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吉林市三校联考 2024 年高三语文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

测试试题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

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染缬，是白族特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白族扎染历

史悠久，据《实仪录》载：：“汉年间有染缬色法，不知何人所造。”从《南诏国传》

和《张胜温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懂得了“染采纹

秀”。特别在盛唐时期，扎染已在白族地区成为民间时尚，扎染制品也成了向皇帝进献

的贡品。白族扎染集文化、艺术为一体，其花形图案以规则的几何纹样组成，布局严谨

饱满，多取材于动、植物形象和历代王宫贵族的服饰图案，充满生活气息。2006 年云

南白族扎染技艺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白族扎染

多次被评为云南省乃至中国优秀工艺品，并作为特色旅游品远销海外。 

（金少萍《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2005，《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材料二： 

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古籍生动地描述了古人制作扎染的工艺过程：

““‘撷’撮采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

色斑斓。”扎染一般以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主要染料来自苍山上生长的蓼蓝、

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液，尤其是板蓝根。扎染最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花和

浸染，用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染色。

扎花的目的是使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而未扎部分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浅不均、层次

丰富的色晕和皱印。它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出表现具象

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色彩的精美工艺品，稚拙古朴，新颖别致。扎染有一千多种

变化技法，各有特色。著名的“卷上绞”，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

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这种独特的艺术

效果，令机械印染工艺难以望其项背。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三： 

白族扎染承载着白族千年来的理想和喜爱，尤其是白族妇女的心理状态及其发展轨

迹。因为扎染者的不同，她们的理想、心态，以及对自然的取舍，取舍后对图案图样的

设计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每一件扎染都不可能雷同，都是一件件研究白族千年

心理、理想的艺术珍品。 

白族扎染的布料自古使用的是农村妇女自织的土布，它的扎花是唯独白族才有的、

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工艺，它的浸染流程从染料的采撷、制作、浸染、漂晾都是白

族独有的制作法。因此白族扎染是白族民族性的一个载体，它寄托着白族的民族理想和

情趣，它是了解白族民族性的又一个靓丽窗口。就此意义上来说，白族扎染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具有传统文化 价值和民族价值的商品。 

白族扎染的底版全是靛蓝色，先民们选择这种色彩，决非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

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平和，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平和的心

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蓝色成了白族传统审美意象的基调。蓝

底上起白花（花式、花样、图案、图样）是扎染的特色，这白色也决非偶然的选择。洱

海碧波荡漾，浪花绽放；天宇苍空浩渺，白云悠悠；沙鸥海鸟同浪花嬉戏，苍山雪峰与

长空共舞，白云、白雪、浪花，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喜白、爱白，以白为净，以白

为尚，以白为美，成了白族人民的又一传统审美意象。以蓝白二色为主调的扎染艺术构

成了宁静、平和、宽容的世界，营造出古朴的意蕴，给人以“青花瓷”般的淡雅美感。 

（夏丽丽《扎染艺术的人文精神与设计传承研究》，《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 

1．下列对材料中“扎染”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扎染是白族特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这使白

族扎染技艺享誉海内外。 

B．扎染的主要布料是农村妇女自织的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最主要的染料来源是苍

山上生长的板蓝根。 

C．扎染最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花和浸染，扎花是为了防染，故扎染的艺术性和价值主

要取决于浸染这道工序。 

D．扎染的扎花手艺和浸染流程都是白族独有的工艺，承载着白族千年来的理想和喜爱，

因此最能体现白族的民族性。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 

A．白族扎染的花形图案以规则的几何纹样组成，多取材于动、植物形象和历代王宫贵

族的服饰图案，充满生活气息。 



B．扎花的目的是使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而未扎部分在浸染时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

浅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 

C．“卷上绞”是扎染的著名技法，它最令人叹为观止之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

万朵，染出后却不会出现相同的花。 

D．全用靛蓝色为底版，在蓝底上染出白色的花式、花样、图案、图样，这正是白族扎

染独有的特色，也是具有白族价值的独特商品。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白族的另外两个民族特色。。 

①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善于创造； 

②____________ 

③__________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艺的语言同是社会交接的工具，所以说文艺有社会性。但是我们虽着重文艺的社

会性，却与一般从社会学观点谈文艺者所主张的不同。在他们看，政治经济种种社会势

力对于文艺倾向有决定的力量；在我们看，这些势力虽可为文艺风气转变的助因，而它

的主因仍在作者对于读者的顾虑。各时代、各派别的文艺风气不同，因为读者的程度和

趣味不同。汉人的典丽的词赋，六朝人的清新的骈俪文，唐宋人的平正通达的古文，多

少都由于当时读者特别爱好那种味道，才特别发达。中国过去文艺欣赏者首先是作者的

朋友和同行的文人，所以唱酬的风气特盛，而作品一向是“斗方名士”气味很重。在西

方，有爱听英雄故事的群众才有荷马史诗和中世纪传奇，有欢喜看戏的群众才有希腊悲

剧和伊丽莎白后朝的戏剧。近代人欢喜看小说消遣，所以小说最盛行，这些都是很粗浅

的事例，如果细加分析，文学史上体裁与风格的演变，都可以证明作者时时在迁就读者。  

一个作者需要读者，就不能不看重读者；但是如果完全让读者牵着鼻子走，他对于

艺术也决不能有伟大的成就。就一般情形说，读者比作者程度较低，趣味较劣，也较富

于守旧性。因此，作者常不免处在两难境遇：如果一味迎合读者，揣摩风气，他的艺术

就难超过当时已达到的水准；如果一味立异为高，孤高自赏，他的艺术至少在当时找不

着读者。在历史上，作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因袭者，守成者；一是反抗者，创业者。

不过这只是就粗浅的迹象说，如果看得精细一点，文学史上因袭和反抗两种势力向来并

非绝不相谋的。纯粹的因袭者决不能成为艺术家，真正艺术家也绝不能以为反抗而不因

袭。所以聪明的艺术家在应因袭时因袭，在应反抗时反抗。他接受群众，群众才接受他；

但是他也要高出群众，群众才受到他的启迪。这话看来像圆滑骑墙，但是你想一想曹植、

陶潜、阮籍、杜甫、韩愈、苏轼、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哪一个大家不

是如此？  



一般人都以为文艺风气全是少数革命作家所创成的。我对此颇表怀疑。从文艺史看，

一种新兴作风在社会上能占势力，固然由于有大胆的作者，也由于有同情的读者。唐代

诗人如卢仝、李贺未尝不各独树一帜，却未能造成风气。一种新风气的成立，表示作者

的需要，也表示读者的需要；作者非此不揣摩，读者非此不爱好，于是相习成风，弥漫

一时。等到相当时期以后，这种固定的作风由僵化而腐朽，读者看腻了，作者也须另辟

途径。文艺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是一样的，只有领袖而无群众，都决不能成功。作者与

读者携手，一种风气才能养成，才能因袭；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也才能破坏，才

能转变。作者水准高，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是人人承认的；读者的水准高，

也可以把作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也许不那么浅显，却是同样地正确。  

（选自朱光潜《作者与读者》）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持有社会学观点的人在看待文艺者的主张时，一般会认为政治经济种种社会势力对

于文艺倾向有决定的力量。 

B．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要注重读者对其作品的反应，但不能一味地迁就读者的反应，否

则作者就难以有伟大的成就。 

C．在文学史上，作者有因袭者（守成者）与反抗者（创业者）之分，而这两种势力完

全相互抗衡，无法进行转化。 

D．文艺史的发展充分证明，无论是破坏一种风气，还是养成一种风气，无疑都需要作

者与读者一起共同携手打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各时代、各派别的文艺风气会受到读者认知程度和趣味的影响，如汉人典丽词赋的

发达就完全是读者特别爱好它而形成的。 

B．读者相比作者来说，他们认知程度较低，趣味较劣，也比较守旧，因此，作者在创

作时就会有一定的顾虑，往往处于两难境地。 

C．唐代诗人如卢仝、李贺各独树一帜，诗风大胆，有一定的成就，但没有形成一种风

气，其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看好他们的读者。 

D．作者与读者相辅相成，前者水准高，也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反之亦然，这道理

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要必须承认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艺的创作有其社会性，作者也时时会迁就读者，从文学作品的体裁与风格的演变

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B．聪明的艺术家在处理因袭和反抗时的方法非常得当，他既接受群众，也会高于群众，



这样，群众才会接受他。 

C．在中国古代，对于作者创作的作品，朋友和同行往往是最早欣赏者，但他们只嗜好

唱酬，并不是真正的文人。 

D．从文艺史可看出，新风气往往是在旧风气的打破中形成的，作者与读者这两方面的

相互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

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

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

嘿”“咯咯”“呵呵”“扑哧”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

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

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

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

“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

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

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

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

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

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

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

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

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盛极一时，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

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

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嚼字”。一段时

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

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

新中，映射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地表达，



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善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

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

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节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3 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语言折射的是人们的情感，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感情越丰富的人，语言越丰富。 

B．流行的新词汇即使经过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沉淀，也很难成为语言的经典。 

C．从称谓之争、古音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碰撞。 

D．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善待语言、更好表达，其实就是善待文化、善待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二段采用了例证等论证手法，意在论证语言的“钝化”现象。 

B．作者通过对比网络语言和传统语言，得出语言表达贫乏的原因在于网络语言的冲击。 

C．文章是按照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顺序来论证的，层层递进，逻辑性强。 

D．文章辩证地论述了当今层出不穷的新词汇在交际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76.5%的国人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表达时不会使用修辞，更不会引用或者

是创作诗句。 

B．虽然在表达时语言贫乏，但是从存量和增量上来看，词汇的数量都没有减少，而是

增加了很多。 

C．想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就不能套用流行词汇，因为现在新词汇层出不穷，不合

乎表达规范。 

D．只有能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的语言，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焕发勃勃生机，

经久不衰。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鲜衣，好美食，好

骏马，好梨园，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

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

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

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

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

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



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

烈传》《琅嬛文集》诸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幼多痰疾，养于外大

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

食尽之而厥疾始廖。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①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塘

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

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

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

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

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

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

圹。”伯鸾②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

尚不知也，故不书。 

（张岱《自为墓志铭》，有删节) 

（注）①眉公：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明代的文学家、书画家。②伯

鸾：东汉的梁鸿，字伯鸾。 

1．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兼以茶淫．橘虐          淫：沉溺 

B．称之以卞．急人可        卞：急躁 

C．又不能聊．生            聊：姑且 

D．余亦效颦．为之          颦：皱眉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张岱少年享受荣华富贵，晚年却因国破家亡，生活困窘，所以感慨人生恍如隔世。 

B．张岱自认为自己无用，而诸多书籍流行于世，可见写“无用”只是表达愤激之情。 

C．张岱六岁时跟随伯父来到武林，遇到眉公先生，因对对工整，得到眉公先生的赞赏。 

D．本文多处运用自嘲、反讽的艺术手法，流露出作者张狂的个性和内心的苦闷愤懑。 

3．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⑴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

无成也哉？ 

⑵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 

4．根据最后一段文意，简要概括作者“自为墓志铭”的原因。 



 

5．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宿赞公房① 

杜甫 

杖锡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 

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 

（注）①赞公:诗人旧友，原长安大云寺住持。乾元年同，因宰相房琯案被牵连，两人

都被贬秦州，僧人先到，诗人后至，诗人在此与赞公偶遇。②杖锡:柱着锡杖。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首联以“何来此”发问，表达了诗人在贬谪地见到老友时内心的惊讶。 

B．颔联的景物描写既暗示了友人处境的凄凉，也赞美了友人品格的高洁。 

C．尾联以“陇月”象征诗人和友人的团圆，也表达了对天下太平的祈愿。 

D．诗歌借居所写友人，借友人说自己，达到友我统一、心境相通的程度 

2．诗歌颔联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请简要赏析。 

 

6． (1)_________________，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其五) 

(2)_________________。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苏幕遮》) 

(3)造化钟神秀，_________________。(杜甫《望岳》) 

(4)醉里吴音相媚好，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5)_________________，任重而道远。(《论语》七则) 

(6)_________________，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 

(7)_________________，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纱》) 

 

7．当学习《祝福》中有关鲁镇人对絮絮叨叨的祥林嫂态度的内容时，老师讲了一则寓

言故事，请你读了这则故事后，写出老师通过这则故事所阐明的观点。(不超过 50 字) 

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乳牛，被关在同一个畜栏里。有一次，主人捉住猪，猪大

声嚎叫，猛烈地抗拒。绵羊和乳牛讨厌猪的嚎叫，便说：“他常常捉我们，我们并不大

呼小叫。”猪听了回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他捉你们，只是要你们的羊

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 

8．微写作 

《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六部经典名著以其独特

的魅力，为人们所熟知。请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200字左右。 

①有很多人喜欢外出旅行时带上书。如果外出旅行需要从这六本书里选择一本，你会带



哪一本呢？请谈谈你的理由。要求结合书的内容或艺术特点等，言之有理。 

②某同学在名著阅读交流会上说：痛苦能让一个人变得坚强；痛苦也能让一个人变得脆

弱。你同意哪一种说法？请从以下人物中选择一个，结合其相关情节加以说明。 

香菱、贾探春（《红楼梦》）        孙少平、田润叶（《平凡的世界》） 

华子良、刘思扬（《红岩》）        桑地亚哥（《老人与海》） 

天保、傩送（《边城》）            单四嫂子（《明天》） 

③这六部作品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请从这六部作品中选择一个

人物形象，以“        ，我看到了你灼热的心”为题，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

要求在横线上填写人物名字，结合书中的具体内容。 

 

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  

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  

③“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 

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

憬，也显示出对待文化多元性的传统智慧。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大同，但当今世界，也有

人对此持同意见。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4．B 

5．D 

3．    ①崇尚自然，喜爱蓝白二色，尤其以白为净，以白为尚，以白为美；    ②具

有宁静平和的心理素质，追求宁静、平和、宽容的生活世界。     

【解题分析】 

4．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有关内容的分析和理解能力。解答此题既要对文章进行整体的

把握，又要对文章的局部内容进行恰当的分析。在理解每一个选项时，要仔细分析选项



中的每一个重点，对文章的内容、主题、结构思路、观点态度、句段含义、创作意图等

进行分析概括。 

A 项，“扎染是白族特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与“白族扎染技艺享誉海内外”间并没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C 项，原文是“扎染最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花和浸染，用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

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染色。扎花的目的是使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

而未扎部分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浅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扎染的艺术性和

价值主要取决于扎花这道工序； 

D 项，“最能体现白族的民族性”表述错误，原文是“白族扎染的布料自古使用的是农

村妇女自织的土布，它的扎花是唯独白族才有的、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工艺，它的

浸染流程从染料的采撷、制作、浸染、漂晾都是白族独有的制作法。因此白族扎染是白

族民族性的一个载体，它寄托着白族的民族理想和情趣”。 

故选 B。 

5．本题考查对文章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能力。其做法是，全面准确地把握文章的内

容，并对文章中所述的事件或所述道理进行综合性分析、判断，进而推理概括。 

D 项，“白色的花式，花样、图案、图样”不是染出来的，而是扎花工艺造成的，原文

是“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这

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令机械印染工艺难以望其项背”。 

故选 D。 

3．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此类题一般的答题模

式为：第一步，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语，确定筛选对象；第二步，在把握全文内容要点

的基础上，在文中找到题干信息对应的语句或段落并加以概括。结合“沙鸥海鸟同浪花

嬉戏，苍山雪峰与长空共舞，白云、白雪、浪花，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喜白、爱白，

以白为净，以白为尚，以白为美，成了白族人民的又一传统审美意象”“蓝色的天，蓝

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平和，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平和

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等句子可以具体把握。 

【题目点拨】 

非连续性文本的解题方法： 

4．梳理层次明要点。阅读新闻类非连续性复合文本，首先，应梳理文本的结构，辨析

清楚文本一共由几部分组成；其次，要根据材料的出处，从标题要素入手，整体把握各

则材料的大致内容；最后，聚焦新闻中的导语、图表中的数据、报告中的结论、评论中

的观点等关键信息，多元组合，整体把握非连续性文本的核心要义。有些文段没有明显



中心句，必须对几个互有关联的句子进行意义整合，进而明确文本的主要观点。 

5．审清要求细作答。单选题一般是梳理结构或句意理解，要看清题干是选择正确的还

是不正确的一项；多选题一般是内容概括或观点分析与评价，要注意把非连续文本的相

关内容关联起来一一进行比对；概括题的关键是审清题干的要求，把握概括的对象、数

量、范围等要求，然后筛选有效信息进行优化组合。概括的基本方法有摘句法、连词法、

归并法。无论哪种方法，尽量利用文本中的相关词句或数据作答。组合后的答案一定要

用序号标出，且分点对齐。 

2、1．C 

2．A 

3．C 

【解题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解答此类题时，要回到原文中逐句比较，依据

文意，力求明辨各选项表述的正误，特别要注意其中的细枝末节的毛病，例如事件的前

后倒置、内容上的归纳不完整、中心概括上的无中生有、片面遗漏、强拉硬连、任意拔

高等。 

C 项，“而这两种势力完全相互抗衡，无法进行转化”说法错误。“相互抗衡，无法进

行转化”错误，文中有“文学史上因袭和反抗两种势力向来并非绝不相谋的”的信息。 

故选 C。 

2．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首先要速读题干，明确对象

及要求，解答时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准确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内容，尤其是对选

文中心句的理解，要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理解，看看有没有偷换概念、范围缩

小或扩大、混淆关系、轻重范围失当、因果颠倒等问题。要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

句，联系上下文体会。 

A 项，“完全是读者特别爱好它而形成的”说法错误。扩大了范围。原文有“多少都由

于当时读者特别爱好那种味道”的信息。 

故选 A。 

3．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首先要速读题干，明确对象

及要求，解答时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准确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内容，尤其是对选

文中心句的理解，要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理解，看看有没有偷换概念、范围缩

小或扩大、混淆关系、轻重范围失当、因果颠倒等问题。要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

句，联系上下文体会。 

C 项，“并不是真正的文人”说法错误。文中只是说“作品一向是‘斗方名士’气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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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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