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教育发展研究院附属中学2021年高二语文模拟试

题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南京降半旗迎国家公祭日

民众冒雨为遇难者致哀

鹿琳　沈峥嵘

2016年12月13日，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苍天有感垂泪，南京细雨如

诉。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

民被日军以各种方式屠杀，南京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如果以秒来计算，平均每隔12

秒就有一条生命殒丧于日军暴行！

12月13日上午7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下半旗仪式。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为79年前惨遭日寇杀戮的30万冤魂而半垂，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悼念中国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

先烈和民族英雄。

10：01分，凄厉的警报声再次在南京上空拉响。纪念馆内，和平集会广场上，参加悼

念的各界人士着黑衣，戴白花，肃立默哀；所有人脱去雨衣上的帽子，低头静默，任雨水

浇注于全身，生怕任何的不敬有碍对死难者的哀思。

“作为南京人，我从小听着警报声长大。我曾在高一时探访鱼雷营丛葬地。就在今年

，学校高二年级公开班会还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举行国家公祭仪式，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为了远离战争，让和平的光辉洒满人间。”学生代表、金陵中学高三学生彭

抒文说，“历史不该遗忘，我辈更当自强。”

“他们望着记忆，后人望着他们。”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劫难中的幸存者，如今已白发

苍苍。只要能走得动，他们就会出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参加

和平集会，今年也不例外。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减至107人，只要能走，他们都来悼念，悼念亲人。



幸存者杨翠英今年已经92岁高龄，但每年12月13日，她一定要到纪念馆中的南京大屠

杀遇难者名单墙前，因为亲人们都在这儿。

日本爱好和平的友人松冈环女士也出现在公祭日活动现场，这是她连续三年参加这个

仪式，第90次来中国南京。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松冈环特意走到幸存者们身边，弯下身躯

，向他们一一致意慰问。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盼/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

这样的诗文镌刻在纪念馆雕塑石碑上，是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解放军73602部队盛建忠说，中国人民

解放军会铭记血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改革强军，实干兴军，保卫国家，捍卫和平，我

们要自信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敢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来自南京工、农、兵、科、学、企界的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 

000羽和平鸽振翅飞向天空。“今天，我们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的同胞，传递的是中华

儿女珍爱和平的良好愿望，也希望警钟长鸣，警醒后人时刻牢记历史，让它不再重演。”

知识科技界代表、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说。

白鸽放飞，雨中向上飞翔，人们耳畔依然回响着话音绵延的《和平宣言》，“龙盘虎

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于冬雨中激发“莫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力量。

(有删改)

7. 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本则新闻的标题十分简洁贴切，整齐有力，既突出了新闻的主要事实，又吸引了读者的注

意。

B. 

新闻描写国家公祭日这天细雨蒙蒙，既点明了当时的天气情况，又恰好映衬了人们当时哀

痛的心情。

C. 

第二段交代了新闻的背景，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情况，通过数字解说有力地突出了日

寇当年的暴行。

D. 

新闻中主要运用了议论与描写的表达方式，既表达出作者的情感与态度，又突出了现场人



群内心的感受，铿锵有力。



8.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与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高三学生彭抒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班会上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的情况，并

表示历史不该遗忘，我辈更当自强。

B. 

107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每年都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参

加和平集会，并来到遇难者名单墙前悼念亲人。

C. 

松冈环女士先后90次来中国南京，并在仪式正式开始前，走到幸存者们身边，弯下身躯一

一致意，说明日本国民已对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

D. 

无论是镌刻在纪念馆雕塑石碑上的诗文，还是各界代表的发言，他们都传达出中华民族共

同的心声：历史要牢记，中华要崛起。

9. 请联系新闻内容，谈谈我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目的。

参考答案：

7. D    8. D    

9. 

①设立国家公祭日意在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的同胞，悼念死难者，缅怀先烈和民族英雄

，表达出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②国家公祭日传递的是中华儿女远离战争、珍

爱和平的良好愿望。③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希望警钟长鸣，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苦难的历史，

要化悲痛为力量，从而促使我们承担圆梦中华的历史使命。

【7题详解】

此题考核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主要对文章的内容和结构的综合分析能力。答题时要求明

确具体的考核的要点，找准文章的对应位置，然后结合文章内容逐个判断正误，题中D项

，“主要运用了议论与描写的表达方式”错，文中议论与描写的文字并不多，都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作用。故选D。

【8题详解】

此题考核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主要对文章的内容和结构的综合分析能力。答题时要求明

确具体的考核的要点，找准文章的对应位置，然后结合文章内容逐个判断正误，题中A项

， 



“自己在班会上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的情况”错，原文第五段的表述是“就在今年

，学校高二年级公开班会还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B项，“来到遇难者名单墙前

悼念亲人”错，由原文第八段可知，“到纪念馆中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的是幸

存者杨翠英，并非所有幸存者。C项，“说明日本国民已对历史作出深刻的反省”于文无

据。故选D。

【9题详解】

此题考核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答题时要结合文中的内容概括

要点，然后整合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建议，重点注意专家、学者的观点。此题要求联系新闻

内容，谈谈我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目的，注意根据文中的句子“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缅怀……先烈和民族英雄”（第三段），“传递……中华儿女珍爱和平的良好愿望”（

倒数第二段），“莫忘国耻，圆梦中华”（最后一段）谈自己的看法。

【点睛】新闻调查提建议、谈看法的题目一般是对文章的内容的概括，不是针对此现象信

马由缰，海阔天空，甚至提出和文章内容不相关或相悖的观点，而是对文中相关的专家的

观点的概括和总结。同时注意介绍的一些成功的案例会存在的问题，成功的地方坚持，存

在的问题要避免。

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21～25题。

峭壁之窗

艾克拜尔·米吉提

    

(1)当汽车越过山脊，顺沟而下时，以我通常的经验，也许就该走出山脉，，进入平原了

。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拐点，似乎修有一座拱桥。起初不经意，就在从拐点拐过的瞬间

，在拱桥之外出现了一片幽蓝的水面。令我惊讶的是，在这高山之巅，居然修有这样一座

浩渺无边的水库……

    

(2)公路开始进入一个隧洞。远远看去，隧洞透着一种幽暗，尖利的石锋并没有被水泥抚

平痕迹，洞体也不十分开阔。左侧是山的巨大胴体，右侧的小山垭戛然而止。于是，在眼

前出现了万仞峭壁，那种黄褐色的崖壁令人心悸。而方才的水面幻影般一霎退去，在空茫

的浅蓝之外，遥遥看见另一座崖壁在合拢过来。

  



 

(3)汽车钻入隧洞，这才发现，这完全是由人工一钎一镐凿出的山洞，没有丝毫的机械施

工的痕迹，没有水泥穹顶，所有的石棱保持着凿痕留下的原初锐利。而令人称奇的是，在

右侧每隔一段，袭着山体走向，凿有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窗口，从那里透出的光亮形成

了自然采光——

在这绝电的山壁。阳光和智慧解决了这一问题。显然，也是泻碎石的出口，从山洞中凿出

的碎石，就是从那里抛向崖底的。当然，也是最好的通风口，隧道内的机动车尾气会从哪

里自然排出。

    

(4)这项工程是1985年由井底村村民开始动工，为改变世代由_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的历

史，改变自己被现代交通封闭隔绝的命运，在垂直悬崖绝壁离顶300米、距下500米拦腰处

开凿而成。壁挂公路总长1526米，由39个窗口、33个连体洞构成‘历时15年开凿不止，终

于在2000年通车。 

2007年，山西省平顺县出资420万元予以拓宽，并铺设了沥青路面，形成了砚在的规模。

当饩车每驶过一个窗口、一个连体洞口时，远在对面的峭壁便骤然闪现着，遂又急遽退隐

而去。峭壁与峭壁之间的，当是空阔的太行山大峡谷，望一眼便令人触目惊心，忽生命悬

一线的错觉。可以想见当初那些开凿者的艰辛与风险。

    

(5)驶出山洞，壁挂公路与一条犹如巨蟒般盘叠的公路相衔。拳目望去，近处是黄色的巨

崖峭壁，而再往远处，山脊的植被将绵延伸向天边的一道道山梁幻化为一片钢蓝色，在阳

光下闪烁。我的经验终于体现—

气车曲折而下，驶入一片平川。人们终于可以在这里平静地呼吸。



(6)这里是千山万壑之间一片溪畔平川——

太行山大峡谷尽头的神龙湾。平顺县东寺头乡神龙湾村与河南省交界，20多个自然村分布

在莽莽群山的山腰与山谷之间。夏日里山谷中雾霭升腾，白云缠绕，两侧峰峦叠嶂，变化

无常，因之又名“白云谷”。从这里我们又开始了弃车徒步而行的新的旅程。秋日应当是

北方的瘦水期，植被已然秋黄，树叶开始凋零，山岩很久未经雨水浸润变得干涩。然而，

有一条清澈小溪在那里浅吟低唱，涓涓流淌。我们溯流而上，在一条条小小的沟堑之下，

在一丛丛灌木之间，流淌着一些泪滴般的泉水，汇向溪流。我想，那是深蕴于太行山底的

大山的情怀，以一个个泉眼释向人间。渐渐地，随着山势的提升，那溪流的气势也开始显

现。有了一些养眼的跌水小瀑，夏日里溪水暴涨时的水痕清晰地印在巨石腰际。现在你全

然可以平蹬进入昔日水流的领地。一道巨岩和一条悬空的瀑布挡住了去路，在莽莽苍苍的

太行山深处，能够见到这样一条瀑布的确令人欣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了水就有了生

机、有了活路。我问导游，一会我们返程时还经过壁挂公路么？地说，不经过了。那还能

看到壁挂公路么？她说，能，等一会儿您就看到了。

    

(7)感谢这个旅游的时代，可以把天堑变为通途。在瀑布的上方，是一条有90度直角的一

线天，那溪流就是从这个直角湾流而出的。天公造物就是这样离奇，往往超出你的想象。

随着人工焊接架设的扶梯拾级而上，钻出狭窄的天缝，  

是一片开阔的峡谷，溪水在谷底蓄成一汪浅池，阳光投在池底，水波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

环，十分诱人。峡谷两侧陡坡突兀，陡坡之上是千仞绝壁。

    

(8)当我们从沟底攀上太行山顶时，峭壁之上的山脊，展现着一种葱郁的柔美。在太行山

顶的观景台，我又一次看到了壁挂公路。只是从这里看去，在午后的阳光下，壁挂公路的

窗口在峭壁上凝望，透着太行山人的坚毅，果敢和千年梦想得以实现的幸福。

    （《新华文摘》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21．文章开头第(1)(2)段写水库有什么作用？  （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2．本文属写景抒情的散文，文章在第(4)段为什么列举大量的数据介绍隧洞？请简要分

析。（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3．请用简略的文字，欣赏文章的第(8)段。（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4．作者在写太行人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同时又多次赞美了“天公造物的离奇”，你认为

这样写矛盾吗？为什么？（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5．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4分)

A．文章以“峭壁之窗”为线索，将汽车行进的路线勾勒出来，思路清晰，很好地体现了

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B．“在这高山之巅，居然修有这样一座浩渺无边的水库……”，这一句中‘的“居然”

表示出乎作者的意料之外，从而突出太行人改造自然的精神。

C．峭壁上凿有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窗口，从那里可透进光亮，形成自然采光，这些都

表现了太行人的智慧。

D．“壁挂公路与一条犹如巨莽般盘叠的公路相衔”，这一句用比喻的方法，写出了公路

的开阔和弯曲的特点。



E．作者记叙了对太行山的一次旅游，因此只采用了叙述、描写和抒情的表达方法，表现

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对太行人民的热爱之情。

参考答案：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言意关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影响

至深。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

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虚

中见实。《列子·汤问》载：韩娥鬻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余音似乎更能撩动人

的情思，引起人的回味。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琵琶曲暂停时的情景说：“别有幽愁暗

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是深得中国艺术妙趣的。古代的绘画要求在有限的形象

之外寄托不尽的意趣，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启发观者自己去想象、补充，正如包

世臣《安吴论书·述书上》引邓石如的话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奇趣

乃出。”在戏曲舞台上，不设道具或仅设极少的一点道具，也主要是靠演员的动作暗示种

种生活场景，给现众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都是以有尽寓无尽。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可能

没有局限性，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

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在一首诗里，言总是有尽的，写得再长也有终结

。但是这有尽的言所包涵的意味，它们所给予读者的启发却应当是无尽的。任何一首诗都

有它的主题，可是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联系各自的生活经验，对它

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中

国古代的诗论特别重视诗歌语言的这种启发性，作诗最忌太直、太露，读诗最忌太滞、太

凿。一览无余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拘守章句的读者也不是真正的鉴赏家。一个懂得

艺术的鉴赏者，可以从吟诵的诗句中看到图画，也可以从画在纸上的图景中听到真意。李

白听蜀僧弹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了刘少府画的山水障，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龚

自珍《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只有十四个字，却能抽出

读者不尽的思绪和想象。

含蓄不等于隐晦，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

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

。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

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余地。

强调含蓄并不排斥痛快。直抒胸臆，淋漓痛快也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全看诗人的

造诣如何。

1.下列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言意关系”的具体表现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诗歌写作的独特在于以“虚中见实”的手法实现诗歌意境的再创造。

B.音乐创作擅长用“余音”来引人回味，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C.书画创作讲究疏中有密和留白，让欣赏者于有尽中想象无尽。

D.戏曲表演依靠演员的动作暗示生活场景，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

2.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绘画具有不尽的意趣，因此它具有“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点。

B.语言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言有尽”。

C.诗歌语言越饱满，越富有启发性，就越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

D.诗歌中的含蓄不等于隐晦，含蓄是有话不说，隐晦是引而不发。

3.根据原文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它们的艺术表现形态虽不同，但

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追求却一致。

B.作诗切忌太直太露，读诗避免太滞太凿，因此，要真正实现诗歌的艺术鉴赏，作者与读

者必须相互激发，诗歌鉴赏才能完成。



C.李白听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画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由此可见，读诗不仅要从吟

诵的诗句看到图画，还要从画在纸上的图像中听到声音。

D.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是诗人及一切艺术创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鉴

赏者必须具备的艺术修养。

参考答案：

1.A（A项以偏概全，“虚中见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而非诗歌写作的独

特之处。）

2.C（A项，因果颠倒；B项混淆“或然”和“必然”，“语言不一定能完全表达人们的思

想；D项张冠李戴，含蓄是引而不发，隐晦是有话不说。）

3.A（B项强加因果，结论是强加的，原文中没有依据；C项篡改文意，原文说艺术欣赏“

可以从吟诵的诗句中看到图画，也可以从画在纸上的图景中听到真意。”，是并列关系，

而“不仅……还”是递进关系；D项无中生有，“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是鉴赏

者必备的艺术修养在文中没有依据。）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4～7题。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

，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冼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

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

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

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

，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

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

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

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陈情表》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 以刘日薄西山                      薄：迫近

B. 除臣冼马                          除：革除   

C.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                逮：及、至

D. 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矜：自夸

5.下列句中，加点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   ）

A．①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②况臣孤苦，特为尤甚

B．①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②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

 C．①但以刘日薄西山          ②猥以微贱，当侍东宫

D．①报养刘之日短也          ②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6. 下列对选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几段文字叙述了朝廷屡次征召催逼，自己辞不赴命，进退两难的处境，提出了

“愿乞终养”的要求。

B.“逮奉圣朝……实为狼狈”一段分别以“逮”“寻”两个时间副词领起，连续两

次征召，一次“辞不赴命”，一次“辞不就职”，原因都是祖母“供养无主”，与

全文首段呼应。



C.首段连用“察臣”“举臣”“拜臣”“除臣”到“责臣”“催臣”，不仅文法错

落，显出由弛而张、逐步紧迫的情势，同时也体现出先恭维皇恩浩荡，后申诉委屈

矛盾的心理层次。

D.作者在末段以两个年龄数字作对比，说明报国日长，尽孝日短，表明忠孝难以两

全，有力地证明自己舍忠而取孝的抉择的正确性，以使皇帝心甘情愿地批准他的请

求。

7. 把原文中划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2分）

 ⑴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⑵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4. B  除：授予官职。

5. A   （A项①②都为动词，是；    B项①介词，比；②介词，对、向；， 

C项，①连词，因为；②介词，凭……的身份；   

D①结构助词，的；②动词，去、往、到。） 

6. D   （D项“以使皇帝心甘情愿地批准他的请求”是无中生有。 ）

7. 略

5.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4～7题。

    

张齐贤，曹州冤句人。孤贫力学，有远志。太祖①幸西都，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

召至行宫，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十事。内四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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