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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模拟卷（一）

（150 分钟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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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

代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

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了鲜明的

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虽然处处相反，却能够相辅相成，给整个中国传统文

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

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

的，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

有不能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产生

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

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的平静自在为价值取

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也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认为只

要大家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

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

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

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

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

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足以代表

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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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

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蹈、留

恋山水等，道家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

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

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

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

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

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

不同”。道家也讲“致虚极，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

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

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

囿于“夷夏之辨”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

后，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三

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

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

两种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

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

之精髓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

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

踞的认识，是失之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

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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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

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

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

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

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

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建构。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

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

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

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在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上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

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

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

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儒、道成为纵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思想流派，是因为两者能互相竞争，互

相吸收。

B. 法、阴阳、名三家后来灭绝，是因其基本思想被儒、道吸收，它们却不吸收

儒、道思想。

C. 儒、道两家主张虽然各有偏重，多有不同，但是都讲“和而不同”，都讲和

则生万物。

D. 殷周出现的人文转向和人道主义，决定了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

要走向。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它关注现实；而道家则不同，以各安性命为最高

目标。

B. 如果中华原创文化缺少包容性，不能让佛教中国化，就可能没有儒、道、佛

合一。

C.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国学”，其实，此认知是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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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颇的。

D. 材料三用设问的方式提出论点，指出实现中国梦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价值追求。

3. 材料一中说儒道两家“处处相反”，以下不属于其“处处相反”依据的一项

是（   ）

A. 儒家的人生观是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是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

安性命为最高目标。

B. 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有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

修隐者，有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C. 儒家崇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从容中道，主张凡事要合理、合时、合情；

道家崇尚质朴无华、超然自得、少私寡欲，主张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

繁文缛节、权诈智巧。

D. 儒家致力于构建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体系；道家更强调道法自

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

4. 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分析。

5.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道家的人生观，以

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的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回顾我国

古代知识分子的沧桑历史，到处都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请以李白，杜

甫为例加以证明。

【答案】1. A    2. C    3. B    

4. ①引证法，文章引用了名句、诗文等，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也增强了文章

的可读性。

②例证法，文章阐述汉代及隋唐佛教的情况，为“儒学、道学是开放性的”这一

观点提供了例证。

③比喻论证，文章把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比喻成“胃”，形象地论述了它们的博

大的包容性。

5. 杜甫的诗歌处处体现民本思想，在沉郁顿挫的语调中饱含忧患意识，便是儒

家入世思想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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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不仅在皇帝面前无拘无束，更是游遍山河江川，有着狂放浪漫的个性，这便

是道家出世思想的印证。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B.“它们却不吸收儒、道思想”错误，于文无据。文中只提到“汉代以后，

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并没有

提到法、阴阳、名三家是否吸收儒、道思想。

C.“但是都讲‘和而不同’，都讲和则生万物”错误，曲解文意。根据材料二

“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可

知，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讲和则生万物。

D.“殷周出现的人文转向和人道主义”错误，概念间并列不当。根据材料三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

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可知“由神本向人本转向”和“人道主义

思潮”二者都属于“人文转向”，“人文转向”和“人道主义”之间不是并列关

系。

故选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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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国学’”错误，偷换概念。

根据材料二“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

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失之偏颇的”可

知，我们一般习惯于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不是习惯

于把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国学”。

故选 C。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B.“忠良 气质与风度”与“院士的气质与风度”只能是指不同类型的人，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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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是相反的，因此不属于儒道两家“处处相反”的依据。

故选 B。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特点的能力。

引证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文章引用了名句、诗文等，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例证法，结合材料“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

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

辩驳、演变、磨合后，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

道与佛的融合，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可知，文章

阐述汉代及隋唐佛教的情况，为“儒学、道学是开放性的”这一观点提供了例

证。

比喻论证，“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种中华

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

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文章把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比喻成“胃”，形象地论述

了它们的博大的包容性。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杜甫，其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

负。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

苦，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

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歌处

处体现民本思想，便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印证。

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又号“谪仙人”。自

“酒中仙”，蔑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曾经奉诏醉中起草诏书，令高力士脱

靴，在皇帝面前无拘无束。被“赐金放还”后，他从此仗剑天涯，喝酒搞创

作，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浪荡的心。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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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山水

有幸，在李白足迹所到的地方，景观化作了诗歌，在他走后，诗歌又化作了景

观。他的诗魂与山水同在，生生不灭，经典永存，这便是道家出世思想的印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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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节选）

罗广斌    杨益言

在这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竟有个图书馆，真是想不到的事。

“成岗，你知道吗，这里有图书馆！”说完，刘思扬才看见成岗手里也拿

着一本书。原来，成岗是从另一个人手中得到的。

成岗微笑着，没有讲话。

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这时低声插进来说：“这里的图书馆，书很多。”

……牢狱里一片静寂，鸦雀无声，刘思扬缓步走到牢门边，他发现，几乎

每个牢房，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看书。他立刻醒悟了：这里不仅有复杂的斗

争，而且有顽强的学习。在渣滓洞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如果在集中营里能

够读书，他一定要好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失去自由，但不能失去思想，他深

深地觉察到，战友们专注的学习，正是一种顽强的战斗。

为什么阴森恐怖的白公馆里，会有图书馆呢？刘思扬不解。但他也初步想

到，这一定是战友们多年来斗争的收获。

上午的放风时间终于到了，刘思扬和成岗一先一后地跟着胡浩，用最平静

而缓慢的脚步，向图书馆走去。刘思扬发觉自己的心扑通通地直跳，如同去参

加一项冒险活动似的，情绪紧张起来。

图书馆设在一间普通的牢房里。光线微弱，仅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这房间

在楼房的背面，很不引人注目，门是锁着的，管理图书的人还没有来。

“图书管理员是老袁。”胡浩介绍说，“他马上会来。”

刘思扬记得，老袁是从上饶集中营辗转押来的，但是连他的真实姓名，敌

人也还不知道。在楼上，成岗就给他介绍过，但是不知道他是图书管理员。

一会儿，老袁来了，开了门，先走进去，坐在借书登记的桌边，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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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踏进房间，成岗和刘思扬都嗅到一股霉臭的味道。到处是灰尘、蜘

蛛网，仿佛他们不是进入一间图书馆，而是进入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堡。满目破

旧的书刊废纸，胡乱堆积在摇摇欲坠的书架上。书架大而且多，塞满了房间，

叫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书架之间，只留着勉强能过人的通道。通道的地板上，

也堆满发黄的陈旧杂志。借书的人，只能置身在书架的挤压之下，站在废纸丛

中，勉强寻找自己需要的书。偏偏这些书籍都没有编号和分类，堆在一起，被

尘埃盖着，一取书，那厚厚的灰尘就飞扬起来，变得满屋烟尘，灰雾蒙蒙。

刘思扬一进屋，就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站在门口不知所措。为什么大家让

灰尘盖满书架，而不打扫一下？图书管理员为什么不把书籍整理出来？至少也

该把乱堆在地下的破书废纸收拾干净呀。

胡浩和成岗，已经挤进书架丛中去了。他们一走动，屋子里便灰尘四起。

刘思扬迟疑了一下，但是多时未读书而产生的强烈欲望支持、怂恿着他，使他

不顾一切地钻进尘埃中去……

刘思扬还想再找一找，可是灰尘使他呛咳得厉害，再也待不下去，只好退

到图书馆门口。他把书交给老袁，对方没有接，只把借书登记册推到他面前，

让他自己签名登记，一句话也没有说。

刘思扬翻开《哲学辞典》①，愉快地读着那些许久未曾读到的东西，他感到

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就像和多年不见的朋友，在患难中重逢似的。他匆

匆地翻阅着，心里很自然地想到，要是渣滓洞的战友们也有这样的书读，那才

好咧！刘思扬放下了书，端坐着。牢房里很安静，大家都在读书。

过了一阵，刘思扬又拿起那本《罗亭》②。这本书是土纸印的，灰褐色的封

面已经破旧，被补过的。扉页上，有一行楷书的毛笔字：

文优纸劣，特请珍惜。

过了一会儿，刘思扬又从成岗手里得到了一本书，他飞快地翻阅起来，看

见这本生活书店战前发行的书籍里有着好些插图，其中有一幅精美的马克思的

画像。忽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刘思扬回头低声说道：“胡浩，可以找到笔

和纸吗？”

胡浩点了点头。

下午放风以后，刘思扬偷偷接过胡浩递给他的一支切去了大半截笔杆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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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和一小块墨，还有一张折小了的白纸。

刘思扬躲在房角里，用背掩蔽着自己的动作，牙齿轻轻咬湿笔尖，唾液拌

和着墨，在白纸上临摹着那张马克思的像。

他慢慢画着，画得相当像。然后，用留下的饭粒，把画像贴在已经破旧的

书的封面上。刘思扬十分愉快、兴奋，一种使人陶醉的火热的激情，不断在他

心头冲动。因为他几乎从每一件事都得到启示，这里多年斗争的传统，成了给

予他无穷力量的泉源。夜里，刘思扬失眠了。兴奋使他久久地不能睡去，他静

静地躺着，合上眼，心里却翻开了无穷的回忆、联想、希望……快到半夜，同

牢房的人打着鼾，深深地睡熟了，刘思扬的脑子还十分清醒。下楼来不到两

天，他已经看见了、知道了那么多新的事情，真的，就像个才上战场的新战

士，他被周围的事物吸引得眼花缭乱，心潮激荡，不能控制自己了。

（节选自《红岩》第二十三章）

【注】①《哲学辞典》：伏尔泰著。该书旁征博引，论述范围极其广泛，从宗

教、历史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②《罗亭》：居格涅夫著。他在创作此书

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国在此次战争中惨败，充分暴露了农奴

制下的俄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去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寻

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牢房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看书”，这情景让刘思扬“立刻醒悟”，表明

在此之前，他完全没想到这里会有如此“顽强的学习”。

B. 在敌人的集中营中坚持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大家认为失去自由并不可

怕，但不能失去思想，所以都抓紧时间认真学习。

C. 刘思扬踩着“最平静而缓慢的脚步”，心却“扑通通地直跳”，生动地写出了

他第一次到监狱图书馆时紧张、期待、兴奋的心情。

D. 图书馆内的环境十分恶劣，一方面是因为图书管理员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是

因为恶劣的环境能够保护图书馆不被敌人发现。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小说用词精准；第一段中的“竟”字写出图书馆的存在令人惊讶，第二段中

的“才”字写出刘思扬急于告诉成岗图书馆的事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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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说插入一段对图书管理员老袁 介绍，说敌人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老袁的斗争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C. 小说善用细节描写，如描写刘思扬临摹马克思像时用“躲在房角里，用背掩

蔽着自己的动作”，这都暗示了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

D. 当刘思扬失眠时，其他战友都已经睡熟了，这一对比既肯定了刘思扬的革命

斗争热情，也委婉地指出其在新的斗争中仍需成长。

8. 当成岗和刘思扬进入图书馆以后，作者是如何描写图书馆的恶劣环境的？请

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

9. 从刘思扬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请结合文本

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答案】6. D    7. D    

8. ①从嗅觉、视觉的角度来描写图书馆的恶劣环境，如一踏进图书馆，成岗和刘

思扬便闻到“一股霉臭的味道”，看到图书馆里“到处是灰尘、蜘蛛网”。

②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图书馆比作“一座荒废已久的古堡”，突出图书馆环

境的恶劣。

③正面描写，直接描写图书馆中的书“胡乱堆积在摇摇欲坠的书架上”，书架“塞

满了房间”，书籍上堆着“厚厚的灰尘”，表现出图书馆环境的恶劣。

④侧面描写，通过刘思扬进入图书馆后“连连打了几个喷嚏”“不知所措”等反

应和感受来衬托图书馆环境的恶劣。    

9. ①刘思扬得知有图书馆后，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好奇，这表现出革命者对知识的

执着追求，也是他拥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的体现。

②《罗亭》是屠格涅夫对当时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回答，刘思扬借阅了这本书，

体现了他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③刘思扬看到书中有马克思像，便借来纸、墨、笔，认真地将其临摹下来，并将

画像贴在书的封面上，自觉的革命意识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解析】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D.“一方面是因为图书管理员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是因为恶劣的环境能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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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4307010000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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