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部分高中重点中学 2025 年高三下学期押题卷第四套（全国统一考试考前训练 3

月 2 日）语文试题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区。

2．选择题必须使用 2B 铅笔填涂；非选择题必须使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书写，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4．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其病原体是一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即 2019新型

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发现，该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密闭、不通风场所可能存在气溶胶传播风险，

需加强预防和隔离处理。现没有特效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节选自 2020年 1月《人民网》）

材料二：

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

重症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

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节选自 2020年 2月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材料三：

要着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

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

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另一方面，要放眼长远，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队伍培养、协同机

制等各方面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增强社会的防护意识和能力，避免小病酿成

大疫。

要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我们既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

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增强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又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解除群众的后顾

之忧。

要着力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产能保障、调

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

储结合、节约高效的目标，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



（节选自 2020年 2月《央视快评》）

材料四：

到目前为止，普通流感已经在美国造成 1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美国每年有 12000至 61000

人死于流感。但没有人认为这些人的死亡是由于美国政府不作为所导致。

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盖布雷耶苏斯（Tedros Ghebreyesus）1月 30日表示：“在过去几周

里，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病原体，迅速升级为爆发的态势，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对。中国发现疫情、

分离病毒、测序基因组并与世卫组织和全世界分享，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在保持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国家方

面也做的十分出色。在许多方面，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

坦率的说，中国政府针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预警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惊到了我。全世界都应该祈祷

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很多人会因此而获救。

（节选自 2020年 2月中国日报网《“预警与决策的权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疫情管控》）

1．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内容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B．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体未在人类中发现，但人们一旦患上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是很可怕的。

C．有发热、乏力、干咳的症状表现就可以判定其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D．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特效药很快就会生产出来。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们着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基本原则是：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

B．从卫生防疫工作的长远目标来看，一要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二要改革完善疾病防控体系，三要全面增强社会

的防护意识和能力。

C．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工作中，不可回避统一性。

D．到目前美国已有一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卫组织在比较后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的做

法堪称世界标准。

3．普通民众为了能预防新冠状病毒肺炎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有效的措施？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自古以来，英雄都是民族精神重要而具体的体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尊崇英雄，捍卫英烈尊严也是人类一

种最深沉的情感。2018年 5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保护英烈已经纳入法治

化轨道，守护和赓续英烈精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神圣职责。同时，2018年 5月 7日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方面的法律，形成崇尚、捍卫、学习、关爱英雄烈士的良好社会

风尚。这些都是我们赓续英烈精神的重要举措。



赓续英烈精神，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立法。任何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政治价值

的稳定存在，是凝聚国家共同体信仰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

明确、措施更加有力。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制定英烈保护

法，表明了我们捍卫英雄烈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英烈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这一规定，

彰显了国家对主流价值观的维护，让为英雄正名的行为有法可依,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要求。英烈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其目的就在于强化人们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规则，让英烈精神融入血脉、

内化为文化自觉、凝聚为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力量。

赓续英烈精神，就要以法治守护民族历史记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

实现富强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凝聚成百折

不挠、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断出现，解构英雄事迹、歪曲英雄人物的现象层出

不穷。“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英雄的亵渎，正是一种“去史”的行为，关乎民族兴亡。因此，用法治守护民族

历史记忆，赓续英烈精神，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必然要求。因此，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

施，标志着我们在尊崇英雄、守护历史方面有了更加明确、完备的法律依据。

英烈精神是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代表和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瑰宝，贯彻实施好英烈保护法，就是对英烈

精神的最好继承。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巍峨丰碑，必将永远载入史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精神力量。让我们以贯彻实施英烈保护法为契机，致敬英烈，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选自熊梅《赓续英烈精神，守护民族历史记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方面的法律，是以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为目的的。

B．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C．由于人们不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规则，缺少文化自觉，所以颁布实施了英烈保护法。

D．民族英雄都出现在历史上，比如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实现富强的过程中。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围绕着赓续英烈精神，文章层次清晰论证了赓续英烈精神的必要性和措施。

B．文章从怎样引领立法和怎样守护民族历史记忆两个方面论述如何通过赓续英烈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C．文章举反面示例说明用法治能守护好民族历史记忆，赓续英烈精神。

D．捍卫英雄烈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前提。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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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54242105011001

https://d.book118.com/28605424210501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