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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
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公共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科学的问题、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是主观认知的问题、意见的问题、想象的问题。在社会领域，民众的主观感觉
才是最主要的客观事实。因此，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看似准确的数字，其实并不像官员、专家们想象的那样重要。相反，如果一个国

家的民众感觉自已的税负沉重，那么，该国的税负就是沉重的，不论专家们计算出来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多低。

这段文字意在告诉我们（　　）。

 A． 有时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需要我们远离数据分析

 B． 一国税负的沉重与否取决于该国公民对税负的主观感受

 C． 我们对一些公共领域问题的认识有失偏颇

 D． 解决公共领域问题时参考民众的感觉比数据更加重要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作者先提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时，民众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进而由一般到特殊，推及到公共领域中
的税负问题，说明税负是否沉重取决于该国民众对税负的主观感受。因此B项正确。

2、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志们。”队长严肃地对大家说

 B． 基础知识到底扎实不扎实？这对以后的继续深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C． 我正准备给爷爷理发，爷爷却笑了：“你？笤帚疙瘩戴帽子——充人哩”

 D． 明天去呢？还是后天去呢？她实在拿不定主意了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A项错误，属于倒装句，问号应该放在句末，应改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志们？”B项错误，并不是一个疑问句，所以
应该将中间的问号改为逗号。D项错误，属于选择问句，只能在最后一个问句末尾使用一个问号，其他各问句之间用逗号，
所以应该将第一个问号改为逗号。

3、给本文加一个标题，下列最恰当的是            。

 A．《啤酒与文明起源》

 B．《面包与啤酒》

 C．《神奇的外啡肽》

 D．《啤酒：幸福的本质》

《正确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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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文章第一段指出啤酒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第二段指出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啤酒有关，第三
段介绍了最早的啤酒是在人类最初的大麦种植区发现的，第四、五、六段介绍了人类种植谷物的原因，即谷物对人类社会的
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至关重要，第七段指出大麦被发酵成啤酒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故文章主要介绍“啤
酒”与“人类文明”二者间的关系，对应A项。

B项，对应第五段的具体内容，非重点，排除；

C项，“外啡肽”对应第五段的具体内容，非重点，且缺少文章主题词“啤酒”，排除；

D项，缺少文章主题词“文明”，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啤酒才是幸福和生活的本质》

4、生物上的完美令人不寒而栗，因为那等于同种生物没有变异，进化过程失去动力。我们接受生物的多样化，可是却假定完美是物理和工程科
学可欲而又可及的目标。这种观念起源于我们对许多简单问题了解得比较透彻，而“简单”往往意味着对缺陷的忽略。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A． 完美不可能在科学上实现

 B． 生物科学比物理和工程科学更深奥

 C． 缺陷对人类整个技术文明是绝对必须的

 D． 在物理和工程科学中完美是可欲而又可及的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否定了生物上的完美，引出科技上的完美，而完美之所以被假定为科技的目标，其根源就在于对缺陷的忽略，即文
段着重强调的是“缺陷”。因此C项正确。

5、1997年5月1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幢高楼里正在进行一场被媒体称为“人机大战”的国际象棋比赛。对局的一方是1985年以来一直独霸棋坛
的俄罗斯棋王卡斯帕罗夫，另一方是美国IBM公司推出的“天下第一”下棋机器—名为“深蓝”的超级计算机。尽管卡斯帕罗夫一开始就声称他是“为
尊严而战”，但最后“深蓝”还是以35比25的总比分取胜。对此，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人机大战”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不是（　　）。

 A． 人跟计算机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尚属首次，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

 B． 一方是俄罗斯棋王卡斯帕罗夫，一方是“天下第一”下棋机器“深蓝”

 C． 卡斯帕罗夫并非是为他个人而战，比赛涉及到人类的尊严问题

 D． “深蓝”最终以35比25的总比分取胜，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A项，1992年5月11日的“人机大战”并不是人首次与计算机进行的国际象棋比赛，1996年卡斯帕罗夫首次与IBM公司的超级电
脑“深蓝”交手，以4:2的战绩获胜。

6、千百代的人们，对蜜蜂的赞美常常集中在它能酿造蜜糖这件事上面；我想，这是不大______的。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公允

 B． 公正

 C． 公平

 D． 正确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中主要叙述了人们对蜜蜂的赞美只集中在酿造蜜糖这一点上，未考虑其他方面，这样不恰当。“公正”、“公平”强调平
等，“公允”强调恰当，“公正”、“公平”程度较重，用在这里不恰当，“正确”与句意不符，应选“公允”。因此A项正确。

7、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都是类似的，电影市场的放开也会产生竞争淘汰，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出现            的现象，但尘埃落定之后，依然会
完成优胜劣汰，我们不能就此            ，遏制了发展的可能，尝试和发展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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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泥沙俱下 因噎废食

 B．鱼目混珠 半途而废

 C．滥竽充数 放任自流

 D．良莠不齐 作壁上观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第一空，横线后出现转折词“但”，转折后强调电影市场会完成优胜劣汰，故转折之前应该体现电影市场“好坏都有”。A项“泥沙
俱下”比喻好坏不同的人或事物混杂在一起，D项“良莠不齐”指好的坏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二者均符合文意，保留。B项“鱼目
混珠”比喻以假乱真，以次充好，C项“滥竽充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内行人之中，或以次充好，二者均不能体现“好坏
都有”之意，排除。

第二空，根据前文“依然会完成优胜劣汰”以及后文“遏制了发展的可能，尝试和发展······”可知，横线处应该体现“不能因为害
怕淘汰就遏制发展的可能”。A项“因噎废食”比喻要做的事情由于出了点小毛病或怕出问题就索性不去干，符合文意，当选。D
项“作壁上观”比喻坐观成败，不给予帮助，文段没有体现“不帮助”之意，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向电影强国迈进 首部中国文化领域行业法实施》

8、电商火爆的今天，实体经销商的处境可谓艰难。即便到了“双十一”这样的购物狂欢节，普通实体店的销售也是处于______的状态，到实体店
试穿试戴然后去网上购买似乎已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不温不火　蔚然成风

 B． 不瘟不火　蔚然成风

 C． 不瘟不火　靡然成风

 D． 不温不火　靡然成风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第一空，时下电商火爆，即便是“双十一”，实体店也是处于“不狂欢”的状态，销售状况不如网上店铺。“不温不火”形容人的性
情温或市场行情不火爆，“不瘟不火”指戏曲不沉闷乏味，也不急促，恰到好处，不适用于修饰实体店销售情况，排除BD两
项。第二空，表达了去实体店试穿后在网上购买成为普遍现象。“蔚然成风”指一件事情逐渐发展盛行，形成一种良好风气，
与整句话表达的消极情绪不符合。“靡然成风”表示指群起效尤而成风气，带入选项符合语境。因此答案选D。

9、一般来说，戏剧的力量在于文学的力量，而文学的力量在于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其实应该带有批判性，而批判性要掌握一个______和
尺度，没有这个那就变成全是______的，这恐怕也缺乏社会责任。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幅度　批判

 B． 轻重　负面

 C． 程度　正面

 D． 分寸　歌颂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第一空，“和”表示并列关系，应填入与“尺度”意思相近的词，“分寸”最为合适；第二空，“这个”代表前文中的“批判性”，应填
入与“批判”意思相反的词，“歌颂”最符合文意。因此D项正确。

10、文化始终处于动态的演进过程中，抱残守缺只会让文化隔绝于世。抢救式、标本式的保护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必要，但是也可能吃力不讨
好，至少无法实现传播的初衷。戏曲文化要重新在民间流行起来，一方面要放下架子，不计较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以观众喜爱为艺术创作

的追求；另一方面要谋求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创新。在历史上，传统戏曲可谓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为什么现在不能借鉴当代流行音乐的特长，使

其在更多人的播放列表里流行起来？

这段文字主要论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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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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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