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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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也因此被誉为“第四通”。通过问

卷调查和走访座谈发现，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儒家思想

中的“仁”“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其中部分人对民族耕神、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国学等有着较深入

的了解，并能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约束自身行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肯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并赞

同“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优秀的民族”这一说法。但涉及国家身份，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就是大陆，而台湾是

一个特殊的个体，常会以“台湾人”自称。 

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了解民族文化的渠道是电视或网络，希望去大陆感受体会，但当前大多以

旅游的方式前往。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华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能够认识到传承中华文化的意

义，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华文化的践行，存在着一定差异。在面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校开设介绍中华民族文化

相关课程”的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必要，但是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践行”时，回答却是否定的。 

对这一群体展开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对于加深两岸之间的交流、促进彼此了解、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

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摘编自卢文刚《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材料二：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族群认同，总是与其社会关系的性质相

关联的。每个国家一般都包含着许多民族或族群，而且世界秩序要求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如果族群认同过于强势，

在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危机就可能被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件触发；如果国家认同强于族群

认同，多民族国家就容易经历各种风雨变幻而保持统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它与族群相关，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

必须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部分，也与国家认同有交叠部分。文化认同也与一定的地域相关，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

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的归属感。香港和澳门由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在回

归之后，有些人的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完全重要。当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既为是香港人或澳门人、也为是中国人感到骄傲。现在仍然存在认同危

机的是台湾，这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分治产生的。台湾与大陆之间民族文化认同是基本重叠的，但是国家认同就出现

复杂的现象。很多人虽认同中国，但对中国的表述出现多种形式；也有部分人采取台独的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一体”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为了国家统一，我们必须进一步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从而扩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痙内容。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

是保障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会强化公民的归属感。 

（摘编自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 

材料三： 

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同时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但从认同的特点来

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要形成国家，就必须由具备族体意识的人开展积极行动，各

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局部性的民族认同本身不等于国家层面的国家

认同，但是它们是国家认同的血肉，如果没有这些局部性的群体意识，国家认同就会形同空壳。 

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例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

同中，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强

有力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肯定“我们”的存在，而国家认同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存在。单纯的自

我肯定的局限性反映在民族认同的被动性上，它使人的自我意识束缚在诸如血缘、语言、宗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

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一体制的重要性，自我意识束縛在诸如血缘、语言、宗

教或传统等实在因素之中，而要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就不能不考虑到“国家”这体制的重要性，社会的整体

利益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而得以实现。 

（摘编自张宝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仁”、“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作为多元文化的内核，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

念。 

B．对多民族国家来讲，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需保持平衡，否则容易爆发某些始料不及的危机，导致出现动荡不安局

面。 

C．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民族认同就会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没有共同的文化信念，就不能构成统一的国家。 

D．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注点不同。只有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才能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

值。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2．根据三则材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部分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子女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践行存在差异，只要知行合一，就能消除危机，促成国家和平

统一。 

B．材料一所做调査反映出的问题，能印证材料二“海峡两岸民族文化认同基本重叠、国家认同现象复杂”的观点。 

C．材料二和材料三作者表述的要义虽有不同，但是都明确强调了文化认同对维系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重要性。 

D．中国谋求和平统一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 

3．香港地区严重暴乱已持续多日，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少香港青年在“一中”的认同上并不强，请结合材料，试分析该

怎样加强其国家认同。 

2、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7 月 2 日报道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网站 6月 29 日发表文章《德国铁路集团押注“一带一路”，增加对华

列车货运》称，德国国有铁路集团——德国铁路公司货运部计划大幅提高对华运输能力，寄希望于北京“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计划继续支持陆路运输。 

文章称，德国铁路公司货运部准备明年将中欧班列铁路货运服务增加 17.6%，从目前的 8.5 万个标准集装箱增加

到 10 万个。 

虽然铁路在欧中货运总量中所占份额仍然微不足道——仅占 1.5%，但交通运输业观察家预测：随着双方企业利用

列车运输优势，铁路货运量将出现增长。 

文章称，由于欧中班列对德国铁路公司投资组合日益重要，2018 年年底德国铁路公司成立了欧亚货运公司。公司

董事长卡斯滕• 欣内说：“我们预测货运能力增加，依据的是公司成功地扩大了中国与我们欧洲铁路网连接的目的地，

我们的铁路网是欧洲最大的铁路网。” 

（节选自《看好“一带一路”前景 德铁拟增加对华列车货运》,2019 年 7 月《参考消息》，有删减） 

材料二： 

到 2018 年末，全国铁路拥有机车 2.1 万台，是 193 年的 5.3 倍；民用汽车保有量 2.3 亿辆，是 193 年的 4564.1

倍；民用飞机由 1985 年的 404 架增至 2018 年的 6134 架；水上运输船舶 13.7 万艘，是 1950 年的 30.3 倍。数量激增

的同时，各类运输装备技术不断突破创新。以高速列车、大功率机车、大型客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性能铁路和飞机装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8 年，全国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 179 亿人，旅客周转量 34218 亿人公里，是 193 年的 128.5 倍和 220.8 倍，

年均分别增长 7.3%和 8.1%。完成货运量 515 亿吨，货物周转量 204686 亿吨公里，是 193 年的 275.3 倍和 793.8 倍，

年均分别增长 8.5%和 10.2%。随着现代化码头建设的加速推进，带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2018 年，全国沿海规

模以上主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2.2 亿吨，是 193 年的 1390.6 倍，年均增长 11.1%。  

运输服务转型升级，居民出行和货物流转更加高效。在政策积极推动下，涌现上海虹桥综合客运枢纽、广州南站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综合客运枢纽等一批综合客运枢纽，实现高铁、城市客运、轨道交通、民航等交通方式无缝对接，旅客换乘更加便捷。

多式联运、无船承运、无车承运等货运组织形式快速发展，货物运输及时性和延展性大幅提高，逐步形成便捷、高效

的货物运输服务体系。 

（节选自 2019 年 8 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有删减） 

材料三： 

11 月 1 日，5G 商用时代正式开启。随着高速的 5G 网络投入应用，数字旅游产品、手机动漫视频、云游戏、智慧

旅游服务等都将为人们带来更高品质、更多层次的体验，5G 技术将逐渐成为数字创意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

为数字创意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江西省定南县桃花源景区，视觉工业（赣南）创意基地成为文旅产业与数字创意融合发展的典范。目前，为活

化利用赣南客家文化资源，该县正在制作“客家文化百米长卷 VR”，利用数字影像技术呈现赣南客家文化和山川，游

客不出景区便能实现“人在画中游”饱览客家美景。 

今天，消费者对文化旅游消费的品质需求不断提高，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成为主要消费群体，他们

更注重产品的体验感、科技感、创意感。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旅游消费者带来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位多层次的

全新场景体验。 

随着 5G 技术的兴起，文旅行业聚焦在虚拟现实和产品可视化领域的应用也迎来新的发展。高速率低延迟的 5G 技

术与 VR 技术结合，让这些交互式应用迎来更大发展空间，让体验和互动形式更加丰富、更加身临其境。同时，5G 还

可以促进智慧旅游的进步，涉及无感购票、智能监控、智慧餐厅、文物保护、景区运营等领域。 

（节选自《5G 时代，数字创意产业将迎来哪些新机遇》,2019 年 11 月《光明日报》，有删减） 

[注] ①旅客周转量，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旅客运输工作总量的指标，是运送旅客人数与运送距离的乘积，以人公里(或

人海里)为计算单位。 

1．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梳理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193 年到 2018 年，我国铁路机车比增加了 5.3 倍，民用汽车增加了 4564.1 倍，而民用飞机则从 1985 年的 404 架

增加了 6134 架。 

B．193 年到 2018 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均增长率由低到高分别为：客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港口

货物吞吐量。 

C．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设备量质齐升，得到长足发展。 

D．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多元化交通工具，极大满足了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需求，带动旅客和货物运输量大幅增长。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日本媒体关于德国铁路集团将增加中欧班列铁路货运服务的报道中，使用了“押注”一词，足见日本媒体十分关

注中国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计划。 

B．德国铁路公司成立了欧亚货运公司，因为它们预测到德中铁路货运量会出现增长，决定要把德国铁路网打造成欧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洲最大的铁路网。 

C．5G 技术为数字创意和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 5G 商用时代一定会为数字创意产业带来发展机遇。 

D．桃花源景区的视觉工业（赣南）创意基地制作“客家文化百米长卷 AR”，就是要给旅游消费者带来视觉、听觉、

触觉等多方位多层次的全新场景体验。 

3．建国 70 周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的可喜变化。请结合材料，分析我国获得不断发展的策略与途径。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2019 年 10 月下旬，在上海嘉定举行的一场汽车工程师论坛上，行业内人士正在激辩的一个议题是“真正的自动

驾驶技术是否会在 10 年内到来”。 

对于部分业内人士来讲，10 年的预期或许太长了。而在业内人士江崇龙看来：“自动驾驶可能到来的时间会比大

家预想的要晚很多，还有很多技术亟待突破。” 

眼下，行业内的从业者们普遍关注自动驾驶技术的进展，这不仅仅源于对技术升级的朴素渴望，更重要的是，这

一技术还将深刻改变未来的出行市场格局，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个与过往经验完全不同的崭新市场。每个人都希望成

为受益者。 

江崇龙分析道：“无人驾驶会从技术和商业模式两个层面对出行带来影响，这两个层面分别是自动驾驶和共享出

行。”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所有权或是“物权”代表着人们对商品的全面占有。然而，这一长时间主宰商品经济的

基石正面临着挑战，挑战发起方便是共享经济，这一趋势也已薑延至出行领域。 

在美国，有多达 39%的高级车拥有者表示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日趋成熟后，会考虑放弃对汽车所有权的要求;在欧

洲，这一数值达到了 55%。中国消费者对所有权的诉求则更低，高达 78%的高级车主考虑放弃所有权，占比刚好是美国

的两倍。 

即便是在非高级车主群体中也出现了多样的情况，有 21%的美国受访者考虑放弃所有权;而这个数值在中国就整整

上升了 48 个百分点，近 7成的非高级车主表示在技术成熟后，对所有权将不会有太多特别的要求。 

“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后，车辆的使用成本会大大下降，而车辆的利用率也将迅即提升。譬如以往汽车的工作时间

取决于司机工作时间的长短，自动驾驶技术则能够让车辆在 24 小时内持续工作。”江崇龙认为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消费

者对所有权的兴趣开始降低。 

对于全球的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这块蛋糕足够诱人。一方面，众多的人口、不低的可支配收入和可拓展的汽车

保有量让这里看起来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整体展现出的对技术的高度热情，也让汽车厂商们看见了在这里探

索未来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社会眼下表现出的技术热情放置在全球范围内来审视也实属罕见。 

除了中国消费者表现出的放弃所有权的高意愿之外，还有更多的数据显示了中国社会对技术所持的开放立场。在

调查中，研究者向受访者展示了多个未来汽车空间中可能提供的附加服务或升级项目，譬如包括流媒体服务在内的个

性化娱乐、包括自动调节温度和座椅偏好的个性化体验、包括按摩座椅等在内的车上健康服务等，只有 58%和 60%的美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国与欧洲高级车主愿意为其中的至少一个项目支付费用，但高达 83%的中国高级车主愿意为这些附加组件支付附加费。 

付费表达的是更高度参与的兴趣，如此规模的中国高级车主愿意为汽车空间内的附加服务付费，意味着一个更庞

大的潜力市场正在形成。毕竟相较于一次性的汽车销隹，附加服务市场有着更大的想象空间。 

另外，当被问及自动驾驶技术成熟后，是否会考虑搬到农村地区或郊区时，中国的消费者同样也表现出了较大的

兴趣。在美国，仅有 3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日常通勤可以自动完成的话，他们会考虑改变居住地;而在中国，这个数值

上升到了 55%,甚至超过了欧洲的 42%,这意味着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下列对文中“无人驾驶技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无人驾驶对人们出行的影响主要技术和商业模式两个层面上。 

B．车主关注无人驾驶技术，主要是渴望技术升级和把握出行市场趋势。 

C．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后，车辆的使用成本会降低，车辆利用率会提升。 

D．眼下中国社会对无人驾驶技术表现出的热情远远超过欧美一些国家。 

2．下列对原文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部分业内人士对技术发展较乐观，他们认为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 10 年内就能实现。 

B．共享经济的消费理念将会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一趋势已蔓延至出行领域。 

C．自动驾驶方案成熟后，全球范围内的汽车消费者将会对汽车所有权归属失去兴趣。 

D．人口、可支配收入、汽车保有量和对技术的热情等要素让全球汽车厂商看好中国。 

3．面对日益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中国车主会产生哪些意愿？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答欧阳崇一 

王阳明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臆①。夫逆诈，即诈也；臆不信，即非信

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臆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臆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臆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臆者，然不知致良知之

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

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先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

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

“先天而天不违②。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自欺也，虽不臆

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臆，而足以自蔽其良

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君子学以为己③，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虑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

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

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

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

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

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 选自 《传习录》） 

（注）①逆臆：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②“先天而不违”四

句：语出《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意为掌握了天道的人，在天象出现之前行事，天不会违背他；在天象出现之后行事，则能够遵奉天时。天尚且不违背

他，何况人和鬼神呢？③君子学以为己：语出《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意为为了提高

自己的修养；为人，意为想获得别人的好感。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不逆．不臆而先觉                   逆：揣测 

B．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             塞：充满 

C．未尝虞．人之欺己也                 虞：忧虑 

D．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             明：清明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非教人以．是存心     阙秦以．利晋 B．其．惟良知莹彻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C．不逆不臆而．常先觉   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D．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欧阳崇一认为在人情诡诈百出的世道，如果以不疑也就是“信”的态度应对，那么就往往为人所欺骗，为人所欺

骗就没有“明”。 

B．欧阳崇一已经掌握了孔子话语的宗旨，王阳明认为这得益于欧阳崇一的聪慧和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生的体会领悟。 

C．经常觉悟、经常澄澈的良知如高悬的镜子一般，万事万物在它面前自然而然能显出美丑的原形来。 

D．自诚不容欺，所以自能察觉欺；自信不容不信，所以自能察觉不信，这就是明之事先觉察的大用和妙用，而且自

然而然。 

4．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 

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 

5．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1）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2）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5、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投长沙裴侍郎 

杜荀鹤 

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 

只望至公将卷读[注]，不求朝士致书论。 

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魂。 

男子受恩须有地，平生不受等闲恩。 

[注]至公：科举时代对主考官的敬称。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人表示，虽然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对儒家思想的信奉坚定不移。 

B．“朱门”“孔门”分别代指世俗的权势与精神的归依，形成鲜明的对比。 

C．诗人希望自己能凭借真才实学通过正常渠道进身，而不愿去寻找捷径。 

D．诗人表达了自己对待恩惠的态度，不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受恩必报。 

2．诗歌的颈联描写了两个具体场景，与其他各联直抒胸臆的写法不同，这样写在情感表达和结构安排方面有什么作用？ 

 

6、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27 日在中国湖北武汉举行，其会徽 名为“和平友谊纽带”。请

认真观察图形，指出其构图宴素及象征意义(不考虑图右下 的英文内容)不超过 140 字。 

 

 

7、文创产品就是文化的延伸品。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经过巧妙构思， 可以制成书签、折扇、手机壳、

行李牌…… 如果请你从《红楼梦》、《三国演义》或《论语》三本书中任选一本，为其设计一款文创产品，你会设计什

么？又会怎样设计？ 描述你的产品，并说明设计意图。（不少于 100 字） 

8、根据下列情境，完成后面的题目。 

欢歌热舞闹新春。春晚是几代人的“春节标配”，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是除夕夜人们的共同期盼。下面是 2019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年以“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的部分节目。 

请从下列五个节目中选择两个作为上下节目撰写一段串词，不超过 90 字。 

①《我们都是追梦人》（歌舞）    ②《妙言趣语》（相声）   ③《锦锈梨园》（戏曲） 

④《可爱的中国》（朗诵）        ⑤《占位子》（小品） 

 

9、根据材料写作。 

歌德在谈到反对他的敌手时说：“这种人可分为几类。第一类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有读我的书就指

责我；第二类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获得的地位引起他们的醋意；第三类自己不成功，觉得被我压住，不能宽容我。

第四类是因为我的作品中的确存在毛病。”我们的成就和观点遭到别人反对，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这种现象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D 

2．A 

3．①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其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提升公民归属感；②通过开展各种交流活动，加深香港市民对大陆

近距离深层次了解；③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提升民族自豪感；④坚持“一国两制”，清除殖民思想，

严厉打击“港独”势力。 

【解析】 

1．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答此题既要对文章进行整体的把握，又要对文章的局部进行恰当的分析。

在理解每一个选项时，要仔细分析选项中赏析的每一个重点，对文章的内容、观点、结构思路等进行分析概括，注意

结合语境。 

A 项，“‘仁’‘义’思想……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分析错误。有效地固化了“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观念的是我们往往强调“中华儿女”“华夏民族礼仪之邦”等标识民族特征的因素，并非“仁”“义”。 

B 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需保持平衡，否则容易爆发某些始料不及的危机，导致出现动荡不安局面”分析错误。

容易爆发某些始料不及的危机，导致出现动荡不安局面是族群认同过于强势，并非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没有保持平衡。 

C 项，“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民族认同就会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说法过于绝对。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故选 D。 

2．此题考查把握文章内容、分析作者观点态度的能力。此种归纳内容要点和分析作者观点态度的题目，解答时应先根

据选项确定原文信息所在的位置，然后将选项和原文进行比较，并结合上下文语境进行判断。 

A 项，“只要知行合一，就能消除危机，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过于绝对。原文的表述是“有利于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

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 

故选 A。 

3．此题考查学生个性化阅读文本，提出自己见解的基本能力。这是一道开放性的探究题，解答此题，要首先明确自己

的看法，然后根据自己的观点，结合着文本的具体内容，联系现实生活，阐述自己的理解与看法，只要能言之有理即

可。 

本题中，加强国家认同，需要提升公民归属感、加深香港市民对大陆近距离深层次了解、提升民族自豪感、清除殖民

思想。如“通过构建两岸的文化认同，形成两岸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打下坚实基础”“随

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

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等内容以及各种现实社会因素。结合材料分析即可。 

【点睛】 

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是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基础，分析综合、鉴赏评价和探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从读物中辨别

各种信息的性质，筛选并整合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是达到阅读目的、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手段。这里所说的信息，在

不同的实用文体中有不同的表现。在新闻类文体中，信息主要指消息;在人物传记中，信息主要指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感

情、态度与价值观;在访谈类文体中，信息主要指被访谈人物提及的知识、观点和人生理念;在调查报告类文体中，信

息主要指相关的学科知识和调查获得的事实或结论。把握这些信息，是解读文本的关键。 

2、1．A 

2．B 

3．示例 1：（1）策略：①对外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与各国的交流合作；②实现知识产权自主，加强自主研发，

不断转型、升级运输服务。（2）途径：①开设欧中班列，实施北京“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计划；②5G广泛应用，各类

运输装备技术实现突破创新；③快速发展综合客运枢纽和多种新型货运组织形式。 

示例 2：（1）努力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发展。比如“一带一路”政策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机遇。（2）抓住机

遇，提升发展水平。比如 5G 时代来临，中国迅速把握时机，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

服务体系。比如中国交通体系中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的大规模建设及配套设施水平的提升极大满足了人民生活

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解析】 

1．此题考查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能力。在文中找到对应的句段，仔细辨别原文内容与选项内容的细微之处。

尤其要注意一些表示时间、频率、范围的副词，以及某些代词的指代对象。理清选项中的内容在原文中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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