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宝中学高一年级期中考试

语文试卷

(2023.11)

(说明：本试卷满分 150 分，时间 150 分钟，所有答案均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一、积累与运用（10 分）

（一）（5 分）

1. 按要求填空。

（1）______________，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登高》）

（2）_________，食野之苹。（曹操《短歌行》）

（3）鹰击长空，___________，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4）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正面描写出天姥山直插云霄、耸立天外的雄

伟气势。

（二）（5 分）

按要求选择。

2. 假设你为学校“读书节”设计一张宣传海报，下列最适合选用的一项是（ ）

A.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B.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C.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D.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下面是某高三学生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自荐信，画线部分可能存在不得体的表达。

尊敬的学校领导：

您好!

①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自荐信。我是 XX，来自 XX市 XX中学，学习成绩优秀，曾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部

长，爱好写作。我获得过第十九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高中组一等奖；也曾代表学校参加市中学生辩

论大赛，②以敏捷的反应和出众的口才令对手自惭形秽，③获得“最佳辩手”称号。贵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④能

进入贵校中文系学习是我的理想。⑤贵校的自主招生条件也非常符合我的标准。⑥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我，⑦圆我的大

学中文系之梦。

此致

敬礼！

自荐人：XXX

XX年 X月 X日

有几处画线部分存在不得体．．．的表达？（ ）



A. 1 处 B. 2 处 C. 3 处 D. 4 处

二、阅读（70分）

（一）（16 分）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2019 年 2 月 21 日是第二十个“国际母语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正式发布了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

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号召国际社会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濒危语言面临

的困境，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关注。

②全球濒危语言的保护现状，不得不说有点“骨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发现，世界上现存的语言有 7000

多种，但有 95%的语言目前只由占全球总数 4%的人使用，平均每个月就有两种语言消失。语言学家不无忧虑地感慨，

濒危语言消失的速度将快过濒危动植物；语言学可能将成为历史上惟一一门看着自己消失的学科。

③不过，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未来，似乎不必过于悲观。随着相关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最新应用，濒危语

言抢救的速度在加快，参与范围也在扩大。和传统手段相比，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带来一些改观，表现为语言存档速

度和能力的提升。澳大利亚的语言学家与谷歌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转录原住民语言，为语

言学家节省了数百万小时的时间。效率的提升，为全面记录濒危语言提供了可能。

④除了能为濒危语言建“数据博物馆”，人工智能更积极的作用还在于互动学习的开发。在澳大利亚，研究人

员为了帮助原住民儿童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发了一种低成本、易运输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能记录孩子们的语言技

能，并协助老师追踪他们的学习进度。在新西兰，有人开发出帮助爱好者练习毛利语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

能用英语和毛利语回复信息，还能过滤语法错误。濒危语言保护者发现，把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和流行的应用程序结

合起来，对于维持濒危语言的活跃度会有很大帮助。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能力，目前仅被开发出了冰山一角。

⑤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

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

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

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

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

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

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⑥帮助濒危语言的使用者打开更广阔的世界，或许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挽救。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02 月 22 日）

材料二：

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多达 140 种，其中大部分处在濒危状态。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我主持“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我主编的“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系统梳理了上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记



录、传承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②我们认为，濒危语言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中加以保护。但是，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专家与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产生了分歧。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语言，因为语言并未列入保

护对象。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多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一起讨论，才感觉到语言问题比一般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复杂得多，面要广得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作为交际工具服务于民族、族群等社会群体，跟

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在 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议案，既然《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没有包括语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公约，保护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是一种特殊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③2018 年，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举办，通过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草案）》，

以期有效地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但一般来说，像行动纲领、宣言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还是希望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能形成一个约束性的文件，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那样。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承担的义务要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得多，深得多，也

复杂得多，需要采取硬性措施来保护濒危语言，才能避免民族文化因语言消失而蒙受损失。

（摘编自孙宏开《语言是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材料一中的“骨感
．．”在文中含义是： 。

5.针对上述选文材料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语言学家认为濒危语言消失的速度快过濒危动植物，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比，保护语言多样性显得更为重要和

迫切。

B. 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语言存档，为濒危语言建立“数据博物馆”，这样就能够避免因最后一位使用者去世而使该

语言灭绝的情况。

C. 相较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要承担更广、

更深、更复杂的义务。

D. 材料一、二的观点存在相通之处，都认为濒危语言的保护不能单纯依赖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还需要合理的政

策、资源和社区支持。

6.结合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持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

A. 联合国出台的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中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

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

B. “方言肖其山川风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共识，南北朝的颜之推亦持此论，认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

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

C. 体现少数民族英雄精神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等均以其本民族语言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倘若语言的传承断

档，史诗就会失传、消亡。

D.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一份珍贵的语言文化

遗产。



7. 概括材料一的论证思路。

8. 以下是小明同学查阅到的有关濒危语言仙岛语的情况。阅读上述材料后，小明准备向相关部门呈送自己拟定的《保

护和抢救仙岛语的建议》。请代小明完成该建议，不少于 80 个字。

仙岛人是分布在云南省盈江县中缅边界的一个人群，使用属于藏缅语族的仙岛语。据 2002 年 12 月统计，仙岛

人只有 76 人。据老年人回忆，50 年代以前仙岛人的人口比现在多，还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但 50 年代以后随着对

外交流的扩大，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的现象不断增多。目前，有些先岛人已失去母语，转用了汉语；有些虽还使用

仙岛语，但大多是双语人。仙岛人对本族语言虽有着天然的、浓厚的感情，但普遍意识到使用仙岛语的人太少，完

全有可能被使用更普遍的语言所代替。这种开放型的语言观念在仙岛人中占主流，特别是青少年，认为不管使用什

么语言都以实际需要为准，不担忧母语是否会消亡。

（二）（15 分）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①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

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

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

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

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

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

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挎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

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③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

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

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

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

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小孩子）不晓得愁，”他

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

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④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

“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

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

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



⑤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⑥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

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

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

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⑦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

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太阳下山了，收

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

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父亲）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

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

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⑧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

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

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

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

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

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

⑨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9.根据上文，结合《乡土中国》理论，以下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表明乡土社会人们对物是熟悉的。

B. 破老汉从绥德来到清平湾扎根意味着流动性是乡土社会的常态。

C. 大夫没有给破老汉的儿子治病反映乡土社会没有不分差序的兼爱。

D. 破老汉和留小儿构成的家是清平湾最小的基层组织，富于伸缩性。

10.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形象生动，请结合第⑧段内容进行赏析。

11. 小说多次写到破老汉唱陕北民歌，请分析其作用。

12.赏析作者塑造的“破老汉”形象。

（三）（8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咏 怀

阮籍①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②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③号外野④，翔鸟⑤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①阮籍（公元 210 年—263 年），三国时期魏诗人，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 ②鉴：

照。 ③孤鸿：失群的鸿雁。④外野：野外。⑤翔鸟：盘旋飞翔着的鸟。

13. 从体裁上看，本诗属于 诗。

14. 根据诗歌内容，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一、二两句重在叙事，又交代时间，写诗人“夜不能寐”，便起身弹琴。

B. 三、四两句月明、风清衬托了诗人独自赏月，享受凉风习习的自得其乐。

C. 五、六两句“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眼前之景，也是诗人自我的象征。

D. 结尾两句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表现无尽的忧思。

15.结合整首诗歌内容，分析作者如何表现思想感情？

（四）（20 分）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任末年十四，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险阻。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

削荆为笔，刻树汁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缚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

更以净衣易之。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若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

【乙】明人张溥，名高一时，其幼即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

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

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元年以选贡生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

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乞假归，

读者若经生，无间寒暑。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

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

16.解释下列加点词在句中的意思。

（1）学无常．师（ ） （2） 朗读一过．即焚之（ ）

17.结合文意，为下列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 ）

两人名彻．都下

A. 拆毁；拆下 B. 通达 C. 穿透 D. 结束

18.结合文意，为下列句中加点词选择释义正确的一项（ ）

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

A. 相互 B. 争相 C. 给予 D. 共同

19.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B.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C.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D.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

20. 下列对甲、乙两文的理解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任末学习目标明确，喜欢四方拜师学习，学习勤奋刻苦
。

B. 任末学习条件艰苦，光线暗了就点燃捆扎的麻蒿来照明。

C. 张溥与张采同为“复社”盟主，两人遭遇相似，时人称他们为“娄关二张”。

D. 张溥回家奔丧的时候，联络本郡的学士名流，恢复古学，组建“复社”。

21. 把文中的划线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

22. 任末与张溥年轻时都热爱读书，请比较两人的读书方法有何异同？

（五）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楮亭记

【明】 袁中道①

①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

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

如游云，安可枳②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③，嗅之狂酲④三日不已者，盖亦界

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⑤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缯，可以颒⑥

面，其用亦甚夥⑦。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②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冷冷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⑧一台。植竹为亭，盖

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

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⑨之 ？且将九锡⑩之矣，遂取

之以名吾亭。

（选自《珂雪斋集》）

注释：①袁中道，明代文学家，主张“性灵说”。②枳：停留。③商丘之木：《庄子·人间世》中“南伯子綦

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④酲：指喝醉神志不清。⑤枅栌：指方木。⑥

颒：洗脸。 ⑦夥：多。⑧樾：树荫。⑨宥：通“侑”，酬答。⑩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

23.选文第 2 段 处填入虚词，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也 B. 矣 C. 哉 D. 欤

24. 下列有关“楮树”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作者认为楮树成荫较早，所以在亭旁种植它。

B. 楮树的子可以用来绘染，它并非无用之材。



C. 楮树叶有手掌大小，树荫可以遮蔽整个亭台。

D. 作者认为在楮树下纳凉如同穿衣吃饭，不可废止。

25. 对作者提到“商丘之木”用意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提及《宥老楮》诗，意在说明楮树之有用，为进一步赞美张本。

B. 作者以为楮木虽不能与松柏桃李媲美，但也不像商丘之木于人无用。

C. 作者用“商丘之木”的典故强调材之有用无用是随具体情况而定的。

D. 作者借“商丘之木”的典故，为后文进一步阐述楮木的作用做铺垫。

26. 依据第①段中对楮树“界于材与不材之间”的论述，推测本文的写作意图。

三、写作

27. 写作：

希腊古迹德尔斐神庙上刻着三句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认识你自己”。

请以“认识自己”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议论文。



七宝中学高一年级期中考试

语文试卷

(2023.11)

(说明：本试卷满分 150 分，时间 150 分钟，所有答案均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一、积累与运用（10 分）

（一）（5 分）

1. 按要求填空。

（1）______________，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登高》）

（2）_________，食野之苹。（曹操《短歌行》）

（3）鹰击长空，___________，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4）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正面描写出天姥山直插云霄、耸立天外的雄

伟气势。

【答案】 ①. 风急天高猿啸哀 ②.呦呦鹿鸣 ③. 鱼翔浅底 ④. 天姥连天向天横 ⑤. 势拔五岳掩

赤城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易错字词：啸、呦、翔、拔。

（二）（5 分）

按要求选择。

2.假设你为学校“读书节”设计一张宣传海报，下列最适合选用的一项是（ ）

A.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B.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C.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D.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3.下面是某高三学生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自荐信，画线部分可能存在不得体的表达。

尊敬的学校领导：

您好!

①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自荐信。我是 XX，来自 XX市 XX中学，学习成绩优秀，曾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部

长，爱好写作。我获得过第十九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高中组一等奖；也曾代表学校参加市中学生辩

论大赛，②以敏捷的反应和出众的口才令对手自惭形秽，③获得“最佳辩手”称号。贵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④能

进入贵校中文系学习是我的理想。⑤贵校的自主招生条件也非常符合我的标准。⑥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我，⑦圆我的大

学中文系之梦。



敬礼！

自荐人：XXX

XX年 X月 X日

．．．的表达？（ ）

1处 B. 2 处 C. 3 处 D. 4 处

【答案】2.D 3.C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得体的能力。

本题主题是为学校“读书节”设计一张宣传海报，主要是宣传多读书。

A.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意思是说，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

亲自实践。与读书节主题相反。

B.出自《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大意是：明白世事，掌握其规律，这些都是学问；恰当地处理事情，懂得

道理，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文章。与读书无关。

C.出自《吕氏春秋》。意思是：通过了解自己可以了解别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共性，差别不是很大；通过了解

当今而了解古时。与读书无关。

D.选自（南宋）朱熹的《观书有感》。这首诗告诉我们，正像源源不断的活水使池塘变得如此清澈，人需要不断读

书，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符合读书节的主题。

故选 D。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准确、得体的能力。

②“以敏捷的反应和出众的口才令对手自惭形秽”，“敏捷的反应和出众的口才”过于夸大自己的表现，不符合谦

虚的要求，可删掉；“自惭形秽”，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用于说别人不得体，且语义过重，“令对手自

惭形秽”改为“令对手自愧不如”；

⑤“贵校的自主招生条件也非常符合我的标准”，主客颠倒且用语不谦虚，应改为“我的条件也非常符合贵校的自

主招生条件”；

⑥“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我”，用语强硬不礼貌，可改为“请您接纳我”或“请您考虑考虑”。

故选 C。

二、阅读（70分）

（一）（16 分）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年 2月 21 日是第二十个“国际母语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正式发布了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

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号召国际社会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濒危语言面临

的困境，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关注。

②全球濒危语言的保护现状，不得不说有点“骨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发现，世界上现存的语言有 7000

多种，但有 95%的语言目前只由占全球总数 4%的人使用，平均每个月就有两种语言消失。语言学家不无忧虑地感慨，

濒危语言消失的速度将快过濒危动植物；语言学可能将成为历史上惟一一门看着自己消失的学科。

③不过，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未来，似乎不必过于悲观。随着相关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最新应用，濒危语

言抢救的速度在加快，参与范围也在扩大。和传统手段相比，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带来一些改观，表现为语言存档速

度和能力的提升。澳大利亚的语言学家与谷歌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转录原住民语言，为语

言学家节省了数百万小时的时间。效率的提升，为全面记录濒危语言提供了可能。

④除了能为濒危语言建“数据博物馆”，人工智能更积极的作用还在于互动学习的开发。在澳大利亚，研究人

员为了帮助原住民儿童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发了一种低成本、易运输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能记录孩子们的语言技

能，并协助老师追踪他们的学习进度。在新西兰，有人开发出帮助爱好者练习毛利语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

能用英语和毛利语回复信息，还能过滤语法错误。濒危语言保护者发现，把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和流行的应用程序结

合起来，对于维持濒危语言的活跃度会有很大帮助。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能力，目前仅被开发出了冰山一角。

⑤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

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

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

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

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

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

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⑥帮助濒危语言的使用者打开更广阔的世界，或许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挽救。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人民日报》2019 年 02 月 22 日）

材料二：

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语言多达 140 种，其中大部分处在濒危状态。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我主持“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我主编的“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系统梳理了上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记

录、传承和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②我们认为，濒危语言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中加以保护。但是，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专家与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产生了分歧。他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包括语言，因为语言并未列入保

护对象。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多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们一起讨论，才感觉到语言问题比一般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复杂得多，面要广得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作为交际工具服务于民族、族群等社会群体，跟



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委员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议案，既然《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没有包括语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公约，保护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是一种特殊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③2018 年，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举办，通过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草案）》，

以期有效地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但一般来说，像行动纲领、宣言之类的东西，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还是希望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能形成一个约束性的文件，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那样。语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承担的义务要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得多，深得多，也

复杂得多，需要采取硬性措施来保护濒危语言，才能避免民族文化因语言消失而蒙受损失。

（摘编自孙宏开《语言是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中含义是： 。

5.针对上述选文材料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语言学家认为濒危语言消失的速度快过濒危动植物，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比，保护语言多样性显得更为重要和

迫切。

B. 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语言存档，为濒危语言建立“数据博物馆”，这样就能够避免因最后一位使用者去世而使该

语言灭绝的情况。

C. 相较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在交际功能、文化载体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资源保护功能上要承担更广、

更深、更复杂的义务。

D. 材料一、二的观点存在相通之处，都认为濒危语言的保护不能单纯依赖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还需要合理的政

策、资源和社区支持。

6.结合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持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

A. 联合国出台的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中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

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

B. “方言肖其山川风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共识，南北朝的颜之推亦持此论，认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

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

C. 体现少数民族英雄精神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等均以其本民族语言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倘若语言的传承断

档，史诗就会失传、消亡。

D.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一份珍贵的语言文化

遗产。

7.概括材料一的论证思路。

8. 以下是小明同学查阅到的有关濒危语言仙岛语的情况。阅读上述材料后，小明准备向相关部门呈送自己拟定的《保

护和抢救仙岛语的建议》。请代小明完成该建议，不少于 80 个字。

仙岛人是分布在云南省盈江县中缅边界的一个人群，使用属于藏缅语族的仙岛语。据 2002 年 12月统计，仙岛

人只有 76 人。据老年人回忆，50 年代以前仙岛人的人口比现在多，还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但 50 年代以后随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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