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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广东省高三（上）期末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 小题，19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我们的大脑在很多时候是很顽固的，无关对错，就是单纯的顽固。我们通常将这种顽固称为“证实偏

差”。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个预设立场或当你倾向于得到某个结果时，你就更容易

在搜寻证据的途中不知不觉地偏离“公平”。我先入为主地认为你不错，那么你干什么都看起来不错；我

看你着装得体、干净漂亮，那么你做起事来应该也是干净利落的：这些都是大脑骗人的方式。

寻找头脑中既有立场的正面证据似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技能，因为我们有强化自我意识的天性。心理

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目的是测试“人在权威的震慑下，对于残忍的命令是会继续保持善良，还是会变得冷

酷无情”。这位善良的心理学家认为人性是善良的，于是他设置了一个场景，随机挑选了一批实验对象，

要求他们用电击的方式惩罚一名做错事的人。实验过后，他发现人们果然都很善良，多数人在面对权威的

错误命令时不为所动。有个与他持有相反意见的朋友也设置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实验结果却大相径庭，多

数人都冷酷无情，在权威的命令下不断电击那个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同一个实验会出现迥然相异的实验结

果呢？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实验之前，他们已经预设了立场。心理学家在挑选实验对象时，

虽然已经尽量做到随机，但他的潜意识还是会帮他挑选一些看起来更为善良的人，而他的朋友则会“随机”

挑选一些看上去更喜欢恶作剧的人。最后，结果自然就按他们预设的方向走了。

大脑骗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去验证，比如双盲测试、对照实验等，我们在很

多时候会完完全全被它欺骗。更神奇的是，对于被欺骗这件事，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因为我们

从心底里“乐意”被欺骗。比起真实的自我，我们更喜欢自我创造的那个。看起来我们的潜意识只会让我

们不断加强“自我”，那么全然清晰地记在脑子里的事情总该是靠谱的吧？那也未必。总有人怀念说小时

候的食物更好吃，当你质疑的时候，他们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他们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味道，现在那些

粗鄙货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甚至连水都不如小时候的甘甜。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

“小时候的东西”已然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标杆。虽然在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能力记得清几

十年前的味道，但由于标杆的象征性意义，我们会将最好的味道安在它身上，因为那个味道在当时令人印

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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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记住的并不是事实上拿来对比的客观味道，而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比如在当

时的条件下是顶级的、惊艳的，再比如终于能吃到了等。那些感觉是深刻且难忘的，至于咸甜的比例、具

体的口感，我们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了，因为人的记忆很难将过于细节的东西保存太久。一个人想要记住更

多的东西，肯定需要不断用模糊词去归类，用更少的词语锁住更多的内容，从而给记忆其他事物腾出更多

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像上述这样或真或假的记忆，只是我们通常很少去怀疑它的真实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

利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中有如下的观点：记忆是一个重构的过程。记忆不像录音带或者录像机

一样记录客观事实，它在生活中不停地被过滤和改造。

关于记忆很多时候是非真实的反应，研究记忆的专家洛夫斯特曾经做过一个经典且有趣的实验。他将

被试者分为 A、B 两组，让他们分别收看一段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影片，看完后问 A 组：“汽车相撞时的

速度大约是多少？”再问 B 组：“汽车撞毁时的速度大约是多少？”注意，前者是“相撞”，后者是“撞

毁”。结果，B 组的被试者估出来的速度明显快于 A 组。一周后，洛夫斯特向这些被试者询问了一个影片

中根本未出现的问题：“你看到撞碎的玻璃了吗？”两组都有人十分笃定地声称自己看到了，且 B 组回答

看到了的人数是 A 组的两倍多。许多类似的实验都证明了，只要记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它在很大程

度上，并非是过去某个时点的三维影像。在大脑中呈现的是经过加工的信息。这里面可能掺杂了情感成分，

也可能包含了某些片段杂质。

信息的索引是比记忆本身难得多的事情，如果不能简化抽象事物，我们完成记忆后很难再将其提取出

来。如记一个没有规律的电话号码，你默背几次后也许能勉强完成，但如果不再重复记忆，可能一分钟后

你就难以将号码复述出来了。若是你将其转化为某种规律进行记忆，相信第二天还能记得。记忆其他事物

也是一样，为了给予索引提取以便利性，我们便会在潜意识里将记忆修修剪剪，去掉难以归类的部分，补

上无关紧要的缺失，使之更便于我们日后调用，但此时的记忆显然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在

不断继续，各种片段和情感一直不停地在记忆库中游走和穿插，每更新一次，我们都将拥有新的记忆和新

的故事。这没有什么神奇的，因为我们是自己记忆的剪辑师。

（摘编自蔡垒磊《认知突围：做复杂时代的明白人》）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我们天生具有强化自我意识的能力，因此，有时会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而偏离事实真相。

B.“有个与他持有相反意见的朋友”中的“相反意见”指在权威的震慑下人会变得冷酷无情。

C.小时候吃过的东西也许并非真的美味可口，只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D.记忆会受个人情感和其他干扰信息的影响，我们记忆的信息并不都是事实的真实反映。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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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第一段的内容可以看出，人的大脑在认知过程中因受到第一印象的干扰，必定会做出偏离真实的判

断。

B.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情境下，同一实验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可见人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客观事实的走向。

C.为了给接收的新信息留出记忆空间，人们会不断整理大脑中的信息，因此难以记住过于细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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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脑记忆的信息是经过简化和加工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人们将很难从繁杂的记忆中提取信息。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最后一段观点的一项是 　   　

A.奥苏贝尔认为遗忘是认知结构简化的过程，用高级概念代替低级观念，使低级观念发生遗忘，从而简

化认识，减轻记忆负担。

B.钟毅平在《公正世界信念对记忆偏差的影响》中说：“记忆并不是准确无误的，刻板印象、信念、期

待等都有可能导致记忆偏差。”

C.《情感信息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做出快速判断，而不是整合判断任务的外部信息及自

己的内部记忆和联想。

D.张中行先生谈回忆录《流年碎影》时说：“书写完后，我的女儿说有一处把她上中学写成了上小学，

说明我也有记错的地方。”

（4）如何避免“证实偏差”？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

（5）文中是如何论证“人的记忆有时是不准确的”这一观点的？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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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列各题。

驼峰关那场夏日飞雪

李宏

联系不上吕国兴已经好多天了，眼看约定好的婚期一天天临近，结婚的一应大小事务都还没定下来，

申若冰实在等不及了。她思前想后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气呼呼地背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乘飞

机到了丈夫的驻地——西宁。

坐上去市区的出租车，申若冰问司机，驼峰关离这远吗？她曾经听丈夫提到过驼峰关，还有一个叫

“红柳沟”的地方。司机说，天气好的话，两个小时就到了。晚上，申若冰就在西宁城里住下了。天上飘

起了雪花。这可是 6 月，家里已处在闷热难耐的酷暑，西宁街上的人们却换上了羽绒服。整个夜晚，申若

冰的脑子里全是丈夫吕国兴的影子，他为什么突然间消失？吕国兴究竟出了什么事……一长串疑问一直折

磨着申若冰。

来到车站，申若冰如愿买到了去驼峰关的票。大巴在飘雪中向西北方向缓缓行驶了四五个小时后，高

高的驼峰关就如同巨人般横在了大巴面前。申若冰在网上搜索“驼峰关”，显示此地海拔 3200 多米，年平

均气温 11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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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高原，申若冰突然感觉自己的胸腔有些发闷，心跳加快，喘气困难。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踉踉跄

跄走到司机身边请求，能借氧气包用一下吗？司机见申若冰脸色苍白、虚弱无力，立即降低车速，将车停

在了路边的开阔地段，把氧气包的吸气软管递给申若冰。司机抬头冲车里人喊道，穿过前面隧道就要翻越

驼峰关了，大家抓紧下车休息一会儿，记住，千万不能剧烈运动。

申若冰望着天空飘下的雪花，不经意流下了眼泪。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司机眼前说，您知道

这个地方吗？司机拿过信封认真看了后摇了摇头说，总有穿迷彩服的人在驼峰关下车，但没有人知道他们

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他们是一支保密部队。申若冰问，那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司机指着迎面走过来

的一对带孩子的夫妇说，他们的车票也买到驼峰关，凭感觉可能与你去同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做伴。

驼峰关镇很小，只有六七幢一字排开的三四层楼房和一个修车铺、一个加油站，镇街长约三四百米，

少有人走动。大巴车停稳后，司机将申若冰领到带小孩的夫妇面前介绍，她也是去部队的，你们结个伴吧！

带孩子的男人自我介绍叫李立志，女人叫潘贞，都是山东单县人。李立志到吧台点餐的时候，潘贞主动与

申若冰聊起了天。据潘贞讲，她丈夫在转运装备时摔伤了腿，刚从医院治好伤出来。熟络起来后，潘贞就

问，妹子，实话告诉我，你来这里找谁？申若冰犹豫了一下后如实相告，找我丈夫，我们马上就要举办婚

礼了，他突然消失了。潘贞很惊讶，这世界真有陈世美？他叫什么名？申若冰说，吕国兴，是个连长。

潘贞很兴奋，突然站起来说，我们都是军嫂，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嫂子吧！申若冰点了点头算是认

可。潘贞说，在这荒滩野岭的地方，多个朋友多个伴。我第一次来探亲时遇上大雪封山，在这个小镇上一

住就是三天，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申若冰笑了笑。潘贞从头到脚认真扫看了申若冰后站起来说，大妹

子真是少见的娇小玲珑的大美女，我丈夫到对面的邮政所给单位打电话了，我去找找他。

申若冰刚吃完泡面，潘贞就裹着一身寒气推开了门，将一件红色羽绒服扔给申若冰说，夜里冻得牙打

抖，不嫌弃的话就穿上。申若冰很感激，我带了衣服的。潘贞说，我老家在东北阿城，冬天滴水成冰，这

地方比阿城还冷，一会儿阳光遍地，一会儿风雪满天，风吹脸上如刀片似的。

就在这时，李立志掀开厚重的帘子大笑着进了门，妥了，明早 9 点旅部派车来接我们。申若冰盯着李

立志的脸，目不转睛地看了一阵，忽然带着哭腔说，你一定认识我家吕国兴，他发生什么事了？李立志一

脸认真地说，你家吕国兴什么事也没有，正在执行一项任务，眼下还不能与你通电话，也不能来接你。申

若冰焦急地追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国兴？李立志说，明天，他在红柳沟等你。

望着远天冉冉升起的如若大红火球的太阳，申若冰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这些日子以来少有的光鲜。这

时，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了驼峰关政府门前。

一身迷彩服的司机迎上来，向李立志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后，指着申若冰问，李副营长，这位就是申嫂

子吧？吕连长眼光真不错。李立志对司机说，别贫了，快出发……

从驼峰关再出发，吉普车在茫茫戈壁坑坑洼洼的大路上不知颠簸了多久，忽然停了下来。潘贞从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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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出一条粉色丝巾递给申若冰说，下车休息一下，补补妆吧，马上就到营区了，把我昨天给你买的红羽绒

服穿上，扎上这条丝巾更喜庆。



第 5 页（共 18 页）

终于见到弯曲茂盛的胡杨树和细小湍急的溪流了。潘贞指着不远处的胡杨树向申若冰介绍，五年前的

8 月，我第一次来这里探亲时，胡杨一片金黄，老李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湖边那棵胡杨树下为我烤羊肉，唱

歌跳舞热闹了一下午，那时我才知道，军人不只有钢铁冷脸，还有热血柔情。

大约五分钟，吉普车穿过森严的营区大门，停在了礼堂门前。司机跳下车迅速拉开左后车门将申若冰

迎下，雄壮的军乐突然响彻营区。数百名军人挥舞着红绸，簇拥着一身军礼服、挂着军功章的吕国兴向吉

普车走过来。

在歌曲《画你》的优美旋律中，吕国兴将申若冰紧紧揽进怀里说，那天原本准备出发回家了……上级

下达了紧急任务……我让你受委屈了。申若冰泪眼蒙眬，伸手挡在吕国兴嘴上，示意不用解释……

飘雪的夜晚，戈壁军营跳起了欢快的蒙古族婚庆舞。

（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开头写“联系不上吕国兴”“婚期在即”“大小事务未定”“夜不能寐”，申若冰在焦急与担忧中踏上了

寻夫之路。

B.申若冰初上高原时的剧烈反应，不仅写出了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不易，更让我们想象到了军人坚韧顽强

的形象。

C.文章多次提到吕国兴“突然消失”，不仅体现了申若冰对丈夫的抱怨与担心，也体现了军人这一职业

的特点。

D.得知联系好旅部后，申若冰表现出的“盯着”“目不转睛”“哭腔”等神态，形象地反映了她对李立志

言语的怀疑。

（2）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小说以“驼峰关那场夏日飞雪”为题，为故事的发生与发展营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自然环境，暗示申

若冰寻夫之路的艰难。

B.申若冰只知道丈夫在驼峰关、红柳沟，却不知道具体地点，写出了营区驻地的隐蔽，为下文情节的展

开作了铺垫。

C.小说以驼峰关为线索，叙述了申若冰前往驼峰关寻夫的故事，故事情节集中紧凑，叙事节奏张弛有度。

D.文中两处加点的“雪”作用不同，第一处烘托了申若冰寻夫无助时内心的沉重，第二处渲染出军营欢

庆美好和谐的氛围。

（3）读书小组要为文中画横线部分写一则文学短评。经讨论，提出关键词：叙事艺术。请选择合适的

角度写出你的短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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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画上你的美丽，我用一生守护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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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歌曲《画你》中的歌词，意蕴丰富。请结合文本内容，谈谈你对这句歌词的理解。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文本一：（文帝）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挙贤良、方正、能直言极

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颍阴侯骑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曰：“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

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曰‘将兴尧舜之

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

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

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赢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

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向风而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

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古者大臣不得与宴游，使皆务其方而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尽心以称大礼。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

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轨事之大者也。”上嘉纳其言。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五》）

文本二：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

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呜呼，仁哉！

（节选自《汉书•文帝纪》）

（1）文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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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驰 A 驱 B 射猎 C 一日 D 再三出 E 臣恐朝廷之解 F 弛 C 百官之 H 堕于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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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仆，始置于春秋时期，秦、汉沿袭，为九卿之一，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

B.狱，案件，与《曹刿论战》“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狱”词义相同。

C.绝，断绝，与《劝学》“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的“绝”词义不相同。

D.治，修造，与《屈原列传》“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的“治”词义相同。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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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帝请群臣荐举贤良、方正、以正直的言论谏诤的人，主要目的是纠正他的过失和未知、未见的问题，

以弥补他的不足。

B.贾山认为有严威的震慑和权势的重压，君主就没必要知晓别人对他过失的评价了，这样下去，国家不

会再有危险的。

C.贾山感到惋惜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在自己家中养成的良好品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之

上被破坏掉了。

D.汉文帝曾想造一座露天台榭，招工匠预算，造价颇高；后来文帝担心这样做会使先帝蒙羞，于是没有

修筑露台。

（4）把文本一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

②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

（5）文本二赞扬汉文帝“仁哉”，汉文帝的“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文本一的内容作简要概

括。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 小题，9 分）

4．（9 分）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列各题。

点绛唇•醉漾轻舟①

秦观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②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

不记来时路。

【注】①此词为秦观于谪徙途中所作。②尘缘：佛教名词。佛经中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作

“六尘”。以心攀缘六尘，遂被六尘牵累，故名。

（1）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引到花深处”一句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忽逢桃花林”有异曲同工之妙。

B.词人被“尘缘”牵累，不能解脱，只好在这如花的仙境中住下去。

C.下片开篇两句勾勒出一幅烟水迷蒙、日暮途远的画面，体现出词人被贬后的凄冷之情。

D.“不记”二字虽轻描淡写，却耐人寻味，暗含词人备受压抑而无法自解的深深悲愁。

（2）本词下片的景物描写具有暗示性，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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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蜀道难》中“　          　，　          　”两句，以行人的动作夸张地表现了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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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难以跨越的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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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十二章》中“　       　，　       　”两句，揭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同时体现了自我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力。

（3）小刚参加了“共读三国”活动，读完《三国演义》后他对孙权敬佩不已，准备在分享交流会上用

古典诗词中的语句引出对孙权的介绍，比如“　         　，　           　”就很恰当。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1 小题，10 分）

6．（1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在体育运动中，青少年如果存在肥胖的现象，①        ，相对于体重正常的人，青少年肥胖患者的

心脏工作能力相对不足。从生理学的角度讲，游泳运动需要克服水的阻力，承受水的压力，而且随着潜水

深度的增加，②       ，再加上游泳速度的加快，也会增加运动负荷，使得心肺功能逐渐增强，心脏的

跳动频率逐渐下降，以更好地满足身体机能的需要。游泳运动对心肌收缩能力、心室泵血功能也有着非常

好的改善作用，能够有效增强心脏功能。另外，由于水的温度一般低于空气的温度，当皮肤受到低温刺激

时，血管就会快速收缩，身体内大量血液开始涌入心脏，能够显著增强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

总体来讲，经常性地参加游泳运动，能够通过增加肺活量来达到提升青少年肥胖患者呼吸系统机能水

平以及氧利用率的效果。相关研究表明，在游泳运动中，一般人的胸部会承受 12～15kg 的压力，再加上

水的低温刺激，人体的肌肉会迅速收缩，③       ，迫使人更用力地呼吸，增加呼吸深度与频率，从而

增加氧气的摄入量，以充分满足身体机能的需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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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

（2）学校游泳馆即将建成，学校请你为游泳馆写一个条幅，挂在游泳馆门口，鼓励更多的学生参加游

泳，不超过 20 个字。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1 小题，10 分）

7．（1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我们的城市和另一个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多胞胎了。

假如你在一个夜晚或清晨被掳掠到某地，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仅仅依靠视线所及的建筑物和

街道，你根本无法辨别自己的所在之处。你会发现，在这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它们之间果然是如此相

像。

那些高耸的大厦和方块大楼，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或是翘角的屋顶、白色或灰色的圆

柱……使你觉得眼前的一切早已似曾相识。

那么街道呢，满街的霓虹灯和高架的立交桥，更让你茫然无措。你曾试图辨别街道——却只见窗东的

“海底捞”、窗西的“八佰伴”、南门的“肯德基”、北阳台下的“麦当劳”……都像是你原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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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城市的“克隆”弟兄。就好像每个城市的商店宾馆，都有同一款的拉链，把天下各处自家的门

脸，统统锁成了一个连体人。还有街上川流不息的轿车们，也都像是刚刚从你那个城市蜂拥而来，你被熟

悉的车牌团团包围，就连街上的人的服饰款式，竟也和你原来生活的城市一模一样……你迷失在被无数次

复制的城市里，你已找不到回家的路。

（1）请将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改成以“你”开头的长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

意。

（2）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量词语，但不得改变

原意。

（3）简要分析文中加点的“我们”“你”“们”各自的作用。

四、写作（60 分）

8．（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近期，小米董事长雷军向母校武大捐款 13 亿元，在捐赠签约仪式上，雷军动情地回忆道：

“30 多年前，我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被授予当时武大最高的奖学金，足足两千元。对一个普通县城家庭出

身的学生而言，这真的是一笔巨款。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当时既激动又自豪的心情。”雷军称，他当

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天我领多少奖学金，将来要以十倍、百倍、万倍还回来”。

材料二：《咬文嚼字》杂志社评出的“2023 年十大流行语”之一“双向奔赴”，指相关方朝着共同的目

标，一起努力，相互靠近。它多用于人与人之间，也可用于人与国、国与国之间。

假如你是高三的优秀学生，受邀为报纸“当代青年”专栏围绕“双向奔赴”这一主题撰稿，请写一篇

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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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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广东省高三（上）期末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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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我们的大脑在很多时候是很顽固的，无关对错，就是单纯的顽固。我们通常将这种顽固称为“证实偏

差”。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个预设立场或当你倾向于得到某个结果时，你就更容易

在搜寻证据的途中不知不觉地偏离“公平”。我先入为主地认为你不错，那么你干什么都看起来不错；我

看你着装得体、干净漂亮，那么你做起事来应该也是干净利落的：这些都是大脑骗人的方式。

寻找头脑中既有立场的正面证据似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技能，因为我们有强化自我意识的天性。心理

学家做过一个实验，目的是测试“人在权威的震慑下，对于残忍的命令是会继续保持善良，还是会变得冷

酷无情”。这位善良的心理学家认为人性是善良的，于是他设置了一个场景，随机挑选了一批实验对象，

要求他们用电击的方式惩罚一名做错事的人。实验过后，他发现人们果然都很善良，多数人在面对权威的

错误命令时不为所动。有个与他持有相反意见的朋友也设置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实验结果却大相径庭，多

数人都冷酷无情，在权威的命令下不断电击那个做错事的人。为什么同一个实验会出现迥然相异的实验结

果呢？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实验之前，他们已经预设了立场。心理学家在挑选实验对象时，

虽然已经尽量做到随机，但他的潜意识还是会帮他挑选一些看起来更为善良的人，而他的朋友则会“随机”

挑选一些看上去更喜欢恶作剧的人。最后，结果自然就按他们预设的方向走了。

大脑骗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去验证，比如双盲测试、对照实验等，我们在很

多时候会完完全全被它欺骗。更神奇的是，对于被欺骗这件事，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因为我们

从心底里“乐意”被欺骗。比起真实的自我，我们更喜欢自我创造的那个。看起来我们的潜意识只会让我

们不断加强“自我”，那么全然清晰地记在脑子里的事情总该是靠谱的吧？那也未必。总有人怀念说小时

候的食物更好吃，当你质疑的时候，他们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他们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味道，现在那些

粗鄙货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甚至连水都不如小时候的甘甜。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

“小时候的东西”已然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标杆。虽然在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能力记得清几

十年前的味道，但由于标杆的象征性意义，我们会将最好的味道安在它身上，因为那个味道在当时令人印

象深刻。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记住的并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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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拿来对比的客观味道，而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比如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顶级的、惊艳的，再比如终

于能吃到了等。那些感觉是深刻且难忘的，至于咸甜的比例、具体的口感，我们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了，因

为人的记忆很难将过于细节的东西保存太久。一个人想要记住更多的东西，肯定需要不断用模糊词去归类，

用更少的词语锁住更多的内容，从而给记忆其他事物腾出更多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像上述这样或真或假的记忆，只是我们通常很少去怀疑它的真实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

利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中有如下的观点：记忆是一个重构的过程。记忆不像录音带或者录像机

一样记录客观事实，它在生活中不停地被过滤和改造。

关于记忆很多时候是非真实的反应，研究记忆的专家洛夫斯特曾经做过一个经典且有趣的实验。他将

被试者分为 A、B 两组，让他们分别收看一段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影片，看完后问 A 组：“汽车相撞时的

速度大约是多少？”再问 B 组：“汽车撞毁时的速度大约是多少？”注意，前者是“相撞”，后者是“撞

毁”。结果，B 组的被试者估出来的速度明显快于 A 组。一周后，洛夫斯特向这些被试者询问了一个影片

中根本未出现的问题：“你看到撞碎的玻璃了吗？”两组都有人十分笃定地声称自己看到了，且 B 组回答

看到了的人数是 A 组的两倍多。许多类似的实验都证明了，只要记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它在很大程

度上，并非是过去某个时点的三维影像。在大脑中呈现的是经过加工的信息。这里面可能掺杂了情感成分，

也可能包含了某些片段杂质。

信息的索引是比记忆本身难得多的事情，如果不能简化抽象事物，我们完成记忆后很难再将其提取出

来。如记一个没有规律的电话号码，你默背几次后也许能勉强完成，但如果不再重复记忆，可能一分钟后

你就难以将号码复述出来了。若是你将其转化为某种规律进行记忆，相信第二天还能记得。记忆其他事物

也是一样，为了给予索引提取以便利性，我们便会在潜意识里将记忆修修剪剪，去掉难以归类的部分，补

上无关紧要的缺失，使之更便于我们日后调用，但此时的记忆显然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在

不断继续，各种片段和情感一直不停地在记忆库中游走和穿插，每更新一次，我们都将拥有新的记忆和新

的故事。这没有什么神奇的，因为我们是自己记忆的剪辑师。

（摘编自蔡垒磊《认知突围：做复杂时代的明白人》）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我们天生具有强化自我意识的能力，因此，有时会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而偏离事实真相。

B.“有个与他持有相反意见的朋友”中的“相反意见”指在权威的震慑下人会变得冷酷无情。

C.小时候吃过的东西也许并非真的美味可口，只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D.记忆会受个人情感和其他干扰信息的影响，我们记忆的信息并不都是事实的真实反映。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D　

A.从第一段的内容可以看出，人的大脑在认知过程中因受到第一印象的干扰，必定会做出偏离真实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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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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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完全相同的实验情境下，同一实验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可见人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客观事实的走向。

C.为了给接收的新信息留出记忆空间，人们会不断整理大脑中的信息，因此难以记住过于细节的东西。

D.大脑记忆的信息是经过简化和加工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人们将很难从繁杂的记忆中提取信息。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最后一段观点的一项是 　A　

A.奥苏贝尔认为遗忘是认知结构简化的过程，用高级概念代替低级观念，使低级观念发生遗忘，从而简

化认识，减轻记忆负担。

B.钟毅平在《公正世界信念对记忆偏差的影响》中说：“记忆并不是准确无误的，刻板印象、信念、期

待等都有可能导致记忆偏差。”

C.《情感信息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做出快速判断，而不是整合判断任务的外部信息及自

己的内部记忆和联想。

D.张中行先生谈回忆录《流年碎影》时说：“书写完后，我的女儿说有一处把她上中学写成了上小学，

说明我也有记错的地方。”

（4）如何避免“证实偏差”？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

（5）文中是如何论证“人的记忆有时是不准确的”这一观点的？请简要分析。

【解答】（1）B.根据原文第二段可知，“相反意见”指的是“人性是不善良的”而不是“人会变得冷酷

无情”。

故选 B。

（2）A.过于绝对，原文首段的表述为“你就更容易在搜寻证据的途中不知不觉地偏离‘公平’”；B.“人

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客观事实的走向”说法错误，客观事实是不会受到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的；C.“难以记

住过于细节的东西”说法错误，原文第五段的表述为“人的记忆很难将过于细节的东西保存太久”。

故选 D。

（3）A.选文最后一段的观点是“人们为了方便记忆的提取，会简化自己所记忆的信息”。本项符合。

B、D 两项都是说人的记忆是会出错的。C 项说的是人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判断。

故选 A。

（4）①结合“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个预设立场或当你倾向于得到某个结果时，

你就更容易在搜寻证据的途中不知不觉地偏离‘公平’。我先入为主地认为你不错，那么你干什么都看

起来不错；我看你着装得体、干净漂亮，那么你做起事来应该也是干净利落的：这些都是大脑骗人的方

式”可知，作出判断前不预设立场，避免先入为主影响自己的判断；②结合“大脑骗人的方式是多种

多样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去验证，比如双盲测试、对照实验等，我们在很多时候会完完全全被它欺

骗”可知，学会利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自己的认知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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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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005030114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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