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

湖北省质量测评联盟 2024届高三 3月联合一模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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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稻米根据其淀粉含量可分为粘稻与糯稻两类。糯稻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能够体现世界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与内涵。

人们根据四季代序和作物生长的自然节律与特性，形成一定的耕作方式、组织形式、合

作关系，以保证粮食的收成，其中凝结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协作共处之道。以此

为基础，南方一些民族逐渐构建起与糯相关的文化事项，涉及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在

南方部分民族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与精神气质中，都可以找到糯的身影与烙印。

数千年前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栽培稻，随着人群的迁徙与流动，逐渐向周边国家和

地区传播。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 350年经过朝鲜半岛或从长江下游渡海传入日本九州，之后

又传入日本其他地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采集—狩猎生计，形成了日本的稻作经济和稻作文

化。有学者认为，最早传入日本的水稻为“赤米”，即糯稻。糯米至今在日本仍处于祭祀米

的地位，过年时以糯米制作的镜饼，是专门祭祀神灵的物品。

在公元前 10世纪前后，稻作农业经由淮河流域、山东半岛传入朝鲜半岛，并逐渐发展

为当地人主要的生计方式。尽管目前朝鲜半岛的居民不以糯米为主食，但以糯米为原料制作

的食物十分常见，如年糕、糯米鸡、汤团等。年糕在朝鲜和韩国人的年节、民俗生活、祭祀

活动及社交礼仪中具有特殊意义，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年糕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 4000多年前，现东南亚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水稻种植，越南北部的红河流

域下游、泰国东北部地区都发现了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存。随着中国古代百越族群和苗蛮族群

的南迁，糯稻种植逐渐广布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并进入东南亚，成为许多地区栽种的主

要稻作品种。老挝的糯稻产量占其粮食总产量的 85%，是世界上唯一以糯稻为主粮的国家。

在越南等地，糯米食品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常见物，也是年节和祭祀的主要物品。

中国起源的栽培稻，在许多流入地逐渐演变成为地方品种，当地人在此基础上还不断培

育出新的品种。一些品种反向传入中国，增加了糯稻的多样性。如清代北京西郊玉泉山脚下

的御稻田，曾种植过顺治年间来自朝鲜的糯性香稻；又如 196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农林

儒 135号”，改名为“京引 15”，在苏南、浙江一带推广。

可见，“糯稻文化圈”涵盖了今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他们虽然各自生活在

不同国家，有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但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和而

不同，共享诸多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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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杨筑慧《糯：民族社会文化构建与文明交流互鉴之视窗》）

材料二：

黔、桂、湘、渝毗邻地区“糯稻文化圈”有许多特征，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人-稻鱼

鸭-田”复合生计系统。它由人、稻、鱼、鸭、田 5个要素组成。

“人”主要指百越民族后裔的 7 个民族以及苗瑶民族。经过千百年的相互适应和演化，

“人”的生理器官与糯米的黏性达到了一种高度适应。比如，“糯稻文化圈”以外的人，连

续吃上两三顿糯米饭后，就会引起肠胃不适及其他症状，但“糯稻文化圈”内的人却不会有

这种反应。

随着人口的增加，“糯稻文化圈”内的人们为解决生存问题，只能开山造田；但原有糯

稻品种又不能马上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只有通过不断的人工选育和试种，让选出的糯稻品种

与新环境达到一个最佳相互适应状态，这样一个新的生态型品种就诞生了。选育出来的这些

新品种还要适应鸭子和鱼儿的生存，矮秆水稻鸭子容易“偷吃”到谷穗，鱼儿长大后，需要

较深的水域才能健康成长。

百越先民从事“饭稻羹鱼”的生活，养鱼是为了吃鱼方便。鲤鱼是世界上最早被养殖的

鱼类，《诗经》中就记载有周文王凿池养鲤的事情。鲤鱼属于底栖（水的下层）杂食性鱼类，

荦素兼食，常拱泥摄食。人们就利用鲤鱼的这些特点，使其与水稻一起生长，为稻田松土、

吃掉一些不利于水稻生长的杂草和水生动物。除此之外，鲤鱼的粪便还可以肥田。苗民耕种

的都是山高路远的梯田，制肥和运肥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鲤鱼与水稻的生长期基本一致，

不但能为苗民解决肥料问题，还能获得大量的鲤鱼。

在稻田中放养鸭子可能要迟于养鱼。不过，至少在北魏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鸭子具

有杂食性的特点。鸭子吃的虫类比鱼类更广，能吃掉寄生在秧苗上的各类害虫。但要注意放

养鸭子的时间点，只有等秧苗返青〖备 注〗后，才能把雏鸭放入稻田，然后鸭子、鱼儿与糯稻

一起“成长”。

由于“糯稻文化圈”的地理位置处于云贵高原与湖南、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居民多傍

山为田。“山高林密，土质较厚”，是开凿高山梯田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水源不枯竭，农

民一般不会把梯田周围的森林砍掉。即使某一高山适合全部开垦成梯田，农民也会保留梯田

上方的森林。梯田刚开垦出来是不能种水稻的，因为土壤肥力不够，收获太薄，因此，新的

梯田一般要养一两年鲤鱼成为熟田后才种水稻。

（摘编自杨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结构特点与历史渊源》）

〖备 注〗返青：指植物的幼苗移栽或越冬后，由黄色变为绿色，并恢复生长的一段时

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一些南方民族在种植糯稻的过程中构建起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事项，形成自己

的民族精神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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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糯稻通过不同途径由中国向外传播，逐渐成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形成了“糯

稻文化圈”。

C.中国引进许多外国优良的糯稻品种，并在苏浙一带推广种植，解决了我国糯稻长期以来品

种单一的问题。

D.“饭稻羹鱼”这种传统的生活模式，不仅有助于解决吃鱼问题，还能利用鱼与水稻的关系，

解决部分虫害及肥料等问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糯稻不仅是东亚及东南亚各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这些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的

物质载体。

B.“糯稻文化圈”的人因生理的特殊性对糯米的黏性天然适应，他们如果到老挝旅游，就不

会不适应当地饮食。

C.鸭子和鲤鱼均具有杂食性特点，但鸭子的放养时间比鲤鱼的放养时间晚，这是因为鸭子吃

的虫类比鱼类更广。

D.“山高林密，土质较厚”之地适合开垦为梯田，与土层厚才能长出密林，而密林能为梯田

提供水源密切相关。

3.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第一段介绍了稻米的类别，引出“糯稻”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心论点。

B.材料一列举出许多明确的时间节点，以此来清晰地呈现栽培稻的传播、演化过程。

C.材料二只论述了人、稻、鱼、鸭、田 5个要素的内涵，缺少对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

D.两则材料论证语言都较为通俗平易，但材料二比材料一更生动，如“偷吃”“成长”等。

4.根据材料二的相关内容，对下列图示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

A.人、稻、鱼、鸭、田 5个组成要素相辅相成，协同进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

B.人居于系统的核心，负责水田的开垦与维护、鱼鸭的收放、糯稻的种植及收割。

C.水田是系统的环境基础，森林及不利于水稻生长的生物都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

D.鱼和鸭既可清除虫害与杂草，也可为水田提供肥料，但在系统中仅起环境支撑作用。

5.材料一和材料二中均提及“糯稻文化圈”，二者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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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1.C    2.D     3.C    4.D    

5.①材料一侧重于从人文的角度，阐述“糯稻文化圈”的形成及对文化的影响；②材料二侧

重于从生态特征的角度，阐述其生态系统的要素及其关系。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许多”曲解文意。根据材料一第六段可知，在苏南、浙江一带推广的是“农林儒 135

号”，并非“许多”。“解决了我国糯稻长期以来品种单一的问题”强加因果，原文只说“增

加了糯稻的多样性”，并不能必然反推“我国糯稻长期以来品种单一”，更不能推出“解决了

问题”这一结论。

故选 C。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东亚及东南亚各民族文化”扩大了范围，材料一最后一段原文是“‘糯稻文化圈’涵盖

了今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

B.“因生理的特殊性对糯米的黏性天然适应”曲解文意，原文说的是“经过千百年的相互适

应和演化，‘人’的生理器官与糯米的黏性达到了一种高度适应”。且“当地饮食”扩大范

围，老挝当地饮食不只有糯米制品。

C.“这是因为鸭子吃的虫类比鱼类更广”强加因果，且原文是“在稻田中放养鸭子可能要迟

于养鱼”，选项将或然变成必然。

故选 D。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C.“缺少对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错，材料二主体部分虽然按要素分别进行论述，但每

个要素的论述中都包含本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故选 C。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图文信息的能力。

D.“在系统中仅起环境支撑作用”有误，鱼、鸭也属于附属产品，具有经济价值。

故选 D。

【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概括分析、比较文中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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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根据“糯稻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能够体现世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与内

涵”“在南方部分民族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与精神气质中，都可以找到糯的身影与烙印”“‘糯

稻文化圈’涵盖了今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民族……有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共享诸

多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等涉及总起、总结关键信息的相关语句可知，材料一侧重于从人文

的角度，阐述“糯稻文化圈”的形成及对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中，作者重点针对“‘人-稻鱼鸭-田’复合生计系统”展开分析，阐述了人们如何利

用好高原、丘陵等低山高林密的地理生态特征来种植糯稻并辅以鱼、鸭养殖的系统。由此可

见，材料二侧重于从生态特征的角度，阐述其生态系统的要素及其关系。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竹  园

范小青

孙良每天坐在竹园边，他是个残疾人，整个下半身是不能动的。

孙良是工伤，所以开始常常有人来看看他，后来时间长了，大家都忙，也不再有什么人

来了。孙良很寂寞，他每天由母亲背出来，坐在竹园旁边。

孙良家只有母子两人，孙良的母亲已经老了，但她还能背儿子，还能工作。她每天上班，

回来做家务，给儿子擦洗，第二天再上班。日子过得平静。

孙良的母亲知道儿子很寂寞，她说：“①你下下棋吧。”

孙良说：“好的。”

慢慢地，孙良的棋越下越好，周围的人都被他一一杀败，但是总会有不甘心失败的和没有领

教过孙良棋术的人来和孙良下棋，孙良再一一地杀败他们。

孙良没有了对手，孙良的母亲就到她的单位去找一些人来和孙良下棋，又通过这些人去

约了更多的人来。这里面当然不乏高手；头几回孙良也许会输，但是再下下去，孙良又会赢。

凡是远道来的人，孙良的母亲必定要留下他们吃过饭再走，他们在竹园下棋，孙良的母

亲就在家弄饭弄菜。

邻居都说：“这老太太真是前世欠了儿子的债。”

邻居跟她说：“你儿子虽然瘫了，他的手还好，你让他帮你做点事情，你也好歇歇

了。”

孙良的母亲说：“这一点点事情我能做。”

孙良就好像在竹园边摆了一个擂台，许多时候都没有人能攻下竹园的擂台。

孙良对他的母亲说：“他们是不是手下留情？”

母亲说：“我不懂的，你自己下棋，你自己有数呀。”

孙良说：“我没有数。”

母亲说：“你不要急，慢慢地你就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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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良说：“②虽然我是个瘫子，我也未必想要他们让我。”

母亲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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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孙良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她的工作，她跪在地上用抹布抹地，每天都要把地板

抹得干干净净。

孙良说：“妈，你不要这样费劲，这地，随便怎么擦擦就行了。”

母亲说：“我不累。”

“累不累是另一回事，你这样做实在是犯不着的。”孙良说。

母亲笑笑，没有再和儿子说什么，她只是照做她要做的事情。

孙良到底还是败了，他是败在一个十岁的孩子手下。

第一局棋完全是在无意中开始的。那时孩子刚刚在学校的棋类组报了名，才跟老师学了

两三回棋。他放学回来站在竹林边看孙良和别人下棋，看孙良又杀败了人家。

这时候有人说：“这个小孩会下棋的，叫他跟孙良下一下。”

孩子不肯。

孙良鼓励他说：“来吧，我可以让你一些的。”

孩子想了想，说：“③要来就不要让。”

果然这一盘棋孙良输了，接着又下了好几盘，孙良都输了。

吃晚饭时，孙良说：“今天我输给了一个小孩子，没有招架之势。”

母亲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竹林变成一块棋盘，真是奇怪。”

十年以后，孩子成了大学生。放暑假归来，他看见孙良还坐在竹园那里，竹园依然，孙

良也依然。

大学生说：“来一盘棋。”孙良说：“好的。”

大学生输了，他输得很服帖，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反而退步了。”

大学生和孙良聊了许多事情，天南海北，五花八门，什么都谈。大学生真是见多识广，

比起来孙良的见识就不如大学生了。

不下棋也不说话的时候，大学生就画竹园，他说：“我小时候看别人画竹园，总是很羡

慕。”

现在大学生觉得他也可以画画竹园了，可是他画的竹园没有一张能使他自己满意的。大

学生很沮丧，他把那些画撕了，重新再画，画了又再撕。

孙良说：“你别画了，还是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说：“好的。”

大学生又输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到傍晚的时候孙良的母亲回来了。她退休了，申请了一个执照，批些小玩具卖。生意不

算很好，她每天都去。

孙良的母亲出摊回来，把那些玩具堆在一边。大学生看到那些东西，想起了他自己的童

年时代。他过去翻那些玩具，拿出几颗玻璃弹子，蹲在地上打起弹子来。

孙良和他的母亲看着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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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后来站起来，说：“再下。”

孙良就和他再下一盘棋，大学生还是输。大学生输得很灰心了，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

到夕阳的余晖正洒在竹园，看到孙良正默默地注视着竹园。大学生突然说：“你当然会

赢。”

孙良问：“为什么？”

大学生说：“④你占尽了竹园的地气。”

孙良笑起来，说：“也许是的。我一直在看竹园，看竹子，看每一根竹子。竹园就是一

块棋盘，每一根竹子就是一个棋子，既然每一根竹子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棋子也

有它自己的位置，你说是不是。”

大学生还是看着孙良，他希望孙良再往下说。

孙良问他：“你懂不懂？”

大学生说：“我不懂。”

孙良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懂。”

孙良指指他母亲，对大学生说：“她也许知道。”

大学生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时候孙良的母亲出来，对他们说：“饭弄好了，进去吃饭吧。”

大学生在孙良家吃了饭，想再跟孙良下一盘棋。

孙良说：“⑤你再过五年来跟我下棋吧。”

大学生一直记着孙良这句话。

过了五年，工程师敲响了孙良家的门。

孙良摇着轮椅来开门。

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也还是原来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再在竹园下棋。

竹园已经没有了，这一带拆迁，旧房子没有了，竹园也没有了。原址上盖了新房子，孙

良家也有一小套，因为孙良不能走，分的是一楼的房间。

孙良的母亲已经去世。工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棋吧。”

“好的。”孙良说。

工程师在落子前说：“你还有把握吗？竹园已经没有了。”

孙良笑笑，他的手指指地下。

“竹园就在这底下。”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主要写孙良残疾后的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母亲的老去”“孩子的长大”是小说刻

画孙良形象的两个维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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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拒绝邻居让孙良动手做事的建议，一是因为心疼儿子，二是因为自己还能做事，表现了

母亲对儿子的宠溺心理。

C.竹园的形象与棋盘相关联，蕴含人要在各自的境遇中找准位置、活出生命意义的哲理，也

说明自然能启迪人的心灵。

D.“竹园就在这底下”言简意深，小说以此作结，既呼应上文情节，也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深化小说的主题。

7.对文中划线句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①句中的“吧”字，含有对孙良排遣寂寞的引导与建议，也含有对孙良下棋意愿的试探，

表现母亲对儿子的关爱和理解。

B.②③两句句式不同，语气有别，前者相对委婉，后者斩钉截铁，但在表现人物自尊的心理

方面有相似之处。

C.④句中“占尽了竹园的地气”的说法，说明大学生对下棋有了新的感悟，对孙良与竹园的

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D.⑤句中“五年”这一时限，是告诫大学生需要沉淀内心，修炼棋艺，表现了孙良对大学生

的惜才和对自己棋艺的自信。

8.小说的主体部分由简洁的对话构成，这样写具有怎样的文学效果？请简要分析。

9.小说中的“竹园”与《我与地坛》中的“地坛”一样，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意

义。请对此作简要分析。

〖答 案〗6.B    7.D    

8.①小说主体以对话推进情节发展，使叙事集中而简洁；②简洁的对话更利于展现人物内敛

而丰富的内心；③简洁的对话更有韵味，贴合小说简练隽永的叙述风格。    

9.①竹园作为自然景观，成为残疾后的孙良重要的生活场所，孙良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②竹园是母爱的见证者。它见证了在深沉、无私的母爱呵护下，孙良的生活逐渐充实安定。

③竹园是孙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提升棋艺的源泉。他在竹园与棋友对垒，又从竹园获取棋

道灵感。④竹园是孙良的心灵家园。在这里，孙良从寂寞、迷茫到沉静、通达，由棋局而感

悟人生。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艺术特点的能力。

B.“表现了母亲对儿子 宠溺心理”有误，母亲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心疼、体谅儿子。

故选 B。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句子的能力。

D.“告诫”一词情感程度不当，“表现了孙良对大学生的惜才和对自己棋艺的自信”有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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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约定，并无较为强烈的情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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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D。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情节、表现手法的能力。

小说一开始，“孙良的母亲知道儿子很寂寞，她说：‘你下下棋吧。’孙良说：‘好

的。’”的对话问答，开启了下文孙良与人下棋的情节；“这个小孩会下棋的，叫他跟孙良

下一下。”“你再过五年来跟我下棋吧。”等人物对话，则开启并贯穿了小说中孙良与小孩

（大学生、工程师）这一人三次下棋的经历。可见，小说主体以对话推进情节发展，使叙事

集中而简洁

小说中，孙良的心理活动都借助他“虽然我是个瘫子，我也未必想要他们让我”“竹园就在

这底下”的对话语言得以展现。从这些对话中，我们能看到孙良自尊、通达的人物个性。可

见，简洁的对话更利于展现人物内敛而丰富的内心。

从艺术表现力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都很简短，并不冗长，而这也使得文章能够通过简洁的

对话表情达意。这更具韵味的简洁对话，贴合小说简练隽永的叙述风格。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多角度探究文章意蕴的能力。

根据文中“孙良很寂寞，他每天由母亲背出来，坐在竹园旁边”“我一直在看竹园，看竹子，

看每一根竹子”可以看出，竹园是孙良家附近的一小块绿地，它首先是残疾后的孙良重要的

生活场所，孙良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围绕竹园这一场景，小说前半部分重点描写了孙良与母亲的生活，从“孙良家只有母子两人，

孙良的母亲已经老了，但她还能背儿子，还能工作。她每天上班，回来做家务，给儿子擦洗，

第二天再上班。日子过得平静”“孙良的母亲知道儿子很寂寞，她说：‘你下下棋吧。’”

以及母亲“孙良没有了对手，孙良的母亲就到她的单位去找一些人来和孙良下棋，又通过这

些人去约了更多的人来”“凡是远道来的人，孙良的母亲必定要留下他们吃过饭再走”的行

为，我们可以看出：竹园是母爱的见证者。它见证了在深沉、无私的母爱呵护下，孙良的生

活逐渐充实安定。

根据“孙良没有了对手……这里面当然不乏高手；头几回孙良也许会输，但是再下下去，孙

良又会赢”以及孙良的自述“我一直在看竹园，看竹子，看每一根竹子。竹园就是一块棋盘，

每一根竹子就是一个棋子，既然每一根竹子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棋子也有它自己

的位置”可以看出，孙良在竹园通过不断地与人下棋，得以与外界沟通，并且他还通过看竹

子了悟棋道。由此可见，竹园是孙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提升棋艺的源泉。他在竹园与棋友

对垒，又从竹园获取棋道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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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章最后，已然成为工程师的那个小孩子问“你还有把握吗？竹园已经没有了”，而孙良

则自信地回答“竹园就在这底下”。此时，竹园已不再是具象的那一片绿林，而是孙良的心

灵家园。在竹园与人下棋的大半辈子里，孙良从寂寞、迷茫到沉静、通达，由棋局而感悟人

生。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小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武帝立，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

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

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

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

不得犯我。”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选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有删改）

材料二：

臣光曰：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

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

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

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九》）

材料三：

正义之立，在军为纪律，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广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而无尽寸之

功以取封爵由基治军不用纪律。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

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中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

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

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

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

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选自北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有删改）

10.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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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材气 A超绝 B汉之边将 C无出其右 D而无尺寸之功 E以取封爵 F由其治军 G不用纪律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就，指靠近，与《荀子·劝学》中“金就砺则利”的“就”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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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斥候，指军队中的侦察兵，“远斥候”说明李广治军简易之外，也重视敌情变化。

C.小人，指普通人，文中说他们“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具体就是指李广的士兵。

D.所以，表原因，与《师说》中“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所以”用法不同。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1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广治军非常简易，军中警戒松弛，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使得士兵感到安乐便利，更

乐于追随他。

B.程不识对李广的治军之策颇为不屑，而对自己的治军之策却很自信，因为军纪严明，使敌

人不敢来犯。

C.司马光认为，李广的治军之策与他的将才相匹配，他人很难效法，而程不识的治军之策相

比之下更值得学习。

D.何去非认为，严肃军纪，部队在防守时能不被侵犯，进攻时能听从指挥，可见他更认同程

不识的策略。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

（2）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14.对于李广简易治军的弊端，司马光与何去非各持什么观点？

〖答 案〗10.BDF   11.C    12.B    

13.（1）即使是仅仅一百名士卒的将领，也不可有一天废弛而放松严明军纪。

（2）所以说：厚养士兵却不能命令他们，这样的军队就像受宠溺的孩子，是不能用来打仗

的。    

14.①司马光认为，李广的简易治军之策不仅使自己的军队无法抵御敌人发动的突然袭击，

还会使程不识的士兵怨恨主帅，动摇军心；②何去非认为，李广的简易治军之策会骄纵士兵，

使之不听军令导致战败。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准确断句的能力。

句意：李广的才能和气概超群绝伦，汉代的边将没有人能超过他，但却没有建立一点功勋来

得到封爵，是因为他治军不讲军纪。

“广材气超绝”是主谓句，“超绝”形容“广材气”，是对李广的个人特色的概括，其后断

开，即 B处；

“汉之边将无出其右”中，“汉之边将”是主语，“无出”是谓语，“其右”是宾语，句子

成分完整，D处断开；

“而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中，“而无尺寸之功”表状态，“以取封爵”表结果，“由其治

军不用纪律”表原因，“而”“由”作为连词分别表转折和原因，应在其前断开，故于 F处

断开。

故应断于 BDF。

【11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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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准确掌握文化常识，辨析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句意：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金属制的刀剑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能变得

锋利。

B.正确。

C.“具体就是指李广的士兵”有误。这里句意是普通人共通的感情，是喜欢安乐放纵而看不

清眼前的灾祸，可见“小人”就是泛指普通人。

D.正确。后一个“所以”是“意为用来……的”。句意：也是他失败的原因。/是可以依靠来

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故选 C。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颇为不屑”错，程不识对李广的治军之策的评价较为客观，既指出简易治军的不利之处，

也承认简易治军受士兵欢迎。

故选 B。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准确翻译文言句子的能力。

（1）“率”，同“帅”，将领；“缓”，放松。

（2）“厚”，厚养，厚待；“骄子”，受宠溺的孩子。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材料二中，司马光指出“以广之材……然不可以为法”“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

之仓卒而已也”“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

将仇其上而不服”，可见他认为李广的简易治军之策不仅使自己的军队无法抵御敌人发动的

突然袭击，还会使程不识的士兵怨恨主帅，动摇军心。

材料三中，何去非认为“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厚而不能令，

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可见他认为李广的简易治军之策会骄纵士兵，使之不听军令导致战

败。

参考译文：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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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即位，李广任未央宫卫尉，程不识任长乐宫卫尉。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李广行

军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驻军的时候，人人都感到便利，

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也远派斥候侦察敌情，所以不曾遭到过危

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

绩等公文簿册都很清楚明白，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兵

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

为他拼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敌人也不敢侵犯我。”士兵也大多乐于跟随李

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

材料二：

臣司马光说：李广统领军队，让士兵按自己的方便行事。以李广的将才，这样做是可以

的，但是不可以作为治军的法度标准。为什么呢？后继者很难做到（和他一样），更何况与

他同时做将领的人。普通人共通的感情，是喜欢安乐放纵而看不清眼前的灾祸，他们既然认

为程不识治军纷繁忙乱而乐于跟随李广，就会仇视程不识而不服从他的命令。既然如此，那

么简易治军的害处，就不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抵御敌人突然发动的袭击而已了。所以说“军

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做将领的人，也就是严格而已。既然如此，那么效法程不识治军，

即使不能建立战功，尚且能不战败；效法李广治军，很少有不彻底失败的。

材料三：

确立正确的行动准则，在军队中就是确立军纪。治理军队如果废止军纪就会失败。李广

的才能和气概超群绝伦，汉代的边将没有人能超过他，但却没有建立一点功勋来得到封爵，

是因为他治军不讲军纪。部队编制、队形、驻扎宿营以及昼夜警戒、符节号令、兵籍管理等

等，都是所谓的军纪。即使是仅仅统率一百名士卒的将领，也不可有一天废弛而放松严明军

纪。所以用（它）防守时就能军容严整而不可侵犯，用（它）进攻时就能严正（以待）服从

命令（而拼死作战）。现在李广治理军队，只是想使士卒人人都能安乐而舒适，以便使士卒

的个人私愿得到满足，擅自施以恩惠，所谓的军纪，是从未执行过。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赞

他对士兵宽容和缓、不苛求，士兵都爱戴他，乐于（在他手下当兵），程不识却说：“士卒

虽然安逸，乐于为他拼死作战，但是敌人突然袭击他们，就无法抵御了。”这就是他只顾用

恩德（笼络士卒）而不用军纪（约束士兵），而战功最终也必定难立的原因。士兵的确乐于

为他拼死作战，但是他不警惕军纪废弛的问题，也是他失败的原因。所以（孙子）说：厚养

士兵却不能命令他们，这样的军队就像受宠溺的孩子，是不能用来打仗的。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念奴娇·淮上雪①

王以宁

天工何意，碎琼珰五佩，书空②千尺。箬笠蓑翁扁舟下，淮口烟林如织。飞观嶙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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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突兀，影浸澄淮碧。纶巾鹤氅，是谁独笑携策？

遥想易水燕山，有人方醉赏，六花③如席。云重天低酣歌罢，胆壮乾坤犹窄。射雉归来，

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紫箫声断，唤回春满南陌。

〖备 注〗①此词作于宋徽宗宜和六年（1124年），词人任职于淮南发运司。②书空：形

容雪在空中飞舞如书写字画。③六花：指雪花。李白《北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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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15.下列对这首词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上阙前三句写雪，以“天工何意”发问起势，再写雪之晶莹与盛大，表达诗人对大自然的

赞美。

B.大雪中烟林如织，淮水澄碧，亭台楼观倒映水中，渔翁与词人点缀其间，动静相映，富有

情趣。

C.“易水”“燕山”既是现实地名，也是文化符号，使“遥想”的内涵更丰富，情感更深沉

蕴藉。

D.下阕刻画了纵横疆场的将领形象，“踏碎千山白”与岳飞《满江红》“踏破贺兰山缺”异

曲同工。

16.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豪迈奔放的创作风格，请对此作简要分析。

〖答 案〗15.D    

16.①意境宏大开阔。诗人写雪，由眼前的淮南写到北方的易水燕山，纵横南北，勾连虚实

古今，营造宏大开阔的意境。②情感豪迈奔放。“天工何意”“胆壮乾坤犹窄”直抒胸臆，

表达词人赏雪时豪迈奔放的感情。③形象英勇无畏。词人赏雪时“独笑携策”，表明其孤傲

和无畏；词人想象自己在北方率领十万大军狩猎，并放言“踏碎千山白”“唤回春满南陌”，

表明词人有迎难而上、扭转乾坤之志。④热切深沉的家国情怀。词人咏雪不止于赞美景物，

更有对北方形势的关切和保家卫国的赤诚。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的形象、表达技巧和情感的能力。

D.“纵横疆场”错。下阕并未描写“纵横疆场”，由“遥想”可知是词人的想象，想象自己

在北方率领十万大军狩猎。

故选 D。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创作风格的能力。

本题从意境、人物形象、情感等方面赏析作者豪迈奔放的创作风格。

（1）诗人前三句就勾勒宏大开阔的意境。诗人选择晶莹与盛大的雪景，如“碎琼珰五佩，

书空千尺”，打碎了琼珠玉佩白屑纷飞，在千尺高空狂书飞舞。境界开阔。再写“淮口烟林

如织……逸想易水燕山”，由眼前的淮南写到北方的易水燕山，由实到虚，南北纵横，古今

连接，营造宏大开阔的意境。

（2）上阙开篇以“天工何意”句发问起势，诗人直接发问：不知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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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是何用意？然后通过描写雪——“碎琼珰五佩，书空千尺”，赞美雪的晶莹与盛大，抒

发了词人欣赏雪景的豪迈之情；下片中，“胆壮乾坤犹窄”，意为：我觉得胆大无边世界小。

词人直抒胸臆，表达词人赏雪时豪迈奔放的感情。

（3）“纶巾鹤氅，是谁独笑携策”，意为：是何人笑我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独自拄一根拐杖。

词人赏雪时“独笑携策”，表明其孤傲和无畏；“射雉归来，铁鳞十万，踏碎千山白。紫箫

声断，唤回春满南陌”，意为：打猎射雉归来，随从铁骑十万，踏碎了千山雪道。吹断的紫

箫，声声催唤着春光回到南陌青草。词人想象自己在北方率领十万大军狩猎，塑造了词人勇

敢无畏的英雄形象，表明了词人有迎难而上、扭转乾坤之志。

（4）热切深沉的家国情怀。该词的上阙描写自己欣赏宏大开阔的雪景，下阙想象燕山雪景

以及自己在北方率领十万大军狩猎的场景。词人咏雪，并不止于赞美景物，更有对北方形势

的关切和保家卫国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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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左丘明和孙子著书立说的初衷是“_________，

_________”，以此引出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

（2）柳永在《望海潮》中极力描写杭州风物，“_________”写钱塘江大潮壮阔，

“_________”写百姓笑逐颜开。

（3）古人常借描写女子梳妆以寓意，或欣赏，或悼亡，或讽谏，如“_________，

_________。”

〖答 案〗 （1）（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   思垂空文以自见    （2）怒涛卷霜雪    嬉嬉

钓叟莲娃    （3）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小轩窗，正梳妆/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当窗

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晚秋的北京，天气也是多变的。抬头，云层正在变厚、挪移，水气_________于湖面。

不多时，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很绅士。雨滴细如发丝，静静地落于水面。一群白色的

水鸟翩然落下，在凫水，在追逐，_________，仿佛潇潇雨丝与它们无关。

举目北望，万寿山与佛香阁被水雾轻轻地笼罩着。历史，在朦胧中隐约浮现：仿佛看到

一群提着宫灯的宫女婀娜地行走于长廊，又似乎听到了十七孔桥边的那头铜牛哞哞地叫了两

声。西岸的五泉山在细雨中_________。那高高的玉峰塔，被雨丝削成一株瘦瘦的青竹，似

在轻轻摇动，使人想起“_________”的诗句。

①西堤东边有两行高大的树木，②被细雨打湿后色彩越发鲜艳起来。③红与黄，诗意地

相接，④雨丝似乎也被带入晚秋的斑斓世界。⑤雨停了。西山那边，霎时露出一抹玫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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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云收雨霁，山水又回复它宁静而开阔的原貌。⑦一晴一阴之间，整个园林的变化让人目不

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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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弥漫 悠然自得 若隐若现 竹摇清影罩幽窗

B.弥散 泰然自若 隐隐绰绰 瘦玉亭亭十数竿

C.弥漫 泰然自若 若隐若现 疏竹虚窗时滴沥

D.弥散 悠然自得 隐隐绰绰 始怜幽竹山窗下

19.文中第三段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

不得改变原意。

20.在现代汉语中，“绅士”一词可形容男士有现代文明修养，文中以此修饰细雨，别有意

趣。请简要分析。

〖答 案〗18.A    

19.（1）第①处，“有”改为“的”或“那”；或第②处，在句首加“它们”；

（2）第⑦处。“一晴一阴”改为“一阴一晴”。    

20.①使用拟人修辞，赋予细雨以人的情态，使“淅淅沥沥”的细雨显得更形象、亲切；

②以形容男士风度、修养的词语来表现细雨的安静、和缓、优雅，颇具新意。

〖解 析〗

【1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成语）的能力。

第一组：弥漫，指(烟尘、雾气、水)充满。弥散，指(光线、气体、声音等)向四周扩散。文

中用以形容水气，故“弥漫”最恰当。

第二组：悠然自得，指神态从容，心情闲适。泰然自若，形容在紧急情况下沉着镇定，不慌

不乱。文中没有紧急情况，故“悠然自得”最恰当。

第三组：若隐若现，形容似有似无，不真切、不明朗。隐隐绰绰，指隐隐约约。且“隐隐绰

绰”直接作谓语不妥，根据语境宜用“若隐若现”。

第四组：“竹摇清影罩幽窗”出自宋朱淑真《初夏》，描写的对象是“竹影”。“瘦玉亭亭十

数竿”出自金郭长倩《义师院丛竹》，描写的对象是“丛竹”，多竿竹子，与“玉峰塔”形象

不符。“疏竹虚窗时滴沥”出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林黛玉所作《秋窗风雨夕》，从“滴

沥”可知描写的对象化是“雨”。“始怜幽竹山窗下”出自唐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诗》，描

写的是书斋之下的竹子，与“高高的玉峰塔”语境不符。原文描写的是塔影在雨雾中“轻轻

摇动”的视觉感受，故选“竹摇清影罩幽窗”恰当。

故选 A。 

【1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 能力。

第①处，“有”字使用不当，造成主语错位，改为“ ”或“那”；或在②句前加上“它

们”，使用代词，让主语不缺失。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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