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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江苏省徐州七中高三（下）月考语文试卷（2月

份）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小题，19分） 

1．（15 分）材料一： 

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大部类，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

理性。科学技术作为最富革命性格的生产力，改造着世界，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

提供日益增多的方便与享受，使人类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19 世

纪以降，尤其是 20 世纪，相当多的人把科学技术视作全知、全能、全在的救世主，以为所

有难题，包括精神、价值、自由都可以经由科学技术获得完满解决。 

但由于科学技术是从研究自然界（尤其是物理世界）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物质化”方法，

或“非人格化”方法，其应用显然不足以解决人的精神领域的各种问题。用池田大作的语言

来说，“科学之眼”自有其限定性，因为“科学的思维法产生了轻视生命的倾向，容易忽视

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风貌”，因而有赖人文的思想及方法的补充与矫正。 

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类的生命意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健康走向，有赖人文精神指引。诚

然，科技是“价值中立”的，但是作为社会人的科学家却不应是价值中立的。二战期间，爱

因斯坦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联袂反对使用原子弹，便是从人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出发

的。 

科技需要人文文化弥补的又一理由是：科学技术可以提供日益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

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求，总之，无法提供人类区

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扰，往往发生在“价值理性”管辖的

领地，发生在“意义危机”频频袭来之际。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传统，尤其是在道德层面，

有若干超越性的意义，可以成为文明人类公认的生活准则。诸如不忍之心、羞恶之心、恻隐

之心、仁爱之心，都是贯通古今、中外认可的。“人无信不立”，何尝不是成熟的现代市场交

易所应遵循的经济伦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须臾不可脱离的

黄金法则。 

人文文化的不可或缺，还在于它能够提供人类所心向往之的审美情趣，这便是中国人将

其与“礼”并称的“乐”。这种功能并不能用现金额度核算，但对于人类而言是绝对需要的。 

从人类整体而论，必须协调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对立，是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

的产物，但二者间达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又是完全可能的。费孝通借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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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展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研究，便是人文学者借鉴科学实证原则的 成功一

例。 

二者之中，人文文化发展尤其需要关注。科学将继续长足进步，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

人类创造的“工具理性”已经赢得了无可阻遏的前行势能；而人类的“价值理性”还较为脆

弱，我们并未寻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便是古人所云“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

兴也”，而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有此“百年积德”的自觉。 

（摘编自冯天瑜《两种文化协调发展的随想》） 

材料二： 

半个世纪前，斯诺《两种文化》一书指出，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以及各自

代表的文化正日益分化，彼此逐渐疏远，有无法沟通之势。今天，这一隔膜却似乎变薄了。

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深研究。与

此同时，人文学界开始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仔细审察科学在人类世界的角色。库

恩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指陈一代又一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

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

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受社会的制约。 

相对地说，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的，而

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

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

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中借用诗人布莱克的诗句，形容物理学

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在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他认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就像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

二者之源。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呢？ 

我们注意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

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观念。我们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学们，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

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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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 

（摘编自许倬云《人文与科学之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科学技术因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而容易让人们产生崇拜心理，并被许多人当作解决所

有难题的有效途径。 

B.相比科学技术，仁爱、诚信等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传统，能够为解决现代人类的“意义

危机”提供更多帮助。 

C.科学渐渐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以及科学研究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和制约，都导致科学

与人文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 

D.人文学者可以从人文的角度来审视科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而科学家也可以从人文的

角度来说明科学的内容。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现代细密的社会分工造成科学与人文对立，但文化的多元发展以及各体系的频繁互动，

要求人们设法减少这种对立。 

B.人类的“工具理性”发展迅速，“价值理性”发展则相对滞后，要求人们的关注要从物

理世界转移到精神领域上来。 

C.应倡导人们更多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或广泛运用人文的方法来开展科研，

以便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 

D.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必须研究跨越学科的观念，想更好地求取知识，就要忽略学

科的界限，抛开学术的术语。 

（3）对材料中所引用的论据，下列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池田大作“科学之眼”的论述—为了说明科学无助于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 

B.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反对使用原子弹—为了说明科学家无法保持价值中立。 

C.斯诺《两种文化》的相关论述—为了引出后文人文与科学距离变近的观点。 

D.杨振宁借用布莱克的诗句—为了说明数学与物理两学科在心智上同根同源。 

（4）同是讨论两种文化的关系，两则材料的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分

析。 

（5）“科学崇拜”的态度主要体现在：相信科学的完美，视科学为万能，只关注科学自身

的发展。为什么说这种态度是十分错误而且有害的？请结合材料合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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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小题，16分） 

2．（16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忆平乐 

冯至 

六年前，十一月下半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只漓江上的民船。那时正是长

沙大火后，各地方的难民潮涌一般地到了桂林。抗战以来，如果说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

那么武汉撤退显然是第二个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后的局势将要怎样发展，但对于将来都具

有信心。人们好像很年轻，报纸上虽然没有多少好消息，同时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可是面貌

上没有一些疲倦。并且人人都以好奇的眼光观看这很有特性的城市。他们不但没有抱怨，反

倒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若不是抗战，怎么会看到这里的山水。” 

在桂林住了半个多月，全国各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发生感应，但是一上了漓江的船，

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样澄清，传不来一点外边的消息。我立在船头，

当桂林的那些山峰渐渐在我面前消逝时，我心里想，十月的下旬在赣江上，十一月的下旬在

漓江上，一东一西，中间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么一个大省，但是民船，两个地方却没有一

点不同，同样的船篷、同样的船身、同样的船夫撑船的姿势。从空间我又想到：在战前，在

百年前，漓江上的航行也必定没有什么变化。山是那样奇兀，水是这样清澈，江底的石块无

论大小都历历可数。此外就是寂静，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

破。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至于山水的奇丽还要算漓江。船过了大墟，这条江水便永久

被四面的山包围起来了。船在水中央，仿佛永久在一座带形的湖里，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

人没有事做，只有望着四围的山峰。经过长久的时间，山峰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转了一个大

弯子，面前的山峰紧接着也改变了形象，原来船已经走出这“带形的湖”，又走入一座新的

“带形的湖”里。山的转变无穷，水也始终没有被前面的山遏住。这样两天，过了阳朔一直

到了平乐。 

在平乐，我们找到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走越热，临行的前一天，

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在热的地方穿，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汽车在第

二天清早就要开行。我说，我们不妨到裁缝铺里试一试。我们于是在临江的一条街上买了一

件衣料，随后拿着这件衣料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地说来不及了。最后到了一家，仍

然是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样坚决，不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们也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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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能的意味向那裁缝恳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工资。” 

“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

增加。” 

“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们继续恳求，最后那裁缝被我们说动了。他说：“放在这里吧，我替你们赶做——” 

我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他，继续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琐事。晚饭后，一切都已收拾停当，

我们决定早一点睡，至于那件夹衣，第二天清早去取，想不会有什么耽搁。想不到睡得正熟

的时候，忽然有茶房敲门，说楼下有人来找。我睡眼朦胧地走到楼下，白天的那个裁缝正捧

着一件叠得好好的夹衣在旅馆的柜台旁立着。他说，这件夹衣做好了，在十二点以前。 

我当时很感动，我对于我的早睡觉得十分惭愧。我接过来那件夹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

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

“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

的钟正打十二点。 

六年了，在这六年内听说广西也有许多变化，过去的事在脑里一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

来，敌人侵入广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样的大地名天天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平乐也曾经一再

地在报纸上读到。当我读到“平乐”二字时，不知怎么漓江两岸的风光以及平乐那晚的经历

都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也会有了变化，还有那

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朋友们

常常因为对自己的民族期望过殷，转爱为憎，而怨恨这个民族太没有出息。但我每逢听到一

个地方沦陷了，而那个地方又曾经和我发生过一些关系，我便对那里的山水人物感到痛切的

爱恋。 

并且，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

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业者依旧做出人间的

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真正变得不

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

队。 

现在敌人正在广西到处猖獗，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病菌似的传布着。我坐在屋

里，只苦苦地思念着漓江上的寂静和平乐的那个认真而守时的裁缝：前者使人深思，后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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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警醒。 

一九四三年，写于昆明 

（选自冯至散文集《山水》）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南京失守，武汉撤退的境况下，人们没有疲倦、抱怨，这表现出人们的乐观，又写

出了山水给人的力量。 

B．从“带形的湖”又走入一座“带形的湖”，意在表明虽然山水很美，但作者仍不免感

到奔波的乏味和单调。 

C．作者将普通民众的“不变”与衣冠人士的“变”对比，表达了强烈的爱憎感情，对后

者的嘲讽入木三分。 

D．本文以时间顺序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经历，既有描写又有议论，景、事、理有机融

合，意蕴隽永。 

（2）对文中裁缝赶制衣服等相关内容的叙述，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中作者写几家裁缝铺异口同音地拒绝，表现了赶做衣服难度大，也写出了答应做衣

服的裁缝的美好品质。 

B．文中说衣服“在我的手里”“沉重得多”，直接表达了作者内心受到的感动，照应下文

作者六年后深沉的怀念。 

C．文章通过写“我”的惭愧，递钱时的感激与裁缝说“一件夹袍八角钱”时的平静自然，

突出了裁缝的淳朴善良。 

D．平乐的裁缝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与平乐的山水一样地纯净和朴素，却都在战乱时期给

作者带来心灵的慰藉。 

（3）冯至在《山水•后记》里写到：“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请结合文

中对漓江山水的描写，谈谈作者是如何做到的。 

（4）文末写到“前者使人深思，后者使人警醒”，请结合全文理解“深思”和“警醒”的

内涵。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一）文言文阅读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

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



 亚坤语文资料 亚坤 QQ：925987615 

 7 / 22 

 

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

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

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

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

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

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

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

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

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一》）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B.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C.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D.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 

（2）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九鼎，相传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 

B.戎狄是先秦时代华夏对西方和北方非华夏部落统称，即北戎和西狄的合称。 

C.“以鼎与楚”的“以”字，与《论语》中“仁以为己任”的“以”意思相同。 

D.子，是古代对人的一种敬称，多指的是男子，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您”字。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司马错和张仪对秦国的扩张与发展有不同的看法，张仪高瞻远瞩，提出了“伐韩”的策

略，为秦国设计了走向强大的有效途径。 

B.在张仪看来，据有传国之宝，并按照地图户籍，借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天下人都会

俯首听命的，这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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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司马错看来，对地盘狭小而百姓穷困的秦国而言，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才更有可操

作性，所以他选择了以攻蜀国来强秦的道路。 

D.秦惠王可谓是一位善于纳谏，兼听则明的君主，他果断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出兵攻

蜀，蜀地划归秦国的版图后，秦国越发强盛。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②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5）司马错最终使秦惠王接受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劝说具有怎样的特点，请简要分析。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小题，9分） 

4．（9 分）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各题。 

次韵子瞻新城道中[注] 

苏辙 

春深溪路少人行，时听田间耒耜声。 

饥就野农分饷黍，迎嫌尉卒闹金钲。 

闲花开尽香仍在，白酒沽来厌未清。 

此味暂时犹觉胜，问兄何日便归耕。 

 

[注]子瞻新城道中：苏轼因厌弃朝廷党争而请求外调杭州，在出巡杭州西南新城途中有感

而发，写下《新城道中》，诗中有“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之句。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首联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很有画面感，将读者带入乡间生活特有的氛围中。 

B.乐与野农共食却嫌尉卒扰人，其背后的心态与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中的村民有相似之处。 

C.闲花落尽说明春意已深，白酒未清说明生活清贫只买得起浊酒，美中不足而令人惆怅。 

D.诗中多种感官交织，自然风景与田园生活融合，诗人最终形成“犹觉胜”的整体印象。 

（2）对苏轼发出的“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的感慨，苏辙在这首诗中是如

何回应的？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5．（6 分）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 1）《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用比喻表明军民收复失地决心的句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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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姚鼐《登泰山记》中“         ”描写初登山顶见到山与雪时的景象，进而说

“         ”，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积雪的光彩。 

（3）《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用“           ，           ”两句自然形象地概括

了自己的入世和出世，对仕宦道路做了适当的终结。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6．（24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艺术史册，一群生机勃勃、①          的人就涌了出

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去兰亭纪念这些名士，顺便

看看那些竹林，使人②          。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一片喧

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与竹更投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心

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应该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

或者一片竹林。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

和“简”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

③          ，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 

（1）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2）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一个长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

变原意。 

（3）请简要分析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的修辞手法及其表达效果。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1小题，9分） 

7．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野生动物的灭绝，会加剧全球变暖吗？专家在考察泰国考艾国家公园方圆 30 公顷的植

被后，①             。众所周知，植物拥有很强的固碳能力，它们能够通过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中的碳转化为生长所需的有机物，从而有效减少地球上二氧化碳的含量，减缓全

球变暖的进程。考艾国家公园的植物就储存了该区域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上碳。这些植物种子

的传播，主要依靠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和亚洲象等以水果为食的大型动物。（  ），就无法

挖掘出森林储碳量的最大潜能。另外，亚洲象践踏植被，推倒树木，不断为森林创造“开口”，

能为生长速度缓慢的植被②               ，使它们不至于被高大的植物完全遮蔽，这

也有利于维持植被的多样性。专家根据模型作出预测，野生动物的灭绝将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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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从而加剧全球变暖。 

（1）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A.没有这些动物来构成植物种子的散播网络 

B.没有这些构成植物种子的散播网络的动物 

C.这些动物没有构成植物种子的散播网络 

D.植物种子的散播网络没有被这些动物建立 

（2）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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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字。 

四、写作（60分） 

8．（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中医药临床学有“守方”“变方”的说法。所谓“守方”，指方药对症、切中病机，短期

未见明显疗效，但坚持使用原来的药方。所谓“变方”，指对原方进行适当地调整或改变，

以适应新的病机。无论“守方”“变方”，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疗的效果，如何选择，因人而

异。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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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江苏省徐州七中高三（下）月考语文试卷（2月

份）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小题，19分） 

1．【解答】（1）C.“都导致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强加因果，原文材料二说“今

天，这一隔膜却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

乎不再是实验室里的高深研究……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

言，也跟着转变了。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受社会

的制约”并不能看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故选 C。 

（2）B.“要求人们的关注要从物理世界转移到精神领域上来”错误，原文材料一只说“从

人类整体而论，必须协调发展科学和人文”“二者之中，人文文化发展尤其需要关注”，但

并不是“从物理世界转移到精神领域上来”，二者必须要共同协调发展。 

C.“应倡导人们更多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或广泛运用人文的方法来开展科研”

错误，原文材料二说的是“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

的语言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注意

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找出跨越

学科的若干观念”可见，主要是尝试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找出跨越学科的观念，而

非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D.“想更好地求取知识，就要忽略学科的界限，抛开学术的术语”错误，原文材料二说的

是“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

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表达的是不同学科的

有些观念可能只是学术术语不同，但实际上有共通处，可以跨越学科，但并不是说“要忽

略学科的界限，抛开学术的术语”。 

故选 A。 

（3）A.“为了说明科学无助于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错误，是为了说明“科学之眼”“有

赖人文的思想及方法的补充与矫正”。 

B.“为了说明科学家无法保持价值中立”错误，根据原文“科技是‘价值中立’的，但是

作为社会人的科学家却不应是价值中立的……联袂反对使用原子弹，便是从人类良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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