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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 2024届高三二模考试

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汪教授写了一部关于海洋的科普著作，以下是某图书馆网站上关于该书的部分信息，包

括图书目录（部分）、试读内容和读者评论三个板块。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图书目录（部分）

第六章  祸从海底来

第一节  地震与海啸

第二节  海底火山爆发

第三节  海底漏油和漏气

第四节  海底滑坡

第七章  深海藏宝

第一节  多金属矿

第二节  烃类资源

第三节  生物资源

第八章  无风也起浪

第一节  深海权益之争

第二节  海底的保护

第三节  权益之争与深海科技

第四节  人类与深海

试读内容

早期的人类社会，与海洋只有零星的关系。16世纪人类在平面上进入海洋，通过航海

导致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当前的 21世纪，人类正在垂向上进入海洋，

向海洋深处进军。那么这次人类和海洋关系的变化，是不是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改变

历史的进程？未来的事，只能由历史自己来回答，当前我们能做到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长

远的目光，处理好人和海洋的关系，处理好进军海洋进程中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

回顾人类历史，其实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史。在新石器时代里，人类在陆地上从狩猎

转向农牧，摆脱了动物世界的“丛林规则”。现在人类进入海洋内部，准备开发海洋的深处。

估计不用上百年的工夫，就有可能将深海、海底纳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范畴。但是，人类对深

海的了解实在太少，远没有学会如何和海洋相处。地球表面只有陆地与海洋两个部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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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学好海和陆两种学问，才能和它们处好，把它们用好。人类对陆地的认识已经获得

了大学文凭，开始读研；而对海洋的认识至多有个小学毕业的水平，还没有考入初中。

认识海洋比认识陆地难，认识深海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开发深海”决不能学当年的“淘

金潮”一拥而上，浮夸、急躁不但无济于事，而且隐患无穷。“殷鉴不远”，墨西哥湾漏油

就是前车之鉴，根源在于人类对深海的了解实在太少。最为可怕的是以“万物之灵”的身份，

摆出“征服自然”的架势，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还没有弄明白深海有些什么，更不知道和

深海如何相处，就忙着要发“深海财”。

进军深海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处理好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这里重要的是汲取历史的教

训。15—16世纪，欧洲人越洋远航，通过海面航道的开拓将世界各大洲联系起来，发展了

殖民经济，为自身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的海上探险家、发现家，至今

世界地图上许许多多海湾和海峡的名称，都在铭记着这些欧洲开拓者的贡献。

宏观地说，16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并没有改变人类依靠陆地的原则，只是借海

面的舟楫之便，跨海到另一个大陆去掠夺，海洋开发的本身，依旧是“渔盐之利，舟楫之

便”。即便如此，这已经产生了扭转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人类那一次进入海洋，带有

浓重的血腥气。虽然几百年前的历史，经过人脑记忆的“长距离筛选”，留下来的是被人称

颂的英雄事迹，可是历史本身并不会消失。近年来有人旧事重提，说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的惨剧。从 15世纪中期到 19世纪末，从葡萄牙开始，欧洲人在四个半世纪里将上千万个奴

隶贩运到拉丁美洲开矿种地。他们像牲口般被锁在船舱底部，在途中大量死亡。

这里并不是想说几百年前的悲剧还会重演，只是 21世纪人类进入海洋内部，向海洋深

处发展，必然也会给人类社会本身带来新的挑战。新一轮进军海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

果？显然这是百年，或者几百年后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指出方向：

海洋的保护和海洋的合作。如果人类依然把大洋当作地球的“垃圾桶”，如果核废料和有毒

废料的投放得不到控制，海洋就有可能变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负面因素。如果世界各国在

深海的开发利用上不能协调合作，如果将 16世纪的掠夺伎俩搬进深海，海洋就有可能沦为

地球上的“火药桶”。

进军深海，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从历史上看，具有大陆性质的华夏文明和以古

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海洋文明，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直到 15世纪初，中国海军的实力仍

远远超越欧洲。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航行早 90年，郑和的船队超越哥伦布一两个量级，郑

和的航程是哥伦布的 5倍，但是改变世界历史航程的却是哥伦布的航行，中国的“海禁”和

欧洲的海上崛起都是在此之后。随后的几百年里，这两种文明各行其道，直到 19世纪的碰

撞，中国的大陆文明败给西方的海洋文明，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现在，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

崛起，“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已定，但是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留存至今。华夏振兴的道路

需要翻山越岭，考验之一就是要过“海洋关”。了解深海、进军深海，对于中国来说，有着

比其他国家更加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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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小慧：华夏文明具有大陆性质，作者也说认识海洋比认识陆地难，认识深海更是难上加

难。我认为保持对深海的神秘感，不要过多地打扰深海，其实就是对它的最好保护，我们不

必在深海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1.以下不符合试读内容文意的一项是（   ）

A.人类向深海进军需要处理好人和海洋的关系，以及进军海洋进程中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

B.地球表面只有陆地与海洋两个部分，就目前而言，人类对陆地的认识远远超过对海洋的认

识。

C.“地理大发现”只是借舟楫之便跨海掠夺，带有浓重的血腥气，并没有对海洋进行开发。

D.华夏文明和地中海海洋文明的性质不同，从历史上看，两种文明的发展轨迹也不相同。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发生，与当事者在进军深海时对深海还不够了解就急躁冒进有关。

B.文本提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惨剧，意在提醒人类，要警惕人脑记忆的“长距离筛选”。

C.21世纪人类向海洋深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挑战，必须特别重视海洋的保护和海洋的合作。

D.对比哥伦布航行，郑和下西洋时间早、规模大、航程远，但对世界史的影响没有前者大。

3.根据材料，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图书目录判断，试读内容应该选自第八章，小节标题是“人类与深海”。

B.遵循自然规律，不发“深海财”，应该视为人类进军深海的重要原则之一。

C.麦哲伦海峡、库克海峡等海峡名称，是对欧洲航海开拓者贡献的一种纪念。

D.要避免海洋成为“火药桶”，人类就必须加强协调合作，处理好深海权益之争。

4.材料提及的“进军深海”，是人与海洋的特殊关系的一种反映，下列不属于“进军深海”

的一项是（   ）

A.中国海上钻井平台在南海成功试采可燃冰。

B.“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载人下潜深度纪录。

C.我国对位于西北太平洋 3000平方公里的富钴结壳进行勘探。

D.大连、深圳等沿海城市通过填海造地拓宽了城市有限空间。

5.请结合图书目录和试读内容，梳理可以用来反驳读者小慧的要点。

〖答 案〗1.C    2.B    3.B    4.D    

5.示例 1：①从图书目录看，第六章“祸从海底来”及第七章“深海藏宝”分别从海洋（深

海）的灾难祸害与资源宝库的角度（一“祸”一“宝”），说明海洋对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

影响，可见我们有认识深海的必要性；②从试读内容看，我国已经制定了“建设海洋强国”

的国策，进军深海，能为华夏振兴提供新的机遇。对于中国来说，了解深海、进军深海，具

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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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①从图书目录看，第六章“祸从海底来”说明海洋可能带来许多气候、地质问题，

了解海洋才能更好地应对；②第七章“深海藏宝”表明海洋蕴藏着诸多宝藏，合理开发利用，

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③试读内容认为人类已经向海洋进军，进军深海，才能把握发展的

先机。我国已经制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进军深海，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并没有对海洋进行开发”错误。文中的表述是“海洋开发的本身，依旧是‘渔盐之利，

舟楫之便’”，表明“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也属于海洋开发。

故选 C。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文章提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惨剧，不是用来提醒人脑具有“长距离筛选”的功能，而

是用来说明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人类进入海洋，带有浓重的血腥气。

故选 B。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理解推断的能力。

B.文中人类进军深海的原则，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认识深海，处理好人和海洋的关系；二

是处理好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且“不发‘深海财’”说法不严谨，原文只是反对“还没有

弄明白深海有些什么，更不知道和深海如何相处，就忙着要发‘深海财’”的做法。

故选 B。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信息进行分析、运用的能力。

D.填海造地不是进军深海。

故选 D。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整合和对内容的理解、概括能力。

读者小慧认为：保持对深海的神秘感，不要过多地打扰深海，其实就是对它的最好保护，我

们不必在深海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示例 1：

①从图书目录看，“第六章 祸从海底来”“第七章 深海藏宝”，第六章“祸从海底来”及第

七章“深海藏宝”分别从海洋（深海）的灾难祸害与资源宝库的角度（一“祸”一“宝”），

说明海洋对人类生活、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见我们有认识深海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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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试读内容看，“进军深海，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

‘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已定”“了解深海、进军深海，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比其他国家更

加深刻的意义”我国已经制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进军深海，能为华夏振兴提供新

的机遇。对于中国来说，了解深海、进军深海，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示例 2：

①从图书目录看，第六章“祸从海底来”中有“地震与海啸”“海底火山爆发”“海底漏油

和漏气”“海底滑坡”，说明海洋可能带来许多气候、地质问题，了解海洋才能更好地应对；

②第七章“深海藏宝”中有“多金属矿”“烃类资源”“生物资源”，表明海洋蕴藏着诸多

宝藏，合理开发利用，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③试读内容“当前的 21世纪，人类正在垂向上进入海洋，向海洋深处进军”“进军深海，

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建设海洋强国’的国策已定”

认为人类已经向海洋进军，进军深海，才能把握发展的先机。我国已经制定了“建设海洋强

国”的国策，进军深海，为华夏振兴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红鬃野马

陈应松

我们喝茶。这是最后一次用火垄里的火煨茶。最后一次抽烟。最后一次，坐在苦楝树椅

子上说话。他起身，后来坐到门槛上。后来，他揉了揉眼睛，说：“棠娃，这把椅子就留在

这儿。”

我愣着看父亲。

“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看到有把椅子还在这里。是呀，我们的椅子就放在这里。”父

亲转身瞅瞅搬空的屋子，“这椅子别背走了。”

他又看看火垄屋窗台上的那个酒瓶，里面插了两枝打破碗花花。我们要走了，要离开冷

杉坳。一连三天，我们将家什搬到清风岩的公路上，等待农用车拖走。我一个人背一口立柜，

几次都差点要晃下悬崖。柜子磕磕碰碰，树枝或者头上的悬石要将我牴下万丈深渊。

老人都不会走，他们属于老屋。但他们终是要走，与我们一起。走就是离开，不再回来。

野马河的声音像是啜泣。父亲蹲在屋檐下，他再也不会蹲在搁着他棺材的屋檐下了，他要走

了，去山下享福。我们坐在磨损得凹下去的门槛上，那是很结实的枸骨冬青木，它被一次次

踏过的鞋，磨成一块狗啃过的骨头。房子搬空了，房子也是一块骨头，是骨架，它被时间掏

空了。

父亲抽着烟，他走了一天的山路，他也一趟趟地背，他的背篓不比我小。他背上的汗渍

缀在一块蓝色的补丁上，这还是多年前母亲给他缝补的，他舍不得扔掉。背篓的篾绳费衣服，

总是先把肩膀磨破。他再也不会背背篓了，不会背这么重的背篓，这么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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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的野马河在歌唱送别，令人烦乱。一只乌鸫站在屋场前的冷杉上，俯身张望。一阵

风，把屋顶上的落叶吹下来，恍似在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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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红薯，我从角落里扒出来几个，把它们壅进火垄里。我们将会打开门，让野兽进来，

从大门进来，从窗户进来，从墙缝进来，从即将破溃的屋顶进来。人一旦离开，房子会迅速

朽烂，房子是靠人撑着的，人撑住，房子才不会倒。怠倦，无力。父亲坐在那里，原是准备

一直坐到生命的尽头，但现在他生命的尽头在山下，在一个叫月亮湖的移民新村。

秋天是红色和黄色全面攻占的季节，天空晶蓝，糖分布满山坳。秋色在山里隐秘而盛大，

它从河中发红的苔藓开始。蜂巢盛满了蜜，山林用疯狂的炽热成熟果实。植物要有一次死去

和坠落的机会完成自己的一生，树叶也是精灵。天上的一颗星，地上的一个人，树上的一片

叶。秋天正在夯实每一粒种子，没有凋敝之意，不用赞美它自美。呼啸的风吹不完树上的叶

子，雪也埋不了炊烟。

我们开始在鸟儿的归巢声中怀念我们经历的一切。“爹，还来么，您？”我在黄昏的光

线里问。

“嗯。”他说。

“有时间的，会有的，我们是要给动物让路了。”我安慰他。

他很老了，也许不算太老。他有皱纹，掉了几颗牙齿，两腮峭寒，颈上挂着枯壳松的皮。

他双手宽大，那只丢失的脚趾是被石头偷去的。他曾经手握撬棍，一个人挖平屋后的山，修

建了厨房，引来了山泉水。

“是的，我们会回来的。”我说。

椅子。窗台上行将枯萎的花朵。我们回来的那天，花会枯萎，椅子会坍塌，被白蚁蛀空，

葛藤缠上靠背，而坐过的地方会长苔，并生出一朵朵菌子。

河流发出嗡嗡的湍鸣声，这是我的梦。

如果放一把椅子，一朵花，在群山间游荡的红鬃野马就会到来，但是我们已经永远离开

了这儿。我们会忘记一切吗？甚至会忘记埋在茶树下的父亲的脚趾。当我们离去后，这个脚

趾会在这里四处走动，在堂屋，在卧房，在火垄屋，在厨房，在牛栏、羊圈、猪窝，在山上

的挂坡地，在溪水中走动，在母亲的坟前走动。噢，脚趾是不会离去的，它填充着这儿人去

楼空的荒寂，它是老屋最后的见证者，它将与这儿的空虚交锋，抵御残酷的遗忘。

屋檐下晾着的旧衣，将永远晾晒下去。破鞋，还有挂在墙上的生虫的苞谷、露出箬叶的

斗笠、曾经挂过腊肉的吊钩，都不要了。让这些零落的旧物，带着曾经逝去的烟火味儿，让

苔藓和野草攻击它们，但是我们活过。磨刀石还在，那石头上曾经发出过刀刃沙沙的出锋声。

磨锄，磨镰，磨猎叉，磨月光。

篱笆短墙上，依然爬着绿叶肥厚的南瓜藤。父亲把南瓜种在母亲的坟上，让南瓜藤疯狂

地奔跑。南瓜的藤叶覆盖了母亲的坟包。他会摘下一个南瓜，他会摘下一堆南瓜。每摘一个，

就等于是去那儿看望了一次母亲。他什么也不说，他去那儿转悠，去见我很久就离去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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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踅回屋里，看到了门旮旯里一个铁砧。铁砧上凸出的“罗记铁铺”四个字，这是铸造

之初就有的。这是祖父的遗物，他是一个铁匠。在这条曾经繁华的川鄂古盐道上，他锻打过

农人与猎人各种各样的器具，也打过刀剑，打过铁锅、锅铲、剪刀和猪毛刮刀，打过拴狗的

铁链。在墙角，它不会生出锈渣，它太结实了。

“那边也有南瓜，还有。”他指指后山。他用摘南瓜的暗示，让我最后去看母亲，向她

告别。我不想再去打扰母亲，让她在那里沉睡。她在家里看家。她属于冷杉坳永远的居民，

直到墓碑倒塌。傍晚有稀落的鸟声，还没有找到栖枝。在渐渐长满了雷公菌和刺架的小道上，

在荒草漫上以后，这里没有了时间的年轮，没有了“以后”。

当鸟声偃息，我们惊异地把头抬起来，周围的树，早就像饥饿的凶兽向我们逼近，它们

要吞噬这座屋子，要把我们挤出山坳。

可是我们赖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撵走我们。只要我们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敞

着咸味的胸脯喘气，鸟声、水声和风声会把我们的生活乖乖留给我们，把抚慰抛给我们，让

我们相信活到明天是值得的。

懒洋洋的夕光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红宝石搁在山峦上，五骏峰被一把抹红了。我递给父亲

一个红薯，拍打着上面热噜噜的灰。我添了最后一次柴，我们吃最后的烤红薯，它喷出的香

味瞬间弥漫了房屋，好像我们又回到了过去。

（选自《芳草》2024年第 1期，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悬崖”“悬石”“深渊”等以及搬家什的艰难，表明冷杉坳出行不便，生活条件较艰苦。

B.“老人都不会走”“但他们终是要走”体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冷杉坳老人的生存困境。

C.祖父锻打过的各种器具和物件，既表现了祖父的能干，也反映了冷杉坳往昔生活的兴盛。

D.母亲缝补的旧衣、父亲种南瓜摘南瓜等生活细节，体现了父母间质朴、深沉的感情。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   ）

A.关于父亲脚趾四处走的叙述具有神秘色彩，又符合父亲的日常，想象与现实融合，赋予作

品独特的魅力。

B.秋风恍似在撵我们，树要把我们挤出山坳，以自然对人类的驱逐，侧面表现了人类活动对

自然的侵害。

C.文本灵活运用全知和限知视角，叙述了搬离冷杉坳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巧妙地融景、

情、事、理于一炉。

D.文本以烧火煨茶开始，以添最后一次柴，吃最后的烤红薯结束，首尾呼应，蕴含着离别的

感伤和对新生活的憧憬。

8.本文的语言表达富于艺术性，体现了作者的语言锤炼之功。请选择两个角度，对画线部分

的句子进行赏析。

9.小说开头、中间、结尾三处写到椅子，蕴含着不同的思想感情。请结合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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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6.B    7.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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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词语的使用上，作者用词生动鲜明，活泼灵动。如“全面攻占”“疯狂”“炽热”“夯

实”等词准确地写出冷杉坳的秋天旺盛的生命活力，形象地表达了“不用赞美它自美”的热

爱之情。

②在句式上，整散结合，富有韵律节奏美。“天上的一颗星，地上的一个人，树上的一片

叶”，“吹不完”“埋不了”等句式整饬，间有散句，错落有致，有助于抒发对冷杉坳秋天

的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③在修辞上，运用比喻、通感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疯狂的炽热”将秋天人

格化，“糖分布满山坳”将味觉化为视觉，形象可感，展现了自然的生机和秋天的美好。

④在情理表达方面，作者在盛赞秋天的冷杉坳自然之美时，兼有哲性之思。以“植物要有一

次死去和坠落的机会完成自己的一生”，天上的星、地上的人、树上的叶皆如此，表达了死

亡与萎落亦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思考。    

9.①父亲把“椅子”留下，希望“有把椅子还在这里”“我们的椅子还在这里”，椅子代表

的是父亲对家园的不舍和眷恋。

②“我”想象到离开后椅子将会坍塌，会被植物占领，既表达了对家园行将荒芜的感伤，也

有对自然生命力量的敬畏。

③“我”回忆过去劳作后坐在椅子上休息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往生活的铭记，以及对自然的

包容和赐予的感恩。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的能力。

B.“生存困境”理解错误。搬离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作品中“老人不会走，他们属于老

屋”“终是要走”表现的是老人们对故土的卷恋，对离别的不舍。

故选 B。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

B.“以自然对人类的驱逐，侧面表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侵害”错误，“秋风似在撵我

们”“树要把我们挤出山坳”是作者即将离开冷杉坳的主观感受，并非“自然对人类的驱

逐”，也没有侧面表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侵害。

C.“全知”错误，本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

D.“对新生活的憧憬”错误，由文中“回到过去”可知，蕴含的是对过去生活的眷恋，不是

“对新生活的憧憬”。

故选 A。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句子表达效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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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语的使用上。“秋天是红色和黄色全面攻占的季节”“山林用疯狂的炽热成熟果实”“秋

天正在夯实每一粒种子”中，作者用词生动鲜明，活泼灵动。如“全面攻占”“疯狂”“炽

热”“夯实”等词准确地写出冷杉坳的秋天旺盛的生命活力，秋无处不在，从颜色到果实到

种子，它都要关照，形象地表达了“不用赞美它自美”的热爱之情。

在句式上。“天上的一颗星，地上的一个人，树上的一片叶”，“吹不完”“埋不了”为整

句，句式整饬；其他为散句，整散结合，错落有致，富有韵律节奏美。有助于抒发对冷杉坳

秋天的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在修辞上。运用比喻、通感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以“疯狂的炽热”摹写秋天，

赋予其人的特点；“糖分布满山坳”以味觉写视觉，化抽象为具体，形象可感，展现了自然

的生机和秋天的美好。

在情理表达方面。“秋天是红色和黄色全面攻占的季节，天空晶蓝，糖分布满山坳。秋色在

山里隐秘而盛大，它从河中发红的苔藓开始。蜂巢盛满了蜜，山林用疯狂的炽热成熟果实”，

作者用生动的语言盛赞秋天的冷杉坳自然之美；而“植物要有一次死去和坠落的机会完成自

己的一生，树叶也是精灵。天上的一颗星，地上的一个人，树上的一片叶。秋天正在夯实每

一粒种子，没有凋敝之意，不用赞美它自美”则富有哲性之思，以“植物要有一次死去和坠

落的机会完成自己的一生”，天上的星、地上的人、树上的叶皆如此，表达了死亡与萎落亦

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思考。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物象意蕴的能力。

物象“椅子”蕴含的思想感情，就是相关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到物象和人物的关系，进行分

析鉴赏即可。

“‘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看到有把椅子还在这里。是呀，我们的椅子就放在这里。’父亲

转身瞅瞅搬空的屋子，‘这椅子别背走了。’”父亲要把“椅子”留在空屋里，希望“有把

椅子还在这里”“我们的椅子还在这里”，想到椅子就能想到劳务，椅子代表的是父亲对家

园的不舍和眷恋。

“椅子。窗台上行将枯萎的花朵。我们回来的那天，花会枯萎，椅子会坍塌，被白蚁蛀空，

葛藤缠上靠背，而坐过的地方会长苔，并生出一朵朵菌子”，“我”想象到离开后椅子将会

坍塌，会被白蚁蛀空，被植物占领。人不在了，自会有自然界的其他生命接替，既表达了对

家园行将荒芜的感伤，也有对自然生命力量的敬畏。

“只要我们稳稳地坐在那把椅子上，敞着咸味的胸脯喘气，鸟声、水声和风声会把我们的生

活乖乖留给我们，把抚慰抛给我们，让我们相信活到明天是值得的”，我们曾坐在椅子上休

息，听天籁之音，接受大自然的抚慰。“我”回忆过去劳作后坐在椅子上休息的场景，表达

了对过往生活的铭记，以及对自然的包容和赐予的感恩。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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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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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

节，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

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

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

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

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

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

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冉有以告子

路。子路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过而能改，其进矣乎！”

（节选自《孔子家语》）

材料二：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

也。”

（选自《论语·先进篇》）

材料三：

张栻曰：以瑟为言者，盖瑟之声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气禀偏于刚，虽其学之有至，

气质不为不变，然于其所偏终有化之未能尽者。在圣人之门为有未知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

进之。夫自得其门而入，以至于升堂，独未及夫阃奥之地耳。圣人斯言非特以发明子路，亦

所以使门人知学之有序也。

（节选自张栻《癸巳论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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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修此 A化 B故 C其兴也 D勃焉 E德如泉 F流 G至 H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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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现在所说的“社会治安”的“治安”意思不同。

B.忽，指快速、迅速，与《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中的“忽”词义相同。

C.堂，指正屋。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升堂入室”喻学问由浅入深，达到很高水平。

D.特，指特意，与《答司马谏议书》“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中的“特”词义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认为，君子之音温柔居中，具有涵养万物生长之气、修身养性、教化百姓等作用。

B.孔子认为，小人之音有杀伐气，会扰乱世风，殷纣王就因喜好小人之音而使国家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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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冉有把孔子的话转告给子路，子路听了很受触动，他深思不食，以至于形销骨立。

D.张栻认为，瑟为心声，从子路的瑟声可知，虽然他师从圣人，气质却没有得到改变。

13.把材料中画横线 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2）在圣人之门为有未知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进之。

14.孔子善用批评和表扬的育人方法，请结合文本相关事例简要说明。

〖答 案〗10.BEG  11.D    12.D    

13.（1）多么温和的南风啊，可以消除我们百姓心中的怨恨啊！

（2）在圣人的门下学习还是有未知之处，孔子的这句话是用来告诫子路让他进步的。    

14.①批评子路弹琴不合先王之音，后见其改过，又表扬了他的进步。②批评子路奏瑟不合

师门要求，但看到门人因此而对子路不敬时，又及时表扬子路的琴技已经登堂。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用这样的音乐来教化百姓，他的国家发展非常迅速，美德像清泉一样流淌，直到今天。

“故其兴也勃焉”中，“故”用于句首，引出结果，“也”句中停顿，“焉”是句末语气助

词，“故”前“焉”后 BE处断开；

“德如泉流”主谓宾结构齐全，其后 G处断开。

故选 BEG。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掌握，理解文言一词多义现象的能力。

A.正确。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指社会秩序的安宁，也指维护社会秩序安宁。句意：就是所

说的太平盛世之风。/社会的安定秩序

B.正确。句意：他的灭亡非常迅速。/时光迅速逝去不能久留。

C.正确。

D.错误。都是“仅、只”的意思。句意：圣人的这句话不只是用来启发点明子路的。/并不

仅仅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罢了。

故选 D。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 能力。

D.“气质却没有得到改变”错，材料二“虽其学之有至，气质不为不变”意思是虽然他学有

所得，气质也发生了变化。

故选 D。

【13题详 析】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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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薰”，温暖、温和、和暖：“解”，消除；“愠”，怨恨、怨气。

（2）“为”，学习；“所以”，用来、拿来；“进”，让……进步，促使……进步。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①由原文“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

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惧而自悔，静思

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过而能改，其进矣乎’”可知，批评子路弹琴不合先王之音，

后见其改过，又表扬了他的进步。

②由原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

于室也。’”可知，批评子路奏瑟不合师门要求，但看到门人因此而对子路不敬时，又及时

表扬子路的琴技已经登堂。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子路弹琴，孔子听了，对冉有说：“子路很不成材啊！古代贤明的君王制作音乐，奏中

和之声来节制（情思），向南方流传，不流向北方（也可理解为其声调偏向南方，而不归向

北方）。南方是生育万物的地方，北方是征战厮杀的区域。因此君子之音温和适中，用来涵

养生育万物的元气。让忧愁的心情从内心消除，让凶暴乖戾的举动远离自身。这样的音乐，

就是所说的太平盛世之风。小人的音乐则不是这样，激烈而尖锐，犹如杀伐征战之气。中正

平和之感不存于心中，温和的举动不存于身体。这样的音乐，就是用来扰乱世风的啊。从前，

舜弹奏五弦琴，创作了《南风》之诗，其诗是这样的：‘多么温和的南风啊，可以消除我们

百姓心中的怨恨；多么及时的南风啊，可以增多我们百姓的财富。’用这样的音乐来教化百

姓，他的国家发展非常迅速，美德像清泉一样流淌，直到今天，王公大人们都还在叙说（舜

的故事）不敢忘记。殷纣王喜好北方边境之音，他的灭亡非常迅速。直到今天，王公大人们

常拿纣王的事作为警诫。舜出身于平民，不断积累德行，胸怀平和，最终成为帝王。殷纣王

本为天子，但荒淫残暴，最终国灭身亡。这难道不是由各自的修养所导致的吗？子路啊，是

一个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的人，竟然无视先王制作的音乐，而学习亡国之声，怎能保全他的

六七尺的身体呢？”冉有把孔子的话告诉了子路，子路听后心里既害怕又后悔，静坐思考，

不吃不喝，以至瘦得形销骨立。孔子说：“有过错能够改正，子路又进步了！”

材料二：

孔子说：“子路的这种鼓瑟声，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门内呢？”门人听了就不尊敬子路

了。孔子说：“子路已经登上堂了，只是还未进入内室而已。”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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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说：（孔子）拿子路的瑟声来评论（发表意见），大概是因为瑟的声音就好像他内在

的气质和修养。子路的禀性偏于刚强，虽然他学有所得，气质也发生了变化，然而，他偏于

刚强的禀性最终没能完全改变。在圣人的门下学习还是有未知之处，孔子的这句话是用来告

诫子路让他进步的。子路能入圣人之门，他的才学已经登上了厅堂，只是还未进入深邃的内

室啊！圣人的这句话不只是用来启发点明子路的，也是用来让门生明白学习是有（由浅入深

的）次序的。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小题。

南池

[宋]陈丕

杂树疏阴覆小亭，池塘流水自泠泠。

残荷犹结高秋绿，深柳遍含斜日清。

宇内谁堪千古在，眼中吾已二毛①侵。

旧时游侣晨星似，墙角啼蛋②不可听。

〖备 注〗①二毛：斑白的头发。②蛋：蟋蟀。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写景视听结合，以声衬静，绿树掩映小亭，水声清越，写出了环境的清幽。

B.颈联上句议论，表达对宇宙永恒的思考；下句叙述，流露出韶华已逝的感慨。

C.尾联上句运用比喻，“晨星”写出旧友日见稀少，与颈联的“二毛侵”相呼应。

D.尾联下句“不可听”，是因为秋天墙角蟋蟀的鸣叫声凄切，容易引发哀伤之情。

16.有人评价这首诗的颔联“衰而不败，哀而不伤”，请试作分析。

〖答 案〗15.B    

16.①景物衰而不败：池塘中的荷虽大部分枯萎，但仍留有碧绿挺拔的枝叶；繁茂的柳树虽

在秋日的斜阳中，仍不减清俊之姿。②情感哀而不伤：从“衰而不败”的秋景中，可以看出

诗人处于时序之秋，却没有悲秋的伤感，处于人生之秋，却没有颓唐悲愁的心境。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赏析的能力。

B.“表达对宇宙永恒的思考”错误。颈联上句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谁的生命能够千古

长存呢？表达的是对生命短暂的思考。

故选 B。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句情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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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衰而不败。矗立在秋水中的荷叶，虽然有部分枯黄，但是仍旧保持着大部分的绿色，和

向着高空的姿态，绿得格外深沉。而一向被解读为晚秋衰柳的柳树，也不是别人说的那么萎

靡，而是依旧在夕阳里，展示一种向上的清俊之姿。

情感哀而不伤。从“衰而不败” 秋景中，可以看出诗人处于时序之秋，却没有悲秋的伤感，

笔下秋景依旧有生机。这实际上是用秋天向上的景色，来回应人生暮年应有的心态，处于人

生之秋，而没有颓唐悲愁的心境，还要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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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

话，既是对公西华愿做小相的谦虚的赞许，又是对他的鼓励。

（2）《短歌行》中诗人仰望明月，忧思不绝，想起宾客曾“____________”，屈驾前来看望

自己，大家“____________”，重温往日的情谊。

（3）小嘉最近沉迷于游戏，无心向学，陈老师引用古代诗文“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教育他要防微杜渐，不能玩物丧志。

〖答 案〗 （1）赤也为之小    孰能为之大    （2）越陌度阡    契阔谈讌    （3）夫祸

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业精于勤，荒于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过去，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睡眠是一段恒定不变的时期，身体和大脑只有很少的活动。直

到 1952年，研究者记录了睡眠中人的脑电波，   ①   。

一个晚上，你可以多次进入一个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的状态，这个阶段你的脑电波

看起来很像醒着的时候，   ②   ，只有眼动肌会动。这个时候你会做一些生动而详细的梦。

对于这个阶段，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瘫痪的躯体里有一个活跃的脑。

相应的，其余的睡眠时间你则处于一种叫做“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状态。这个阶段一般

不会产生复杂的梦，但你的身体是可以活动的。这个阶段可以被描述成：   ③   。

俗话说，解决一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睡一觉。历史上有很多传奇故事似乎证明了这句

话。比如著名化学家凯库勒通过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旋转的环状的梦想通了苯分子

的环状结构。那么，梦中真的可以“解题”吗？从研究者目前积累的大量资料来看，睡眠确

实有助于学习和记忆的巩固。当然，睡眠不是万能的灵药，白天的努力工作和学习也是必需

的。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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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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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把文段中画线的句子改成几个较短的句子，可以改变语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句子

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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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31063030006111

https://d.book118.com/3070310630300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