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高一期末调研考试 

语文试题 

本试卷共 23小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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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将条形

码横贴在答题卡右上角“贴条形码区”。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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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华文明的沃土深源，是中国人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以伦理为本位的生活，简称伦理

生活。“伦”本意为“辈”，蕴含条理；“理”，本意为“治玉”，引申为对一切事物的治理及其道

理。伦理生活，就是有条理和有道理的生活，包含道德期许和美好愿望。中华文明重伦理生

活，强调人在社会中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与其他人、生命、宇宙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包

含着关切和情谊。梁漱溟认为中国“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

其义益重。由是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中国社会

通过伦理关系之网，组成了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深厚的情

谊。 

在彼此有情谊、有温度的伦理生活中，人们不需要怎么思考，便知道如何去做是恰当

的。见父知孝，见兄知敬，见义知勇为、智为……人们对自己应当如何行为，可以做到日用

而不觉、日用而不知，却总能恰到好处。《周易·系辞》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日常生活的道理，乃至整个宇宙的大道理，人们虽然没有深察，不能详细明白地道出，却实

实在在地践行着。君子之道虽少有人能道尽，但总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



来。这就是伦理生活的样貌，也是中华文明的伦理基础。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要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必须结成群体。人类早期阶段，

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源严重不足，为了生存，人不得不与大自然斗争、与其他部族斗争，形

成一个个部落。这是人类最早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先哲们开始思索共

处的道理。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交往原则。孔子要求弟子“泛爱众”，孟子推扩为“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由此可见，中华文

明中“可以共处”“应该共处”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共处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家庭宗族到乡党、

国家、天下，乃至万物宇宙。至宋明理学的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视天下无一物

非我”、程颢和王阳明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表述，标志着万物一体的共同体意识

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伦理生活和共同体意识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既创造着丰富的文化，又追求众相之下

的“一”和“体”，解决一与多、特殊与普遍、单独与共同的关系，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维方

式，以此构建起中华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一以贯之”包含多个意思：从本

体上讲，指宇宙本体贯通于万物中；从认识论上讲，指通过万物的特殊性认识宇宙本体并由

宇宙本体认识万事万物；从实践论上讲，指循道而行，一生践行道。中华各民族在生活实践

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精神内核和共同价值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的自然进程在思想文化

上的反映，是先哲们以各种方式提炼的“一”，如周易的“元”，道家的“道”，儒家的“道”“天理”，

墨家的“天志”等。大道至简，在“一”的指导下，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如仁爱、民本、诚信、

正义、和合、大同等规范着生活实践，维系着中国人重情守义的伦理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源泉和丰厚底蕴。 

（摘编自郭清香《中华文明的伦理基础和内在逻辑》） 

材料二：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周易·系辞》

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等语，都饱含着创新精神。公元 554年成书的《魏书》首现“创新”一词，书中记载“革

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

文明各个方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念、价值和道德规范。比如，孔子最早提出

“仁”“礼”“义”三个范畴，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礼智”四个范畴，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

“信”，发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此后，“五常”一语频频出



现在史籍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如，宋代在综合先秦儒家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形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道德标准，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

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

此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艺美术不断创新发展，青铜器、陶瓷、丝绸、刺

绣、漆器、玉器、珐琅、金银制品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工艺品浸

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展现了中华审美风范。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充分反映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及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何星亮《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伦理生活是有条理和有道理的生活，它形成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是中华文明发展

的深远源头。 

B．人类最早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部落，人类为了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为了争抢有限的

资源而合作。 

C．中华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由万物特殊性认识宇宙本体，又由宇宙本

体了解万物。 

D．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理念、价值和道德规范，经历代先贤不断探索完善，逐

渐臻于完美。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共同体是伦理关系网的基础，人与人之间懂孝悌、知情谊、有温度，

这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 

B．君子之道是伦理生活的样貌，是中华文明的伦理基础，虽无人道尽，却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 

C．两则材料都引用了《周易·系辞》中的句子，前者意在阐述伦理日用而不觉，后者意在阐

释中华民族重视革故鼎新。 

D．“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规范，由儒家代表人物孔孟倡导，经汉代董仲舒等人补充，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3．下列选项，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马蹄》） 

B．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礼记》） 



C．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费

孝通《乡土中国》） 

D．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曹雪芹《红楼梦》） 

4．请指出材料一中画线语句的语言特点并简要分析。 

5．请结合文中材料，分析胖东来持续爆火的原因。 

胖东来是一家以从事零售业为主的企业，近年来持续走红网络。怎么称呼顾客，在胖

东来是有严格要求的：对老年顾客称“叔”“大伯”“大娘”“姨”，对中年顾客称呼“哥”“姐”，对

青年顾客称呼“帅哥”“美女”。在企业内部，胖东来没有官称，上至老总，下至普通员工，大

家都论年龄以哥、姐相称。所有岗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胖东来公开向社会

作出“用真品换真心，假一赔十”“不满意就退货”等承诺，并不折不扣地履行。 

 

（二）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4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平凡的世界 

路遥 

少平走进下井的黑色钢铁罐笼，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

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 

罐笼黑暗中坠向地层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

紧张的喘气声和凹凸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淌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上。 

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 

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

各种声响和回音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 

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

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

正严峻的还在后面。 

他们即刻被带进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

有人马趴掼倒。走出长长的一段路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岸壁上用肩膀接连

扛开了两扇沉重的风门，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拐巷。 



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豆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

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①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许莫过于此。 

接连跋涉一百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绞车坡，然后再拐进一个更小的坑道。这时，人已

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

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 

这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

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

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 

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 

这里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粱，擢煤

工紧张地抱着一百多斤钢梁铁柱，抱着荆笆和搪采棍，几乎挣命般地操作。②顶梁上，破碎

的矸石哗哗往下掉。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嚓嚓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啊！这是什

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

而栗！ 

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卸甲，矿帽不时

碰落在煤堆中，慌乱得半天摸不着…… 

熬到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

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似的。白净的

脸庞都变成了古戏里的包公。 

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唬唬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

有人开始给他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③

大部分人直至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缎被子上哭开了。 

少平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把一切想得很好。说实话，在他看来井下的

生活也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已经有过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因此对这一点在精神

上还是能够承受的。是啊，他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现在还隐隐作疼！他更多的是看到

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不愁穿，工资高，而且是正式工人！ 

…… 

十一月初，铜城地区落了第一场雪。 

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少平上井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一片。雪花仍然在

纷纷扬扬飘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暖意。昨夜十二点下井时，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



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世界。他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之中。 

今天，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要第一次领工资了。他已经在心里算好自己的工

资。只有他和另外两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一月中上了满班。他们是四级工，加上入坑费，月

工资能领一百三十元。好大一笔钱啊！ 

排在他前面的有两个断工人，一个领了十八元，一个领了二十元。蹲在旁边的雷区长

对他们说：“你们这月吃球呀？不好好下井，裤衩都要卖得吃了！甭看矿井是黑口口，很公

正！钻得多了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球毛都没一根！”那两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退出了人

群。 

办事员给少平扔过来一摞子钱。少平连点也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

过楼道，来到外面。④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无踪无影，

和周围山野连成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牙湾宁静下来，充满了某种肃穆的气氛。孙少平踏

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打算过的地方。他来到邮政所，他是来寄钱

的。除留够本月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外，他还剩五十元。他要把这钱寄给父亲。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的，这是他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想象出来，

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了石圪

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 

孙少平用一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地

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划写上“刘玉厚”三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

的双眼…… 

（选自《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四章，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少平将第一次下井看做历史性的时刻，是因为他此前从未下过井，也从未见过井下令人

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 

B．巷道严酷的环境使富家子弟放下了清高和孤傲，新工人们行进时互相拉手或牵着衣角，

他们明白了险境互助的重要。 

C．初次下井时，少平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面对一个全新世界的新奇感，也和别人一样，怀

有坠向地层深处的紧张恐惧。 

D．文末写少平用微微发抖的手在汇款单上写下父亲的名字，泪水模糊双眼，体现出少平节

俭孝顺，也让读者心生感动。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①运用对比手法，表现新工人在寂静黑暗的巷道行走时因环境陌生产生的恐惧。 

B．①从视觉听觉角度描绘煤矿施工现场的景象，渲染紧张气氛，突出工人劳作艰辛。 

C．①运用点面结合的方式，勾勒新工人返回宿舍后的情形，侧面表现井下生活严酷。 

D．①运用比喻写雪花飞舞的景象，渲染静美肃穆的氛围，烘托少平轻松兴奋的心境。 

8．文学叙事理论认为：“小说家对事件发生地进行细致描述，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故事创造一

个真实的环境，引导读者进入虚构的故事世界。”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9．路遥敬佩鲁迅，说他喜欢“鲁迅的全部著作”，他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但却不是亦步亦

趋，完全模仿。请从叙事视角以及创作意图方面，比较本文与鲁迅《祝福》的不同。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裴寂坐事免，放归乡宅。寂表乞住京师，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长安令王文楷坐不发

遣，令笞三十。公进谏曰：“裴寂所为事合．万死，今陛下念其旧功，不置于法，唯解其官，

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给假，况寂放还乡宅。古人云：进人以礼，退人以礼。臣愚以为，

文楷识陛下恩贷，见寂是大臣，不时蹙逼，论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埽，

岂非礼邪！”乃释文楷不问。使者从奚契丹中返者，太宗问其土俗，对曰：“最爱肉珠，以数

百珠博．一马。”太宗曰：“何为爱重此物？”对曰：“穿以系颈及交络身。”太宗哂之。公曰：“此

物诚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诸贾，爱重珍宝，若遇好殊，则倾家市取，乃劈肌肤，藏之

于身内，此人有所经过，咸共敬重，其意所须，莫不资给，人闻皆以为笑。然国家今日亦太

重之。”太宗曰：“魏徵即以我为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见林邑使人，每旦磨沈水等诸香，

用涂身体，皆共笑之，以为虚费；我今爱重此物与彼亦何异乎有识者还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

也？” 

（节选自《魏郑公谏录》卷一） 

材料二： 

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

其台苑囿，以夺人财；攻无辜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难乎？今有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

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



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

矣。善不善本于义，本于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

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

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 

10．材料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我今爱 A 重此物 B 与彼 C 亦何异乎 D 有识者还 E 共笑我耳 F 安可不 H 深思也？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 

A．合，符合，与《答司马谏议书》中“而议事每不合”中的“合”词义相同。 

B．博，换取，与《促织》中“顾念蓄劣物……不如拼博一笑”中的“博”词义不同。 

C．道，道理，与《庖丁解牛》中的“臣之所好者道也”中的“道”词义不相同。 

D．黔首，百姓，与《谏逐客书》中“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中的“黔首”词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裴寂被免官归乡，却长期滞留京城，太宗发怒要处罚长安令王文楷，魏郑公为二人求情，

认为不应该责罚他们。 

B．西域诸贾看重珍宝，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来据为己有，太宗认为这与林邑使者磨沉水香

涂抹身体类似，都属虚费。 

C．夏商周三代君主明辨善恶，所以能够称王天下。后世之君废除先王之道，只顾自己享乐，

贪求私利，国势衰颓。 

D．乘人之危抢夺他人钱财，强占其住所，会遭非议，但趁某国饥馑衰弱去袭击，却不会被

指责，这是不懂得类推。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其意所须，莫不资给，人闻皆以为笑。 

（2）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 

14．在古代，要成为被百姓思念渴慕的君主，应该怎样做？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金陵怀古》其三 

王安石 



地势东回万里江，云间天阙①古来双。 

兵缠四海英雄得，圣出中原次第降。 

山水寂寥埋王气，风烟萧飒满僧窗。 

废陵坏冢空冠剑，谁复沾缨②酹一缸。 

【注】①天阙：即牛首山，其两峰对峙，形似双阙，故称。②沾缨：谓泪水浸湿冠缨。

指痛哭、悲伤。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描写万里长江气势如虹，牛首山双峰高耸入云，突出了金陵山川形胜之美。 

B．颔联“兵缠四海”概括群雄逐鹿的景象，“次第降”衬托中原圣主赵匡胤的威势。 

C．颈联借金陵王气黯然而收，山水寂寥、风雨吹打僧窗的凄凉景象寄托内心的感慨。 

D．全诗将自然景色与历史沉思结合起来，既有历史沧桑感，也有对现实的深刻讽喻。 

16．本诗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何异同？请结合文本简要概

括。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杜甫在《登岳阳楼》中，以“               ”描绘洞庭湖吐纳日月的恢弘气象，而

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的“               ”，则以夸张、比喻的手法描写湖面的

广阔、湖水的清澈透明。 

（2）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认为“               ”，那么，天下的根本道理就

清楚了，但人性惰怠，尤其“                                     ”，导致怨诽甚多。 

（3）风尘劳顿，茫茫水域，一叶孤舟似乎更能触动诗人敏感的心灵。唐宋诗人往往

将自己的家园之思、离别之情、孤寂之感倾注于“孤舟”意象之中，如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我度过一个令人胆寒的夜晚后，迎来的是个没有日出的黎明。铅灰的浓云布满天空。

没有了太阳，我就更无从判断我该往什么方向走了。于是我就寻找小路，森林中那些曲曲弯

弯的小路，都是我们和我们的驯鹿踏出来的。沿着这样的小路走下去，总会找到人烟。身上



兽的经验。走了没有多久，雨就来了。我跑到一处岩石下避雨。那片岩石是黄褐色的，上面

生长着绿苔，那些绿苔形态非常漂亮，有的像云，有的像树，还有的像河流和花朵，看上去

就像一幅画。

雨停了，星星出来了，我浑身都是湿的，又冷又饿。就在那个夜晚，我遇见了两只来

喝水的鹿。它们一大一小，出现在湖泊的对面。小鹿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母鹿不慌不忙地

跟在后面。小鹿喝水很淘气，喝着喝着就用嘴巴去拱母鹿的腿，母鹿就势去舔小鹿的脸，那

一瞬间，我的心底突然涌起一股暖流，我非常渴望着有人能那么温暖地舔着我的脸。我觉得

呼吸急促，脸颊发烫，眼前这个暗淡的世界突然间变得光明起来。当两只鹿一前一后离开湖

泊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幸福的感觉，我对自己说，我还没有尝过被喜欢的人所舔舐

的滋味，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一定要活下去！ 

．下列句子中的“对面”和文中加点的“对面”，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B．大雾中，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对面来了一个人。 

C．入户门对面墙上的画，气势磅礴，流溢着生命的激情，跳动着生命的神韵。 

D．高中生的生涯规划，父母不能越俎代庖。这事儿你得跟孩子本人对面谈吧？ 

19．读书小组要为上面文段写一则文学短评，经讨论，确定关键词为“生命的赞歌”。请你围

绕关键词写出短评要点。 

 

（二）语言文字运用 （本题共 3 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经》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其中的“葭”就是芦苇，可见芦苇自古便与艺

术有了（ ① ）。那么芦苇荡里有什么？从白洋淀的芦苇荡中，走出了抗日雁翎队，走出了

白洋淀苇编，也走出了历史悠久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洋淀芦苇画。 

 A ，然后加工成苇料。收割芦苇通常是在霜降和立冬后，继而打捆晾晒，再从梢部

向根部方向去除苇叶，经过浸泡、剖割、摘料、漂染等工序，最终形成适合制作芦苇画的原

料。苇料备好之后将其按色泽、长短、应用范畴等进行分料，再将苇料熨烫使之平整服帖后，

便可以根据图样开始拼贴了。据统计显示，拼贴芦苇画画面 80%以上使用芦苇的自然色差，

至少 20%左右利用熨烫后所形成的色差。因此拼贴的技巧（ ② ）。民间手工艺人运用剪贴、

雕刻、熨烫、粘贴、装裱等十几道工序的加工，根据每根苇料的不同特性，运用芦苇的自然



 ③ ）的芦苇画艺术作品。在表现虎、豹

等哺乳动物毛皮时，经过对苇料的整理拼贴，所形成的画面中，虎、豹毛质细腻，根根分明，

浑然天成；而在表现植物茎叶、鱼鳞等时，会侧重使用芦苇的自然纹理，  。

20  

21．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22．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量词语，但

不得改变原意。 

 

四、写作（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论语》记载，盲人乐师冕拜见孔子，孔子不停地告诉他哪里是台阶、哪里是坐席，

又告诉他旁边都坐着什么人。乐师冕出去后，孔子告诉徒弟，这是帮助盲人乐师的规矩。 

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中说：“君子宜当净拭冷眼，慎勿轻动刚肠。”这句话告诫我们，一

个有才学品德的人，应注意保持冷静态度细心观察，切忌随便表现出自己耿直的性格以免坏

事。    上述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感悟与联想？请结合材料内容，写一篇发言稿，参与兴华中

学举办的“良知与悲悯”主题座谈会，体现你的思考，表达你的看法。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

少于 800 字。 

 

 

1．D    2．C    3．B    4．（1）用词准确，逻辑严密。“可以”表示客观的可能性，此处

从现实情况分析，人们为了生存能够共处；“应该”，表示事理上必须如此，体现责任担当之

心。将“可以共处”“应该共处”依次排列，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再如“乃至”表示递

进关系，论述共处的范围由小到大，由家庭宗族甚至扩展到宇宙万物，逻辑性强，语言准确

严密。 

（2）语言平实，句式灵活。语句通俗，明白如话；“意识越来越明确”“范围越来越大”构成

整句，整散结合，错落有致，且文脉贯通，便于读者理解。    5．胖东来的持续爆火，体

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1）重伦理生活，强调人与他人的密切关系。胖东来按亲属关系称呼顾客，给人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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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5610003

6007010

https://d.book118.com/128056100036007010
https://d.book118.com/128056100036007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