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高考语文考前冲刺模拟卷(三)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文艺天生具有某种历史气质。从我国的早期绘画半坡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到上古时期

流传下来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再到戏曲舞蹈萌芽于远古先民祭祀娱神的典

仪活动等，都包含着诉说、回忆、记录历史的作用及功能。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作为形象生动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同

时代历史变迁的艺术反映。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

进程和时代大势。”这里提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对当前文艺创作有着重大的指导

意义。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全面、客观、辩

证、联系发展的眼光透视广阔而深邃的历史时空。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站在高处以宏阔的

眼光观察对象，不为事物的假象所蒙蔽，获得高瞻远瞩的境界和效果。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活着的历史。对深沉厚重的历史、对鲜活喧嚣的现实，都要竖立起正确观察事物的坐

标系，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不被波谲云诡的世事变幻和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所迷惑，

才能在洞穿历史和现实底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和世道人心做出准确有力的刻画和呈现。 

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相当于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思想，对于能否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

品影响极大。北宋末年，山东济宁境内水泊梁山曾活跃着一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队伍，施

耐庵的《水浒传》把他们写成大闹州府、救济百姓的英雄好汉，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将

他们写成对抗朝廷、为非作歹的匪徒贼寇。与此相呼应，胡应麟、沈德符、李卓吾、金圣叹



等围绕小说所做的评点，也颇多不同意见。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两部意义截然相悖的

作品，塑造出两种面目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并引发评论家矛盾对立的观点，要害乃在于不

同的历史观所致。原因很简单，文艺作品为文艺家所创造，他对表现对象认识正确与否、深

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艺术形象是否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由此可见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文艺创作是何等重要。 

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当然包括注重抒写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大历史，注

重描绘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大时代，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能表

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只能搞大题材、大主题、大项目、大制作。文艺总是以具体形象来

反映生活。由这一根本特征所决定，文艺创作不能像社会调查那样，以扩大统计的数量与规

模来保证归纳定性的可靠性及价值，而只能通过赋予具体形象更加鲜明特征和更为深厚意蕴，

来增加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概括力。 

当然，我们赞赏小切口写出大气象、大境界，绝非表示对那些咀嚼一己之欢、有意消解

对历史严肃性等不良现象的容忍，相反，它们恰恰是文坛所应清除的污垢。一段时间以来，

某些文艺作品热衷于“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甚至“解构历史”，贬低崇高、讥讽道德、调

侃英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歪风屡禁不止，屡见不鲜。在这些作品里，历史

进程和时代大势等宏伟图景，多半被演绎为阴谋、争宠、篡权、夺位等；尘世烟火和人生百

味等美好生活，往往被置换为食色、情爱、算计、玩乐等原始生命本能的宣泄和展示，其间

充斥着戏谑、滥情、暴力、刺激等娱乐性因素，缺乏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起码的尊重和

敬畏。这种文艺现象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反思和整改。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政通人和，前程远大。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节点，文艺工作者担负“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庄严使命。这尤其需要广大文艺家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擦亮



眼睛，洞明世事，在贯穿古今纵向尺度和融通中外横向尺度的交织考察中，感受和把握中国

人民艰苦卓绝、砥砺前行的铿锵脚步与豪情壮举，以源源不断的精品力作，为攀登文艺高峰，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 

(摘编自《大历史观让文艺创作更加心明眼亮》)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艺与历史有着天然联系，从文学的源头即可见二者关系。 

B．有无大历史观，决定了艺术家能否创造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C．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品评，树立大历史观都至关重要。 

D．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肩负使命，尤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章罗列上古文艺到明清文艺的例子，为文章的议论提供了立论基础。 

B．文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为文章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佐证。 

C．文章比较《水浒传》和《荡寇志》，阐明了前者艺术成就高的根本原因。 

D．文章列举了文艺作品消解历史的不良现象，表现出对这些行为的担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从大历史观看，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掌握历史便可以观照和指导现实。 

B．热衷于搞大题材、大制作的艺术作品，没有小切口的艺术作品具体可感。 

C．正确的历史观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影响极大，艺术家应该发挥主动性。 

D．那些不尊重历史的文艺作品，一时博得观众眼球，生命力往往不会长久。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和动物一样，植物每时每刻也在进行着新陈代谢，思考着如何生存的现实问题。而与动

物不一样的是，植物没有四肢，只能在固定的区域里生活。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植物，面临

着不同的生存考验，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生存智慧。 

水是生命之源。植物对环境中水分的利用和适应是其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技能。在这方

面，不同植物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生活在水中或潮湿等“奢侈”环境中

的植物，为了克服缺氧环境进化出了长在地表能“呼吸”的根或气生根。然而，饱汉子不知



饿汉子饥，生活在极端干旱区荒漠植物的命可没这么好。在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巨大的潜在蒸发量(年均 2500～3400 毫米)使年均 17.4～66.3毫米的降水显得微

不足道，表层土壤的含水量极少。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多年生植物在此生存繁衍，起到防

风固沙的作用，维持着荒漠生态系统的稳定，保障着绿洲内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多年生草本植物——疏叶骆驼刺便是极端干旱区的建群种之一，因其是戈壁滩和沙漠中

骆驼唯一能吃的草料而得名。骆驼刺为了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在种子萌发后，根系就拼命地

向下扎，向深层潮湿的地方延伸，发展出了深达地下水的庞大根系。骆驼刺将来之不易的水

分输送到地上的枝叶进行光合生产。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部分用于可溶性糖、脯氨酸等渗

透调节物质的积累，维持了细胞的正常运转，同时，部分叶片退化成了刺(同化枝)，减少了

体内水分的散失。刺的演化还可以通过减少昆虫与动物的采食行为来保存自己。 

骆驼刺的根系不仅是吸收水分的重要器官，还能在水平方向上延伸，在适宜的地方破土

长出新的植株，这种家族扩大的策略被称为“克隆生殖”，是一种无性繁殖方式。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南缘的荒漠——绿洲过渡带上，经常看到一丛丛骆驼刺彼此分离生长，但实际上

它们的地下部分是相互连接的，彼此间交换着水分和养分。 

那么，骆驼刺为什么会进化出这种繁殖方式呢？这是因为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中，表层土

壤含水量极低，种子萌发十分困难。即使能幸运地被季节性洪水滋润并生根发芽，但洪水过

境后，幼苗还没来得及向下扎根，体内水分就被炙热干燥的空气剥夺了。生下来容易，活下

去难。因此，种子繁殖根本无法满足骆驼刺扩大种群的目的。故而，一根根横向生长的根系

悄悄地出现了，它们伺机而动，寻找适宜的机会破土而出，最终形成了由一株株地下部分彼

此相连的植株组成的大家庭。这种繁殖方式一方面扩大了地上部分光合作用的面积，使骆驼

刺能生产更多的能量和物质用于根系生长，另一方面，在面对地下水位下降等不利环境时，

生存空间的拓展也为整个家族增加了生的希望。 



既然克隆生殖这么好，而种子繁殖全靠命，那为什么骆驼刺依然保留着开花结果的行为

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种子的产生或许是骆驼刺对种

群扩大的“备选方案”。 

独脚难行，独木难支。骆驼刺不仅能化解“吃水难”的问题，而且也积极寻求与微生物

建立合作，在它们的帮助下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氮(N)是植物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养

分，虽然占据大气成分的 78% ，但不能被植物直接利用。而一些具有固氮作用的微生物类

群(根瘤菌)，以植物提供的有机物为能量来源，开启了被动技能，不仅能够将大气中的氮转

化为植物所能利用的形式，而且还能促进植物对其他养分的吸收与利用。这种植物——微生

物跨界合作的方式在包括骆驼刺在内的豆科植物中较为常见，使它们在极度贫瘠的荒漠中生

存了下来。骆驼刺在解决自己温饱问题的同时，也为周边其他植物提供了养分，促进了整个

群落的繁荣。(摘编自张志浩《骆驼刺的生存智慧》)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地球上的动植物都面临着生存考验，每一种动植物都在努力地为活下去积累着自己

的生存经验。 

B．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是因为降水量小、潜在蒸发量巨大，表层土

壤含水量极少。 

C．骆驼刺的根系不仅是吸收水分的重要器官，还是骆驼刺为扩大家族而进化的“克隆

生殖”的主要器官。 

D．骆驼刺能够通过与微生物合作吸收到氮，解决沙漠中“营养不良”的问题，这是豆

科植物独有的特性。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章在介绍骆驼刺的生存智慧前，先介绍一些生活在水中或潮湿地区的植物的生存

之道，主要是为了说明骆驼刺的生存环境更恶劣。 

B．骆驼刺不仅是戈壁滩和沙漠中骆驼唯一能吃的草料，还能够防风固沙，维持荒漠生

态系统的稳定。大规模种植骆驼刺就可以治理沙漠。 

C．文章在说明骆驼刺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努力时，多处运用了拟人、设问的修辞方法，



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体现了科普文的特征。 

D．由于荒漠中极度缺水，种子萌发十分困难，骆驼刺主要是靠其根系“克隆生殖”的

方式繁殖，种子繁殖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6．骆驼刺的生存智慧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全文简要概括。(6分) 

答：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红裙子 

爱丽丝·门罗 

妈妈在给我做裙子。整个十一月，我每次从学校回来，她都在厨房里，被裁剪成片的红

色天鹅绒和一片片纸样包围着。她不是好裁缝。她只是喜欢做东西。我更小的时候，她给我

做过一件蝉翼纱花裙子。我顺从地穿上这些衣服，我感觉还挺快乐。现在，我明智多了，我

想要的衣服，是像我的朋友朗妮那样，从比尔商店买的衣服。 

我必须试衣服。有时候，朗妮和我一起从学校回家，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试。妈妈轻手

轻脚地在我旁边打转，我很尴尬。我试图不停地和朗妮说话，尽量不让她注意到妈妈。 

“要是我能做出来的话，应该很漂亮。”妈妈语气夸张地说着，随之而来的是再长叹一

声：“我怀疑她不领情啊。”她激怒了我，这种话当着朗妮的面说，仿佛朗妮和她一样是大人，

只有我是孩子。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大笨蛋，浑身疙疙瘩瘩的。 

我和朗妮约好了什么都要告诉对方。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没有说过。 

舞会，中学的圣诞舞会，妈妈正是为此给我做新衣服，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去了。

十二月到了，下起了雪。我开始夜里起床，把窗户推开。我跪在床头，风，有时候夹杂着雪

花，扑向我裸露的喉咙。我把睡衣上面的扣子解开，想象挨冻的时候血管在皮肤下变成的灰

蓝色。早上我一醒来就憧憬地摸摸额头，看看烧不烧。每天我都挫败地起了床。 

舞会那天，我用铁发卷做头发。今天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女性化仪式来保护自己。我永不



满足的妈妈，正在给裙子缝白色的花边领口，因为她觉得这衣服看起来太像大人了。最后她

帮我把衣服拉链拉上。 

朗妮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绉绸裙。就算我的裙子没有荷叶领，比起她的来，也算不得成人

化。她时髦的衣裳，精致的头发，让我觉得自己多少像个怪物木偶，被塞进一团红色天鹅绒

里。 

体育馆里闻起来有松树和香柏的味道，高年级的女孩表情厌倦，冷淡，迷人。我真希望

自己也是这样的。乐队开始演奏。舞池里人群一阵骚动，男孩子过来了，女孩子去跳舞了。

朗妮也去了。没有人邀请我跳舞。我的眉毛紧张地挤在一起，样子一定又惊恐又难看。我试

图微笑。不过，我觉得荒唐，眼前没人自己却在笑。为什么别人都有人请，唯独我没有呢？

确定的感觉从体内升起，仿佛一阵恶心。我冲进洗手间，把自己藏在小隔间里。 

有人在我后面一个隔间，冲了很长时间的水，洗手，梳头。是玛丽·福琼。我只知道她

的名字，因为她是女子运动协会的干事。 

“这里挺凉快。” 

我很意外，一个高年级女生，竟然这种时候和我搭讪。 

“我今天晚上来只有一个原因。”玛丽·福琼说，“因为我负责布置会场，所以我想看看

大家都进来以后会场是什么样子。否则干嘛这么麻烦呢？我又不是‘男生狂’。” 

借着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她细瘦的面孔，轻蔑的表情，让她看上去像个大

人，居高临下。 

“大部分女孩都这样。你发现了吗？这个学校是‘男生狂’最大的聚集地。” 

我们聊了很多。她想上大学，她打算自己打工挣钱，反正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听着她

说话，我感觉仿佛自己敏感的不快时期已然过去了。我明白了。她尊重自己，她已经开始计

划自己要做的事儿。 



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玛丽说：“我们还要待在这里吗？走吧。我们可以到小店喝杯热

巧克力。”我跟在她身后，没有看任何人。我发现，我不再那么害怕了。现在，我决心再也

不管舞会，不等任何人来挑选我，我有自己的计划。 

有个男孩对我说了句什么，他拦在我面前。我没明白他是请我跳舞，他只好又说了一遍。

他是我们班的雷蒙德·波廷，我这辈子都没和他说过话。他以为我答应了，将手放在我的腰

上，我几乎想也没想，就开始跳舞了。我们走到了舞池中间。我的腿不再颤抖，我的双手也

没再出汗。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搞错了，我正打算要走。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表

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终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就是那些被选中

的跳舞的姑娘的表情。 

雷蒙德·波廷送我回家，走到我家大门口，我说：“好了，晚安。”他也说：“好的，晚安。”

他不知道他把我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 

我绕房子一圈，走到了后门，我想，我跳了舞，有个男孩陪我走回家。这都是真的。我

的生活并不坏。我路过厨房窗口，看见了妈妈。她坐在那儿，只是为了等我回家，告诉她舞

会怎么样。我不会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说。不过，当我看到那为守候我而亮着的厨房，看到

身穿褪色起球的涡纹花呢衣服的妈妈，看见她困乏却坚持等待的表情，我就明白了，我有一

种不可言说的、沉重的职责——要快乐，我差点就没有尽到职责，且今后每一次都可能弄

砸，都不能让她知道。 

(有删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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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 

A．小说讲述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经历对自我、亲情、异性的认识困境，以及通过一次舞

会获得人生成长的故事。 

B．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始终围绕主人公的情感与心理展开，将女孩在舞会前

后的情感心理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C．“我”认为玛丽思想成熟，目标明确，受她的影响，“我”也开始计划自己的人生，



此后对舞会变得毫不在意。 

D．小说结尾“我”强调不会把舞会的经历告诉母亲，表明自己思想独立，但此时“我”

已经懂得了母亲对“我”的爱。 

8．小说中的“红裙子”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答：                                     

                                     

9．诺奖颁奖词曾评价门罗：“已经接近解开了他们所有人最大的秘密——人类的心和

它的反复无常。”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并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答：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题目。 

荆文王曰：“苋嘻数
．
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而不谷得焉。不以吾身爵

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养吾意，吾所欲则先我为

之，与处则安，旷之而不谷丧焉。不以吾身远
．
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送而行

之。 

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
．．

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

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

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后世之知音者也。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

“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

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

亡。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



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

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

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
．
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

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

魏公叔痤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嗟！疾甚矣！将奈社稷何？”公叔对曰：

“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

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

听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则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为悖。 

节选自《吕氏春秋·仲冬纪》)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

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B．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

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C．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

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D．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

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数犯”意思是多次冒犯，“数”与《鸿门宴》“范增数目项王”的“数”字含义

相同。 

B．“远之”意思是远离他，“远”与《烛之武退秦师》“越国以鄙远”的“远”字含

义不同。 

C．“以为”意思是认为，与《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的“以为”

含义不同。 

D．“去魏”指离开魏国，“去”与《归去来兮辞》序中“彭泽去家百里”的“去”字

含义相同。 



(3分)(  )

A．荆文王有察人之明，无论是对于善于领会自己心意、凡事预先做好工作的申侯伯，

还是屡次触犯他、对他无礼的苋嘻，他都能重用。 

B．晋平公铸了一口大钟，师旷认为此钟音色不够协调，请求重新铸造，但其他乐工都

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晋平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C．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被封于鲁与齐，但他们二人的治国方法不同，两国最终的命运

也不同，而这结果与两人对对方的预测相符合。 

D．魏国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举荐了自己的御庶子公孙鞅，但遗憾的是魏惠王并没有

重用他，公孙鞅被秦孝公重用，秦国因此强大。 

13．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5分) 

译文：                                     

                                     

(2)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则悖也。(5分) 

译文：                                     

                                     

( )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题目。 

渔家傲① 

李清照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②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注] ①此词作于李清照南渡之后。②谩有：空有。 

14．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开篇描绘了海天一色的幽静画面，既有生活的真实感，又有梦境的虚幻感。 

B．梦境中天帝的殷勤询问营造了一种和谐氛围，隐寓了词人对现实的失望。 

C．“路长嗟日暮”写出词人日暮途远的求索之路，“谩有惊人句”又诉怀才不遇之感。 

D．上片写天帝询问词人归于何处，下片交代海中仙山为归宿，前后呼应，结构缜密。 

15．本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请结合下阕最后三句简要分析这个特点。(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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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33204010

1011102

https://d.book118.com/485332040101011102
https://d.book118.com/48533204010101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