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市名校 2022-2023学年高三上学期 12 月月考 

语 文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分四大题，23 小题，共 8页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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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隐与入世的两难抉择，曾困扰了无数英雄和才子，其中享誉盛名的，当属那个“不为

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率性任情、不苟同于流俗的情怀备受后世名人雅士推崇，影响极

大。 

然而，这位“隐逸诗人之宗”是否果真自始至终甘于远离政治经济舞台，种豆南山下，乐

此而不疲呢？ 

其最为后人称道的、代表其“淡泊气节”“隐逸志向”的作品，当推《归去来兮辞》《归园

田居》五首和《饮酒》等。 

可事实上，我们需要多维解读陶渊明。他曾几番入仕，一腔热血，满怀抱负：效仿东汉

田畴，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并写诗明志：“四

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读<山海经>》第十首：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

昔心，良辰讵可待！”感慨机遇已失，徒怀雄心。细读这些篇章，又哪里有什么“恬淡静穆”

和“傲视功名”？ 

归隐田园几年之后的诗作，却是愁苦渐深，看不出所谓“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

怀”。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

患干”——忍受种田的劳苦，是为了糊口和免祸。田园生活已不再“浪漫”，而是透出几分无

奈。 

僻居乡村多年后，《怨诗楚调示虎主薄邓治中》中，字里行间，处境困苦更甚，心情忧

怨更深：“炎火屡焚如，螟域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旱灾、虫灾、风灾、水灾轮番来袭，饥寒交迫中度日如年，如“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此时心境，不知是怨还是悔？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已经荡然无存。 

显然，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与其说是出于“崇尚自然”的本心，毋宁说是无可奈何的逃避。

只是，田园生活远远不是“恬淡浪漫”这一种底色，南山除了野菊花，还有螟蜮蝗虫、饥馁贫

乏和寂寥孤衷；而人，永远不可能饿着肚子体验田园风光。 

可叹后人，只见其“归去来”的铮铮傲骨、东篱采菊的悠闲自在，却对他后期的困顿愁苦、

挣扎怨叹只字不提，更鲜有人正视高适笔下的感慨：“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而对陶氏“挂印辞官”极尽推崇与美化，号召世人起而效仿之，岂非断章取义，误尽天下书生？ 

（摘编自林永芳《南山岂止野菊花》） 

材料二： 

宋人对陶渊明有“知道”“闻道”“见道”的评价，是把陶渊明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

模式、一种理想境界，认为他代表着一种很高的价值取向，把他定位成一种传统文化模式的

价值符号。 

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可以把注重事功，以“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称为“载道文化”；而把超越社会功利，追

求人生的审美境界，注重个体的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

模式称为“闲情文化”。载道文化关乎国家社稷、人伦纲常、政教风化、经济仕途，有着鲜明

的社会功利性；而闲情文化则关乎个体之情致、志趣、风神、气度等，往往表现为一种悠闲

散淡的情怀、一种玄澹雅致的意境、一种高远脱俗的韵致。 

闲情文化在滥觞时期是生活优裕、精神空虚的魏晋名士们的“专利品”，它是作为儒家传

统的对应物出现的，往往带有狂放、怪诞的色彩。而陶渊明的意义正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

人生实践将在魏晋名士那里既有几分放诞又有几分做作的“闲情”化为一种高雅而平实的、能

够为人们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 

陶渊明心中有一个庄子式的价值判断：权势、功名、贪欲等都是违反自然的异己力量，

个体精神应当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渺小的，而个体精神

上的自适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对名利地位声誉的功利追求，远远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

况且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满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为代价的。 

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的心并不是一眼干涸的深井。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因“有志

不获骋”而悲愤难眠；为了寄托对残暴政治的不满，他写下了热情豪放的《咏荆轲》；在《读

<山海经>》组诗中，他更是“借荒唐之言，吐岔涌之情”。这些诗篇展示了诗人忧国伤时的悲



烈情怀，让人们看到了陶渊明性格中执着激烈的一面。而对于固穷之节的坚持和对于道义的

追求，也同样表现着陶渊明的执着，这在《咏贫士》《拟古》等诗中都可以看到。对于生命

的流逝、物质生活的匮乏，他也“每每多忧虑”，不能无动于衷。可见作为高士的陶渊明对于

世事、人生、生命都有相当的执着。执着与通达在他身上体现了完美的统一。这貌似矛盾的

两面却和谐地构成了一个入世极深而出世甚远的境界：他心里有许多牵挂羁绊，想得极深，

盼得极切——这是他入世极深的一面；他能够从那些牵挂羁绊中解脱出来，从从容容地从荆

棘遍生、浊流纵横的人间世走过，神情散淡，气韵飘逸——这是他出世甚远的一面。在人生

这出悲喜剧中，陶渊明能“进”能“出”，从容自然。 

（摘编自韦凤娟《论陶渊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林永芳看来，归隐还是入世是困扰无数英雄和才子的话题，在对这两者进行思考与取

舍的人之中，陶渊明无疑是最为著名的。 

B．虽然陶渊明是隐逸之宗，但林永芳否定了他的隐逸行为，认为他并不甘心远离政治经济

舞台，隐逸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C．相较于载道文化，闲情文化关乎个体之情致、志趣等，重视个体的精神需求，具有超越

社会功利的一面，因而对士人影响更大。 

D．在韦凤娟看来，《咏贫士》《拟古》《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虽然体现了陶渊明不同的

思想情感，但都展示出其性格中执着的一面。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陶渊明曾经雄心满怀，志向高远，如效仿田畴参与政事，也写下诗作以自勉，但作为闲

情文化的代表，我们须弱化他积极入世的一面。 

B．依据林永芳的观点，虽然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描写了恬静怡人的田园风光，

但是陶渊明此时的处境并不一定是恬淡浪漫的。 

C．因为陶渊明描写种田劳作的辛苦和各种自然灾害轮番来袭时处境艰难的诗歌很少，所以

后世之人很少提及他的困顿愁苦、挣扎怨叹。 

D．闲情文化经过陶渊明的升华后少了一份狂放和怪诞，多了一份高雅和平实，成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模式，是一种人人都要实践的人生艺术。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不能证明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道德经》 

B．孙子荆雅敬王武子。武子丧，子荆临尸恸哭，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



似真声，宾客皆笑。——《世说新语·伤逝》 

C．采采芣莒，薄言采之。采采芣莒，薄言有之。——《诗经》 

D．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坠；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小

窗幽记》 

4．韦凤娟认为宋人把陶渊明定位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的内

涵是什么？请结合材料二简要概括。 

5．有人认为林永芳与韦凤娟都能立体地解读陶渊明。请结合材料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后的相遇 

冷江 

入秋后的秋浦河，水瘦山寒。石郡太守崔中琪心里一直牵挂着秀山书院，恨不得连夜赶

出最后一版文选的审定稿，因为那是太子最后的心愿。 

五年前，太子第一次来石城，崔中琪亲率文武官员和地方名流出城迎接。太子远远就从

马车上下来，健步走向人群。他身材并不高大，微微有些发胖。虽然旅途疲惫，但神采飞扬。

崔中琪见惯了达官显贵，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不可思议。只见太子并没有立即过来接见文武官

员，而是直接走到路两边跪伏的百姓面前，大声说：“石城的父老乡亲们，父王将石郡封赐

于我，实乃我昭明之幸也。我定当与诸位同甘共苦，不负大家期待。” 

进城后，崔中琪安排了丝竹管乐和美酒佳肴。然而太子微微一笑说：“丝竹无颜色，山

水有清音。明日你们随我去秀山射猎，去玉镜潭垂钓，自食其力，岂不乐哉？” 

次日，崔中琪陪太子登秀山，太子射猎了一只野兔；又垂钓玉镜潭，第一钩就钓上来一

尾活蹦乱跳的鳜鱼。当即命人在秋浦河边结灶烹调，野兔之鲜，鳜鱼之肥，令太子赞不绝口。

他指着一汪清澈的河水赞叹道：“此真乃贵池也。”从此，秋浦更名为贵池。 

三年前，江南大旱，烈日炙烤着山川大地，庄稼一片焦枯。崔中琪下乡察访，发现灾情

令人心惊，全县民众十室九空。崔中琪连夜撰写公文，命人火速送往京城。全郡百姓翘首企

盼。然而，各方传来的消息，雪上加霜。众多朝廷官员认为，江南旱情，并无地方官上报的

那般严重。地方官习惯了夸大其词，无非是套取朝廷税费。半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一个

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崔中琪夜不能寐、心急如焚。若朝廷不能尽速出台赈济之策，江

南十八县百姓将民不聊生。苦思冥想后，决定铤而走险：修书一封，派心腹之人连夜赶往京



城。 

送出信后，崔中琪长嘘了一口气。他对这封信送出的后果十分清楚，可是只要有一分希

望，他也愿意冒死去做。十五年前自己进士及第，被任命到石郡为官时，他就发誓，要与石

郡百姓共患难。可地方官私自与亲王通信，那是大罪甚至是死罪！但从五年前，太子首次巡

视时的言行来衡量，他又觉得值得赌一把，输了无非是罪己一人，而倘若赢了，则是救全郡

百姓，功在千秋。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遗书封好，交给僚属，一旦遭遇不测，让其将遗

书送往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关中老家。 

崔中琪几乎每天都要到城北门眺望，看有无塘报送至。接连数日，烈日如常，身边众多

官员和幕僚多次相劝，可他心里的希望之火始终不灭。第七天，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马蹄声。

大喜，忙命人备马，出城迎候。 

前方烟尘滚滚，十余骑飞奔而来，他用力眨了眨自己的双眼，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十

余骑的最前面一匹高大的红鬃马上之人，不正是昭明太子吗？崔中琪连忙下马，匍匐于地，

叩拜道：“下官崔中琪罪该万死。” 

昭明太子满脸疲惫，摆了摆手，让崔中琪上马，一行人未及休息，就赶往周边田庄查看

灾情。次日，太子令崔中琪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全郡男女老少无不泪流。那次大旱，江南十

八县普受重灾，多县百姓外出乞讨。唯有石郡无一人饿死，无一人外出逃难。 

两年前，太子广邀江南各地大儒名流，齐聚池州。他要在这青山秀水之间，组织编撰一

部古今罕见的文章选粹，以教化国人，传承千古。崔中琪受命领衔赞画。太子终日参与其中，

劳累过度，身体常有病痛。崔中琪苦劝不止，最后还是皇上圣谕，太子才于秋凉时离开石郡

返回京城。不想，这一别后，太子病情日益加重。崔中琪焦虑难安。 

这日，他在府衙中审校完最后一篇文选，令人封存文档，立即赶赴京城送太子殿下裁断。

忽有快马来报，说太子殿下一行已至城东十里之内。崔中琪忙率众官员往城东迎接。满城百

姓也纷纷赶来，成千上万的百姓挤满了城东官道。半个时辰过去了，迟迟不见太子的车队和

马队，崔中琪隐感到了一丝不安。一个时辰过后，看见了前方缓缓而来的车队和马队。 

崔中琪急忙抢上前去，跪伏于地：“石郡太守崔中琪率文武官员和全城百姓迎候太子殿

下。”马车珠帘低垂，没有回应。崔中琪斗胆上前揭开珠帘，车内只有太子当年来视察时所

着衣冠。队伍中一名官员，来到崔中琪身前下马扶起崔中琪，哑着嗓子道：“崔大人请起，

太子殿下已于三日前薨了！临去世前留有口谕一封，要我等亲自送来。” 

来人大声宣谕道：“太子殿下口谕，石郡乃江南福地，幸蒙父皇恩赐，又赖全郡百姓厚

爱，上下官员齐心，方能有今日之福祉。我昭明无以为报，送来衣冠，葬于山水之间。望我



去后，诸位仍能一如从前，勤俭立业，心系百姓，我当含笑九泉矣。” 

次年春天，崔中琪撒手人寰。他们共同编撰的文选经皇上恩准，命名为《昭明文选》。 

（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太子去秀山射猎，去玉镜潭垂钓，是为了以自身实际行动垂范官员，希望大家都能自食

其力，不以剥削民脂民膏而自肥。 

B．崔中琪敢于一“赌”，外因是石郡灾情太重，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内因是他急百姓之所急

的责任感和对太子为人的信任。 

C．太子送来衣冠葬于石郡山水之间，主要是为了感谢父皇恩赐，感谢全郡百姓厚爱与上下

官员齐心，激励诸位官员勤政爱民。 

D．“崔中琪忙率众官员往城东迎接。满城百姓也纷纷赶来，成千上万的百姓挤满了城东官

道”，彰显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主题。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入秋后的秋浦河，水瘦山寒”这一句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瘦”字运用拟人写水，

也烘托出了主人公的心境。 

B．太子“身材并不高大，微微有些发胖”，其貌不扬的外表恰恰使他健步的姿态、飞扬的神

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C．小说在救灾情节中设计了两次延迟，一是写公文给朝廷没有回复，一是写信给太子迟迟

没有回复，都引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D．历史小说主要人物、事件应有历史根据，所以昭明太子、崔中琪、编文选、钓鱼、救灾、

葬衣冠等都必须是真实的。 

8．崔中琪等官员和百姓最后并未和太子相遇，本文却以“最后的相遇”为题，请简要谈谈你

的理解。 

9．小说以崔中琪的视角塑造太子形象，有何妙处？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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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题。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生青，冒姓卫氏。青长，

为侯家骑奴。五年，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与诸部将凡



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至饮酒醉。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围右贤王。

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得．右贤畜数近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

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属焉．。六年春二月，大将军青出定

襄，击匈奴。以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咸属大将军，

斩首数千级而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六年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

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

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及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八百降匈奴。建尽亡其军，脱

身亡，自归大将军。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

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

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

而霸说我以明咸，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诛于境外。而具归

天子，天子自裁之。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

所。四年，大将军青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

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

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

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大将军为人仁，

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 

（节选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四·武帝伐匈奴》）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与诸部将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

至/饮酒/醉 

B．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与诸部将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

至/饮酒/醉 

C．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与诸部将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

至/饮酒/醉 

D．天子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与诸部将凡十余万人/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

至/饮酒/醉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得畜数近百万”与“未得与项羽相见”（《鸿门宴》）两句中的“得”含义不同。 

B．“诸将皆属焉”与“焉能治之”（《兼爱》）两句中的“焉”含义不同。 



C．“当单于数万”与“当与秦相较”（《六国论》）两句中的“当”含义相同。 

D．“诣行在所”与“诣太守”（《桃花源记》）两句中的“诣”含义不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卫青擅长远袭，一战成名。卫青以车骑将军身份率领军队，长途夜袭并打败大意轻敌的

匈奴右贤王，回边塞后被授大将军印。 

B．卫青沉毅果敢，战功卓著。卫青于同一年春、夏两次率军攻击匈奴，斩杀匈奴多人，缴

获近百万头牲畜，各路兵马都大获全胜。 

C．卫青功高低调，权重自制。卫青认为不需要通过斩杀兵败逃归的副将来建立威信，也不

能因为受到皇上宠信而独断专行。 

D．卫青深入腹地，用兵如神。卫青出塞千余里，利用兵车结成营阵，派五千骑兵出击，后

来又增派左右两翼的军队将单于包围。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大将军青既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2）大将军为人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 

14．苏建余军覆没后，脱身逃亡，独自回到汉营，对他的处置有哪些意见？请结合文本简要

概括。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题。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宋】苏轼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①；云山摛锦②，朝露漙漙③。世路

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④。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⑤；致君尧舜⑥，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注释】①耿耿：明亮的样子。②摛(chī)锦：似锦缎般展开。③漙漙(tuán)：露多的样子。

④“当时”二句：以陆机、陆云兄弟同在洛阳比喻自己与弟弟子由当年同在汴京。⑤胸中万卷：

指博大的学问，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⑥致君尧舜：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追述苏轼兄弟二人在汴

京时的抱负。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

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 

B．“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

追忆往事。 

C．“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像伊尹和杜甫那

样，以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

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 

D．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豪迈豁达之情。 

16．本词结尾“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结尾“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有什么异同？请从写作特

点和思想情感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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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1）《短歌行》中，曹操以周公自比，表示热切殷勤地接待贤才的两句是“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阿房宫赋》中，杜牧运用铺陈排比来论说“秦爱纷奢”，最后得出结论，这些“纷奢”

的行为使百姓“____________”，而秦朝统治者却“____________”。 

（3）古诗文中经常出现猿的形象并写到猿的叫声，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物资源大国，涵盖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各气候带的各

种生态类型。其中，我国的植物种类是美国的 1.5倍，欧洲的 3倍，生物多样性是其他任何

国家都①______的。在我国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②______的生物资源为中华民族的

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5 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全国各地围绕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

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宣传，以扩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认识，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民认

知度和参与度。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

树与草。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万平方公里。同时，本着统

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我们要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良好的生态环境 ______，因为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

财富，它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双赢，构建环境与经济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使用了顶真和排比的修辞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可

改变原意。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医学角度说，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老年性耳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普通人可以

通过  ①  来延长听力良好的平台期。例如经常锻炼，保持机体的活力也会延长器官的活力。

另外像高油脂类食物、烟酒，对听力的损伤很大，要尽量避开。此外，李长青提醒，有些氨

基糖苷类药物可能会带来耳聋的不良反应，但到底会不会出问题，跟每个人的基因有关，有

能力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基因筛查，如果确  ②  ，就尽量用其他药替代。” 

有些老人，平时还有采耳的习惯。有的是去外边的小店，有的是让家里人帮忙掏耳朵。

但  ③  ，如果采耳工具消毒不干净，就容易出现真菌交叉感染现象。“有的老人来就诊时

说耳朵痒，还听不清。用耳内镜一看，耳朵都长毛了，跟发霉一样。”除此之外，李长青还

接诊过一个听力出问题的老人，从老人耳朵里取出一块黑色的异物，大家研究半天也没看出

是什么，最后还是老人回忆起来，是她前几个月拿棉签掏耳朵，棉球掉进耳朵了，然后就一

直堵在耳朵里。 

21．下列句子中的“能力”与文中画线处的“能力”用法含义相同的一项是（） 

A．“能力有大小，但是，能力小不等于态度不好。这个题没有做出来，说明你态度不认真。”

张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陈浩然。 

B．不少“小镇做题家”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有能力承受一线城市高房价而忍痛离开一线城市。 

C．“来来来，你有能力，你一个人把这块石头搬到马路那边去！”李明没好气地对一直喋喋

不休的张三说道。 

D．因为刚到这个单位不久，他对单位不大熟悉，认为自己暂时没有能力管好这个团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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