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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邯郸市 2025 届高三年级第一次调研监测

语  文

本试卷共 12 页，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场/座位号、考生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

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

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

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

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

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

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

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

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

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

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

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

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如此等等。一

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

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

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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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

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

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

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

就打了胜仗。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

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

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

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

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

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

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

材料二：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对性，要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

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

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

矛盾的特性”。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

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有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加以分析，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

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

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发生

变化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

及“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就认为，“在中国，由于

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哪种因素或矛盾

是占主导地位的，就不仅仅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

国社会矛盾的含糊性和复杂性，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并力图把这种深刻的认识在革命策略中具体

化。这一点，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成败关系极大。

在《矛盾论》“结论”中，毛泽东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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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

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这

两点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关重要。短短一段话，文字不多，却凝结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经

验和教训。这些重要道理不可含糊，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必须慎之又慎，准确把握，正确处理。

（摘编自郭湛《く实践论〉〈矛盾论〉与百年中国历程》）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包含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及矛盾的两方面都具有本身的特殊性。

B. 从概念范围上看，主观性包含着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体现了客观事物间的联系性和内部规律。

C. 同质的方法，借助具体的分析，有时是可以用于一个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的实在发展过程中的。

D. 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并将其在革命策略中具体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的。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充分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定地位、和对方发生关系的具体形式、作斗争的具体方法，是了解矛盾各方

面的必要基础。

B. 知道客观地看问题、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就能在研究问题时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有效

地避免主观性。

C.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观点，可作为阐发矛盾的两个概念，是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最显著贡

献的有力佐证。

D. 想要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需要注意区别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也需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

同的斗争形式。

3. 下列选项最能体现解决问题陷入“表面性”的一项是（   ）

A. 在孙悟空识破了白骨精的变化并打死了她后，唐僧不多方了解，偏信猪八戒的挑拨，将孙悟空赶走。

B. 刘备在荆州失守后，为了给关羽复仇而发动对东吴的战争，不顾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结果遭遇惨

败。

C. 晁盖在得知曾头市的挑衅后，愤怒不已，决定亲自下山攻打，在战斗中过于自信，不幸中箭身亡。

D. 荣国府财政紧张，王熙凤无法消减主子的用度，也找不到好的开源办法，只能靠在奴仆身上省钱维

持。

4. 材料一第二段使用了“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

熟语，请简要分析其论证效果。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请根据材料谈谈《矛盾论》对我们认识新时代存在的矛盾、问题有什么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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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 C    2. B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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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①“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形象地说明了片面性的特点，使论证更生动形象。

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通过引用熟语，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

③这些熟语的使用，使论证语言更加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    

5. ①要具体分析新时代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认识到它们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不能一概而论。

②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明确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③要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客观地看待问题，全面地分析问题，深入地研究问题，防止错误和僵

化。

④要根据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解析】

【导语】这两篇材料主要探讨了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强调了具体分析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性。材料一

引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指出研究矛盾时应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强调全面、具体地分析问

题。材料二进一步阐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抓住主要矛盾的重

要性。这些观点对于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C.“同质的方法，借助具体的分析，有时是可以用于一个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的实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

由原文“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

法才能解决。’”可知，一个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的实在发展，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故选 C。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

B.“就能在研究问题时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有效地避免主观性”错误，说法绝对，由原文“研

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

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

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可知，知道

客观地看问题、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有助于我们在研究问题时更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关键或规

律，另外要避免主观性，还要全面、深入地看问题。

故选 B。

【3 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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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

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

A.由“唐僧不多方了解，偏信猪八戒的挑拨”可知，唐僧犯了片面看待问题的错误，不符合题干要求。

B.由“为了……不顾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结果遭遇惨败”可知，刘备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看待问题的

错误，不符合题干要求。

C.由“……愤怒不已，决定亲自下山攻打，在战斗中过于自信”可知，晁盖犯了主观看待问题的错误，不

符合题干要求。

D.由“也找不到好的开源办法，只能靠在奴仆身上省钱维持”可知，王熙凤没有深入分析问题出现的根本

原因，用了一个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符合题干要求。

故选 D。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语言特色和论证效果的能力。

解答时，先理解熟语的意思，再结合文章的观点，分析其论证效果。

“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意思是指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或全部，比喻眼光短浅；再结合原文“这

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可知，只关注问

题的某个局部方面，而忽略了问题的整体和全局情况，从而导致对问题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此熟语形

象地说明了片面性的特点，使论证更生动形象。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写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那么在军事纷争中，无论进行多少次战斗都

不会有危险；“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写要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

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此两句分别出自《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并且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

语言；再结合“也懂得片面性不对”“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知，通过引用熟语，论证了片面性的危

害，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

这些熟语简短有力，内容明了，这些熟语的使用，增加文章的文采、吸引读者兴趣、帮助理解文章内容、

增强了感染力，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解答时，根据文本中作者的观点和倾向性，有针对性地分条写出启示即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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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文“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

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可知，在任何一个大的事物

或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都包含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

程；不同矛盾具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并且每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

用。

②由原文“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

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可知，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需要集中力量找出并解决那些对

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即主要矛盾，以及在每个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即矛盾的主要方面，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③由原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

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等信息可知，在研究问题时，应

该避免从个人的主观想法或偏见出发；在研究问题时，应该全面地看待问题，避免只看到问题的某一方面

而忽略其他方面；在研究问题时，应该深入事物的本质，避免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

④由原文“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发生变化的”“在中国，由于国

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并力图把这种深刻的

认识在革命策略中具体化。这一点，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成败关系极大”等信息可知，在对立统一规律

中，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根据特定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为

了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芦草园的少年宫

肖复兴

当年，崇文区少年宫，在芦草园胡同。少年宫不大，只有一个四方的院落，进入大门，呈 U 字形的房

屋环绕其间，院子里有几棵老树。但是，在当时我们孩子眼里，觉得它挺大的，因为有很多间活动教室，

寒暑假活动花样繁多，可以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

记忆中的少年宫，可以在轩豁的院里尽情奔跑，尽情呼叫。最难忘的是下雨天，我们可以蹚着院子里

的积水，可劲儿溅起水花，和天上落下的雨点打架。或者雨后突然跑到院子里的树下，使劲儿摇动着树

枝，让树叶上的雨珠，溅落在自己和后面走来的同学一身一脸。

少年宫，有两个地方最吸引我。

一个是讲故事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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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如一间教室那样大，里面坐着好多同学，你可以随便走进去，给大家讲故事，听事的孩子也可以

随意出出进进。如果你讲的故事吸引人，他们就坐在那里认真听你讲。如果不那么吸引人，陆续退场的人

就会很多。面对着冷清没有几个人的教室，你自己也觉得臊不答答，会转身退场，换另外一个同学上来讲

故事，这里有点儿像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现在想想，也很像当年在大栅栏广德楼剧场搞的“十分钟相声”，你买一张票，只用两分钱，很便

宜，可以进去听十分钟相声，如果听得满意，再接着花两分钱买下一个十分钟的票，如果不满意，就可以

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人。那里说相声的人，和少年宫讲故事的人一样，都有些打擂台的意思。听的人和说的

人，双向选择，有点儿挑战性，所以颇能吸引人。

我就是被吸引的人之一。记得四年级寒假，我在那里讲故事，颇为吸引听众，很来情绪，几乎天天都

站在那里，面对一帮小孩子，自以为是地讲不知所云的故事。我记不住讲的是一些什么故事，那时候，我

爱看《少年文艺》，大概是在《少年文艺》上看到的故事，又经过自己的添油加醋、胡编乱造，反正，坐

在那里比我小的同学听得也津津有味，让我占据了几乎一上午时间，眉飞色舞，自我感觉良好，讲个没

完。回到家，兴奋地跟我父亲讲父亲没说话，母亲笑话我是穷白话，要饭的打官司——没的吃，有的说。

不过，我很有成就感。面对着一双双紧紧盯着你的眼睛，在全神贯注听你讲故事，让我有一种在学校

里体会不到的感觉。在学校，都是坐在教室里，眼巴巴地竖起耳朵听老师说。在少年宫这里，我是主角，

可以敞开说，有一帮小孩子竖起耳朵听。这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甚至是表演能力呢。

而且，为了引人，需要不时地调整讲故事的思路，及时捕捉到听众的心理变化而随机应变。应该说，

这也是一种本事的锻炼，和后来流行的演讲是完全不同的本事，和照本宣科的背诵故事，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我应该感谢当年的少年宫有这样一方园地，让我这样的孩子得以舒展腰身，如野花一样随心所欲地尽

情开放。

另一处是乒乓球室。

这也是如一间教室大的房间。在那里，只要排队，可以上去随便打，打擂似的，每人打五六个球，谁

输谁下去，下一个再上来。占台时间长的人，很牛。那劲头儿，和占据故事室讲台的人一样得意扬扬。

记得少年宫曾经组织过一次全区小学生乒乓球比赛。那时，我在学校里乒乓球打得不错，被选去参

赛。这一年冬天，我刚上五年级不久，学校老师通知我，让我到少年宫参加活动，是和中国青年乒乓球队

的队员见面。

那时候，中国青年乒乓球队在欧洲比赛胜利归来。他们在欧洲刮起一阵中国旋风，让世界刮目相看，

日后都成为了世界乒坛的显赫人物：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都只有十七八岁，个个年轻英俊，潇洒

飒爽，让我羡慕，心生崇拜。我记不得他们都分别对我讲了些什么勉励的话，只记得最后一个项目，最让

大家兴奋，是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上场和这些冠军运动员各打一个球。只是一个球，太少了点儿，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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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渴啊。但是，能够和这些世界冠军对打一个球，也是格外幸运的了，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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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排在第一个上场，我排在第二个。和那个学生对阵的是庄则栋，我第二个上场，

站在我面前的是李富荣。那时，他十七岁，英俊潇洒，分头梳得倍儿齐，倍儿亮。我心想，别给我发一个

转球，我可是接不住呀。没有，他只是发给我一个和平球，很高，要是平常，我完全可以打一板抽球，扣

死它。但是，我没敢，怕没有抽过去，一板下网，那就露怯了。我一板平稳地打过去，我看见，李富荣隔

网冲着我微微地笑了。

很久，很久，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笑，是礼貌的笑，还是笑我这一板打得太保守。看，我给你这么

高的一个和平球，你都不敢抽吗？

真的，我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敢抽球了呢？就因为他是世界冠军？我心里骂自己真没出息！

我对少年宫一直充满感情，二十年前，我曾经多次到芦草园寻访旧地，想找到昔日的少年宫。住在那

里的老人越来越少，可惜一直都未曾打听到。直到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段北芦草园的视频，拍摄者是当

年住在附近的一位老街坊，对这里了如指掌。在视频中，他指着如今的居委会，说这儿就是当年的少年

宫。红漆大门紧关着，木牌高挂，那么簇新，那么陌生，六十七年过去了，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只有院

子里一株高大的老树，葱茏的枝条探出墙头，依稀当年，多少次的雨后，我跑到树下，摇晃着树枝，树叶

上的雨珠，溅落在自己和后面同学的身上。

少年宫！我少年时代的少年宫！

（选自《北京日报》，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 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写自己喜欢看《少年文艺》，并喜欢将书中的故事进行文学化改编和讲述，表现出了对自己当年热

爱学习、勇于表达的自豪之情。

B. 少年宫中的孩子们对故事极为喜欢，坐在教室里认真倾听，如果故事不那么吸引人会陆续地退场，表

现了当时人心的淳朴。

C. 画线的段落运用了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层次和复杂的情绪波动，深刻表达了作者

内心的懊丧与自我反省。

D. 通过一段由熟知芦草园的老街坊拍摄的视频，作者得知了少年宫如今的位置，六十七年的时光变迁，

让作者已难以辨认少年宫的旧日模样。

7. 关于文本的第一段，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头一句，简洁明了，迅速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营造出一种时空穿越的氛围。

B. 对少年宫布局的描绘，展现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建筑空间，尤其几棵老树，更成为了时间的见证者。

C. 转折词“但是”，将话题从主观感受转向了客观描述，展现了孩子们对少年宫独特的情感认知。

D. 文中的少年宫已不单纯是物理存在，其大小不在于实际面积，而在于能提供的活动种类和选择空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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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本结尾部分对老树的描写有何好处？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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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班级拟举行《芦草园的少年宫》文章赏读会，要求从故事屋、乒乓球室中选择一处作为少年宫中“孩子

最怀念的建筑”。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处？请简要说一下你的理由。

【答案】6. D    7. C    

8. ①结尾对老树的描写，与开头对少年宫的描写相呼应，使文章结构更加完整。

②老树是少年宫的象征，它见证了作者的少年时光，表达了作者对少年宫的怀念之情。

③老树 依旧存在，与少年宫的变迁形成对比，引发读者对时光流逝和事物变化的感慨。    

9. 示例一：我会选择故事屋。因为故事屋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的平

台。在故事屋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讲述故事，根据听众的反应调整思路，这种体验能够培养孩子们的自

信心和创造力。此外，故事屋中的互动氛围也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分享和交流的快乐，这对他们的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

示例二：我会选择乒乓球室。因为乒乓球室不仅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场所，还能培养孩子们的竞争意识和团

队精神。在乒乓球室中，孩子们通过打擂的方式，学会了面对挑战和失败，培养了坚韧不拔的品质。同

时，与冠军运动员的接触和交流，也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斗志和对梦想的追求。这些经历对孩子们的成长和

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解析】

【导语】《芦草园的少年宫》通过回忆少年宫的故事屋和乒乓球室，展现了作者童年时期的快乐与成长。

文章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年宫的活动场景，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少年宫的感激之情。结尾对老

树的描写，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永恒，增强了文章的情感深度。整体文字朴实真挚，情感充沛，具

有很强的感染力。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

A.“表现出了对自己当年热爱学习、勇于表达的自豪之情”错误，应该是表现作者对文学的热爱、对故事

创作的热情以及对文学传播的追求。

B.“表现了当时人心的淳朴”错误。孩子们的举动是展现童年时少年宫生活的自由快乐。

C.“画线的段落运用了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错误。画线段落主要是心理描写，表达了作者的懊丧和自我

反省，并没有语言描写。

故选 D。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

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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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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8805702405600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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