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 学年北京市新高三入学定位语文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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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极简主义”是 2019 年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在《数字极简主义：在嘈

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一书中首倡的概念，强调人不应被技术所绑

架，技术与工具应当为人服务，进而提出要极限简化数字技术使用，减少

技术对人生活和心理的影响。目前，豆瓣小组“数字极简主义”成员数量已

数万，这说明其理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在“数字极简主义”风潮

中，“网络隐居”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的社会实践。网络隐居者们试图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在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建立一道“防

火墙”。 

“网络隐居”生活也有大隐、中隐和小隐。出于各种原因，比如为了戒网瘾

而短暂退出数字世界、卸载某款软件、规定每天使用电子设备不得超过多

少时间的“断舍离”，可称其为“大隐”；为了保护自己免于争论或非议，尽

量少留下明显观点和态度，诸如“我就看看不说话”“只转不评”或是“群内潜

水”等做法，若没有其他明显的“反技术依赖”行为，或可称作“小隐”；在保

持最低限度使用的前提下，对算法追踪的主动拒绝，是一种“中隐”，它并

不能完全被纳入“数字极简主义”的范畴，因为用户并未刻意减少使用或断

开连接，也不愿意承担与世界失联的代价，而是不希望留下痕迹，阻止各

类能够被数据化的个人信息和特征收集，从而能够自主控制所见、所闻，

以防掉入数字牢笼。 



年轻互联网用户个体化的“线上隐居”只是一种很弱的自我保护，尽管他们

勇于挑战自我，试图用自觉自律的理性来对抗，但可能很难挑战数据经济

和互联网算法秩序。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便个人在使用 APP 时不注册、

不登录账户，不留下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但实际上，企业并不需要获得这

些就可以实现精确画像，因为他们的追踪并没有与具体的个人相对应，而

是与手机的设备 ID 捆绑在一起。但是，不能因个体力量小，难以改变现

状，就否定日常实践和微观行动的积极意义，其价值恰在于向政策制定者、

互联网科技企业和全社会表明，“网络隐居”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一点越来

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也带来了切实可感的变化。2021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是

我国首部相关领域的行政规章，旨在规范 APP 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的顽

疾，为用户的“网络隐居”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样，不少科技企业开

始意识到，保护用户隐私与企业长远利益并不相违背，相反会赢得更多用

户的尊重，给自家产品带来更高的声誉和信任度。此种良性互动将有助于

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持续改善向好。只有充分尊重用户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

中国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取材于李韬、李睿深、徐偲骕、姚建华等的文章）  

材料二 

人们对“数字极简”的渴望背后，是电子设备时代名为“数字囤积”的行为和

症结。“数字囤积”早期出现于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指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

“囤物癖”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我国学者将“数字囤积”定义为“随着社交媒

体中数据数量激增和保存数据的成本降低，用户出现的无差别保存数据且

不愿意删除数据的行为”。在网络社交媒体中，一些网友会自称“数字仓鼠”，



以这种形象的方式描述个体在数字空间囤积电子邮件、照片、文件和软件

等数据信息和材料的行为。 

囤积行为是一种有意和无意行为的混合，既有工具性的考虑和情感性的需

要，也可能在无意中不断进行累积。 

信息及资料的囤积往往建立在数字信息的使用价值和工具性目的之上，如

电脑中收集留存的工作文件、学习资料、课堂笔记，以及社交媒体上收藏

的各类教程和攻略等。在此过程中，电子设备成为人类的“机械大脑”，将

一时间来不及处理的内容交给体外设备保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脑

的负担。 

情感和记忆类“数字囤积”的代表性内容是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照片、视频

等人们不舍删去的数字痕迹。这类数字物往往承载着回忆和情绪，可被视

为“自我”的延伸。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有目的的“数字囤积”行为，每天浏览并处理大量数字

资料的个体有时也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囤积大量数字物。在加

速的社会和过载的信息流中行走的个人就好像在海边浪潮里漫步的旅人，

即使并未刻意捕捞什么，但身上的衣衫仍会被打湿并变得沉重。 

既有研究认为，“错失焦虑”是引发青年群体进行“数字囤积”的关键因素。

囤积是个体在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的一种

心理防御机制。人们往往害怕错漏和遗失，需要赶紧“码住”信息，以免将

来需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与此同时，人们又从中获得了一种自己合理利用

了碎片时间的快慰，并在飞速疾驰的信息中实际获得了一丝安全感和对日

常生活的掌控感，仿佛握住手机，就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需要的信息都

握在了手中。因此，即使“网上冲浪”时遇到的部分信息和资源在当下不会



被立即使用，但仍会被人们收藏和保存下来。久而久之，新的信息不断堆

叠在旧的信息之上，收藏者甚至也会忘记自己保存过哪些资源。一些网友

常用“在收藏夹吃灰”的自嘲方式来表示这种对数字资源“囤而不用”的行为。 

大量的数字囤积物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压力来源：布满电脑桌面的文件、

告急的手机内存空间、重点失焦的收藏夹……过载的囤积物使数字生活变

得混乱，造成新的失控。大量的数字资源躺在收藏夹中“吃灰”，繁杂无序

的文件干扰着正常检索和使用，膨胀的垃圾数据影响设备的运行。基于此，

数字资源的整理和利用愈发成为数字时代所需的媒介素养之一。 

此外，日益进步的数字存储手段可能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和记忆习惯，

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体外设备。大脑不再需要活跃地记住与回忆，因为在

数据的辅助下人们只需要上传与检索便可以获得具体的、明确的数字资料

去佐证这段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在数字存储技术为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

我们需要知道，数字材料并非记忆的原本，不能取代人类的记忆，而是辅

助记忆的工具。学会在庞杂的数字囤积物中进行整理和取舍，不被数据捆

绑，给自己一些“留白”的空间，或许是数字时代人们的一堂必修课。 

（取材于齐臻玅的文章）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数字极简主义”和“网络隐居”关系的理解，最准确

的一项是（3 分） 

A. “数字极简主义”和“网络隐居”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理念。 

B. “数字极简主义”和“网络隐居”是相继出现的类似理念。 

C. “数字极简主义”和“网络隐居”是同一理念带动的社会实践。 

D. “数字极简主义”的理念带动了“网络隐居”社会实践的出现。 

2.根据材料二的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电脑中收集留存的学习资料和社交媒体聊天记录属于不同类别的数

字囤积物。 

B. “数字仓鼠”一词源自网友对那些具有“数字囤积”行为的网络用户的戏

称。 

C. 日益进步的数字存储手段只能辅助人类记忆，数字材料并不能取代人

类记忆。 

D. “数字囤积”行为对于人类的工作和记忆既有正面作用，也有一些负面

影响。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网络用户个体化的“线上隐居”可以自我保护，但无法影响整个互联网

环境。 

B. “网络隐居”行为和“数字囤积”行为都是人们在上网过程中有意识做

出的。 

C. “网络隐居”的三种类型中，“大隐”相比较而言会更符合“数字极简主

义”。 

D. “数字囤积”行为能帮助网络用户杜绝信息遗失，从而为其消除了工作

焦虑。 

4.根据材料一，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要想让中国互联网环境持续改善

向好，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3 分） 

5.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数字信息，有人选择“数字隐居”，有人选择“数字

囤积”，你更倾向于哪一种行为方式？请结合材料内容并由此联系自己

的学习生活实际说明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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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8 分） 

君姓左氏，讳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赠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孙也。 

少好《老》《庄》，其学以遗物自遂为宗，其文章要渺宏放，不知其所从来。

性畏俗，非戚属，虽问疾吊丧不出。出则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见衢肆中人。

惟宋潜虚、刘北固慕而与之友。乙亥、丙子间，潜虚、北固客京师，未生继

至，与余一见如故交。与之语，触物比类，日新而无穷。与之居，久而不厌，

然竟不能窥其际也。未生虽与世龃龉，而重气类，善鉴别人物。常称邑中胡

嘉及兄子廉，其后二君子学行果异于众人。 

余之在难也，未生适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阴遇盗，折其二齿，衣装尽失。

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①，搏膺而呼。归至家，时自怼曰：“吾不一视方

子，天下士其谓我何？”己亥四月至京师，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还，道

京师，而宜兴储六雅②止之。一时少俊争慕与之游，遂留逾岁。今年四月，

余将出塞，趣之归。未生曰：“子忧吾老乎？吾策蹇行数十里，腰脊不异少

时。今已向暑，秋风起，吾当归，筑室白云、浮渡③间，手种松千株、竹万

竿。又明年岁在析木④，吾年七十，当复来视子。然后归而待老焉。” 

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书。入秋无息耗，心谓未生已归，而凶问忽至。呜

呼！自未生言之，死于家，与死于朋友之手等耳！独余于人纪，无不负疚而

阴自恨者。惟朋友，则为德于余者虽多，而余之愧于心者亦鲜焉。今未生乃

为余羁死，以遗恨于余心，则岂非余之命也邪？  

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后一日闻之，而其丧已附漕船南下矣。

呜呼！未生其谓余何哉？泣而铭以归其孤。铭曰： 

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阳，是为子之丘。归与，归与！永与造物

者游。 



（方苞 《左未生墓志铭》） 

【注】①本文作者方苞因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而被牵连入狱并押解

至京城。②储六雅：宜兴人，康熙年间进士。③白云、浮渡：二山名。

④岁在析木：此指壬寅年，为康熙六十一（1722）年。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未生虽与世龃龉            龃龉：引申为人际关系上存在矛盾 

B．未生适自燕南附漕船南下    适：恰好 

C．一时少俊争慕与之游        游：游玩 

D．无不负疚而阴自恨者        阴：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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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学以遗物自遂为宗      ②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 

B．①虽问疾吊丧不出          ②则为德于余者虽多 

C．①余之在难也              ②而余之愧于心者亦鲜焉 

D．①天下士其谓我何          ②泣而铭以归其孤 

8．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与之居，久而不厌”中的“厌”字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暴秦之欲

无厌”的“厌”字含义相同。 

B．“余以九月望后一日闻之”中的“望”字与《项脊轩志》中“三五之夜”中

的“三五”都是指农历十五这一天。 

C．结尾的“归与，归与！”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都有脱

离尘世、回归自然的含义。 

D．“永与造物者游”中的“造物者”与《赤壁赋》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中的“造物者”含义相同。 



9．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潜虚、北固客京师，未生继至 

宋潜虚、刘北固两个人客居京城，左未生后来也跟随他们来到了京城 

B．因偕余赴塞上 

于是跟随（被发配的）我一起去了塞上 

C．余将出塞，趣之归 

我将要出塞，（左未生）觉得很有趣就跟随我一起去了 

D．其丧已附漕船南下矣 

他的遗体已随着漕船南下去了 

10．这篇墓志铭呈现了一个“真人”左未生的形象。请结合文章内容，说

说左未生的“真”表现在哪些方面。（6 分） 

11．阅读下面三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 10 分） 

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谓好学也已。”（《学而》） 

②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

好礼者也。”（《学而》） 

③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雍也》） 

（1）请解释第①则中画线语句的意思。（4 分） 

（2）第①则中孔子认为“好学”的一个表现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请结合②③两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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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韦左丞丈济① 

杜甫 

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 

  时议归前烈，天伦②恨莫俱。鸰原荒宿草，凤沼接亨衢。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谓矜馀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 

注释：①杜甫在长安应试落第后，居于长安所作。韦济：时任尚书左丞。

②天伦：此处指韦济的兄长。 

12．以下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左辖”二句写左丞相的职位屡屡空着，今年才得到了您这位学者。 

B.“时议”二句写当时舆论称许您的父辈，遗憾的是您的兄长过世了。 

C.“有客”二句写韦济虽安于命运安排，却也深感自己不再年轻力壮。 

D.“不谓”二句写作者不吝惜自己的余力，前来拜谒您这位大才之人。 

13．以下对诗歌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汉臣”是借“汉”代“唐”的写法，与“汉家烟尘在东北”同理。 

B.“鸰原”二句对仗，由承上文劝慰韦济节哀，转而赞颂其仕途通达。 

C.“岁寒”二句用夸张手法，写诗人冬日傍晚蒙韦济厚遇而徘徊无措。 

D.“榛芜”是草野的意思，这里用了借代手法，写出自己的现实处境。 

14.请结合全诗，分析“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这两句的妙处。（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 分） 

（1）《离骚》中很多名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悔相道之不察兮，

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陶渊明便由此在《归去



来 兮 辞 》 中 写 出 了 “ 悟 已 往 之 不 谏 ， 知 来 者 之 可

追，                     ，                      ”。 

（2）“乌鸦反哺”是中国古代表达孝道的著名典故。李密在《陈情表》中化

用这个典故，写下了“ ，                      ”来表达自己对祖母尽孝的迫切心情。 

（3）化虚为实是中国古诗常用的手法，可以让抽象的情感具体地表现出来，

比如李煜在《虞美人》里就用“ ，                      ”的句子表现了自己愁绪的

浓重。 

（4）诸葛亮以其忠诚智勇的形象为中国古代诗人传颂，南宋的陆游在《书

愤》中用“             ，                      ”的句子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敬佩和对其

功业的向往。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五岳还留一岳思 

①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一

种意兴阑珊的味道。我分析，这可能与那种沿着东路、中路、南路、北路，

“按图索骥”，一览无遗的游观方法有关。 

②那年游扬州瘦西湖也是逢景必驻，巨细无遗。当时也曾感到很充实，甚至

叹为“观止”；但是，待我们登上瓜州渡开往镇江的客轮，一位诗友却略带倦

意地吟了两句唐诗：“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是不是他也觉得

这种“满堂灌”的游法，实在是又累又乏味呢？反过来，对于绍兴的鉴湖，我

们却是挂肚牵肠，时萦梦寐。那年，我们游了禹陵、沈园、东湖和兰亭，因

为时间有限，“烟波一棹镜湖湾”的愿望落了空，只是远远地望了一下，既没

有实地观察到“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的丽景，也未曾领略到“鉴湖水如月”“鉴



湖五月凉”的妙境，实在有负于李白、杜甫这两位诗仙、诗圣，留下了一个

很大的空白，等着后日去填补。按说，鉴湖的景观是无法与瘦西湖相比的，

可是，它却能挑起“何日更重游”的绵绵思绪。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心理作用，

主要是它留下了悬念。 

③有的哲学家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

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

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

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

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

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

“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我那次游黄山，就是受了这位郑老先生的点化，

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

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

个机会重游一次。 

④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白石老人的

画虾，就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

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

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

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

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⑤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

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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