 洞彻白狐一次次返回，想把他和黑子引到别处去的目的而阻止黑子继续追

赶，带黑子在附近石丛里找狐狸的洞穴。（动作描写）

打猎经验丰富 知道/洞彻白狐一次次返回，想把他和黑子引到别处去的目的而阻止黑子

继续追赶，带黑子在附近石丛里找狐狸的洞穴。（动作描写）@

狐狸是昼伏夜出的动物，多在夜里捕食野鸡山兔或田鼠，他还知道狐狸爱

在什么地方选穴藏身，雪地里狐狸只要出来打食，则必留痕迹。（插叙）

聪明机智/足智多谋 利用小狐饥渴难耐的叫声牵制白狐/当诱饵，让狡猾的白狐彻底乱了心

智，以便能抓狡猾的母狐。（动作描写）

这回好，狐崽到了我手，就等于让我牵住了白狐的鼻子，你逃不出我手

啦！（心理描写）

心存善念，关爱生灵/

有博大胸怀

德四爷高举的双臂不由软下来，长长叹息一声，就把棒子丢下了。天地之

间，人与兽，都是血肉之躯，同情同理。/母狐为了小狐甘心受死的情

景，让他心软而把小狐放生了。（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

做事周详/艺高胆大 抓了小狐后，设下圈套引诱白狐的计划有条有理，万无一失。（动作描

写）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能力
学生能通过文章的插叙(参考第2 题)、动作描写、心理描写侧面分析德四爷的人物形象。

分析人物形象：

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通过分析典型事例来理解人物形象；

二是通过对人物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肖像描写等）方法的分析来把

握人物的思想性格。要分析直接描写、侧面描写、细节描写。

4 这句话是在赞白狐还是夸德四爷呢？对此，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5 分]

立场 1 见解 4
赞白狐 表现了白狐舍命救小狐的爱是无价的（比卖了白狐所得的钱有价值），令人感动。

夸德四爷 赞美德四爷放生白狐和小狐的善念是无价的。

两者皆有 歌颂白狐舍命救小狐的爱和德四爷放生白狐和小狐的善念都是无价的/人与狐爱的精

神境界都得到了升华。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本文理解文章的中心句子的能力。
（中心句通常在文章首尾的议论抒情句中，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点明主旨）

放得好，多少钱值这一片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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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在文章中戛然而止，引人深省。作者借德四爷的老伴儿的口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作用）。

考生在表达立场时必须结合文本，了解作者的情感。

回答句式：本文记叙了、描写了、说明了……的故事、事迹、经过、事件、景物。（ “什么人＋干什么”

一句话概括文章内容），表现了、赞美了、揭示了、讽刺了、反映了、歌颂了、揭露了、批判了……/抒

发了作者的……的感情。

作者通过德四爷的老伴儿的口歌颂了白狐舍命救小狐的爱和德四爷放生白狐和小狐的善念。

5. 写出你阅读本文后所得到的启示。 [4 分]

从白狐和小狐被放生后，跳到院门口时，又转了几个圈子，然后立起身，合起两只前爪对德四爷

作了个揖的动作（例证）2，可知道动物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启示）2。或

从白狐受小狐牵制至自愿受死为救小狐的经过/行为（例证）2，我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有感情，也

懂得爱/天地之间，人与兽，都是血肉之躯，同情同理。（启示）2。或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启示）2。德四爷在面临经济和感情两项选择而挣扎/矛盾时，最终心软选

择了放走白狐和小狐（例证）2。

（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德四爷高举的双臂不由软下来，长长叹息一声，就把棒子丢下了。天

地之间，人与兽，都是血肉之躯，同情同理。……打开笼门……）或

人和动物要和平共处 2。/人们要爱护动物 2（启示）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本文蕴含着的思想意义和从文中得到的收获、体会、明白的道理。

学生须结合文中和生活中具体的事例、材料加以举例说明，阐明理由或可找出文中能表

现作者情感的句子和文章题的句子回答。学生能谈出积极感悟即可。

6. 写出以上句子的复句类型。 [2 分]

选择复句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复句类型的掌握能力。通过“是……还是”关联词语分辨为选择复句。

这是想讨好德四爷呢，还是乞求德四爷替它喂喂饥饿的小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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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言文解析

（一）古文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然后回答问题。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①。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②，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

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

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③熨④之所及也；

在肌肤，针石⑤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⑥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⑦ 之所属⑧ ， 无奈何也。

今在骨髓， 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韩非《扁鹊见蔡桓公》)

①有间：短时间，有一会儿。

②腠理：中医术语，指皮下肌肉间的空隙和皮肤的纹理。

③汤：同“烫”，用热水焐。

④熨：用药物热敷。

⑤针石：金属针和石针，这里借指针刺疗法。

⑥火齐：火剂汤，一种清火，治肠胃病的汤剂。

⑦司命：传说中主宰生命的神。

⑧所属：所管辖的地方。属: 管。

1.对于扁鹊的忠告，为何蔡桓公不以为然？ [5 分]

蔡桓公认为自己没有病②，并说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把治好病当作自己的功劳③。

原文：桓侯曰：“寡人无疾。” ① 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① ”[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文内容要点的能力。答案可以在篇章里找出。

2.你认为扁鹊是位医德高尚的医师吗？请提出合理的根据。[6 分]

是① ，扁鹊在这一个多月内不管蔡桓公态度多恶劣① ，都按时来提醒蔡桓公注意病情②并劝他尽

早医治② ，宣示扁鹊的医德高尚。

不是① ，扁鹊三次见蔡桓公①，能指出病在腠理、在肌肤、在骨髓① ,遭受拒绝后，却没有尝试苦

劝/说服，反而置身事外②。当蔡桓公病情加重以后，扁鹊却逃到秦国① 。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本题要求为人物的评价找出合理的行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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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蔡桓公盲目自信，讳疾忌医的事件，我们学习到什么做人的道理？[5 分]

我们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接受别人的批评劝告。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阅读文章后所得到的启示。

4.试将下列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3 分]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

又过了√十天，扁鹊在进见时远远看见√桓侯就转身/掉头√跑√了，桓侯特意√派人√问他√。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词语意思的能力。

译对的字数√ 分数

2-3 1 分

4-5 2 分

6-7 3 分

【译文】
扁鹊进见蔡桓公，在桓公面前站着看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小病在皮肤的纹理中，不医

治恐怕要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退出以后，桓侯说：“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

病，把治好‘病’作为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桓侯，说：“您的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了，不及时医治将要更加严

重。”桓侯又不理睬。扁鹊退出后，桓侯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桓侯，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不及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桓

侯又没有理睬。扁鹊退出后，桓侯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在进见时远远看见桓侯就转身跑了。桓侯特意派人问扁鹊为什么转身就

跑，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的纹理中，是汤熨的力量能达到部位；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是针灸

的力量能达到的部位；病在肠胃里，是火剂汤的力量能达到的部位；病在骨髓里，那是司命管辖

的部位，医药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病在骨髓里面，我因此不问了。”

又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桓侯就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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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文

岭外 1 音书断 2，

经冬复历春 3。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江汉》）

从空间隔绝 1、联络断绝 2、时间久远 3

三个角度来写，强化加深作者贬居在

外，思念亲人又长期得不到家人的任何

音讯的悲苦情绪。

久别回乡，本是与家人团聚情切，急欲

问他们的音讯，但“岭外音书断”造成

必然的矛盾心理：

• 担心家人的命运，怕被自己牵累

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

• 怕问到的是“残酷的现实”……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 1。

惟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 2。

（贺知章《回乡偶书》）

久别回乡，以家乡的变 1 和不变 2 作对

比。

流露出诗人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

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

1.宋之问在返乡途中，遇到乡人，为何不敢相问？ [4 分]

  他已太久没有和家人联络，担心听到不好的消息。

2.贺知章回乡后有什么感慨？ [3 分]

  感慨家乡变化巨大，景物依旧但人事已非。

3.根据上面的两首诗，两位诗人有什么相同的经历？ [3 分]

  两位诗人都离乡在外生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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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SPM 样卷

试卷一

甲组

应用文

[30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应用文，字数不多于 120 字。

试以中华中学篮球队队长陈永浩名义，复函修齐中学篮球队队长林治平，应允邀请进行篮

球友谊赛。

乙组

作文

[70 分]

（任选一题）

写一篇文章，字数不少于 400。

（一）宽恕

（二）爱在身边

（三）青少年如何纾解压力

注意：

考生作答时必须用下面的相关地址。

写信人的地址 ： 收信人的地址：

10, Jalan Maju 20， Jalan Jaya

50000 Kuala Lumpur 60604 Putr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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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二

第一部分

现代文

[70 分]

第 1 题

根据下面的文字，概述父亲的 100 元失而复得的经过。答案字数不超过 130。文后须 注明

确实的字数。

父亲常说，只要人帮人，世界上就没有穷人。

父亲不舍得花钱，是村里有名的“抠王”，可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从不含

糊。哪怕他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尽量去帮助。

父亲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成了小偷光顾的对象。那一次正是春播时节，父亲和几个

乡邻去城里买种子，买完种子后，父亲的兜里还剩下 100 多元钱，他没花，连午饭都没

舍得吃，就和几个乡邻急匆匆地坐上了回乡下的客车。大概是买票的时候，被人瞄上了

他兜里的那张 100 元的票子，再翻口袋的时候，那张 100 元的票子就不翼而飞了。在那

个年代，100 元钱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很多东西呢，父亲急得满头大汗，在翻遍所有

的口袋，确定钱丢了之后，父亲感到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车上人很多，父亲看着

满车厢的人，感觉每一个都像是偷钱的人。

父亲正在心里痛骂自己粗心大意的时候，听到了车下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尖叫：

“我的种子丢了，你们谁看到我的种子了，那可是我家里一年的种子啊……”

那个丢了种子的女人在那里不停地抽泣，她说她把种子放在站点，自己去解了个

手，就这一小会工夫，种子咋就没影了呢。她说她家死了男人，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

支撑着，她命苦啊。她呼天抢地，车里人都纷纷对这个丢了种子的女人表示同情，纷纷

谴责那个偷种子的缺德的人，他断了穷人家的活路。

不管咋的，先上车再说吧。父亲劝她，忘了自己也是个遭遇了盗贼的人。

父亲问同来的乡邻要了个空袋子，放到那个女人手里。他解开自己的袋子，一捧一

捧地往那个素昧平生的女人的空袋子里装种子，一边捧一边说：“你少种点，我也少种

点，日子总能挺过来的。”与父亲同来的乡邻，看到父亲的所作所为，也都纷纷打开袋

子，往那个人的空袋子里捧种子，不一会儿，那个空袋子就鼓了起来，仿佛吃饱饭的

人，振作了精神。那女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地要给父亲和乡邻磕头，父亲说，谁

还没有个难处，都帮一把，就挺过去了。

满车厢的人都亲眼看见父亲的小小善举，他们不知道父亲的心灵刚刚经历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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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自始至终没有向人说出自己的钱被偷了。

下车的时候，人很挤。他感觉被人紧紧地贴了一下身子。父亲再一次翻口袋的时

候，发现那张百元票子又回到了他的口袋里。就是他自己的那张，他认得，皱皱巴巴

的，那上面还有他的体温呢。

望着从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父亲看谁都不再像是小偷。

这个世界上，每一颗良心都是一粒善良的种子，或许你没有财富，但你可以去做一

粒善良的种子，把爱孕育，让爱开花。这些种子会让世界阳光明媚，花团锦簇。

                                 （朱成玉《善良的种子》）                                               

第 2 至 7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

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

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

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

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

海浪狂叫，但才吠几声又缩却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

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

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

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钓，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

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钓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步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

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他只想钓大鱼。

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

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

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

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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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

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

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

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 “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

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相互批

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

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

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

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

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

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余秋雨《垂钓》

2. 作者对海参崴的海作了详细的描写，请联系全文说说作者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5 分]

3.文中瘦老头认为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分别指什么？” [4分]

4. 胖老人和瘦老人互相嘲讽对方的原因是什么？ [4分]

5.你认同作者上述的看法吗？ 写出你的理由。 [5分]

6.文末说两位老人“像两座恒久的雕塑”，请根据其中的含义，举出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作

简要说明。 [5分]

7. 上面句子中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分]

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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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至 13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人活在世上，有时难免会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 —个人只要肯约束自

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

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

们奉献给自己，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

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

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要拥有丰富的内在，

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只要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在任何

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那些仅仅追求外在成功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

的事的, 他们真正喜欢的只是名利, 一旦在名利场上受挫，内在的空虚就暴露无遗。照我的

理解, 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 尽量做得完美, 让自己满意, 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如此感

到的喜悦才是不搀杂功利考虑的，纯粹是成功的喜悦。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已经超越

社会的评价，而人生最珍贵的价值和最美好的享受，恰恰就寓于这样的成功之中。

生命有限,我害怕把精力投错了地方,致使不再来得及做成自己真正想做的情。我本来

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 今后会更加远离一切热闹，包括媒体的热闹和学界的热闹，在安

静中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把自己真正想做什么的问题想明白。其实,真想明白

了,哪有做不成之理呢？我们活在世上, 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淸了自己在

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 就会获得一种内在和充实。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和宁静。宁静, 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

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充实且珍贵的内在精神世界。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 而任何

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

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

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

里面空无一物。”

当然，人是不能只静不动的，即使能也不可取，如一潭死水。 你的身体尽可以在世界

上奔波，你的心情尽可以在红尘中起伏, 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中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

有了这个核心, 你就能够成为你的奔波的身体和起伏的心情的主人了。

我们捧着一本书，如果心不静，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去，更不用说领会其中妙处了。读

生活这本书也是如此。其实，只有安静下来, 人的心灵和感官才是真正开放的，从而变得

敏锐，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但是, 心静又是强求不来的，它是一种境界， 是世

界观导致的结果。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必定总是处在心猿意马的状态之中。

                                     (周国平《处世》，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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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者认为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有何好处？ [5分]

9. 根据第二段，怎样的成功能超越社会的评价？ [4分]

10.为什么作者认为“丰富”和“宁静”是人生最好的境界？ [4分]

   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11.你如何理解上面这句话？ [5分] 

12.“我们捧着一本书，如果心不静，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去，更不用说领会其中妙处了。”                 

   求学问如果心静不下来，对自己和社会有什么影响？ [4分]

13.上面的句子是什么复句？ [2分]

第二部分

文言文

[30 分]

第 14 至 17 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然后回答问题。 汉十二年，上○1 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孙太傅○2 称说引

古今，以死争，上详○3 许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年皆八十余，须眉皓然，衣冠甚

伟。上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

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

受辱，故恐而亡匿。窍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

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4 已毕，趋去。

                                 （《史记·留侯世家》有改动）

注释：

①上 ：皇上，这里指汉高祖

②太傅 ：官名

○3 详 ：装作

○4 为寿 ：敬酒祝福

只要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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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叔孙太傅用什么方法来阻止高帝废黜太子？ [4 分]

15.为何汉高祖知道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的名字后非常吃惊？ [6 分]

16.天下人为何十分盼望能为太子拼死效力？ [4 分]

17.试将下列的文字翻译为现代汉语。 [6 分]

  a.汉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

    b.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第 18 至 20 题

阅读下面的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阴惰寸功。                                                                                          

                                    （唐·杜荀鹤《闲居书事》）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宋·朱熹《劝学诗》）

18.杜荀鹤透过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强调什么？ [3 分]

19.为什么朱熹感慨“学难成”？ [3 分]

20.以上两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怀？ [4 分]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