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喜看稻菽千重浪/*心有一团火,

温暖众人心/*“探界者”钟扬

基础过关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中国为世界争取了时间”“中国为疫情应对确立了新的标准”“如果没有中国的

努力,全球病例会远高于此”……这些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高频评

价。疫情发生以来,本着对全国人民健康负责的精神,本着对全球卫生事业负责的

态度,中国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　　),即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中国及时组织各方

力量调派 330 多支医疗队驰援湖北,用极短的时间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两所专门

医院。众所周知,湖北是 GDP 超 4 万亿元的经济大省,武汉是常住人口超千万的交

通枢纽城市。对如此规模的省份和城市实施进出管控,其代价是难以想象的,但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做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政府既对本国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1 月 22 日,党中央果

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　　　　。 

中国防止疫情蔓延的努力,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政府

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实践证明,中国坚持全国　　　　、统筹各方面力量支持

疫情防控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　　　　的。中国采取的全面、严格、彻底

的防控,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拓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

国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避免其蔓延作出了巨大努力,这种努力是“非凡的”。世卫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有力且有效,既致力保护好本国人民,也全力

阻止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这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信心和能力。 

1.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四早”“四集中”的防控和救治要求被提出了

B.提出了“四集中”“四早”的防控和救治要求

C.提出了“四早”“四集中”的防控和救治要求

D.防控和救治要求是“四集中”“四早”

2.依次填入文中横线处的词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　　)

A.秉承　　管理　　一盘棋　　立竿见影

B.秉承　　管控　　一股绳　　行之有效

C.秉持　　管理　　一股绳　　立竿见影

D.秉持　　管控　　一盘棋　　行之有效

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中国采取的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发

扬。

B.中国采取的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举措,使得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

断拓展。

C.中国采取的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使得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拓

展。

D.中国采取的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不断发扬。

4.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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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工作中,胆和识是联系在一起的,智和勇是不可缺少的。要取得第一流

的成绩,①　　　　　　　　　　　　　　　　。这就是说,在科学工作里,除了要

敢于创造以外,还要善于创造。科学工作就如行军打

仗,②　　　　　　　　　　　　　　　　,还要善战能战,讲究战略战术。



③　　　　　　　　　　　　　　　　?因为这同样是向未知的事物进军,只不过

那是敌人的军队,这里是自然界。 

5.根据下面的内容,给“微公益”下定义,不超过 50 个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公益事

业中来,于是一种草根公益应运而生,这就是微公益。公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人们将微小的爱汇集起来,积少成多,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微公益关注

贫困,关注教育,关注社区发展,关注生物保护和低碳,等等,具有很强的利他性。它没

有过去大慈善者那种“行侠仗义”“扶贫济困”的远大抱负,取而代之的是寓善于乐的

参与方式。

6.请以平实的语言表述下面材料中画线句子的含意,不超过 30 个字。

一位刚步入教坛的年轻教师向一位资深的老教师请教关于学生思想教育方面

的诀窍,老教师意味深长地说:“田地里不种庄稼,是要长荒草的。”

 

 

片段读写练

一、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2 题。

金黄的稻束[注]

郑 敏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注]　本诗选自《诗集 1942—1947》,作者郑敏是“九叶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1.( )下列对这首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涉及时间,从全诗来看,除了“秋天”外,还隐指

“暮色”降临之前。

B.“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把“皱”与“美丽”并列,有讴歌母亲的劳动和感

叹时光流逝之意。

C.“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诗句中的“你们”指诗歌的主要

形象“金黄的稻束”。

D.“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这实际上就是稻束“低首沉思”的内容。

2.( )“金黄的稻束”有何象征意义? 请简要分析。



 

 

二、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问题。

你还在我身旁

戴 畅

瀑布的水逆流而上,

蒲公英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

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

子弹退回枪膛,

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

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

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

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

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

你还在我身旁。

3.( )这首诗曾获某杂志主办的征文大赛的一等奖,请品读该诗,说明其获奖理由。

要求:不少于 3 点理由,100 字左右。

 



三、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4—5 题。

永遇乐

刘辰翁①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②,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

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

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③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

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钅工④无寐,满村社鼓。

　　[注]　①刘辰翁: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词人。创作此词时,临安陷落已两年。

②李易安《永遇乐》:李清照南渡后,常忆汴京旧事而赋咏元宵节的《永遇乐(落日

熔金)》一词。③缃帙:贵重书籍。④钅工:油灯。

4.( )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月明云淡,景色可嘉,却引发词人突兀一问,这表现出词人内心的忧伤。

B.元宵节时,全城因风雨而冷落不堪,无处游玩,词人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C.词人写李清照的经历、心绪,实则是抒发自己与李清照相似的悲慨之情。

D.词人欲归乡而无路,诉说了流离之苦,更表达了深沉的家国之痛。

5.( )本词抒发情感时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法?请简要分析。

 



四、微写作。

6.( )细节描写是人物通讯中常用的手法,《喜看稻菽千重浪》一文中的细节描写

生动地展现了“泥腿子专家”袁隆平的形象。体会文中细节描写的作用,运用细节描

写,写一段描写人物的文字。200 字左右。

 

 

 

 

 

 

 

 

三年模拟练

一、(2020 山东潍坊高一期中)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12 分)

材料一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是什么促使您

从事这项研究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 13 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16 亿人

口,人均就只有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修铁路,修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

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 1000 多万,这是个非常严

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

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 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

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

在试验田,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

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这很重要哩!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 1979 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

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

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二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几十年如一日,一双胶鞋两腿泥,从

田边到田里,从这块田到那块田。一辈子当“庄稼汉”研究玉米,当年做出这个决定,只

是出于一个朴素的愿望:多打粮,吃饱饭。

1972 年,一则美国农民华莱士创造春玉米亩产 2500 斤的消息让他心里暗暗较

上了劲儿。那时,我国玉米亩产量只有两三百斤。李登海说:“他是美国的农民,我是

中国的农民,他能开创美国的高产纪录,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

1973 年,袁隆平首次培育成功籼型杂交水稻,震惊世界。南方的口粮问题解决

了,可北方呢?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李登海不分昼夜地啃书本,骑着自行车各地拜师。

在莱阳农学院,老师刘恩训被他的勤奋打动,送给他 20 粒从国外带回来的杂交玉米

种子,这在当时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

在北方,夏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于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去海南,把一年一次育种变成三次。他一次次从山东到海南,犹如大雁般迁徙。



一年又一年,李登海的作息只有“玉米时间”,没有“北京时间”。太阳一出来就要下地,

整天跟着玉米转。几十年,他没回家过过一次春节。

1988 年,李登海率先育出亩产超过 1000 公斤的掖单 13 号,此后六次刷新了中

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但他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力争“后半生再为国家增产 1000 亿

公斤粮食”。

(摘编自邢斯嘉、王茂盛《李登海:一粒种子寄家国》)

材料三　中国政府 14 日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用事实表明,14 亿

中国人非但没有对世界粮食安全造成威胁,还创造出以有限资源确保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粮食安全的世界奇迹。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白皮书介绍,

目前中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粮食安全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确立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其中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至关重要。

2018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8.3%,其中,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单产达到

每公顷 18.1 吨,刷新了世界纪录。

当今世界依然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仍有 8 亿多饥饿人口,作为占世界人

口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养活自己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但在立足自身发展的

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积极与世界主要产粮国分享中国巨大

的粮食市场,践行自由贸易理念,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国际锐评《中国始终是维护

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2019 年 10 月 15 日)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

A.材料一是一篇人物访谈,主持人详细介绍了袁隆平的成绩,从研究杂交水稻的起

因以及探索之路等方面对袁隆平进行了采访。

B.李登海和袁隆平在探索之路上展现了许多共同品质,如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都不

畏艰辛,都勇于创新,不断突破自己创造的纪录。

C.材料三是一篇新闻评论,主要介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的内容,并结合数

据说明了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取得的成就。

D.中国在实现了粮食自给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情况下,还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与国

际合作,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2.(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是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隆平、

李登海都是粮食科技创新的践行者。

B.我国的杂交水稻和玉米的产量都已经非常高,这充分表明,单就粮食的产量而言,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非常牢固的。

C.《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展现了中国粮食安全取得的巨大成就。

D.中国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积极分享粮食市场,表明中国是坚决反对国

际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

3.( )请从文体角度分析材料一、材料二分别是如何表现袁隆平、李登海二人的

优秀品质的。(6 分)

 

 



二、(原创)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15 分)

每篇日记,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张明瑟

“早日控制疫情,看到当地百姓能在街头舒服、安心地吃一口热乎乎、香喷喷

的热干面,是我们医疗队每一名队员的愿望!”一位支援武汉的医生如是感慨。

这个春天不平静,也注定不平凡。那些冲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战士般勇敢、

坚韧,筑起抗疫的防线。捧读那一篇篇利用休息时间写就的“抗疫日记”,让人在春寒

料峭时节,被一阵阵暖流包围。

我们读到暖心文字里的负重前行和医者仁心。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隔离病房

护士日记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排班表和手写的注意事项,让我们看到抗疫最前线的

紧张、忙碌和有条不紊。“我的白大褂”视频日记里,丈夫出征支援武汉,同为医生的

妻子用沙哑但坚定的声音说:“平安归来,不负众望!”每篇日记,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温暖来自悉心呵护、无微不至。

“6 床患者徐大哥,背过身子,偷偷擦拭着眼泪。”细心的护士罗春观察到患者细

微的情绪变化:“我来到徐大哥旁边。想安慰他,站了许久,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他

说:‘我想跟家里人视频一下。’”罗春赶快帮忙找来充电器,给徐大哥的手机充上电。

正是这小小的举动,打开了患者心扉。“他告诉我,他的小女儿也是一名医学院学生,

以后她也会像我们一样,服务病人。”

疫情是残酷的,病房里的对话却是温暖的,这温暖由防护服下那一个个看不清

面孔的身影用爱写就。

“从隔离病房出来,我的手术衣裤已经湿透了,护士们要在隔离病房里连续工作

6—8 个小时”,上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生的日记里满满都是心疼。这繁忙的数个小

时,护士们的选择却是不喝水、不吃东西、不上卫生间。她们说:“抢救就是从死神



手里抢人!”抢救、呼吸机监测、输液、采血、和病人沟通、喂饭、护理卫生……每

场“战役”下来,都是湿漉漉的后背,都是被汗水浸泡发白的双手,还有脸上深深的口罩

勒痕,轻轻地触碰都火辣辣地疼。

在日记里,抗疫战士们如此形容交班时刻:“此时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好累,但

内心是充实的。”这份充实,源自分秒必争的救治;这份充实,帮助患者最终战胜病魔。

温暖来自坚毅果断、拼尽全力。

“你很坚强的!我就在你身边!”面对情绪失控的患者,医生们传递着最强有力的

信念支撑。

方舱医院里,90 后医生刘秀在日记中写道:“病人们会担心传染给我们,他们背负

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一位年轻患者,几次犹豫着不敢靠近,询问后才知道,是想打听

卫生间的位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张柳医生在日记里说:“虽然患

者看不清我们的脸,但我们从护目镜里传递出的力量,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

医生进入隔离病房采集咽拭子标本,整整耗时 1 小时,出来时全身浸透着汗水,

而采集过程会产生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形成感染风险。读着日记,我们不禁追问:会

害怕吗?“害怕是难免的,但我们必须鼓足勇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

医生白洁在日记里写下逐渐克服恐惧的心路,也追寻着自己的初心:“2003 年,我选择

了学医。如果不来,我肯定会后悔!”

“结束这次战役后,你第一时间最想见到的人是哪位?”面对这个问题,北京中日

友好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在日记里说:“我早已熟悉你的眼神、你的声音甚至

你的走路姿势,但我不熟悉你的面容。我想看看我们医疗队所有队员脱下口罩的面

容。”

每一个纤细的笔画都有力,每一段质朴的文字都动人,每一个平常的故事都暖

心。这些日记让人拿起来便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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