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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 2023-2024学年高三下

学期第一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

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助推

中国智慧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以和合思想助推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可持续发

展。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管子》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

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和合思想强调万事万物顺应天道、和谐合作、包容开放、

共存共荣，能够疏导人们心绪，弥合社会裂痕，为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局

面提供思维借鉴。和合思想追求完美圆满的理想目标，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强调差异中的互补、矛盾中的统一，确信不同事物可以彼此相处共存，通过整合差异、疏解

分歧和矛盾，可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

以创新精神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发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

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凝聚着

中华优秀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华传统制度文化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在政

治社会层面汇集与融合的结晶，强调以人为本、爱民便事，在施政管理和制度建设上讲求为

政以德、尊时守位、知常达变，讲求因革损益、“顺乎天而应乎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充满活

力的中华传统制度文化，在实践中必将自我革新和完善，发挥出其优势和特色，为人类政治

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借鉴。

以大同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强调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人与人、国与国应当平等互助、诚信和睦、

和平共处，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有利于推动建设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各地区、各组织间的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

律平等，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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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建设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摘编自戴建兵、赵雪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传承中国智慧》）

材料二：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和而不同”“义

利统一”“天下大同”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与“亲仁善邻”的价值追求，为人

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

不能脱离其他国家独自发展。这就要求国家间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和模式，平等对待世

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在一些国际和地

区重大问题上积极沟通、平等协商，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各个国家、民族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所

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性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

类社会进步的源泉。“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

和谐共生、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只有以包容和交流的态度去对待本国以外的文明，才能让

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担当，它站在

全球的高度上，展现了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既然当今人类“生活在同

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

体”，那么就应该倡导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整体理念。这种理念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表现，

是以“天下一家”为核心的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理解、互相促进的道德情怀。“大同

社会”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化建构，而是一种值得追求与努力实现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就是积极倡导个人、社会和整个世界相互协调与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断推动互相尊

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形成，并逐步打破西方人固有的“修昔底德

陷阱”惯性思维的桎梏。这种“大同社会”的理念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顺应了当

今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基于合作、互利、发展、共赢等理念之上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获得广泛认同，进而造福于全人类。

（摘编自陈富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

B.作为文化精髓的和合思想，强调万事万物顺应天道、和谐合作、包容开放、共存共荣。

C.中华传统制度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革新和完善。

D.冷战思维和模式不利于各国间的互相平等对待，不利于各国间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尊重。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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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只要运用可以促进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和合思想，就能化解人与人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局面。

B.强调天下是大家的天下的大同思想，属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应加以弘扬和践行，助力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

C. 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D.“大同社会”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同社会”的理念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可以用来论证材料二中画横线部分观点的一项是（    ）

A.为丰富深山百姓的文化生活，西铁职工艺术团的成员们深入大滩、燕子砭、阳平关等偏远

山区进行慰问演出，送上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B.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既是旅游的重要资源，也丰富了旅游的文化

内涵，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渐成趋势。

C.从人类文明史进程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观发端于人类早期文明，是人类深刻认

识自己、走向大同世界的康庄大道。

D.顶级扬琴演奏家、跨文化使者刘月宁，曾特邀欧洲扬琴演奏家用中国扬琴和匈牙利扬琴共

同演绎《乌苏里船歌》，开启中欧扬琴对话新篇章。

4.材料一在论证上有什么特点？请结合材料内容简要说明。

5.当下，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 案〗1.B    2.A    3.D    

4.①总体采用总分式论证结构，第一段总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助推

中国智慧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后三段分别从和合思想、创新精神、大同理念三个角度

展开论述；

②多处引用中国文化典籍，名句进行论证，使文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阐述持之有据，且富于

文学性。    

5.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不断挖掘、践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继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助推中国智慧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②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丰富、发展中华传统文

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解 析〗

【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B.“作为文化精髓”错，扩大了范围，原文表述是“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可见，原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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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A.“只要……，就能……”错，说法过于绝对，原文表述是“和合思想……，为化解人与人

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局面提供思维借鉴”；“促进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和谐可持

续发展”错，曲解文意，原文表述是“可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

展”，可见，选项少了“可以”一词。

故选 A。

【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A.体现的是文化深入百姓生活；

B.体现的是非遗和旅游相结合的新趋势；’

C.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来源和意义。

D.体现的是中外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符合材料二划线部分的观点。

故选 D。

【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结构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1）分析论证结构

材料一一共四个自然段，总体采用总分式论证结构。

根据第一段尾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助推中国智慧为全人类作出更大

贡献”可知，首段总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助推中国智慧为全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

再根据 “以和合思想助推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可

持续发展。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优势的发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以大同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可知，后三段分别从和合思想、创新精

神、大同理念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2）分析论证方法

文中多处引用名句进行论证中国文化典籍，如“《管子》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

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强调天下是大家的天

下，人与人、国与国应当平等互助、诚信和睦、和平共处，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引证法

使文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阐述持之有据，且富于文学性。

【5题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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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1）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充满活力的中华传统

制度文化，在实践中必将自我革新和完善，发挥出其优势和特色，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

智慧和方案借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积极倡导个人、社会和整个世界相互协调与均

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断推动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形

成……这种“大同社会”的理念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整体

趋势，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基于合作、互利、发展、共赢等理念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必将获得广泛认同，进而造福于全人类”概括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新的历史

条件和时代发展相结合，不断挖掘、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人类问题继续贡献中国

智慧和方案，助推中国智慧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2）根据“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有利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各地区、各组织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尊重世界

文明多样性，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以对话解决

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共同建设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联系、彼此

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独自发展。这就要求国家间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

维和模式，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

盟’，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积极沟通、平等协商，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建设

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相互取长补短，

从而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性发展”“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

互尊重、和谐共生、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只有以包容和交流的态度去对待本国以外的文明，

才能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

平的纽带”概括为：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丰富、

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国]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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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克利斯朵夫不得不坐在折磨人的乐器前面，大颗的

眼泪顺着脸颊和鼻子流下来，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在琴键上东奔西走，生怕弹错了一个音

就要挨一戒尺。他自以为恨透了音乐，但他拼命用功，那可不是单单怕父亲的缘故。祖父有

过几句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老人看见小孙子哭，就郑重其事地和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

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音乐

所引起的某些情绪深深地印在心头，使他不由自主地留恋音乐，把一生奉献给这个他自以为

深恶痛绝、竭力反抗而无效的艺术。

依照德国的惯例，城里有座戏院，演着歌剧、喜歌剧、轻歌剧、话剧、喜剧、歌舞、杂

耍以及一切可以上演的东西。每星期表演三次，从下午六点到九点，老约翰·米希尔每次必

到。有一次他带着孙子一起去。好几天以前，他先把情节详细解释了一番。克利斯朵夫一点

也不明白，只记得有些可怕的事；他知道剧中要有一场雷雨，他就怕给霹雳打中。他知道剧

中有一场战争，他就怕自己会被杀死。①到了上演的日子，他几乎希望祖父有事不能来。可

是开演的时间近了而祖父还没到，他又开始发愁。终于老人出现了，他们俩动身了。

他到了那座神秘的屋子，祖父坐在第一排紧靠乐队的地方。他凭着栏杆，立刻和低音提

琴手拉不断扯不断地谈起话来。这儿是他的天地了；以他音乐方面的权威，这儿可有人听他

说话了。克利斯朵夫以为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他一个人，他哆哆嗦嗦地把小鸭舌帽夹在膝盖中

间，圆睁着眼睛瞪着那个奇妙的幕。

终于台上敲了三下。祖父擤过鼻子。掏出脚本，那是他一字不肯放过的，有时倒反因之

不注意台上的戏文。乐队开始演奏，一听开头几个和弦，克利斯朵夫就安心了。这个音响的

世界可是他的世界了；从此以后，不管演的戏多么离奇，他总觉得很自然的。

一开幕便是些纸板糊起来的树，和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假的东西。戏剧的情节发生在假想

的东方，那是他连一点观念也没有的。诗歌体的台词全是无聊的废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克

利斯朵夫什么也看不清，扯着祖父的衣袖提出可笑的问句，证明他全盘不懂。可是他非但不

厌烦，倒反看得出神了。他根据这个荒唐的剧本，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和台上演的并没有什

么关系；台上台下随时会闹矛盾，他就重新来过，这并难不倒他。演员们叫着各种不同的声

音；他从中挑了几个他喜欢的角儿，提心吊胆地注意他们的命运。他尤其为一个美人儿颠倒，

金黄的长发，大得有点过分的眼睛，光着脚。不近情理的怪场面并没使他觉得刺眼。儿童尖

锐的眼睛对这些都没有注意到。他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人，看不见爱人的真面目。孩子生来

就有奇妙的幻想力，②不等不愉快的感觉接近，就先下手点石成金了。

这些奇迹原是音乐促成的。它把所有的东西罩上一层薄雾，使一切都显得高尚，美丽，

动人。小克利斯朵夫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脑门上全是汗。歌剧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

免的祸事要临到一对爱人头上，让男主角与女主角有个尖声大叫的机会，但那时孩子觉得要

闭过气去了。他喉咙像着了凉一样的难过，双手掐着脖子，连口水都咽不下了；他胀饱了泪

水。幸而祖父感动的程度也和他不相上下，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轻轻咳嗽，遮掩心中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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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朵夫看得很清楚，觉得很高兴。他一心一意地想着：“希望它不要完呀！……”

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完了，幕一闭，心荡神驰的境界给打断了。

一老一小的两个孩子在夜里回去。③多美的夜！多恬静的月光！他们俩一声不出，翻来

覆去想着他们的回忆。终于老人问道：“你快活吗？”

克利斯朵夫一时答不上来，他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地回答说：“哦！是的！”

老人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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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简直跟上帝下

凡一样。”

孩子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人造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然而然产

生的，是天造地设的……原来一个人，一个音乐家，竟能造出这样的作品！哎！他自己有一

天也要成为音乐家的！哦！总有一天，哪怕只有一天！而以后呢……以后，随便怎样都不要

紧！就是死也不在乎！他问：“祖父，这是谁作的呢？”

祖父告诉他是弗朗索瓦，一个年轻的德国音乐家，住在柏林，④他从前认识他。克利斯

朵夫忽然又问：“祖父，你是不是也创作了什么？”“当然。”老爷爷硬起头皮来回答。

这是他一生的憾事。他一直想为剧院作曲，可是灵感老也不来。他的硬纸夹里的确有创

作的一两幕乐曲；但他对乐曲的价值不存什么幻想，从不敢拿出来见人。他们两个再也不说

一句话，一直走回家里。两个人都睡不着。老爷爷心里不好受，只好从《圣经》中找安慰。

克利斯朵夫在床上回想当晚的事情，一点一滴他都记得起来，光脚跑的美女又出现了。当他

昏昏欲睡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乐句，清清楚楚，仿佛乐队就在旁边；他高兴得颤抖

了；他靠着枕头坐了起来，头脑陶醉在乐声中，心里想道：“总有一天，我也要作曲的。噢！

我会写得出吗？”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由练习弹琴、看戏剧、祖孙交谈三部分情节组成，充分展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音

乐又恨又爱的复杂内心世界。

B.祖父在引领约翰·克利斯朵夫走向音乐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让孙子认

识到音乐的伟大、树立了理想。

C.祖父一直想为剧院作曲，可是灵感总也不来；克利斯朵夫在昏昏欲睡时耳边却响起乐句，

这种对比彰显命运的不公。

D.小说对德国城市演出的剧种和时间的介绍体现出浓郁的社会艺术氛围，这种氛围是引领主

人公追寻艺术理想的因素之一。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句子①通过写小克利斯朵夫怕祖父来又希望他来，表现其对歌剧又害怕又期待的心理。

B.句子②中“先下手点石成金”指的是克利斯朵夫运用想象力将剧情引向愉快的方向。

C.句子③与“东船西舫悄无言”均用烘托，并且间接说明祖孙对音乐的理解感受是相同的。

D.句子④说明祖父以认识优秀创作者为傲，这就越发衬托出他因创作匮乏产生的失落。

8.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请指出小克利斯朵夫类似的表现，概括其精神实质。

9.文章用大量篇幅写戏剧的荒唐、粗糙、老套，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小克利斯朵夫的主观感受？

请简述理由。

〖答 案〗6.C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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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表现：小克利斯朵夫立志要成为音乐家，哪怕只有一天，之后死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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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对音乐的无比热爱与执着，不惜为艺术牺牲的奉献精神。    

9.示例一：是真的。

①德国的戏院可上演一切能够上演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很多艺术水平不高的演出。②老约

翰·米希尔每次演出必到，对剧目并没有经过精心的挑选。③“不近情理的怪场面”“歌剧

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免的祸事”说明剧情缺乏逻辑、没有新意。

示例二：是小克利斯朵夫 主观感受。

①祖父带小克利斯朵夫看这场戏并提前介绍剧情，说明这场戏剧值得一看。②祖父在音乐界

有身份、有水平，他能受到这场戏剧的感染，说明戏剧水平不低。③祖父介绍为戏剧作曲的

是德国音乐家，也能证明戏剧的水平不错。④小克利斯朵夫年龄小，认知水平有限，看不懂

剧情很正常。

〖解 析〗

【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能力。

C.“这种对比彰显命运的不公”错误。克利斯朵夫在昏昏欲睡时耳边却响起乐句只是表现音

乐带给克利斯朵夫深刻的影响，没有形成对比也没有彰显命运对爷孙的不公。

故选 C。

【7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

C.“说明祖孙对音乐的理解感受是相同的”错误。结合“幸而祖父感动的程度也和他不相上

下”可知，二人对歌剧的理解和感受差不多，但并不相同。

故选 C。

【8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原文“哎！他自己有一天也要成为音乐家的！哦！总有一天，哪怕只有一天！而以后呢……

以后，随便怎样都不要紧！就是死也不在乎”表明小克利斯朵夫立志要成为音乐家，哪怕只

有一天，之后死也不在乎，他的强烈愿望体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观点。

从小克利斯朵夫想成为音乐家非常强烈，就算“死也不在乎”的想法，实质上是他对音乐的

无比热爱与执着，和他不惜为艺术牺牲的奉献精神。

【9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

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因此既可以认为戏剧的荒唐、粗糙、老套是真的，也可以认为这是小

克利斯朵夫的主观感受，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示例一：是真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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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说“依照德国的惯例，城里有座戏院，演着歌剧、喜歌剧、轻歌剧、话剧、喜剧、歌舞、

杂耍以及一切可以上演的东西”，从德国剧院上演的剧种来看，很可能其中也包括很多艺术

水平不高的演出，给人以荒唐、粗糙、老套之感。

原文说“每星期表演三次，从下午六点到九点，老约翰·米希尔每次必到”，可见老约翰·米

希尔只是对戏剧有热爱，有痴迷，但是他对剧目并没有经过精心的挑选。因此，文章提到的

戏剧很有可能是真的荒唐、粗糙、老套。

原文“他根据这个荒唐的剧本，自己编了一个故事”“不近情理的怪场面并没使他觉得刺

眼”“歌剧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免的祸事要临到一对爱人头上，让男主角与女主角有

个尖声大叫的机会”这些文字中，表现了他们所观看的歌剧缺乏逻辑和新意，是真的荒唐、

粗糙、老套。

示例二：是小克利斯朵夫的主观感受。

原文说“好几天以前，他先把情节详细解释了一番”，可见在老约翰·米希尔这个热爱音乐

的人眼中，这些歌剧是有吸引和价值的，值得一看，而对于孩子来讲“一点也不明白，只记

得有些可怕的事；他知道剧中要有一场雷雨，他就怕给霹雳打中。他知道剧中有一场战争，

他就怕自己会被杀死”，由于孩子认知的差异，造成在他眼中，上演的歌剧可能是荒唐、粗

糙、老套的。

原文说“以他音乐方面 权威，这儿可有人听他说话了”“他胀饱了泪水。幸而祖父感动的

程度也和他不相上下，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轻轻咳嗽，遮掩心中的激动”，可见祖父在音乐方

面很有权威，在观看戏剧时也受到了歌剧深深的触动，可见戏剧荒唐、粗糙、老套的感受只

是孩子的感受。

原文说“老人笑了笑：‘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

荣吗？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祖父告诉他是弗朗索瓦，一个年轻的德国音乐家”，可见

为戏剧作曲的是德国音乐家，也能证明戏剧的水平不错，戏剧荒唐、粗糙、老套的感受只是

孩子的感受。

从孩子认知特点来看，小克利斯朵夫年龄小，认知水平有限，看不懂剧情很正常，因此会产

生戏剧荒唐、粗糙、老套的感受。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

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

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愈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

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宪宗遣使者往风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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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恶之，乃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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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

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

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乃贬潮州刺史。镇州乱，

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

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

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

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

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

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

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欢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

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

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廷凑不追。

愈归奏其语，帝大悦。

（节选自《新唐书·韩愈传》）

文本二：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遣，吾未

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

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节选自韩愈《师说》）

10.下列对文本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

B.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

C.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

D.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

11.下列对文本中加点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宋八大家”还包括唐代的柳宗元和宋代的欧

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陆游、王安石。

B.卒，表示“死亡”的意思。《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

曰不禄，庶人曰死。”

C.表，是中国古代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特殊文体，也是封建社会下臣对皇帝有所陈述、

请求、建议时用的一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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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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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

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

12.下列对文本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韩愈幼年丧父，勤奋好学。他从开始读书，每天都能记诵几千几百字，等到长大，能够完

全贯通《六经》、诸子百家的学问。

B.韩愈正直敢谏，多次被贬。韩愈很反感唐宪宗供奉佛骨，于是上表反对，因言辞激烈触怒

皇帝，差点被皇帝处死，在众人的求情下，被贬为潮州刺史。

C.韩愈不顾生死，宣抚叛乱。皇上下诏让韩愈前往招抚，韩愈出发后，大家都认为有危险。

皇帝也感到后悔，下诏不让韩愈进入敌营招抚。

D.韩愈重视师道，洞察世风。韩愈列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进行对比，深刻批判不重师道的错

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13.把文本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

（2）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14.韩愈是如何对王廷凑的士卒进行招抚的？请根据文本一简要概括。

〖答 案〗10.D    11.A    12.C    

13.（1）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是心里怀有极大的忠诚，怎么能这样做呢？希望皇上稍微宽容他，

以招引群臣进谏。

（2）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者为师，就感到够得上（值得）耻

辱；以官职高者为师，就觉得近似于（近乎）谄媚。    

14.①晓之以理。天子视王廷凑有将帅材，所以赐予节杖，指出王廷凑不应该与贼人一道造

反。

②动之以情。前节度使田弘正即使为人苛刻，但是叛军已经残害了他一家，算是报仇雪恨了，

再也没有继续作乱的理由。

③明之利害。前节度使田弘等归顺朝廷受到重用，以前叛乱的将领却不得善终，且祸及子孙，

以此警告王廷凑叛军叛乱没有好结果。

④示之以威。韩愈暗示王廷凑神策军兵多将广，与神策军对抗没有好结果，促使王廷凑答应

放过神策军首领牛元翼。

〖解 析〗

【10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韩愈说我信奉佛教过分了，还可以宽容。至于说自东汉信奉佛教以来，天子都寿命短，

这种话多么荒谬？

“愈言我奉佛太过”，“太过”补充说明“奉佛”的程度，关系紧密，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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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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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奉佛以后”是时间状语，中间不能断开，而且“天子”是下一句的主语，主语前面要

断开，排除 B。

故选 D。

【11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的能力。

A.“唐宋八大家'还包括……陆游”错误。“陆游”不在“八大家”之列，应该是“曾巩”。

故选 A。

【12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下诏不让韩愈进入敌营招抚”错误。由原文“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可知，

穆宗也后悔，让韩愈便宜行事，不要进入乱军中去。由此可知，穆宗只是让韩愈便宜行事，

不要进入乱军中去，并没有不让韩愈进入敌营招抚。

故选 C。

【13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至忠”，极大的忠诚；“安”，怎么；“宽假”，宽容；“来”，使……来。

（2）“相若”，相似、相近、相仿、差不多；“羞”，意动用法，感到羞耻、耻辱；“谀”，

谄媚。

【14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①晓之以理。由原文“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

可知，韩愈大声喝道“天子认为你有将帅之才，所以赐予你节杖，哪里会料到你会与贼人一

道造反呢？”由此可知，天子视王廷凑有将帅材，所以赐予节杖，指出王廷凑不应该与贼人

一道造反。

②动之以情。由原文“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

家矣，复何道？’”可知，众人认为“田弘正很刻薄，所以，这里 兵士不能安身立命”，

而韩愈说“但是你们也害了田公，又残害了他的家人。还有什么好说的？”由此可知，前节

度使田弘正即使为人苛刻，但是叛军已经残害了他一家，算是报仇雪恨了，再也没有继续作

乱的理由。

的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3

③明之利害。由原文“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

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可知，韩愈说“我以为你

们不记得先太师了，如果还记得，那很好。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列有孩子或者

孙子在吗？还有在做官的吗？”“田公率领魏、博六州来归顺朝廷，做到中书令的职务，父

子都做了节度使。刘悟、李祐统领的也都是大镇。这些也都是你们都知道的”，由此可知，

前节度使田弘等归顺朝廷受到重用，以前叛乱的将领却不得善终，且祸及子孙，以此警告王

廷凑叛军叛乱没有好结果。

④示之以威。由原文“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

公久围之，何也？’……愈曰：‘若尔，则无事矣。’”可知，韩愈说 “神策六军的将领，

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你长时间围困他们，为

什么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事了”，由此可知，韩愈是暗示王廷凑神策军兵多将广，

与神策军对抗没有好结果，促使王廷凑答应放过神策军首领牛元翼。

参考译文：

文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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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字退之，是邓州南阳人。韩愈三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他跟随大哥韩会贬官到

岭外居住。韩会去世之后，嫂子郑氏抚养他。韩愈从开始读书，每天都能记诵几千几百字，

等到长大，能够完全贯通《六经》、诸子百家的学问。韩愈考中了进士。正赶上董晋做宣武

节度使，表章让韩愈做了观察推官。董晋去世之后，韩愈跟随灵枢离开京城，不到四天，汴

梁的军队作乱，韩愈于是就离开了。韩愈重新担任博士。韩愈才华横溢，却多次被贬，官职

也下降了，于是，就写了《进学解》来表明心迹。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请佛骨进入皇宫禁

苑，三天后，才送到佛寺中供养。韩愈很厌恶这种行为，就上书朝廷（建议废止）。韩愈的

奏章送上去，皇上看了大怒，拿着奏章给宰相看，要将韩愈处死。裴度、崔群进谏说：“韩

愈上书触犯皇上，治他的罪确实应该。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是心里怀有极大的忠诚，怎么能这

样做呢？希望皇上稍微宽贷他，以招引群臣进谏。”皇上说：“韩愈说我奉侍佛教过分了，

还可以宽容。至于说自东汉信奉佛教以来，天子都寿命短，这种话多么荒谬？韩愈，只是朝

廷一个臣子，胆敢狂妄若是，坚决不可以赦免！”于是被贬为潮州刺史。镇州动乱，士兵杀

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做节度使，皇上下诏让韩愈前往招抚。韩愈出发后，大家都认为有危险。

元稹说：“韩愈可惜了。”穆宗也后悔，让韩愈便宜行事，不要进入乱军中去。韩愈到了，

王廷凑部署军队迎接他，让兵士穿上铠甲站立堂上。大家坐下后，王廷凑说：“变乱发生，

就是这些士卒闹的。”韩愈大声喝道：“天子认为你有将帅之才，所以赐予你节杖，哪里会

料到你会与贼人一道造反呢？”话还没说完，一个士兵上前激愤地说：“先太师为国家抗击

朱滔，血衣还在，我们的军队哪里对不起朝廷了，却说我们是叛贼？”韩愈说：“我以为你

们不记得先太师了，如果还记得，那很好。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列有孩子或者

孙子在吗？还有在做官的吗？”众人说：“没有。”韩愈说：“田公率领魏、博六州来归顺

朝廷，做到中书令的职务，父子都做了节度使。刘悟、李祐统领的也都是大镇。这些也都是

你们都知道的。”众人说：“田弘正很刻薄，所以，这里的兵士不能安身立命。”韩愈说：

“但是你们也害了田公，又残害了他的家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众兵士都说：“好吧。”

王廷凑担心军心摇动，赶忙叫他们都出去。于是对韩愈说：“您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

“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你

长时间围困他们，为什么呢？”王廷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韩愈说：“如果是这样，

那就没什么事了。”正逢牛元翼突围出来，王廷凑也就不再追赶。韩愈回朝报告皇上，皇上

很高兴。

文本二：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

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

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

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

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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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

（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

这真是奇怪啊！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生查子

陆游

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备 注〗，恰占清江口。

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宦游时，折尽长亭柳。

〖备 注〗茅茨：亦作“茆茨”，茅草盖的屋顶。此指茅屋。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词上片交代了词人回乡的缘由，他回归田园去从事农耕，是因为皇上放其还乡。

B.三四句交代新建茅屋的位置，推门便可饱览清江美景。“恰”表明词人颇为自得。

C.下片由自然环境写到人事交往，从而抒发了词人对往昔宦游时光的深深眷念之情。

D.这首词以平易自然的笔触描写词人去官退隐后的生活情景，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

16.这首词主要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答 案〗15.C    

16.对比、用典。化用诗句“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和“长亭柳”的典故，以宦游时的

风尘仆仆、离别重重反衬田园生活的安宁和谐、悠然自得，表达对田园生活的无比喜爱之情。

〖解 析〗

【15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赏析词作内容及艺术手法 能力。

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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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对往昔宦游时光的深深眷念之情”错误，最后四句“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

宦游时，折尽长亭柳”，诗人觉得如今不再风尘仆仆奔赴在路上，能长与邻居饮酒交往何其

快乐，哪里像宦游时，总是与好友离别，无法长久相处，可见，诗人对于宦游时光并不眷念。

故选 C。

【16题详 析】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词作表现手法的能力。

词的前两句写自己因皇恩放还而回归田园，姑且试一试把犁耕种的乐趣，表达自己对田园生

活的喜爱之情。三四句写自己在清江口新建茅屋，举目便可饱览清江美景，怡然自乐。五六

句写田园生活的惬意舒适：不必再被风尘染黑了衣衫，长年奔波，而是与邻居和睦相处，经

常对饮作乐。其中“风尘不化衣”化用了“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的诗句。

最后两句以反问表达，如今的生活再也不似宦游时那般漂泊不定，总是处于送别他人与被人

送别的离别感伤中。将如今的生活与宦游生活形成对比，从而反衬出如今田园生活的乐趣。

其中“长亭柳”是表示离别的典故，采用用典手法。

由此可见，本诗主要运用的表现手法是对比反衬和用典，以宦游时“风尘化衣”“折尽长亭

柳”的辛苦奔波、离别重重来反衬如今田园生活的悠闲自得、舒适惬意，表达自己对田园生

活的喜爱之情。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3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氓》中与成语“青梅竹马”的意境相仿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回忆少年时一起愉快地玩耍，尽情地说笑。

（2）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句描写了部队官兵分食烤熟的牛肉，军乐队奏出雄壮的战歌场景，有力地烘托出一种豪迈、

热烈、高昂的战斗激情。

（3）说，古代以记叙、议论、说明等方式来阐述事理的一种文体，跟现代的杂文相似，如

《马说》《师说》。请另举两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 案〗 （1）总角之宴    言笑晏晏    （2）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3）《爱莲说》   《捕蛇者说》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

做“带工”的老板。每年——①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

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

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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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   ）。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

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

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②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

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③交给我带去，有什

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   ）自己没有

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

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   ），

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18.下列各句中的破折号，和文中第②处破折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

A.“几点钟？”米考伯先生问道，“我可以——”“八点钟左右吧。”昆宁先生回答。（《大

卫·科波菲尔》）

B.夜空沉寂灯光传递着一个信念——只要心中有光，世界就有希望。（《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

碑上》）

C.经济关系不管受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D.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荷花淀》）

19.下列词语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处正确的一项是（   ）

A.已经  鱼肉荤腥  怨恨  一听天命

B.已经  珍馐美味  后悔  一听天命

C.完全  珍馐美味  怨恨  听天由命

D.完全  鱼肉荤腥  后悔  听天由命

20.文中划横线的句子修辞生动，用词贴切，请分析。

〖答 案〗18.D    19.A    

20.①修辞生动：

示例 1：“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运用夸张手法突出刻画了“带工”游说同乡的骗人

嘴脸，形象生动。

示例 2：“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运用借喻手法，用稻草和金条两个喻体分别代指包

身工生活的艰苦事实和带工夸大其词的宣传，形象地写出了带工的骗人功夫。

示例 3：饲养，这里使用了拟物手法，把人写作牲口，形象地写出了包身工身份的低贱。

②用词贴切：

示例 1：嘴巴，这里故意使用口语，形象地刻画了带工的嘴脸，也照顾到了文章的读者层次。

示例 2：饲养，把人当牲口写，形象地写出了包身工身份的低贱，颇有讽刺意味。

示例 3：不忍，巧妙使用否定词和情态动词，写出了同乡被迫出卖儿女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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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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031040033010133

https://d.book118.com/90603104003301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