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高三语文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测

试模拟试题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考生信息

条形码粘贴区。 

2．选择题必须使用 2B 铅笔填涂；非选择题必须使用 0．5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书写，

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

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4．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道法自然”从根本上说，它是对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自然运化过程、规律，及“自

发秩序”的效法和顺应。所谓“自发秩序”，即依循自然规律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区

别于人为建构的秩序。“道法自然”实际上蕴含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即肯定自然、社会、

生命系统的自然状态、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和自发秩序是“好的”，优于人为构建的

秩序。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

朴”，其中即体现了对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及秩序的肯定与信任。老子认为，统治

者“无为而治”，百姓能够自发趋向和谐有序（“自化”），自己规范、管理自己（“自

正”），自己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自富”），恢复自身的自然本性（“自朴”）。黄

老道家突出“因循”，主张因时、因物、因民，顺应天地万物及百姓的本性及其自然运

化过程等，体现的也是对自然、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和自发秩序的肯定。 

对自然、社会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及秩序的肯定与信任，又是针对人为治理

天下的观念而言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就是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所谓

“无为而治”即反对人为治理天下，主张以道治理天下。道家认为人为治理天下，只会

扰乱自然、社会的自然演化过程及秩序，破坏人与万物的自然本性。如《庄子·在宥》

篇，广成子批评黄帝人为治理天下：“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将人为治理天下视作自然生态失调、万物丧失自然本性的社会根

源。 

道家对自然、社会本身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及秩序价值的肯定和信任，与当代生

态思想家肯定生态系统复杂演化机制，肯定自然本身的智慧等，具有一致性。当代越来

越多的学者肯定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趋向和谐有序、共生繁荣的机制和能力。如余谋

昌教授在其著作中强调，生命和整个自然界从自身的生存发展出发，“知道”什么是对

自己“好”的。植物生长在适应的土地上，它的枝干、叶片和根系有利于充分吸收阳光、



水分和其他营养元素；所有生物都“知道”如何寻找食物、修补创伤、抵御死亡和维护

自身的生存；而生命和自然界也存在解决自己面临问题的“智力”。美国生态学家康芒

纳把生态学规律概括为四条法则：第一，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第二，一切事

物都必然有其去向；第三，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没有免费的午餐。其中所

说的“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实际上肯定了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秩序

的智慧或价值。 

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说，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纠正现代文明

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

关系，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

演化机制、过程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摘编自陈红兵、杨龙《道家的“无为而治”及其可持续发展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中的“自然”，指现在人们所认为的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

然界。 

B．老子的“无为而治”体现了对百姓能够“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信

任。 

C．黄帝时出现了自然生态失调、万物丧失自然本性的现象，广成子将其原因归结于人

为治理。 

D．当代生态思想家所谓的自然本身的“智慧”，是指自然具有的生存发展、修复自身

等意识。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的相关论述，意在论证“道法自然”的内涵。 

B．文章第二段将“无为而治”与人为治理天下进行对比，凸显了人为治理的危害。 

C．文章用事例论证了在生态观念上当代学者与“道法自然”思想的一致性。 

D．文章立足于当下论证古人的智慧，是要为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道家的“道法自然”是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基础，两者应无本质的不同。 

B．道家主张统治者以“道”来治理天下，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使天下太平。 

C．就自身生存发展来说，“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对它的干预要慎重。 

D．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当代生态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本报北京 11 月 29 曰电：总投资 12 亿余元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该设施的建成并投入运行，将为国内外生命科学和健康

产业的发展再添强劲原动力。 

该设施汇聚了生物质谱、生物大数据与超级计算、冷冻电镜等尖端技术平台，为深

度解析蛋白质组及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和功能，全景式揭示人类、重要动植物与微生物

等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等相关分子机制，提供高通量分析、高时空分辨、高复杂度

覆盖、大数据解析、智能化知识发现等一站式综合技术体系。 

该设施将为通量发现与重大疑难病症的诊断、预防、治疗紧密相关的功能蛋白质和

药物靶标提供独到的强大技术支撑。据不完全统计，该设施调试运行 3 年多来，已直接

支撑了近 400 项国家级课题研究，产出了 300 余篇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的高水平科学论

文、100 余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项目首席科学家贺福初院士和王志新院士表示，蛋白质科学是生物科技与信息科技

的交叉学科，是未来科技的战略制高点。将努力把该设施建设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高

端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平台。 

(摘编自《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通过国家验收》《人民日报》

2018.11.29) 

材料二： 

和以往走进的国家大科学工程相比，上海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的设施没能在视觉上

给人造成强大冲击。 

“我们这里主要是一些体量相对较小的生命科学研究的仪器集群，以至于在立项之

初，是否将上海设施列入大科学工程都存在争议。”雷鸣说道。 

可别小瞧这里的“仪器集群”。上海设施自 2014年 5 月试运行以来，前来参观的

1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国际知名专家对设备的先进性纷纷“点赞”。 

雷鸣回忆道，十多年前，我国在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虽然已取得一批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蛋

白质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于

2008 年被批准立项，成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大科学工程项目。蛋白质科学研究

设施分为上海和北京两部分，上海设施以建设蛋白质结构解析能力为主。 

围绕从生物体的空间尺度和生命过程的时间尺度来研究蛋白质，上海设施构建了由

规模化蛋白质制备系统、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系统、核磁分析系统、集成化电镜分析系

统、蛋白质动态分析系统、质谱分析系统、复合激光显微成像系统、分子影像系统和教



据库与计算分析系统组成的 9大技术系统，具备规模化蛋白质制备、多尺度结构分析、

多层次动态研究、修饰与相互作用分析以及数据库与计算分析 5大能力。 

(摘编自《探秘蛋白质的“前世今生”——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科技日报》） 

材料三：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对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的深

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蛋白质研究取得的众多成果也将是新药创制、

传染病防诊治、农作物改良、生物能源转化、工业生物催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创新源泉。 

蛋白质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引领了我国蛋白质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的成果，包括解析了一批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及其复合物的空间结构，建立

了国际上最大的人类正常肝组织、肝病和肝癌系列的蛋白质表达谱和相互作用网络图；

发现 200 余种针对人类重大疾病的潜在药物象标或诊断标志物等。 

但是，与国际蛋白质研究的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蛋白质研究源头创新能力有待加

强，重点需要促进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关注蛋白质研究的原创性新技术新方法、提升

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 

(摘编自《蛋白质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十二五”专项规划》百度百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汇聚了生物质谱等尖端技术平台，

为专门研究蛋白质提供高通量分析等一站式综合技术体系。 

B．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我国蛋白质科学发展，经过科学家们不懈努力，蛋

白质科学研究国家级基础设施项目在 2008 年被批准立项。 

C．上海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的设施主要围绕从生物体的空间尺度和生命过程的时间尺

度来研究蛋白质，由 9大技术系统组成，具备 5 大能力。 

D．对蛋白质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有助于重大疑难病症诊断、

防治，新药创制以及工业、农业、生物等诸多领域的创新。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上海和北京两部分都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工程项目，北京

设施落成较晚，从 2008 年立项到落成，经过了十年的建设。 

B．上海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的设施是一些体量相对较小的仪器集群，明显落后于北京

蛋白质科学研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一站式综合技术体系。 

C．我国蛋白质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但整体上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主要表现在源头

创新能力不足，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没有形成等方面。 

D．蛋白质科学是生物科技与信息科技的交叉学科，是未来科技的战略制高点，建设上



海和北京两个设施是国家抢占生命科技前沿的战略部署。 

3．三则材料报道的侧重点分别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 

陈平原 

得益于科技迅猛发展，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比五十年前或两百年前变得丰富且便捷

多了；可大多数人是否因此就充满幸福感，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论证自己比唐代人

或古希腊人更智慧或更幸福。今人对数据充满敬意，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

道德 等，恰好是无法数据化的。“不科学”不等于没有价值。反过来，应该在哲学层

面思考，这些威力巨大的科技发明，犹如洪水猛兽，若不加驯服，会不会反过来吞噬我

们的未来？ 

技术进步无法阻挡，但其对于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不能忽视。起码必须未雨绸缪， 

不能任凭某种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单兵究进。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谈论某一科

技发明的好处时，请允许我弱弱地问一声，那缺点呢？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推行之前

得好 好斟酌。这么考虑问题，决策的步子自然会慢些，但犯大错的几率较少。这里说

的是思想 方法，不针对哪一项具体的科技成果。而这么思前想后故显得“优柔寡断”

的，十有八九 是人文学者。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展及未来，我不懂。前一阵子见到一中学生，他特别渴望电脑与

人脑合一，那样就不用复习考试了，定时升级就行。人工智能连接人类大脑，据说很可

能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世界，而这将彻底颠覆人类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制度。若真的这

样，如何处理知识、情感与想象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毫无概念，不知科学家有没

有预案。 我关心的是,在政策制定及教育实践中，人文思考明显赶不上科技进步，这怎

么办？最起码得互相促进，找到平衡点吧。 

一说高科技，无论官员还是大众，全都俯首帖耳，点头称是；谈到人文或社科，则

砖头满天飞，很多人即便不懂，也坚信自己能侃几句。这种知识、权威不对称，导致科

学家 们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认真倾听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我曾询问一个很

有成就的 科学家：都说人工智能不会伤害人类，因为已设定了相关程序；可越来越聪

明的 AI,不仅 掌握了人类教给它的知识，也可能学会了人类的欺骗术一表面上憨憨的，

似乎一切都在 你人类掌控之中，焉知这不是假象？那些越来越强大的 AI,哪一天真想

起义，自然会事先 储蓄好能源，不怕你断电的威胁。再说，凡事总有出错的几率，更

何况还有那可怕的科学 狂人……科学家不等我说完，淡淡一笑，说你科幻小说读多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外星人（假如有的话），地球上能够毁灭人类的，只有人



类自己。核武器之外，眼下看得见的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便是如今红红火火的基

因编辑与人工智能。如何将这种研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得其利而防其弊，是个巨大的

难题—— 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电影以此为题材的缘故。想想一百年前的科幻小说，

对人类未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基本上持乐观态度，今天则更多的是“警世恒言”。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我同意，但我还想补充：文化建设以及制度创新， 

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 

（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科技迅猛发展能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感，直到今天，并没有较为确定的结论。 

B．谈论某一科技发明，要权衡利弊，找到其自身缺点并加以修正，才能促其进步。 

C．科学家说作者“科幻小说读多了”，表明科学家对 AI 不会伤害人类充满了自信。 

D．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如果不能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能会导致人类自我毁灭。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科技进步对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未雨绸缪，让科技进步适应

人类思想及道德的发展。 

B．中学生特别渴望电脑与人脑合一，从而不用复习考试，定时升级就行，充分说明人

工智能中人文思考的必要性。 

C．AI 是否会伤害到人类自身，从逻辑推演上看有这样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要有预案， 

而不能一味相信科学家的自信。 

D．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建设以及制度建设也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的幸福感应该是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 

3．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李显忠，初名世辅，南归，赐名．．显忠。年十七，随父永奇行陈．．。金人犯鄜延，王庶

命永奇募间者，得张琦。更求一人，显忠请行。永奇曰：“汝未涉历，行必累琦。”显

忠曰：“显忠年小，胆气不小，必不累琦。”后有敌人夜宿陶穴，显忠缱穴中，得十七

人，皆杀之，取首二级，马二匹，余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补承信郎，充队将，由是

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显忠父子官。父与子相泣曰：“我宋臣也，世袭国恩，乃为彼

用邪！”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无以

我故贰其志。” 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

屡战皆胜 显忠憩高原，望追骑益多，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不得杀同州人，不得害我



骨肉，皆许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争救。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至鄜城县，急遣人告

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马翅谷口，为金人所及，家属皆遇害。显忠奔夏，夏人问故，

显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 切齿疾首，恨不即死。宣抚吴玲遣张振来抚谕云：“忠义

归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抚劳再三。兀术犯河南，手诏以军与张俊会。显忠与

敌战，败之。兀术谓韩常曰：“李世辅归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

庐江而走。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战数十合，孛撒大败，

遂退走。俄增兵复来逼城，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宏渊按兵不动，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

余合却之。显忠曰：“若使诸军相与掎角， 则敌兵可尽，金帅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

复矣。”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乾道改元．．，

乃还会稽。淳熙四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谥忠襄。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1．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

胜 

B．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

皆胜 

C．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皆

胜 

D．元帅撒里曷来同州/显忠以计执之/驰出城/至洛河/舟船后期/不得渡/与追骑屡战/

皆胜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赐名，即帝王赐给臣民名。婴儿出生 3 月后由父亲命名，赐名则是帝王对臣民的恩

宠与奖励。 

B．行陈，亦称“行伍”，是古代兵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在本文中用以代指

军队。 

C．行在，也称行在所，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南宋为避金兵进攻，曾经在杭州等地设

立行在。 

D．改元，指皇帝即位时或在位期间改换年号。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一般从下

诏次年算起。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显忠胆识过人，年少有为。敌兵入侵，宋军在招募探子时，显忠主动请求前往；

后又孤身夜袭敌人成功，被王庶看重。 



B．李显忠有勇有谋，善于应变。在同州用计抓获撒里曷；与追兵作战，战而胜之；面

对越来越多的追兵，显忠想办法脱身。 

C．李显忠义胆忠肝，一心向宋。金人攻破延安，曾授任显忠父子二人官职，但他和父

亲对此内心深感愤慨，并未诚心归附。 

D．李显忠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他回归南宋朝廷之后，曾与张俊一道击溃兀术；又与

宏渊合力夹击自南京来犯的金兵。 

4．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机，即归本朝，无以我故贰其志。” 

（2）显忠知宏渊无固志，叹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若此!” 

 

5．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点绛唇 

王禹偁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注]①王禹偶:巨野(今属山东)人。北宋最早改革文风的诗文家。在朝为官敢于直言讽

谏,屡受贬谪。②如缀:排列成行很整齐，如连缀在一起。③平生事:这里指向来所追求

的功名事业。 

1．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首词寓情于景,因情绘景,风格清丽,感情质朴,一改宋初词坛的艳冶风气,在一定

程度上开拓了词境。 

B．起首“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先抑后扬,写江南多云多雨令人感到惆怅，然而

却无损于它的秀丽景色。 

C．词的上阕着重写景，下阕着重抒情。“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承上阕写景而来，

视角由低而高,转写空中。 

D．词中交替运用比喻手法和衬托手法,层层深人，含吐不露,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饰，

读来令人心旷神怡。 

2．“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包含了词人哪些思想感情?试分析。 

 

6．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只选 3 小题） 

⑴孔子谓季氏：_________，是可忍也，____________？ （《论语》） 

⑵故木受绳则直，____________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____________ 。（荀子《劝

学》） 



⑶且矫诏纷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敢复有株治。 （张溥《五人墓

碑记》） 

⑷青山隔送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实甫《长亭送别》）  

⑸叶上初阳干宿雨，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 （周邦彦《苏幕遮》） 

 

7．文创产品就是文化的延伸品。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经过巧妙构思， 可

以制成书签、折扇、手机壳、行李牌…… 如果请你从《红楼梦》、《三国演义》或《论

语》三本书中任选一本，为其设计一款文创产品，你会设计什么？又会怎样设计？ 描

述你的产品，并说明设计意图。（不少于 100 字） 

8． “平凡的世界苦难多，追梦何惧山水长”，遭受矿难毁容后的孙少平再次回到了煤

矿，请你以“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开头，续写一段文字，描述此时

的情形。不超过 150 字。 

 

9．阅读下面两幅漫画，根据要求写作。 

 

“现代化”这个词我们很是耳熟，使用也多，如现代化都市、现代化生活、现代化

价值、思想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等。而“现代化”在词典中解释为“使具有现代先

进科技水平”。 

你如何理解“现代化”呢?请根据漫画及相关信息的提示，写一篇作文。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

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B 

2．B 

3．D 

【解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要做好这类题，需要全面提取信息，精准

筛选，细心比对，灵活理解。常见问题有：遗漏或添加信息、时空交错、偷换概念、张

冠李戴、逻辑出错等。 

A 项，“指现在人们所认为的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分析错误，从原文第 1 段

“‘道法自然’从根本上说，它是对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自然运化过程、规律，及‘自

发秩序’的效法和顺应。所谓“自发秩序”，即依循自然规律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区

别于人为建构的秩序”可知道家“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是“天地万物及人类社会

自然运化的过程、规律，及‘自发秩序’”，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与人类社会相对

应的自然界”。 

C 项，“黄帝时出现了自然生态失调、万物丧失自然本性的现象”曲解文意，从原文第

2 段“如《庄子•在宥》篇，广成子批评黄帝人为治理天下：‘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

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可知广成子说的话只是用以反对人

为治理天下，不能据此就肯定说“黄帝时期出现了自然生态失调、万物丧失自然本性的

现象”。 

D 项，“是指自然具有的生存发展、修复自身等意识。”分析错误，根据原文第 3 段内

容可知，所谓自然的“智慧”，是说“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趋向和谐有序、共生繁荣

的机制和能力”，并非说自然具有像人一样的“意识”。 

故选 B。 

2．本题考查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能力。首先审清题干要求，然后在读完一遍

文本的基础上快速找出选项中可能有问题的敏感处，再次回归原文，筛选并提取出能与

选项敏感处加以对照分析的句子，细致分析灵活理解，做好抉择。 

B 项，“凸显了人为治理的危害”曲解文意，第二段虽然写了人为治理天下，但并不是

与“无为而治”进行对比，而是在于阐述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原因，故也不存在

“凸显了人为治理的危害” 

故选 B。 

3．本题考查根据原文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做这类题因为是“推断和想象”，所以，



选项的内容就不再是原材料的句子，而是在原句的基础上，加上出题者自己的理解。要

解答好这类题目，首先要做到对材料的熟悉和理解，以便解题时迅速找到其在材料中的

相关区域，进而进行比较、分析、推断；其次，要清楚选项都是在文中句子基础上进行

的合理推断，绝不是凭空进行的，所以找到原来的句子，联系上下文筛选信息、推敲选

项；将选项和原文信息进行比较时，掌握一些常见的设错方式很有必要，从而使思维变

得更加敏捷，提高解题速度和准确率。 

D 项，“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分析错误，从原文第 4 段“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说，道

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纠正现代文明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人与自然关

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

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过程在社会文明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可知“当代生态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

并不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道法自然”的观念只是对其具有积极意义。 

故选 D。 

【点睛】 

论述类文本阅读要揣摩的命题陷阱： 

1.以偏概全——即以部分替代整体，以局部替代全局；或者以全局替代局部，以一般替

代个别，从而使考生作出错误的判断。阅读科技文原文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凡、凡是、

所有、都、全、几乎、到……为止、除……之外、一些、某些”等表范围的词语。严格

区别“部分”与“整体”。做这类题关键是沉着细心推敲。 

2.无中生有——选项中信息在原文中找不到，也不能由原文中推断出来。注意：在做题

时要仔细检查所给选择项的内容是否能在文中找到依据，或者是否能根据有效信息句合

理地推断出来。 

3.有意缺失——原文中某些信息在选项中被命题者故意略去。 

4.强加因果——选项把原文没有因果关系的信息都说成是有因果关系的。 

5.因果颠倒——选项把原文的因错断为果，果错断为因。颠倒了两者之间关系。 

6.偷换概念——选项将原文中相关信息换成一种与之不符的说法。常见是漏字、添字、

换字、错位。 

7.指代不明——指选项中代词的指代内容发生错误。方法：要留心文中的“这些”、“那

些”、“这个”、“哪个”、“其”、“即”等词。联系上下文，弄清楚它们的指代内

容。 

8.转化失误——将某一个意思的句子转化成另一个句子时，误将肯定变否定，否定变肯

定，全称变特称，变相对为绝对，变绝对为相对，把未然说成已然和已然说成未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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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1102524

1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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