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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高三年级语文学科四校联考测试试卷

（考试时间 150 分钟，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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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在释放用户主体性的数字时代得到充分体现，从人们对文学

的消费活动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基于玩乐心理的游戏。

英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主张从游戏范式来理解传播，认为大众传播研究严重忽视游

戏元素，应从传统信息理论走向游戏理论。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传统传播效果研究，将

信息刺激与受众反应之间看成线性关系，忽视其个体差异与精神复杂性。在斯蒂芬森看来，

用户在传播中是体验快乐的主体，比如人们看报纸，并非必需任务，也无明确目标，而是随

心所欲浏览，成为自主性游戏。

斯蒂芬森强调从信息范式走向游戏范式，这种范式转换显然在当下具有很大阐释力。

当代社会是闲暇社会，网络兴起后，数字化休闲更是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聊天、角色

扮演、自拍展示、操控、互动、恶搞、玩梗……网民种种行为都带有游戏性。斯蒂芬森所在

的时代还没有网络，传播中的游戏行为主要基于想象，而现在人们可以充分互动、操作，更

有参与、行动的游戏感。这也表现在文学上，网民对文学的态度主要基于游戏心理，对文学

的阅读、“代入”、戏仿、分享、玩梗、吐槽，以及二次创作，主要是为了“好玩”。需要

注意的是，游戏性并不限于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文学的消费活动，而是指整个数字时代的文学，

不管是大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只要它在网上消费时，都会出现游戏行为，比如传统经典《红

楼梦》，网络上有大量关于它的角色扮演、玩梗与二次创作，又比如超文本文学、超媒体文

学，对它们的阅读与互动本身就带有游戏性。

文学消费活动的游戏化实际上是历史趋势。游戏与艺术、文学的游戏性与社会性早期

处于交融状态，此后开始分离，或强调文以载道，或走向感官游戏。书面文化制约了交互的

游戏性，不过也有一些文学实验试图突出读者的主动性，尤其是后现代文学让阅读走向游戏

化。在理论上，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将游戏视为

开放性文本的原型。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文学消费进一步凸显了游戏

性。

数字时代文学消费的游戏性不只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还在于主体之间的群体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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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的不同在于，论坛环境可以随时交流，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倾向，人们

边看故事边讨论，实现了“沉浸”与“交互”两者转换的自由。“文本作为游戏”概括的是

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实践，如果说作为“世界”的文本主要是大众化文本，作为“游戏”

的文本则是精英化的超文本、视觉诗歌、后现代小说等。然而数字时代并不只是后现代小说、

超文本的精英文学，也可能是中国网络文学、日本轻小说这种流行文艺，后者具有二元性：

一方面不是精英文学，而是大众化文本；另一方面又非传统“沉浸”式欣赏，而是因社交而

不断打破沉浸，具有游戏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也有“以文为戏”的说法，并提供了西方理论之外的思

考路径。“以文为戏”的说法源自中唐，韩愈在《毛颖传》中为毛笔写传记，裴度批评了这

种游戏写作：“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经后世学者阐发，“以文为戏”渐成中国文论

重要概念。“以文为戏”就是以游戏态度对待阅读与写作。韩愈以史传笔法为毛笔立传，充

满戏拟与反讽，读者也心领神会，视其为游戏之作，而韩愈的文人身份与案头化写作，也让

“以文为戏”类似于精英化的文本嬉戏。

不过，“以文为戏”还指涉其它情况，被古人用来形容传统文学“跨进跨出”的艺术

特征。在《水浒传》第三十回，武松杀了一个丫鬟，另一个见状欲走，却“惊得呆了”。叙

述者此时插话：“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金圣叹评点

道：“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叙述者的评论打破了沉浸，具有游戏性。脂砚斋在

评点《红楼梦》中的“跳出话外”时，同样认为这是文学的游戏化：“又忽作此数语，以幻

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跨进跨出”是中国艺术较为突

出的特点。中国小说时常有干预叙述，人物视角与说话人视角呈现流动性。这种跨层在中国

戏剧、曲艺表演中也相当常见，戏谚“一人多角，跳进跳出”，指的就是这种特点。

中国文学“跨进跨出”的叙述程式，与说唱艺术初始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有关，这与

当下数字媒介重建口头文化经验具有相通性，契合了数字时代社交性、群体性的游戏化消费

活动。

（选自黎杨全《“文本作为游戏”：文学的阅读动机与活动机制》，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文学的消费活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基于玩

乐心理的游戏。

B．斯蒂芬森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忽视个体差异与精神复杂性，从而将信息刺激与受众

反应之间看成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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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游戏与艺术早期处于交融状态，此后开始分离，而后在接受美学等理论影响下形成文学

消费游戏化的原型。

D．传统文学艺术中的“跨进跨出”是指干预叙事，人物视角与说话人视角呈现流动性，主要

出现在小说体裁中。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数字化时代网络阅读环境可以随时交流，这使得文学消费逐渐游戏化，所以在前数字化

时代书面文学不具备游戏化特征。

B．书面文化制约了交互的游戏性，但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以文为

戏”不再有制约性。

C．韩愈的《毛颖传》以史传笔法为毛笔立传，充满戏拟与反讽，所以“以文为戏”是一种针

对精英文学的文本嬉戏。

D．中国文学“跨进跨出”的叙述特点，受到说唱艺术的影响，对当下数字媒介重建口头文化

可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3．在视频网站上，以下视频标题最能体现“数字时代文学消费的游戏性”的一项是（ ）

A．《××教授〈西游记〉人物形象解读》

B．《××大学公开课：〈西游记〉孙悟空的性格内涵》

C．《西游局中局——与你一起揭秘红孩儿身世》

D．《细说从头——溯源〈西游记〉故事的原型》

4．结合文本简述中国传统理论中的“以文为戏”和“数字时代文学消费活动的游戏性”的区别。

5．根据文本内容，阐释下列材料中文学消费游戏化的现象。

日前，在某地招聘会上，有企业把招聘服务员、洗菜工的广告带进了大学校园，让众

多大学生为之感慨唏嘘。有网友吐槽：“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

己脱不下的长衫。”这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网络上出现了各种跟贴和评论，有说“少年

不识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有说“如果当时的孔乙己脱下长衫，或许他只能当村里的

闰土”……一时间，“孔乙己文学”成为网络热潮，无数的年轻人借此来表达高学历却找不

到心仪工作的困顿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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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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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吃过早饭不久，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已出现了熙熙攘攘去赶集的庄稼人：担柴挑菜的，

吆猪牵羊的，提蛋抱鸡的，拉驴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篾匠、毡匠、箍

锅匠、泥瓦匠……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

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现在跟一个农

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父母亲那么大年纪都还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轻

轻后生，怎好意思一股劲呆下吃闲饭呢？路上，他想起父亲临走时安咐他，叫他卖馍时要吆

喝。天啊，他怎能喊出声来！“可是，”他想，“如果我不叫卖，谁知道我提这蒸馍是干啥

哩？”

他朝公路两头望了望。四野里静悄悄的，几只雪白的蝴蝶在他面前一丛淡蓝色的野花

里安详地飞着；两面山坡上茂密的苦艾发出一股新鲜刺鼻的味道。高加林感到整个大地都在

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啊呀，这是那么的难人！他感到就像在大庭广

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他咽了口唾沫，把眼一闭，张开嘴怪叫一声：“白蒸馍哎

——”

靠在大马河桥的石栏杆上，他猛然想起：要是碰上县城的同学怎么办？现在折回去

吗？“不，”他想，“我既然来了，就是硬着头皮也要到集上去！”

当他路过汽车站候车室外面的马路时，脸刷一下白了：他猛然看见黄亚萍和张克南正

站在候车室门口。他俩显然也看见了他，已很快走到面前了，他只好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和克

南握了握。他俩问他提个篮子干啥去呀？他即兴说去城南一个亲戚家里走一趟。

黄亚萍热情地对他说：“加林，你进步真大呀！我看见你在地区报上发表的那几篇散

文啦！真不简单！文笔很优美，我都在笔记本上抄了好几段呢！”

“你还在马店教书吗？”克南问。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被大队书记的儿子换下来了，现在已经回队当了社员。”

黄亚萍立刻焦虑地说：“那你学习和写文章的时间更少了！”

“时间更多了！不是有个诗人写诗说：‘我们用镢头在大地上写下了无数的诗行’

吗？”他的幽默把他俩逗笑了。

“你还在副食公司当保管吗？”加林问克南。

“不。前不久刚调到副食门市上。”

“高升了！当了门市部主任！不过，前面还有个副字！”亚萍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

“要买什么烟酒一类的东西，你来，我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这人没其它能耐，就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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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些具体事。唉，现在乡下人买一点东西真难！”

高加林稍有点不客气地说：“要买我想其它办法，不敢给老同学添麻烦！”

张克南真有点受不了了，正好车站广播员让旅客排队买票，克南马上和他握了手先走

了。亚萍犹豫了一下说：“你下午要有空，上我们广播站来坐坐嘛！你毕业后，进县城从不

来找我们拉拉话。还是那个样子，脾气真犟！……你知道，我也爱好文学，但这几年当个广

播员，光练了嘴皮子，连一篇小小的东西都写不成。你一定来！”

她的邀请是真诚的，高加林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很不舒服。那时候，黄亚萍在班上

更接近他。他对亚萍说：“有空我会来的。你快去送克南吧，我走了。”

黄亚萍的脸刷一下红了，说：“我不是去送他的！我来车站接一个老家来的亲戚……”

高加林向她很礼貌地点点头，便转身向街上走去。他一边走，一边为他和亚萍各自撒

的谎好笑，忍不住自言自语：“去接你的‘亲戚’吧，我也得看我的‘亲戚’去了……”

高加林很快从人群中挤过，向南关的交易市场走去。这时候，满城的高音喇叭里传来

了黄亚萍预报节目的声音。亚萍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更庄重更柔和。加林想到克南此刻

也许正在长途汽车上悠闲观赏着风光；黄亚萍正坐在播音室里高雅地念着广播稿……而他，

却在这尘土飞扬的市场上为卖馍受屈受辱，心里顿时翻起了一股苦涩的味道。

……太阳远远向西边倾斜过去了，加林只好决定提篮子回家去。篮子里的白馍一个没

少。

走到大马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们村的巧珍立在桥头上，手里拿块红手帕扇脸。巧珍

看见他，推着自行车主动走过来了——等于把他堵在了路上。

“加林，你是不是卖馍去了？”巧珍脸红扑扑的，看来有点紧张。她用手帕揩着脸上

沁出的汗珠，说：“我来赶集，一点事也没……加林，我看见你进了县文化馆，我知道你一

个馍也没卖掉！……你怕丢人！你干脆把馍给我，我给你卖去！”

巧珍说着，劈手来拿他的篮子。高加林闷头闷脑地还没反应过来，巧珍已把篮子夺走

了。她撇下车子，提着篮子返身向街道上走去了。高加林望着她远去的苗条的背影，不知如

何是好。他两只手在桥栏杆上摸来搓去。

巧珍把一篮子蒸馍给姨姨家放下，折转身就起身。她姨和她姨夫硬拉住让她吃饭，她

坚决地拒绝了。她几乎是跑着向大马河桥上赶去。当加林终于看见巧珍提着篮子小跑着向他

走来时，他认定她没有把馍卖掉——这其间的时间太短了！巧珍来到他面前，把一卷钱塞到

他手里说：“你点点，一毛五一个，看对不对？”

高加林惊讶地看了看她胳膊上的空篮子，接过钱塞在口袋里。停了半天，才说：“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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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你真能行！”

刘巧珍听了加林的这句表扬话，高兴得满脸光彩，甚至眼睛里都水汪汪的。加林伸出

手，说：“把篮子给我，你赶快骑车回去，太阳要落了。”巧珍没给他，反而把篮子往她的

自行车前把上一挂，说：“咱们一块走！”

和同村的一个女子骑一辆车子回家，让庄前村后的人看见了，实在不美气。但他又找

不出理由拒绝巧珍的提议。就这样，他俩相跟着起身了，出了桥头，向西一拐，上了大马河

川道的简易公路向高家村走去。

太阳刚刚落山，山尖上染着一抹淡淡的桔黄色的光芒，川两边大山浓重的阴影已经笼

罩了川道，空气也显得凉森森的了。大马河两岸所有的高秆作物现在都在出穗吐缨。玉米、

高粱、谷子，长得齐楚楚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

清淡芬芳的香来。富丽的夏日的大地，在傍晚显得格外宁静而庄严。高加林和刘巧珍在绿色

甬道中走着，路两边的庄稼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造成了一种神秘的境界。

（选自路遥的《人生》，题目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高加林看到乡亲们都去赶集，他也想通过卖馍来体验人生的苦辣酸甜，但他明显还放不

下读书人的面子，所以出声叫卖让他有一种屈辱感。

B．张克南遇见了高加林后提出要买烟酒找他办，本来是想帮老同学的，但一句“乡下人”戳

中了高加林的痛点，黄亚萍也意识到了两人话不投机。

C．高加林卖馍一天连一个馍都没卖出去，这种畏葸不前怕丢人的性格不太适合做教师，这

可能是他从教师身份被转回为公社社员的原因之一。

D．高加林不愿和巧珍同骑一辆自行车，做过教师的人还有封建思想，但因巧珍刚帮他卖了

馍，又不好拒绝，这暴露出性格中逆来顺受的一面。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时间为线索，顺叙与补叙、插叙相结合来讲述高加林进县城卖馍的故事，生动展

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人生悲欢。

B．作者综合运用了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来刻画主人公出来卖馍时的

窘迫，显示了高超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

C．巧珍主动去帮高加林卖馍，“他两只手在桥栏杆上摸来搓去”，这处细节描写流露出高加

林内心的不知所措，尴尬中又隐含着期待。

D．小说语言鲜活生动又富有地域特色，既很好地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特点，又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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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

8．小说最后一段的环境描写折射出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请结合文本作简要分析。

9．有人说，《人生》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具有独特魅力的乡村世界和人生长卷，它给我们

带来了最深刻的思考、最原始的感动。结合文本探究你所感受到的“最深刻的思考”和“最原

始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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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王）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

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

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①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

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

诸樊曰：“敢．不如命？”寿梦卒，诸樊以嫡长摄行事，当国政。

吴王诸樊元年，已除丧，让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时，尝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

意在于季札。又复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贤，欲废长立少。’重．发言于口。虽

然，我心已许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计，以国付我，我敢不从命乎？今国者，子之国也，吾

愿达前王之义。”

季札谢曰：“夫嫡长当国，非前王之私，乃宗庙社稷之制，岂可变乎？”

诸樊曰：“苟可施于国，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

周道就成，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

札复谢曰：“昔曹公卒，庶存嫡亡，诸侯与曹人不义而立于国。子臧闻之，行吟而归。

曹君惧，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虽不才，愿附子臧之义。吾诚避之。”

吴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吴人舍．之。诸樊骄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将

死，命弟余祭曰：“必以国及季札。”乃封季札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

（节选自《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材料二：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



试卷第 8页，共 11页

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

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节选自《左传·襄公十四年》）

【注】①周太王古公亶父为了传位给孙子姬昌（西伯），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姬

昌之父），长子次子迁至楚地定居，季历去世后姬昌即位，周王朝治国之道得以兴盛。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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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今汝于区区之国 A荆蛮之乡 B奚能成天 C子之业乎 D且今 E子不忘 F前人之言 G必授国 H

以次及于季札。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敢，岂敢，用于反问，与“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中的“敢”词义不同。

B．重，慎重，谨慎，也表对某事感到为难，与成语“安土重迁”中的“重”词义相同。

C．城，在文中用为动词，指修筑城墙，与“然后践华为城”中的“城”词义用法不同。

D．舍，在文中用为动词，指安置住宿，与“舍相如广成传舍”句首的“舍”用法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王寿梦欲废长立幼传位给贤明的幼子季札，即使被拒，依然把此愿托付给了诸樊。

B．季札谢绝寿梦传位的理由主要是不能让父子之间的私情超越了先王传下的礼法制度。

C．周太王废长立幼而王朝兴盛，诸樊借此以表示对父王的理解，也引此例以劝说季札。

D．诸樊没能实现先王的遗愿，心怀憾恨而哀痛过度，临终之际依然令二弟传位给季札。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寿梦卒，诸樊以嫡长摄行事，当国政。

（2）周道就成，前人诵之，不绝于口，而子之所习也。

14．季札答复诸樊让位的言辞内容，《吴越春秋》与《左传》的记载各有什么不同？依据文

本，简要概括。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虞美人

姜夔

括苍烟雨楼，石湖居士所造也。风景似越之蓬莱阁，而山势环绕，峰岭高秀过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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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题颜，且歌其所作《虞美人》，夔亦作一解①。

阑干表立苍龙背，三面巉天翠。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

而今指点来时路，却是冥蒙处。老仙鹤驭几时归，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②。

【注】①括苍：山名，在浙江处州。烟雨楼为范成大（石湖居士）任职处州时所建造。

姜夔曾得到范成大许多帮助，两人交往甚密。本词作于开禧二年（1206），时范成大已去世

十三年。蓬莱阁：在浙江绍兴。题颜：题写的匾额。②老仙鹤驭：古人讳称人死为“驾鹤归

西”。《搜神后记》载，辽东人丁令威学道仙去，后化鹤归辽，有歌云：“有鸟有鸟丁令威，

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旧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起首两句写凭栏眺望之景，“苍龙背”喻山峦奇伟，“巉天翠”状峰岭峻拔挺秀，写景如画，

与小序中的叙写相呼应。

B．刚游罢绍兴蓬莱阁，又来到括苍烟雨楼，两相比较，词人更钟情于烟雨楼烟雨迷蒙的特

色，非领略此番景致不能尽兴。

C．过片两句回眸来时登山路径，只见迷蒙幽深模糊不清，暗合“烟雨”两字，既是对上阕结

句的回应，也隐含人生况味。

D．因是终生难忘的知己长者，词人登临范成大生前所修建的烟雨楼时不免触景生情，作品

记游写景亦含追念故人的感怀。

16．下阕结尾两句与姜夔《扬州慢》词中“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两句均为用典，艺术

效果则同中有异，依据作品内容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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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水为喻，形容时间流逝，表达深沉感慨的，有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

有屈原《离骚》中的“ ， ”。

（2）九江市湖口旅游局考虑选用与本地相关的古诗文名篇中的语句来制作名胜古迹宣传语，

如鼓楼上游客击鼓体验处的宣传标牌可用“ ， ”两句。

（3）对作者而言，项脊轩是个独属自己、不被干扰的空间，

“ ， ”两句写出了年轻的归有光在这里动静随意、自

在自得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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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街道的下面是复杂的管道，对其进行定期检查或修复，通常需要 ① ，但这种方法成本

高昂，还可能扰乱交通，破坏环境。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内塔·科恩博士团队展示的一种名为

“乔伊”的微型机器人，可自主探索真实的地下管网，甚至无需相机导航。

乔伊借助 3D打印的“轮腿”移动，这种轮腿， ② ，也可在小障碍物上行走。它配备

了一系列节能传感器，可测量它到墙壁、交叉口和角落的距离。传感器可让乔伊在不需要打

开摄像头或使用耗电的计算机视觉的情况下导航。这既节省了能源，又延长了乔伊电池的寿

命。 ③ ，乔伊就会回到原点，“补充”能量。

研究人员表示，其目标是开发一群可交流和合作的“乔伊们”，而且它们还将通过一个

名为“袋鼠妈妈”的母亲机器人进行部署。袋鼠妈妈将配备更复杂的传感器和机械臂等修复

工具，并携带多个乔伊。最终，该系统能够检查和绘制管网的状况图，监控管道甚至执行维

护任务。

18．文中画波浪线的两句中，都有“甚至”一词，说说二者表意上的不同。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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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字。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开餐，食客们蜂拥而至，展现出马拉松开跑的气势。我们也赶忙冲向了琳琅满目的

餐台。在明亮灯光的映照下，食物仿佛开启了美颜滤镜，呈现出诱人的色彩：海鲜贝类整齐

地叠放在碎冰上，奶白色的舒芙蕾在煎锅上冒着热气，煎炒炖炸的各色菜肴被盛在金灿灿的

高脚容器中——每种食物都仿佛在使劲叫嚣：“快来吃我吧！”

自助餐厅最怕三种客人：一是大胃王，二是浪费多的人，三是喜欢专吃“贵价菜”的

人。我有备而来，自然可以跳过那些早已看透的热菜过于家常、蛋糕饱腹感强、碳酸饮料容

易涨胃等廉价食物的幻相。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昂贵且能回本的海鲜。于是，我的夹子

在生蚝和鲜贝之间翻飞跃动，瞬间小小的餐盘里堆积如山，我满载而归。

此时，服务员不由分说地送上了一块榴莲蛋糕。①我突然意识到商家是想把被动变为

主动、②提前将顾客喂饱的诡计，③于是彻底地摆脱“最佳顺序”，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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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东西。等肚子宛如充足气的皮球般硬邦邦时，我发现自己才是自助餐厅最爱的顾客，胃

口小、吃得快，且毫无规划。

20．从修辞角度简析第 1段画波浪线语句的表达效果。

21．请将第 2段中画线部分的长句改成几个较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

不得改变原意。

22．文中第 3段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

不得改变原意。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对当下很多时代性话题，我们可以在交流和争辩中互相妥协，以求达成共识；也可以

不追求达成共识，在交流和争辩中另有收获。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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