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区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期中质量检

测 

语文试题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

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 

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风，是我国古代最重视观察的气象之一。炎黄时代，我国已设有“风

后”一职，专门负责测风工作，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帝使风后负书”

的记载就是对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我国对于风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内容不仅有四方的风名，还有风向，

如庚丁三年时记录的气象卜辞“壬申，大风自北”。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对风的认识也逐渐全面，如战国末年的文字记载中已有八风。  

唐代时，人们对风向的辨别有了比较系统的记录。如李淳风在《乙巳

占》中，列出了二十四个风向的名称，指出这些方位是由天干地支和卦

名组合而成，并简要说明了判定风向的方法。其卷十《占风远近法》记

载：“凡风从戌(西北偏西)来的，须看吹向是否是辰(东南偏东);风从辛

(西偏 北)来的，须看吹向是否是乙(东偏南)。”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

已经和现在一样，利用风吹来的方向判定风向了。  



另外，还可以利用简单的仪器辅助判断风向。例如甲骨文记载的“见”,

便是一种在商代就开始使用的简单的风向仪，在风杆上系布帛或长羽作

为示风器，即可判断风向。随着生活水平与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傀”

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后，其改进版本“五两”在秦汉时期被广泛使

用，用五两或八两重的羽毛制成候风旗，即使有一点点的风，也可以随

风而动，其灵敏度相当高，不仅可以用来观测风向，还可以根据风旗的

上扬程度简单判断风力的大小。 

古人常用的风向仪还有“相风乌”,“相风乌”的材质有木质和铜质

两种，比较有名的就是铜质相风乌，人称“铜凤凰”。东汉时期，“铜

凤凰”经过张衡的进一步改进，诞生了“相风铜乌”,被作为当时专门用

来观测天象的仪器。 

(取材于朱新发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风力等级是指风力的大小，通常是根据风对地面或海面物体的影响而

引起的各种现象而定。按风力的强度等级来估计风力的大小，一般用风

速来表示。现在国际通用的风力等级是 1805 年英国人蒲褐拟定的，国际

上称为“蒲褐风级”,应用的是 0—12 级的风速。 

我国很早就有对风力大小的认识，根据风对地表物体的影响引起的不

同特征来表征风力的大小，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开始用此方式来表达

风力的大小。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风力强弱的记载，分为小风、大风、大

飓等。《尚书》载：“周公居东二年，天大风，禾尽偃，大木斯拔……



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当时已用风的强度来表示风力的大小。到了

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风速计——“相风铜乌”。东汉科学家张衡发

明的“相风铜乌”，能达到“遇风乃动，察其所自，云乌动百里，风鸣

千里”的功效。“相风铜乌”是现代风速计的雏形，比欧洲最早出现的

类似仪器“候风鸡”早了一千多年。 

到唐代，已制定出风力的大小等级——八级风力等级。唐朝初期根据

风对物体造成的征状，计算出风的移动速度并定出风力等级。李淳风著

述的《观象玩占》有记载：“动叶十里，鸣条百里， 摇枝二百里，落叶

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走石千里，拔大根三千里。”

这就是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来估计风的速度。”动叶十里”就是说树

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就是日行十里。 “鸣条”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

时的风速是日行百里。另外，已有根据树的征状定出来的风力等级，《乙

已占》记载“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

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沙石，八级拔大树及根”。这八级风再加上

无风、和风两个等级，合为十级。这些风的等级与国际通用风力等级相

比较，相差是不多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  

(取材于柴国生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风是地球上最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而风能又是一种最容易直接转换

为机械能的能量，如同水力一样，它成为人类最先利用的能源之一。  



人类对自然界风力的利用，最早的要数用风帆推动船只航行了。在中

国，很早以前就有关于船帆的记载。相传夏禹受到一种叫鲨鱼的启发而

发明了船帆。鲎鱼是一种形状奇特的甲壳鱼，身体宽扁，长有七八尺高

的背鳍。当风吹来时，鲎鱼就会将鳍高高挺起，借助风力前进；无风的

时候，鳍自动收拢起来。在 3000 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字中就已经有了

帆的象形文字，战国时期铜鉴的船纹上也有风帆。木船加装风帆以后，

不仅大大推进了船的前进速度，且可以因风致远，船的航行范围得以扩

大。 

古人利用风能的另一项成果就是风车。在中国辽阳出土的东汉墓壁画

上，已有许多风车图形。由此可知，在公元前后，中国便有了风车。直

到 12 世纪以后，风车才在欧洲迅速发展，利用风能磨面、提水、供暖、

制冷、航运、发电等。中国人制造的风车可分为水平轴风车和垂直轴风

车。水平轴风车，是利用风力带动风轮，通过水平的回转运动传递能量，

可以推动磨盘来磨面和抽水灌溉。垂直轴风车，又叫立帆式风车，由船

帆演变而来。它是将同样大小的八个船帆，各装在一个竖直的杆上，每

面帆的正中上端则由绳系之它不受风向变化的影响，风轮总是向同一方

向旋转，这种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车历史久远，农家用以车水灌田，沿海

盐民用以提海水晒盐。 

(取材于张静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东晋时期风后仍然是负责测风工作的官员。  



B.到战国末年，人们对风的认识已逐渐全面。  

C.秦汉时，“五两”的灵敏度很高而取代“傀”。  

D.“五两”“相风乌”都可测定风向及风力大小。  

2.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风力等级和风速是完全相同的气象概念。  

B.周代已经用风的强度来表示风力的大小。  

C.根据风对树的作用计算风速有悠久历史。  

D.唐代制定的十级风级和“蒲褐风级”接近。  

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乙巳占》记录了当时人们判定风向的方法及风级。  

B.东汉张衡发明的“相风铜乌”是风向仪也是风速计。  

C.李淳风对于风向和风力等级应当有较深入的研究。  

D.现今天气预报所说的西北风指吹向西北方向的风。  

4.根据材料三，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我国的历史文献对船帆有详实而科学的记录。  

B.风帆推进了木船速度，扩大了木船的航行范围。  

C.东汉墓壁画证明了我国在公元前后已有风车。  

D.任何风向的风都不能改变垂直轴风车旋转方向。  



5.请根据以上三则材料，概述我国古代在风的认识和利用上取得的成

就。(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

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

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

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

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君以柔嘉为

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

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无

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 一心而已矣。以

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

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

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

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止焉。顾衣冠

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

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



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

室、无与照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

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取材于《读通鉴论》) 

6.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览往代之乱而愀然          愀：忧愁 

B.而史特其鉴也              特：特意 

C.顾衣冠之整                顾：但是 

D.虽扼穷独处                穷：困窘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善于彼者                   鉴岂能为功于

我哉 

B.臣以戆直为忠               而周主以兴 

C.失亦可资也                 何也 

D.可就止焉                   国是在焉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 



治理(国家)所依托的，正是治国之道所彰显的  

B.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对古人的谋划进行研究考虑，设想把那些谋划作为自己亲身负责的事

情 

C.“鉴”者，能别人之妍媸 

“鉴”能够辨别人的美丑 

D.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 

前人失败了，他们必定思考如何在不公正的处境中避免失误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首段引用程子“玩物丧志”的观点批评了阅读史书而不践行的做法。 

B.第二段列举史实说明一个人擅长做一件事并不一定擅长做另一件

事。 

C.第三段以衣冠瞻视为喻，形象地说明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D.文章最后一段运用了排比手法，从多个角度论述了“通”字的内涵。  

10.作者在文章开头说“旨深哉”,意思是说取名“资治通鉴”用意深

远。请你结合全文内容，概括王夫之所理解的“资治通鉴”这个题目的

内涵。(6 分) 

11.阅读下面四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 10 分) 



①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②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③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④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曰：“何

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已者。”(《孔子家

语》) 

对于①句中画线的句子“无友不如己者”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

把这句话解释为“没有任何朋友不如自己”。今人杨伯峻有不同的理解。  

(1)请写出杨伯峻的解释。(2 分) 

(2)上述哪些材料支持杨伯峻的解释，请做简要分析。(6 分) 

(3)“没有任何朋友不如自己”,请从上述材料中找出依据，简要分析

其合理性。(2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扶风豪士歌【1】 

李白 

 洛阳三月飞胡沙【2】,洛阳城中人怨嗟。 

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  

 东方日出啼早鸦【3】,城门人开扫落花。 

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  

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  

 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4】。 

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  

 原尝春陵【5】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 

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  

抚长剑， 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 

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  

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6】。 

注释：【1】此诗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第二年。扶风豪士：由扶风逃

难到吴地的豪士。【2】飞胡沙：指洛阳陷入叛 军之手。【3】早鸦：唐

以前，乌鸦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吉祥鸟。【4】尚书期：陈遵嗜酒好客，

刺史因公来访，虽与尚书有约也被陈遵挽留。【5】原尝春陵：指战国时

四公子。【6】“张良”二句：传说张良在沂水桥上遇见黄石公，得赠《太

公兵法》。后辅佐刘邦，立下不朽之功。天下大定，他自请引退，跟着

赤松子学仙。 

12.以下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开篇“洛阳”四句，交待了安史之乱导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历

史背景。 

B.“我亦”二句，写诗人因躲避战乱而东奔，路途遥远，难民多得难

以计数。 

C.“东方”四句，写扶风环境静美，春意醉人，诗人忘却了痛苦，流

连忘返。 

D.“扶风”四句，写扶风豪士为人不倚仗权势，热情好客，与诗人心

意相投。 

13.以下对诗歌的赏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诗人用战国四公子事，意在感激扶风豪士给自己立功报国的机会。 

B.诗人以清水白石为喻，来赞美扶风豪士爽朗的胸襟和磊落的为人。 

C.此诗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都属于七言歌行体，押韵自由。 

D.“扫落花”与杜甫“花径不曾缘客扫”都写了主人亲自洒扫迎客一

事。 

14. 本诗尾句“桥边黄石知我心”的“我心”内涵丰富。结合全诗，

请你谈谈对“我心”的理解。(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 分) 

(1)生活在现代都市中，很多时候会让人怀恋自由清新的乡土生活，

此 时 ， 我 们 可 借 陶 渊 明 《 归 园 田 居 ( 其 一 ) 》 中 的 语 句



“              ，                ”

来抒发摆脱束缚、渴望自由的志趣。 

(2) 张 若 虚 的 《 春 江 花 月 夜 》 几 乎 句 句 见 “ 月 ” 。 其 中

“              ，                ”

两句，虽未着一个“月”字，却用拟人的手法写尽了月无论如何也驱赶

不走的缠绵缱绻。 

(3)欲立大事，起步之后，须持之以恒。《论语·子罕》中用形象的

比喻“              ，               ，

进，吾往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4) 魏 征 在 《 谏 太 宗 十 思 疏 》 中 提 出 ：

“               ，               

 ”的建议，希望唐太宗能选贤任能，虚怀纳谏。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土炕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

新闻就在炕头上。 

1993 年 7 月我到山西苛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进招待所

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腊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

到炕上的被子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光着身子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

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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