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猜题信息卷（三） 

语文 

注意事项： 

1．本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

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

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

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

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4．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材料一： 

“天地之心”最早见于《周易·复》彖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

乎？”此处的“天地之心”是指天地间万事万物阴阳消长的规律性。

张载的思想深受易学的影响，曾在长安坐虎皮椅讲《周易》，并且著

有《横渠易说》，因此他所谓的“天地之心”是与易学密切相关的。

张载用“太虚即气”解释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的本体，是朴素的唯物主

义思想的体现，他同时提出了“一物两体”说，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



对立统一的两面构成的。 

张载所立的“天地之心”即揭示的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就是建立在

易学哲学基础上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礼记》云：“人者，天地

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天、地、人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在天地之间，是能知能觉者，所以被称为“天地

之心”。这是对人在宇宙之间地位的肯定，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自

觉。天地本无“心”，但人有“心”。因为“人”乃天地之心，所以

“人心”体现了“天地之心”。 

张载云：“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人把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到天

地之间，与天地合而为一。《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

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

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仁民

爱物”的观念，将仁爱的对象推及万物，提升了儒家“仁”价值观念

的内涵和境界。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就是为人类社会建立“以仁

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正如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

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在张载看来，“立

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

“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 

（摘编自李长庚《“横渠四句”承载的哲理》） 

材料二： 

天地是自在的存在，它不能获得自由身，不能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认

识自己，其本身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也无所谓本质。从这个意义上



说，天地本无心，人才有心。天地有人，才显现其价值、显示其效用，

体现其广大，才能厚德载物。天地若无人心，谁为天地立心？人心若

不赋予天心，天地如何立心？天地无人，就不能显现其价值和效用。

有人心，天地才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否则就是死物、死理。 

人们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以类万物之情中，体认天人的一体。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及存心、养性、

事天的知天与事天两条路向中，体认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深刻意蕴。

到张载《西铭》的“天为父，地为母”，民胞物与，再到朱熹的“天

地万物本吾一体”，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

王守仁的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体认，体现了为天地立心的认

同性、合理性、价值性。 

天地之心与人心是圆融一体的，程颢、程颐兄弟说，一人之心即天地

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的心和命运是与人的心和命运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天地是养育人的父母，人依赖天地而生存在这个大地

上。天地敞开它那无私的、阔广的胸怀接纳天下之人、天下之物，人

亦赋予天地以价值与效用。在这种情境下，人损害天地之心，就是损

害自己之心，人危害天地，就是危害自己，人毁灭天地，就是毁灭自

己。人类应该遵循中国先贤的话：“尊敬天地如父母，像赡养、侍奉

父母一样对待天地。”（熊十力《体用论》）为此，我们要有全人类

的意识、全球的观念、大同的胸怀，来观照宇宙天地的事事物物。 

（摘编自张立文《天人不许离而为二》）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张载受易学影响颇深，曾宣讲易学并著有相关著作，他所说的“天

地之心”与易学有密切联系，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 

B．“民胞物与”思想由张载提出，是对儒家“仁民爱物”观念的继

承与发展，扩大了仁爱的范围，提升了“仁”的内涵和境界。 

C．孔孟、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古代儒者都体认到天人的

一体，人心即天地之心，只有人心存在，才能为天地立心。 

D．两则材料都对张载“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作出了解读，

都认为这句话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凸显了人的伟大。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张载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说都是在易学基础上提出的，

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B．马一浮先生对“为天地立心”含义的总结，是对张载“立天理”

思想的升华和创新。 

C．天地本身没有价值和意义，人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对其进行研

究后才有价值和效用。 

D．天地与人的命运是一体的，危害、毁灭天地，最终自己也会遭到

反噬，所以应尊敬天地。 

3．下列选项，可以证明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3分） 

A．《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人们要

像不懈运行的天道那样，有一种积极奋进的态度、刚健进取的精神。 

B．北宋时，朝野关注度最高的议题是天下太平，以欧阳修、范仲淹、

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过“致太平”的方略。 



C．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意思

是万物化生各有其规则，生命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取决于自我内在生命。 

D．冯友兰说：“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

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2023 年 10 月 26 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升空，运送 3 名航天员进

入“天宫”。除在近地轨道活动外，中国航天员计划在 2030 年前登

上月球。之前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透露，载人登月可能作

为将来中国航天员到达更深远的太空去探索的“中转站”。航天员为

何要飞向深空？载人登月如何发挥“中转站”作用？广大航天人又需

要突破和掌握哪些关键技术，以便帮助航天员克服困难呢？ 

自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系列任务结束以来，各国载人航天任务长期局

限于近地轨道，近地轨道载人航天任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深空载人

飞行“打前站”。换句话说，在近地轨道上积累了足够的技术经验后，

人类必然会飞向深空。 

一方面，当前载人深空任务的首要目标是科学探索，尽管无人深空探

测任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更加复杂精细、难度更大的任务仍希望得

到专业航天员的帮助。 

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是美国阿波罗登月系列任务中不可或缺的

科研专家。在阿波罗 17 号登月任务中，他运用专业知识，收集了大

量月球样品，其价值超过之前 5次载人登月任务中获取的月球样品总



和。而在更加遥远的火星等天体上，地面团队对任务作业环境更加陌

生，高效筛选取样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专家型航天员无疑能够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瞄准深空目标的航天器时刻承受着宇宙环境的严峻考验，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航天员近距离维护工作往往可以发挥奇效。 

哈勃空间望远镜在发射后暴露镜片曲率偏差等问题，航天飞机多次运

送航天员对其进行维护，解决了“近视眼”故障，还不断实施更新升

级。随着人类的探索目光不断投向深空，飞出近地轨道的探测器越来

越多。价值上百亿美元的韦伯空间望远镜等运行在宇宙空间中，还有

多国的着陆器、月球车、火星车等“脚踏实地”开展工作。 

事实上，深空探测器既要满足日益复杂的任务要求，又要克服更加严

酷的环境条件，纯粹依靠自身维护，难度很大，几乎必然遭遇小事故。

如果像航天时代早期那样轻易抛弃故障探测器，重新制造、发射，恐

怕有关方面难以承受上涨的成本。因此，航天员及时伸出援手，定期

提供航天器检修升级服务，有望收获事半功倍的成果。 

更进一步，随着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技术不断进步，开发、利用地外

资源的航天愿景已被多方提上日程，一系列官方或商业力量主导的计

划初露端倪，航天员势必参与其中。至于科幻作品畅想的建设持续性

地外人居设施，培养“太空人”“月球人”等，不仅是近百年来人类

念念不忘的宏伟目标，更有望在本世纪内成为现实。 

想要充分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航天员乃至太空建设者未必总是从地

球出发，追求看似便捷的“直达”旅程。未来，月球很有可能成为对



他们至关重要的“中转站”。 

根据各方研究和规划，月球的“中转站”作用主要体现在 3 个领域。 

其一，开展月球资源原位利用。 

在大众心中，月球是荒凉贫瘠的。其实，月球蕴藏的资源相当丰富。

根据遥感探测和采样检测，月壤月岩含有大量氧化硅、氧化钙、氧化

铝和氧化铁，还有硫、镓、铟等元素。月球极区潜藏的水冰资源更是

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未来航天员很可能尝试在月球表面制取液态水

和液氢液氧推进剂，供应人类生活和航天器补加所需。 

其二，显著提升航天发射效率。 

有研究指出，一方面，相比几乎完全失重的空间站和“太空港”，月

球表面存在重力，更符合人员的工作生活习惯；另一方面，月球引力

仅有地球的 1/6，引力半径约为地球的 1/10，又不存在空气阻力，因

此有望显著降低航天发射难度。经初步计算，相比地球，从月球发射

航天器到地月引力平衡点所需的能量和成本差距达到 3 个数量级。采

用特殊设计后，航天器的强度和质量也有望显著降低。可以说，月球

是未来人类理想的航天发射场。 

其三，助力“太空超级工程”。 

长期以来，人类畅想了一系列“太空超级工程”，比如发电潜力巨大

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容纳大量人口定居的太空城市等。不过，受限于

航天发射能力、综合成本、能源转化效率等，这些设想迟迟无法成真。 

如果把“太空超级工程”的建设和发射基地放到月球上，情况很可能

大不一样。月球蕴藏矿产资源丰富，科研人员已在尝试利用模拟月壤



3D 打印制造建筑材料、太阳能电池板、超导设备等，加上月球发射

基地的先天性优势，“太空超级工程”似乎更适合从月球取材。这种

美好前景很可能促使各方进一步加大探测、开发月球的投入，形成良

性循环，支持更遥远的深空探索活动。 

（摘编自张雪松《载人航天，登月只是“中转站”》） 

4．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现阶段暂时还不能进行深空探测任务，各国的载人航天任务仍被

限制在近地轨道，等到积累足够的经验后，人类飞向深空将成为现实。 

B．航天时代早期，制造探测器的成本低廉，探测器出现故障时可直

接抛弃，但如今随着成本的增加，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C．月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贫瘠，实际上它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水冰资源和多种元素，未来人们也许能够在月球表面制造出液态

水。 

D．相比于地球，从月球发射航天器到地月引力平衡点可以免受重力、

引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发射难度，节省能量和成本。 

5．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举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专家型宇

航员在航天探测任务中的重大作用。 

B．文章将哈勃空间望远镜产生的镜片曲率偏差问题称为“近视眼”

故障，体现了科普文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 

C．文章行文时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其一”“其二”“其

三”等词语，条理清晰，富有逻辑。 



D．根据文章的行文脉络推测，文章接下来最有可能叙述的是载人深

空探索中存在的技术难题。 

6．航天员飞向深空有何必然性？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一夜风流（节选） 

莫言 

1991 年 7 月 11 日晚 7 时，南京市六合县新集乡孔湾滁河大堤决口，

5米多高的洪峰，咆哮着扑出堤外。 

大堤决口半小时后，在距离孔湾 80 公里的晓桥铁路圩上，南京工程

兵工程学院练习营舟桥连的全体官兵从搬泥运土的队伍中撤下来。官

兵们浑身泥水，疲惫不堪，起码有 20 多个人身上有流血的伤口。在

临时拉过来的电灯下，连长王自成看到被雨水冲洗着的数十个面孔：

脸色都苍白，嘴唇都乌青。他们已连续奋战了 17 个小时，一口饭没

吃，一滴水没喝。一阵凉风从背后袭来，他感到双腿颤抖，肠胃绞痛。

面对着大雨中的连队，他心里涌起了一种类似悲壮的情绪。当年誓师

参加老山自卫还击战时，他的心中也曾涌动过这种情绪。作为一个军

人，他感到自己是幸运的，虽然他知道战争要流血洪水要吃人。他在

灯光和急雨中宣布了连队飞兵孔湾救灾民的命令。他看到疲乏至极的

连队又昂扬起来，一双双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一个小时后，舟桥连的车队停在了孔湾汪洋的边缘。他擦了一把脸上

的雨水，回头看到战士们已把冲锋舟和橡皮艇从车上抬下来。他点了



第一批进去，这使他感到欣慰。战士们已把冲锋舟推到深水处，他蹚

着水过去。黑暗中伸出几只大手，把他拉到舟上，随即舟尾的马达便

轰鸣起来。 

村庄通过一簇簇可怜的树梢和些尚未被淹没的屋顶表现出来。一座楼

房黑黑地立在前方的水中。他吼了一声，就听到楼顶上一片哭叫声。

他听到人们哭着喊：“解放军来了！救命恩人来了！” 

他让舟往前靠，一丛茂密的树枝挡在面前。用手拨了一下树权，成群

的蚊蜢猛地扑到了他的脸上。他感到有无数只尖嘴扎进了自己的皮肤。

他喊道：“老乡们，不要着急！”他随即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张嘴喊

叫时几十只蚊蜢扑进了喉咙。他吐出毒虫，嘴里一股子异味。冲锋舟

停在楼边。他和战士们跳下水，从楼顶上往下背人。舟桥连的战士、

干部水性都好。舟满了。他命令一个战士留在房顶安定民心，便率舟

返回。 

几个来回后，基本熟悉了村里的情形。舟上的战士换了几拔，他依然

坐在他的位置上。 

冲锋舟上增添了两根长竹竿，一可用来探水道，二可用来清障碍。救

援工作越来越顺利。半夜时分，他已救出了满满七舟人。他的舟和代

理副连长的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看到代理副连长率人从一家

房顶上救了 7 人登舟后，那座房屋就坍塌了，残砖碎瓦激起了波浪，

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他记住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情景。 

半夜时分，他的舟又在另一个村庄搜索。他们大声地喊道：“有人没



 

每喊一遍，他的胸中就有一股灼热的感觉在膨胀。他知道使他胸中灼

热的是自豪和荣誉。任何一个男子汉，都希望能成为一个拯救者，一

天可以，一夜也可以。充当一天，一天英雄；充当一夜，一夜风流。

现在我就是拯救者，他想，当然他知道自己只能是作为这个绿色群体

中的一分子而被人记住。明天，即便那些由他亲手抱到冲锋舟的人也

不会认识他，但这也足够了。 

“乡亲们，我们是解放军，救你们来了。”在呼喊的间隙里，他的耳

边遥远地回响着老山前线的枪炮声。那时我的枪嗜血，今夜我却是救

人者。这看起来对立的两个方面竟奇妙地被一身绿军服给统一起来了。

这种比较很费脑筋，他挥手轰走叮在脸上的毒虫时也挥走了那些不合

时宜的联想。今夜风流，多救一个灾民就多一分风流。当然看到那些

哭哭啼啼、赤身裸体的灾民时，他的心也很难过。但是没有恨，恨洪

水是没有用的。 

随即发生的事情令他终生难忘。 

他的舟停在一栋二层小楼旁。他跃上楼顶看到了一个中年的男人。男

人说自己是个养蜂专业户，希望解放军能在救他后把那两箱蜜蜂搬到

舟上运走。中年男人坐在楼顶上，一手按着一箱蜂。王自成揿亮电筒，

暗红的光芒照着养蜂人模模糊糊的脸。他答应了养蜂人的要求。战士

们把蜂箱抬到舟上，把养蜂人扶到舟上。这时他听到被淹的二层楼里

传出微弱的呻吟声。他厉声问养蜂人：“楼里还有人吗？” 

养蜂人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没有……” 



看到一张浸泡在水中的木床上，躺着一个瘫痪

的中年女人。 

战士们把女人抬上冲锋舟。 

“这是谁？！”他问。 

养蜂人说：“我的老婆。” 

他愤怒地骂了一句，然后在蜂箱上踢了一脚。 

战士们愤怒了，纷纷斥责那男人，有的提议把蜂箱扔到水里去。 

他制止了战士们。 

养蜂人和他的瘫痪妻子与蜂箱的事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心。养蜂人呜呜

地哭起来，他忽然觉得养蜂人很可怜。 

他低声说：“好好照顾你妻子吧，我们会为你保密的。” 

黎明时分，雨完全停了，幽蓝的天幕上，缀满异常繁密的星斗。所有

的星星都在颤抖，仿佛有气流吹动它们。湿漉漉的衣服紧贴在身上，

凉风吹来，寒彻肌肤。他的牙齿哒哒打战。他注视着舟上那些辛苦劳

动着的战士们，心中又感动又难过。他认为连长在连队里扮演的是一

个老大哥的角色。他感到要戏谑地高呼一声“弟兄们”，充满浓厚的

人情味。他想等到下一次列队点名时再喊，应该喊一声：“弟兄们，

辛苦了！” 

当他的舟又一次靠“岸”时，人群中一位半裸着身子的年轻女人哭叫

着扑上来。她正准备用双膝跪地这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古老方式向他祈

求时，他和战士们架住了她。 

“大嫂，不要这样，有什么事，慢慢说。” 



 

女人说她从家中匆忙跑出时，把孩子交给了身边一个人，可是，那个

人没出来，孩子自然也没出来。 

他简短地说：“开船。” 

冲锋舟在熟悉的路线上开足马力疾驰，马达的清脆轰鸣震耳欲聋。他

带着舟搜寻着一栋栋的房屋、一丛丛的树梢。他们一遍遍地呼唤着。

他感到喉咙疼痛。 

终于，在水泽对面的河堤上，他找到了那个婴儿。 

太阳初升时，他双手捧着婴儿，还给那位年轻的母亲。他看到她的嘴

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 

他转过脸去，看到一轮鲜红的太阳正从水泽的边缘缓缓升起。久别重

逢的太阳使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欣喜。那血一样的颜色令他目眩，他感

到极度疲倦，头重脚轻，恨不得倒下便睡，哪怕身下是泥是水。 

（选自 1991 年 11月 19日《解放军报》，有删改） 

7．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人们将解放军称为“救命恩人”，表达的是对这一绿色群体的信

任与感激，并不会记得某一位具体的解放军战士。 

B．身为连长，王自成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始终在抢险救灾的前线，

冲锋舟上的战士换了几拨，他仍坚守在位置上。 

C．养蜂人不忘带走两箱蜜蜂，却有意抛弃他瘫痪的妻子，王自成对

此既感到愤怒，又很同情养蜂人的不容易，理解他的选择。 

D．年轻女人在洪水来临时自己为了逃难将孩子交给别人，之后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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