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第八中学高三语

文第一学期期末监测试题 

注意事项 

1．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2．答题前，请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 0．5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填写在试卷

及答题卡的规定位置． 

3．请认真核对监考员在答题卡上所粘贴的条形码上的姓名、准考证号与本人是否相符． 

4．作答选择题，必须用 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选项的方框涂满、涂黑；如需改动，请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作答非选择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

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5．如需作图，须用 2B铅笔绘、写清楚，线条、符号等须加黑、加粗．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学》以“明德”作为思想的聚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指出大学的宗旨在于明“明德”。 历代的学者对“明德”概念做出不

同的解释，东汉儒者郑玄释为“至德”，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释为“光明之德”，清人唐

文治释为“君德”。这些阐释看似不一，但是都反映出“明德”与先王政教之间有一定

的渊源关系。结合“明德”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大学》文本来看，《大学》中的“明

德”思想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明德”指理性的政治美德，“明明德”就是要彰明、弘扬这种美德。从《大

学》中的阐发来看，从政之人要心怀仁爱百姓之心，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君主和

百官应以义制利，不以个人私欲损害百姓的利益和福祉；君主百官要做到内心公平中正，

一言一行为百姓起到示范作用。《大学》中将“明德”指向“明政之德”，是对早期“明

德”传统的继承。“明德”最早出现在金文中，指承自先祖、以威仪和勤政为主要特征

的政治品格。在《国语》《左传》《康诰》等早期文献中，“明德”也多次出现，用以颂

扬古代圣王的美好德行。在这些文献中，“明德”常与“幽昏””无礼”等词对举而出

现，凸显出“明德”是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等非理性的政治品性的对立面。 

其二，“明德”也指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明明德”就是通过教育和

自明，使人所本有的光明德性得以显明。《大学》对早期的“明德”乃“明政之德”的

传统进行了继承，但同时对“明德”的主体和“明德”之“德”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在

西周及更早的时期都是推行王官之学，早期的“明德”具有着鲜明的贵族性，但是在《大

学》中，“德”不再被认为是君主、官员、贵族所独享，而是属于所有人。对“明德”

的主体进行扩充，一方面体现出人文秩序的构建、社会良好德风的形成需要全社会进行

共同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对教育普遍化的倡导。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以来，



儒家一直为推动平民教育和为更广阔的阶层争取文化权利而努力。《大学》丰富了早期

“明德”之“德”的内容，在政治之德外，将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也纳入“明德”范畴

中。孝、慈乃人伦之德，与国人交而应有之信乃公共美德，这些美好的德性是人人内在

皆有且应该彰显之德。《大学》中强调人伦道德和公共美德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要修政

德、行政德，首先要明人伦、讲公德。《大学》中也强调“自明”的重要性，言“克明

峻德”的关键在于自我澄明，在自我澄明的基础上辅之以教育，通过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而明德。 

从两个层面明确《大学》中“明德”的旨趣，有助于深入把握《大学》的核心要义。

《大学》中的“明德”所指是丰富的，其中既包含选贤任能、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又

包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理想。《大学》指出.“明德”的前提在于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明德”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立足于

推广普遍的人文教育、弘扬责任精神面“明明德”，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德”

基础。新时代的植根塑魂，还需传承《大学》中的“明德”精神。 

(摘编自莫医铭《<大学>中的“明德”旨趣》)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自古至今对《大学》中“明德”说法的诸多解释均与先王政教存在密切关系。 

B．理解“明德”思想的含意需要结合历代学者的看法和《大学》文本中的表述。 

C．从早期的理解来看，“明德”指人人皆有且应该彰显的人伦之德及公共美德。 

D．《大学》中“明德”的旨趣丰富，指仁爱谦谨、以义制利、公平中正等政德。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前人对《大学》中“明德”的不同阐释引出了如何理解其旨趣的论题。 

B．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中心部分从两个层面对“明德”包含的内容进行阐释。 

C．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大学》对早期的“明德”主体和“德”的内容的扩充。 

D．文章末段阐释了传承《大学》中“明德”精神对于新时代植根塑魂的重要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学》聚焦于“明德”，体现出儒家对于选贤任能、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以及对

教育普遍化的倡导。 

B．《大学》中的“明德”首先指理性的政治美德，与《国语》《左传》《康诰》等早期

文献的记载一脉相承。 

C．清代诗人孙枝蔚《春木》诗之四中说：“愿崇明德，以娱高年。”其中的“明德”

与《大学》中的“明德”含义相同。 

D．理解《大学》中对“明德”的途径的阐述，有助于当代青年学子厘清学习的目的和



意义，努力学习，成为栋梁。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非攻 

鲁迅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墨子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

风作浪的。造了钓钩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怂恿

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

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裏。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

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

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

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走了三

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颗大树，看不见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 

楚国的郢城可是不比宋国：街道宽阔，房屋也整齐，大店铺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

走路的人，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却都活泼精悍，衣服也很干净，墨子在这里一比，

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个老牌的乞丐了。 

墨子辗转借问，径奔公输般寓所。他拍着红铜的兽环，当当的敲了几下，门丁进去

禀他的主人。公输般正捏着曲尺，在量云梯的模型。 

“什么样子的？” 

“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阿呀！那一定是墨翟了！” 

公输般吃了一惊，大叫起来，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阶下去。墨子和公输般，

便在院子里见了面。 

“果然是你。”公输般高兴的说，一面让他进到堂屋去。 

“先生这么远来，有什么见教呢？” 

墨子拜了两拜，沉静的说道：“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要去攻宋。宋有什么

罪过呢？楚国有余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杀缺少的来争有余的，不能说是智；宋没有罪，

却要攻他，不能说是仁……” 

“那是……”公输般想着，“先生说得很对的。” 

“那么，不可以歇手了么？” 



“这可不成，”公输般怅怅的说，“我已经对王说过了。” 

“那么，带我见王去就是。” 

公输般知道拗不过，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王。 

…… 

墨子说停了攻宋之后，原想即刻回往鲁国的，但因为应该换还公输般借他的衣裳，

就只好再到他的寓里去。时候已是下午，主客都很觉得肚子饿，主人自然坚留他吃午饭

——或者已经是夜饭，还劝他宿一宵。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楚王看一看。” 

“你还不是讲些行义么？”公输般道，“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

人们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乡！” 

“那倒也不。丝麻米谷，都是贱人做出来的东西，大人们就都要。何况行义呢。” 

“那可也是的，”公输般高兴的说，“我没有见你的时候，想取宋；一见你，即使

白送我宋国，如果不义，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国了。”墨子也高兴的说，“你如果一味行义，我还要送你

天下哩！” 

当主客谈笑之间，午餐也摆好了，有鱼，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鱼，只

吃了一点肉。 

公输般喝过几杯酒，更加高兴了起来。他问道：“我舟战有钓拒，你的义也有钩拒

么？” 

“我这义的钩拒，比你那舟战的钩拒好。”墨子坚决的回答说，“我用爱来钩，用

恭来拒。不用爱钩是不相亲的，不用恭拒，是要油滑的。所以互相爱，互相恭，就等于

互相利。现在你用钩去钩人，人也用钩来钩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来拒你，互相

钩，互相拒，也就等于互相害了。” 

“但是，老乡，你一行义，可真几乎把我的饭碗敲碎了！”公输般碰了一个钉子之

后，改口说。 

“但也比敲碎宋国的所有饭碗好。” 

“可是我以后只好做玩具了。老乡，你等一等，我请你看一点玩意儿。” 

他说着就跳起来，跑进后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会，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

只木头和竹片做成的喜鹊，交给墨子，说道：“只要一开，可以飞三天。这倒还可以说

是极巧的。” 

“可是还不及木匠的做车轮，”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说，“有利于人的，

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坏的。” 



“哦，我忘记了，”公输般又碰了一个钉子，这才醒过来，“早该知道这正是你的

话。” 

“所以你还是一味的行义，”墨子看着他的眼睛，诚恳的说，“不但巧，连天下也

是你的了。真是打扰了你大半天。我们明年再见罢。” 

墨子说着，便取了小包裏，向主人告辞；公输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

送他出了大门之后，回进屋里来，想了一想，便将云梯的模型和木鹊都塞在后房的箱子

里。 

（选自《故事新编》，有删改） 

1．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鲁迅善于写人物对话，无论是墨子与耕柱子的对话，还是墨子与公输般的对话，都

能传神地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 

B．文中写楚国的富裕，是为了衬托宋国的贫苦；写楚国人活泼精悍、衣服干净，是为

了衬托墨子的迂腐呆傻、旧衣破裳。 

C．针对墨子的“行义”，公输般指出那“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可见公输

般当时瞧不起平民思想的代表墨子。 

D．鲁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当中，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史实，而是在尊重历史本质真

实的前提下，着重开掘历史精神。 

2．《非攻》表达了中国人民御侮图强的坚定信心。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中国的

脊梁”式的古代英雄形象的。 

3．作品后面写公输般接连碰了两个“钉子”。这样安排有何用意？请简要分析。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互联网+时代下，整个教育行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于不少家长忙于工作，

对孩子的作业辅导心有余而力不足，让作业类 APP嗅到了商机。一大批作业类 APP如雨

后春笋般崛起：“作业帮”“小猿搜题”“学霸君”等。可以看到，作业类 APP的确给

予了孩子一定辅导，同时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辅导孩子的问题。一些作业类 APP，不仅

给出题目答案，而且给出相应的解题思路，帮助孩子掌握方法、规律，从而真正达到“学

会”的目的。同时，一些老师也会根据作业类 APP统一发放作业，有的甚至进一步让机

器辅助进行修改作业，这对老师繁杂的工作无疑有着不小的帮助。 

那么，作业类 APP究竟有多大的市场？有关数据显示，到 2017 年，教育行业 APP

市场规模达到 2.76 亿，行业整体渗透率为 29.3%，而这一市场将被在线学习和作业两

类 APP瓜分。并且，这种需求还在逐年递增，这个市场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 App 



Store 统计，作业类软件 APP，仅“作业帮”便有 1.3 亿人下载量。 

（摘编自《利弊两看——作业类 APP接受监管才能长远发展》，搜狐网） 

材料二： 

表一 

 

（注）朗易思听是英语学习网站。 

表二 

 

材料三： 

注重质量的作业 APP应投入力量研发个性化作业，这需要很大的研发成本，而且即

便研发了个性化作业，也不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于是一些 APP运营方就重

营销、不重质量，以色情、低俗内容吸引学生；甚至以提供作业为名，搞包括游戏在内

的多元化经营。但这种为获得市场生存所采取的经营战略，只会遭遇更多质疑。作业

APP运营方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作业服务，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目前监管部门对作业 APP的监管并不严格，对于作业 APP中的游戏，并没有按游戏



产品监管。有的 APP声称其中的游戏是为了让学生在完成作业后，进行适当的休息调整，

形成监管灰色地带。另外，家长在选择 APP时，应认真了解 APP的作业服务内容，加强

对孩子的监护和引导。前不久，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卬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家长陪伴孩子时应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

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超过 15

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 1小时。这些具体建议都给家长监护孩子使用作业 APP提供了

明确指引。 

（摘编自《争议中的作业 APP需多元监管》，新华网） 

1．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各类作业 APP先后上线，其数量分布先是起伏式上升，当数量分布在 2014 年达到

峰值后，又呈现出起伏式下降的趋势。 

B．2014 年之后的作业类 APP分布量普遍超过 2014 年之前的分布量，可见后出现的作

业类 APP的质量比 2014 年之前出现的要好。 

C．作业搜索指数从 7月 20 日到 8月 20 日总体缓慢下降，8 月 20 日到 9月 20日左右

增速迅猛，至 10 月 16 日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D．英语听力通、朗易思听在 2011、2012 年相对较早的时间上线，可能是当时的 APP

运营者认为专门解决英语问题的软件是学生和家长最需要的。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业类 APP在给予孩子辅导、解决家长没时间辅导孩子的问题、帮助老师应付繁杂

的工作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B．到 2017 年，教育行业 APP市场规模达近 3 亿，行业整体渗透率近 30%，这种需求还

会逐年递增，市场潜力很大。 

C．由于个性化作业研发成本很大，所以一些 APP运营方为获得市场生存只重营销、不

重质量；或者有名无实，搞多元化经营。 

D．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实施方案》，提出许多具体建议，解决了家长没时间辅导孩

子、不会引导孩子正确使用作业 APP的问题。 

3．作业类 AP要获得良性发展，需要哪些方面各自作出怎样的努力？请简要概括说明。 

 

4．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各题。 

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

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

“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



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

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

师旷（1）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听。”平公曰：

“何道出？”师旷曰：“师延（2）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

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

“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

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

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

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

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

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

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

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  

（取材于《史记·乐书》） 

注释：（1）师旷：晋国乐师。盲人，善于弹琴，尤善辨音。（2）师延：商纣时乐师。 

1．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因端坐援．琴               援：持，取 

B．起而为师旷寿．              寿：敬酒 

C．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         合：使……会聚 

D．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        异：不同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即去之．晋，见晋平公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B．与纣为．靡靡之乐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C．师旷抚而．止之曰                 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D．下以．变化黎庶也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3．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至于濮水之上舍       到了濮水流域的上等馆舍中 

B．先闻此声者国削       最先听到这种乐曲的人，他的国家一定衰亡 

C．援琴而鼓之           取过琴弹奏起来 

D．夫乐不可妄兴也       可见音乐是不能随便演奏的 

4．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濮水“新声”是亡国之音，在众人都听不到的情况下，而让卫灵公首先听到，这是

因为卫灵公是一个更懂得欣赏音乐的人。 

B．师旷鼓琴招来黑鹤翔集，说明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对于缺少德行的人来说，音

乐强大的感染力只能使他们沉湎于声色享受。 

C．师旷为晋平公演奏黄帝曾用过的乐曲而使晋国遭受了灾祸。由此可见，乐官根据听

者德行的厚薄来确定演奏什么音乐是正确的。 

D．从音乐作用的对象上看：人有脾肺肝心肾五脏，乐有宫商角徵羽五声，五声分别作

用于五脏，就会表现为圣义仁礼智五德。 

5．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即为政者要行为端正，请结合本文内容概括晋平公不够

“正”的表现。 

 

5．阅读下面这首清词，完成下面小题。 

蝶恋花 

王国维①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②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注释）①王国维，字静安，近代词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天，长期奔走在外

的词人回到家乡海宁。夫人莫氏原本就体弱多病，久别重逢，面色更显憔悴。词人不禁

万分感伤。这首词，或许在此时而作。莫氏于两年后不幸病逝。②不道：不料。 

1．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这首词未写重逢之喜，而抒重逢之苦。与妻子重逢，词人却黯然神伤。 

B．“花底”二句写词人和妻子花下无语相看，绿窗前的芳春与天色无不同悲。 

C．下片侧重写内心感受，一丝新欢和无穷旧恨对比，突出了词人内心的无奈。 

D．上、下片的词意均有曲折，上片明转，下片暗转，匠心独运，甚是高妙。 

2．近代词评家陈邦炎评论这首词说：“在静安眼中，人生的苦海，从时、空两方面看

都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王国维是怎样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一层层表达内心痛苦

的？请简要分析。 



6．默写。（任选 空，超过 6空，按前 6空评分） 

1．（1）                    ，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踏莎行》） 

（2）鸟雀呼晴，                    。（周邦彦《苏幕遮》） 

（3）                    ，伤心秦汉经行处。（张养浩《潼关怀古》） 

（4）间关莺语花底滑，                    。（白居易《琵琶行》） 

（5）                    ，小人喻于利。（孔子《论语·里仁》） 

（6）知人者智，                    。（《老子》三十三章） 

（7）山水之乐，                    。（欧阳修《醉翁亭记》） 

（8）壁立千仞，                    。（林则徐 联句） 

 

7．微写作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请你从“惊蛰”“芒种”“立秋”“大

雪”……中任选一个，描写与此节气相对应的自然或人文景象。要求语言生动，具体形

象；不少于 150 字。 

②近日某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严肃课堂纪律，在教室安装人脸识别系统。该系统

不但可以识别每个进出教室的学生，还能识别学生发呆、打瞌睡、玩手机等行为；每个

同学每节课的低头次数、举手次数等信息也会被记录在案，作为综合测评成绩的重要指

标。对此有人表示支持，有人表示反对，请谈谈你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

150 字左右。 

③请从《平凡的世界》《呐喊》《红岩》《边城》中选择一个人物，以他（她）的口吻给

同一作品中另一人物写一首诗或一段抒情文字，抒发自己的悔恨之情。要求：感情真挚，

合乎情理；不超过 150 字。 

8．阅读下面《红楼梦》节选文字，根据要求完成题目。 

性格却有显著不同：如黛玉直而宝钗

曲，黛玉刚而宝钗柔，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尖锐而宝钗圆浑，黛玉天真而宝钗世

故。……” 

你认同这个说法吗？请结合《红楼梦》中的相关情节阐述你的理由。 

 

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2019 年春节档，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口碑、票房双丰收。出乎很

多人意料，导演郭帆本科念的是法学专业。郭帆从小便喜欢画画，1995 年看过卡梅隆



2》后热血沸腾，心中燃起拍科幻片的梦想。高考时他也曾考虑报考北京

电影学院，可当年北电导演系在山东没有招生计划。迷茫之中，家人表示希望他有一份

安稳的工作。最终，郭帆听从了家人的意见。1999 年秋天，他成为海南大学法学院的

一名新生。 

材料二：《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最后一场擂主争霸赛上，“四朝元老”陈更战胜

了“两期擂主”孙晓婧，夺得冠军。最后夺得冠亚军的两位选手都是工科博士。陈更在

北京大学，学的是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孙晓婧则在中科院就读，专业是空间环境

及其效应。 

确定立意，明确文体，写一篇不少

于 800 字的文章。 

 

 

参考答案 

 

 

1、 ．B 

2．D 

3．C 

【解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筛选和分析概括能力。解答此类题，首先应浏览选项的

内容，然后到文中找到相关的句子，最后进行对比辨析，判断正误。本题要求选出“关

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 

A 项，“自古至今对《大学》中‘明德’说法的诸多解释均与先王政教存在密切关系”

错误，“密切关系”错解，原文说的是“一定的渊源关系”，选项说成“密切关系”； 

C 项，“从早期的理解来看，‘明德’指人人皆有且应该彰显的人伦之德及公共美德”

错误，偷梁换柱，“人人皆有且应该彰显的人伦之德及公共美德”是《大学》的认识，

不是早期的理解； 

D 项，“《大学》中‘明德’的旨趣丰富，指仁爱谦谨、以义制利、公平中正等政德”

错误，选项范围缩小，除了选项所说之外，还有孝慈、诚信等人伦之德和公共美德。 



。 

2．本题考核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答题时注意分析文章的思路，中心论

点和分论点的关系，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关系，论证方法的类型，重点考核为论点是否正

确，论据证明的是什么观点和论证的方法，同时关注选项叙述与文章内容表达的细微差

别。本题要求选出“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D 项，“文章末段阐释了传承《大学》中‘明德’精神对于新时代植根塑魂的重要意义”

概括失当， “阐释了传承《大学》中‘明德’精神对于新时代植根塑魂的重要意义”

错误，文末仅是指出了传承《大学》中“明德”精神的原因，并未阐释意义。 

故选 D。 

3．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信息，分析归纳内容要点，并把握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

能力。解答此类题目，应先审题，明确题干的要求，如本题“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

不正确的一项”，然后浏览选项，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句；联系上下文体会，要

死抠字眼；对词语的解说要抓住本质，将解释的含意放在被解释的词语处，看上下文是

否连贯、恰当；寻求称代词与称代内容的联系，将称代的内容代入原文理解，联系全文

的倾向性，检查该解释是否与全文保持一致。 

C 项，“清代诗人孙枝蔚《春木》诗之四中说：‘愿崇明德，以娱高年。’其中的‘明

德’与《大学》中的‘明德’含义相同”错误，选项移花接木，清代诗人孙枝蔚《春木》

诗中的“明德”指光明之德、美德，只与《大学》中“明德”的第二个层面的理解相同，

未涉及第一个层面的理解。 

故选 C。 

【点睛】 

比对句间关系，则要求考生不只是单纯地筛选信息，更应在筛选的基础上关注信息间的

联系。因此，比对分句间的逻辑关系是比对的重点内容。比对关系分两步：第一步，逐

项审查每一个选项有几个分句(包括句子)，分句与分句之间是什么关系(重点抓关联词)，

一般的有因果、条件、假设、目的等关系，但以因果关系居多。第二步，比对每一分句

的意义在原文是否有依据，分句与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原文中是否有依据。尤其看因

果关系，是否有强加、倒置不当。比对依据和结论，看推断是否成立。推断题选项的表

述，有的是完整的推断形式，原因结果或条件结论同时出现；有的只是一个判断句。对

完整推断形式的表述，一看所述原因或条件文中是否有依据，二看所述结果(结论)文中

是否有依据，三看原因或条件与结果或结论之间是否有合理的逻辑关系。对只是一个判

断句的表述，一看文中是否提供了现成的结论，二看结论(既然是推断想象，“这个结

论”文中往往没有提供)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与逻辑事理。 



、 ．B 

2．①在细节描写中刻画人物。作品写他为抵制不义战争,背着刚蒸好的窝窝头匆匆上路,

草鞋带断了三四回,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起茧、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

写他“乌黑的脸”“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这些动作细节

和肖像细节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墨子这位平民思想家急人之困、身体力行、平易近人

的朴实作风。②在环境描写中烘托人物。看到宋国贫弱调弊景象时,作品对墨子的心理

描写,更是刻画出墨子关心民命.厌恶侵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高尚心灵。③在矛盾冲突

中塑造人物。作品通过墨子“止楚攻宋”这一主要矛盾,鲜明地刻画了墨子舍己为人、

机智善辩、执着坚毅的性格特点。 

3．①照应文章开头,完善故事情节,使作品更加严谨。作文开头点明墨子前往楚国的意

图是“我们的老乡公输般，他总.....兴风作浪.....要怂恿楚王攻....我去按他一下”,

后面写公输般接连碰了两个“钉子”,正呼应了墨子“去按他一下”的主观愿望。②巧

用侧面描写手法,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作品通过公输般的理屈词穷和最终转变,表现了墨

子“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仁爱思想和劝阻公输般的机智与执着。③彰显作品的主题,

引发读者思考。作品在叙写公输般接连两次碰钉子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了墨子反对侵略、

主张兼爱的仁义思想,给读者带来历史的启迪和先迎接他的,就会国富兵强。”现实的意

义。 

【解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综合分析能力。此类题考查的

角度较多，有内容的理解，主旨的概括，形象（包括人物形象、物象和景物特点）分析，

思想情感赏析，表现手法的分析等。解答这类题目，首先要结合题干的选择要求：到底

选正确还是选错误；其次，要明确题目的考查点，然后浏览每个选项，再逐一进行分析、

比较。 

B 项，曲解文意。“为了衬托墨子的迂腐呆傻”的说法错误。文中采用的是衬托手法，

写楚国人衣服干净的确可以衬托墨子的“旧衣破裳”，但写楚国人“活泼精悍”则不是

衬托墨子“近腐呆傻”，相反更见出墨子急人之困的义勇精神。 

故选 B。 

2．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作品体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的能力。刻画人物形象的主

要方法关注人物(艺术)本质的特征，明白刻画的方法。 想了解人物性格就要从刻画人

物的方法入手。刻画人物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有正面描写，有侧面描写；正面描写

又分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其他还有细节描写等等。题干要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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