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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中考语文一模试卷·学生版
 

一、积累与运用。 

1．阅读下面文段，完成问题。 

ㅤㅤ中国画里蕴藏着作者对生命的理解与咏叹。如果背离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仅仅关

注画的题材与技法，便是 yuán①_____木求鱼。在画中，山间郁郁葱葱的林木，蓬勃着生

命的气息；园中矮墙缝隙中的老藤，伸展着生命的倔．强。盈盈②皓月一旦入画，便是一

首隽．永的诗；脉．脉流水一旦入画就哼着调子，在某处与观者不期而遇，感知到自然中的

生命力量，我们便可以在③一幅画里安放自己的灵魂。于是，在这④苍茫天地间，纵使

人渺小如蜉蝣，却仍可画出最遒劲．的线条。 

（1）语段中加点字的读音正确．．的一项是       

A．juèB．jùnC．màiD．jìng 

（2）下列选项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①处填“缘”，与“缘溪行”中的“缘”字形相同，意义相同。 

B．②处“皓”书写是正确的，因为以“白”为形旁的字多有明亮之意。 

C．③处“一幅画”中的“幅”书写错误，应改为“副”。 

D．④处“苍茫”与“苍翠”“苍穹”中“苍”的使用都是正确的。 

2．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气势磅礴、朴质典雅，色彩美轮美奂．．．．。 

B．拔河比赛激烈无比，选手拼尽全力，同学们的加油呐喊声如雷贯耳．．．．。  

C．小荔发言完毕，小夏说：“刚才小荔同学抛砖引玉．．．．，下面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D．我们做事应认真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既不要杞人忧天．．．．，也不要麻痹大意。 

3．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二十四节气”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的理念。  

B．这部电影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填补了中国“硬科幻”电影。  

C．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能深刻地了解我们战士的胸怀是多么宽广。  

D．近年，经三路老商埠成为网红打卡地，是因为它承载着济南人记忆的原因。 

4．根据材料，将下面的思维导图补充完整。 

ㅤㅤ费曼学习法，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提出，被誉为“最高效学习

法”。该方法的步骤大致如下：首先，明确学习目标，对知识进行归类、解构、对比和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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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进而理解要学习的知识。然后，讲解这些知识。如果在讲解过程中发现有卡壳的地

方，就进行回顾和反思，深度分析知识。最后，通过简化吸收形成知识体系，内化知识。

综上，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就是用教别人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掌握知识，输出倒逼输入，实

现高效学习。 

 

①        

②        

③        

④           

二、阅读。 

5．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问题。 

ㅤㅤ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

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

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

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ㅤㅤ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

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

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

其本心。 

（1）下列加点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故患．有所不辟也 患：担心 

B．蹴．尔而与之 蹴：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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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万钟于我何加．焉 加：益处 

D．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得：同“德”，感恩、感激 

（2）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所欲有甚于．生者 生于．忧患 

B．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 面山而．居 

C．行道之．人弗受 小大之．狱 

D．乡为．身死而不受 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3）下列对选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A．本文开篇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以鱼和熊掌为喻，使抽象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B．乞人不受嗟来之食的事例从反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中心论点，令人震撼。 

C．孟子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受物欲、人情的蒙蔽，普通人往往会丧失本心。 

D．《孟子》文章注重推理，逻辑严密，以雄辩著称，大量使用排比句，气势非凡。 

6．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问题。 

ㅤㅤ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三百里内外，悉习其

事矣。按《小尔雅•释名》及《孔丛•广服篇》，皆云麻、纻、葛谓之布。又《盐铁论》云：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①丝，其余则麻、枲②而已，故名曰布衣。”可见麻与纻、葛三者之

外，古者别无所谓布也。夫以麻为衣则不能御寒；以麻著袍，则不能生暖。今棉之为用，

可以御寒，可以生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其衣被天下后世，为功殆③过于蚕桑矣。

而皆开自黄道婆一人！是不当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与先蚕同列祀典乎？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注释】①衣（yì）：穿。②枲（xǐ）：麻类植物的纤维。③殆：大概。 

（1）用“/”为下面的文字断句。（画一处．．．） 

夫 以 麻 为 衣 则 不 能 御 寒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久之，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 

（3）结合选文，用自己的话．．．．．说说为什么黄道婆死后，后世为她立祠祭奠。 

7．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问题。 

听蜀僧潜弹琴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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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僧抱绿绮①，西下峨眉峰。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馀②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注释】①绿绮：琴名．汉代蜀地人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后来泛指名贵的

琴。②馀：同“余”。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开篇两句用简短十个字表明琴师携名琴自峨眉山而来，抒发了诗人对他的仰慕之情。 

B．诗人出生于蜀地，又自称“客心”，可见在赞美琴音的同时，也有着对故乡的眷恋。 

C．“馀响入霜钟”的“入”字写出了琴音虽终止，但余音久久不绝，与钟声融为一体。 

D．尾联写诗人聚精会神听蜀僧弹琴不觉天色已晚，“暗几重”可见诗人急切回家的心情。 

（2）“如听万壑松”一句是如何展现出蜀僧琴艺高超的？ 

8．下列对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古代对计量单位有很多称呼，如：仞是长度单位，顷是面积单位，锱铢是重量单

位。  

B．《列子》中有很多成语故事，如杞人忧天、愚公移山、不耻下问、歧路亡羊、门庭若

市。  

C．古人用玉体现对美的追求，“如鸣珮环”“静影沉璧”“琼楼玉宇”中的“珮环”“璧”

“琼”都指玉。  

D．周武王时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遂以“采薇”比喻隐居不

仕。 

9．按要求填写相应语句。 

（1）           ，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2）回乐烽前沙似雪，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3）          ？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其二）》） 

（4）怀旧空吟闻笛赋，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          ，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 6 ） 杜 甫 《 望 岳 》 中 点 明 全 诗 主 旨 ， 表 现 诗 人 远 大 抱 负 的 句 子

是：          ，          。 

（ 7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表现将士们思家与报国矛盾心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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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10．生活赋予人们一种高贵的礼物——童年，同是童年，却有不同的喜乐悲愁，根据提示回

答问题。 

（1）“他双手抱头，陷入沉思之中。他的一生，从童年时代一直到现在，一幕幕地在他

眼前闪过。”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①             》中的保尔在童年经历过②             

（事件），虽有苦难也存有希望，最终成长为钢铁战士，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

③        ，父母双亡，寄居在舅妈家，虽饱受歧视和虐待，但依然倔强自尊，勇于

反抗，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 

（2）《朝花夕拾》以简洁舒缓的文字描述童年往事，既有温馨的回忆，也有理性的批判。

结合整本书谈谈如何理解“理性的批判”。 

12．阅读下面文章，完成问题。 

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的浪漫 

ㅤㅤ①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的色彩美刷屏网络。“中华颜

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

国色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随《满庭芳•国色》一同“出圈”的大美

中国色，不仅点燃了时下的“色彩新湖流”，更彰显了由悠远、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ㅤㅤ②中国色的名称充满了独特的韵味与风情。首先，色彩名称大多出自生活中的常见

事物。如：“梅染”，就是用梅花树作为染料的一种天然染色法，而造就的颜色名曰“梅

染”。其次，中国色的命名与文学作品密不可分。比如形容天刚破晓时的“东方既白”，

这个词来自于苏轼的《赤壁赋》，在天将亮未亮的时候，整个天空的颜色是蓝中透白的，

所以苏东坡说“不知东方之既白”。再次，还有一些中国色的名字来源于历史故事。如：

“天水碧”这一颜色得名于后主李煜，有位嫔妃染的丝帛不小心在外晾了一夜，沾染了

清露，却泛出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碧绿色，李煜得知后遂为其取名“天水碧”。中国色，就

这样诗意地栖居在人们的生活中。 

ㅤㅤ③中国色的审美功用在于它是表意的手段。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拿来糊窗子的“软

烟罗”就极富画面感，“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

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地看着，就似烟雾一样。”八分藤黄二分黑调出的秋香色，

吟唱着秋日的歌谣，拥着泥土与枝条的清香，落于帐上。这一刻，听觉和嗅觉在“秋香”

二字中与视觉融通了，这便是中国传统色彩“写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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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④中国色从写意出发，蕴含着一种主观联想的浪漫，而西方色彩体系基于物理学研

究，认为色相、明度和纯度决定了色彩的呈现效果。 

ㅤㅤ⑤中国色的艺术价值是它承载着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方能获得

完整的意义。青色是生命的代表，万古长青、名垂青史都显示了青在古人心中美好的意

象。“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是古人提炼染料的经验感悟，并且也隐含着现实真理。

古时文人犹爱的青色，是山水画中最常见的一种颜色。赤色源于太阳，在原始社会，人

类对太阳有一种本能的崇拜。在中国人眼里赤色是最吉祥喜庆的颜色，例如喜服、红墙。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赤色也成为了成功的象征。缥是一种淡青色，天缥指的就是天空

淡淡的青白色。三国时期的越窑就是一种品质细腻，以淡青色为主的瓷器，展现出一种

风雅、淡泊的志趣。 

ㅤㅤ⑥梅红、鞠衣、麹尘、细叶、菡萏、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

山黛……气韵雅致的中国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是中

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 

ㅤㅤ⑦现在，中国色更是跨越千年，对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

成的一次爆点。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

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如胭脂红、郎窖红、美人霁

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 App 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湖色”滤镜，离

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

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ㅤㅤ⑧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

今天的美好生活。 

（根据相关文章删改） 

（1）下列的表述与文章内容不相符的一项是       

A．大美中国色彰显了由悠远、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B．中国色的名称充满了独特的韵味与风情，色彩名称大多出自生活中的常见事物。 

C．青色是山水画中最常见的一种颜色，它既是生命的代表，也是成功的象征。 

D．“鞠衣”“天缥”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也体现了中国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 

（2）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①段由《满庭芳•国色》引出“大美中国色”，从备受关注的春晚说起，激发阅读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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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④段运用作比较的说明方法，目的是为了突出西方色彩体系是基于物理学研究形成

的。 

C．本文引用古诗文，不仅能说明“中国色”的文化底蕴，也为文章增添了诗意美。 

D．文章按照逻辑顺序，介绍了中国色的名称、审美功用、艺术价值等内容。 

（3）有同学认为第③段画线句中“吟唱”“拥着”措辞不当，你认同吗？请说说你的理

由。 

1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问题。 

像月光与玫瑰同时出现 

宁白 

ㅤㅤ①最近读柳鸣九先生的《种自我的园子》，其中有记述朱光潜先生一文，这让我想起

我的大学美学老师。 

ㅤㅤ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入杭州大学。同学中，大多是在田埂、草原、森林中历

经了艰难的回城知青，胸无文墨，心思补学，个个粗粝而饥渴。对我来说，美学是一个

全新的领域。五十多岁的老师讲课深入浅出，舒缓简约，每次上课，人都很齐。 

ㅤㅤ③那天，老师正讲着朱光潜先生的美的移情理论，循循诱导人的心境和意识在审美

中的作用，突然，灯灭了，教室里一片漆黑。同学中出现了惊讶和纷乱，但老师只是短

暂地停顿了一下，就还是继续着她的讲解。这时，月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进来，照在靠

窗的一排学生身上，黑暗中的教室有了亮光。穿着裙子的老师在课桌间走动，颀长的身

影朦胧、飘逸。教室里忽然有了非同寻常的静美，老师所讲的“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往

复回流”这样陌生而新鲜的内容，让我们似乎受了一次洗礼。以至下课前灯亮了，大家

仍然没回过神来。 

ㅤㅤ④每个同学都记住了这堂课，记住了在月光下听讲时自己的心理感受。我还牢牢记

住了朱光潜这个名字。 

ㅤㅤ⑤不久后的又一堂美学课，老师由她的先生背着进了课堂。她小腿绑着石膏，掩在

裙下，虽不像以前一样走动，却也婉约。老师受伤的腿无法触及地面，但她依然站着，

身靠讲台来支撑，语调竟丝毫未变，每讲到精彩处，还不时地将垂下的头发挽到耳后。

这堂课讲了美感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还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论述。对当时的我来说，

这真是一个生疏而富有哲思的话题，又觉得美妙而温馨，似乎在一片荒芜的田野暗处，

看到了一朵暖暖的月光。 

ㅤㅤ⑥我去买了朱光潜先生的书看，也关注起了朱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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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⑦上了北大经济系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在未名湖畔读朱光潜先生的

美学译著，朱先生正好路过，告诉她，不必读这类书，没什么新东西，译得也不准确，

要读原著。这位同学不认识朱先生，看着这位清癯矮个老头的多嘴，甚为气恼。直至路

过的一学生向朱先生问安，才知道遇见的正是自己的偶像，她顿时怔住。待她起立要向

朱先生致歉时，先生已踽踽离去。她说，一生的仅见，让她一辈子铭记。 

ㅤㅤ⑧很多北大人，都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晚年的朱光潜先生坐在他寓所门前的石头

上，身边放着一堆玫瑰花，给路人每人奉送一枝。这时，朱先生的两眼视力已经很差，

很难辨认出眼前走过的人是谁，他只是在传递一种美意，把心中的一种美感传导给路人。

这是朱先生美学理论的躬身实践吗？按当下人说，很像一种行为艺术。我想，从这位矮

小瘦弱的美学大师手中接受了玫瑰花的每一位老师、学生或者素不相识的校外人，他们

心中的冲击，不仅有关美感，也有关一位学者出于善良的道德实践。 

ㅤㅤ⑨于是，我从杭州去了北京大学，探访未名湖畔的燕南园。这时，朱先生已辞世多

年了。走在那一幢幢灰色小楼之间，我不知道哪幢楼是朱先生的故居，也没找到传说中

朱先生坐过的石头，只见小路清静、安逸，偶尔有路人匆匆走过。 

ㅤㅤ⑩我在这里，向往着当时的场景，想象“一身肃穆，不苟言笑”的朱先生，微笑着

把红色的花朵递送过去，接花的人，惊讶过后，一脸笑容。这个曾经出现过如此美妙场

景的地方，现在，仍有美的气息弥漫在我的周遭，让我沉浸。 

ㅤㅤ⑪早在二十世纪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一次讲座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中国可以

普及美学教育，用美育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此说一出，不同见解纷起。后来，我

在朱先生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真正有美感修养的人，必定同时也有道德修养。可见，朱

先生是认同蔡元培先生的观点的。 

ㅤㅤ⑫朱先生晚年体弱无法上课，难以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以花送路人，是想告诉人

们，赠人以美，可以美美相传，滋养人的魂灵。我的美学老师也是一位美的践行者和传

递者，暗夜独语、忍痛倚案的解惑和传道，都是给那时思想贫瘠、浅薄的我们，以美学

的启蒙、道德的引导。在这安静的上，我的美学老师与朱先生出现在了同一个画框里，

就像月光与玫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一种沉静和雅致的美浮现出来。 

ㅤㅤ⑬离开了燕南园，我在未名湖边漫步，看古塔倒影，绿阴满池。那位偶见朱先生的

女学生，毕业后编剧的电影《青春祭》，为一代人所熟知。她聆听到的朱先生“干扰”式

的点拨，后来在北大的莘莘学子中流传，成为名校引以为傲的大师风范的一部分。美学

转化人的认知和行为，是一个润物潜心的过程。不易察觉，却终究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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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出来。 

ㅤㅤ⑭我的一位杭州大学的同学，把后半生用于开办一所礼仪学校，讲述美对人的心智、

行为、道德的作用，常年奔波在全省城乡，还作文写书，成为当地一位受欢迎的礼仪美

学的传播人。她的面容，因心地单纯而显得年轻。我一直想问她：那两堂充满月光的美

学课，究竟在你青春时光的美学空白里，涂抹下怎样绚丽的色彩？ 

（有删改） 

（1）根据提示，概括事件。 

本文双线并行。一条线记述了“我”的美学老师①                   和②                 

这两件事；另一条线记述了朱光潜先生③                     和④            

这两件事。 

（2）品味语言，回答下面问题。 

①请从人物描写．．．．的角度赏析第⑤段画线句。 

老师受伤的腿无法触及地面，但她依然站着，身靠讲台来支撑，语调竟丝毫未变，每讲

到精彩处，还不时地将垂下的头发挽到耳后。 

②结合语境，赏析第⑩段中加点词。 

这个曾经出现过如此美妙场景的地方，现在，仍有美的气息弥漫在我的周曹，让我沉浸．．。 

（3）结合文章内容，谈谈你对第⑫段画线句“在这安静的小路上，我的美学老师与朱先

生出现在了同一个画框里，就像月光与玫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一种沉静和雅致的美

浮现出来。”的理解。 

（4）文章结尾补充叙述那位偶遇朱先生的女学生和我在杭州大学时的同学的故事，请结

合全文分析其作用。 

三、写作。 

14．按要求作文。 

ㅤㅤ以“美，在不远处”为题目
．．．，写一篇文章。 

ㅤㅤ要求： 

①选择你最能驾驭的文体，写你最熟悉的内容，表达你的真情实感； 

②文中不要出现真实的校名、姓名，否则扣分； 

③不得抄袭； 

④不少于 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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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中考语文一模试卷·教师版
 

一、积累与运用。 

1．阅读下面文段，完成问题。 

ㅤㅤ中国画里蕴藏着作者对生命的理解与咏叹。如果背离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仅仅关

注画的题材与技法，便是 yuán①_____木求鱼。在画中，山间郁郁葱葱的林木，蓬勃着生

命的气息；园中矮墙缝隙中的老藤，伸展着生命的倔．强。盈盈②皓月一旦入画，便是一

首隽．永的诗；脉．脉流水一旦入画就哼着调子，在某处与观者不期而遇，感知到自然中的

生命力量，我们便可以在③一幅画里安放自己的灵魂。于是，在这④苍茫天地间，纵使

人渺小如蜉蝣，却仍可画出最遒劲．的线条。 

（1）语段中加点字的读音正确．．的一项是  D  

A．juè 

B．jùn 

C．mài 

D．jìng 

（2）下列选项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C  

A．①处填“缘”，与“缘溪行”中的“缘”字形相同，意义相同。 

B．②处“皓”书写是正确的，因为以“白”为形旁的字多有明亮之意。 

C．③处“一幅画”中的“幅”书写错误，应改为“副”。 

D．④处“苍茫”与“苍翠”“苍穹”中“苍”的使用都是正确的。 

【分析】（1）本题考查汉字字音。解答此题，要有一定的字词积累。 

A.有误，“倔强”中的“倔”应读作“jué”； 

B.有误，“隽永”中的“隽”应读作“juàn”； 

C.有误，“脉脉流水”中的“脉”应读作“mò”； 

D.正确。 

故选：D。 

（2）本题考查汉字字形、词语含义。解答此题，要有一定的字词积累。 

ABD.正确； 

C.有误，“一幅画”书写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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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C。 

【解答】答案： 

（1）D 

（2）C 

2．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气势磅礴、朴质典雅，色彩美轮美奂．．．．。

  

B．拔河比赛激烈无比，选手拼尽全力，同学们的加油呐喊声如雷贯耳．．．．。  

C．小荔发言完毕，小夏说：“刚才小荔同学抛砖引玉．．．．，下面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D．我们做事应认真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既不要杞人忧天．．．．，也不要麻痹大意。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解答此题，我们平时要积累大量的成语，

还要结合句意表述，从词性、词义轻重、感情色彩、习惯用法等多方面考虑。 

【解答】A．有误，美轮美奂：形容新屋高大美观，也形容装饰、布置等美好漂亮。对象

错误。 

B．有误，如雷贯耳：响亮得像雷声传进耳朵里。形容人的名声大。望文生义。 

C．有误，抛砖引玉：抛出砖头，引回白玉；比喻用自己粗浅的东西（多指意见、文章），

引出好的、珍贵的东西。敬谦错位。 

D．正确。 

故选：D。 

3．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二十四节气”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的理念。  

B．这部电影开创了中国科幻电影新纪元，填补了中国“硬科幻”电影。  

C．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能深刻地了解我们战士的胸怀是多么宽广。  

D．近年，经三路老商埠成为网红打卡地，是因为它承载着济南人记忆的原因。 

【分析】本题考查病句的辨析。解答此类题，要掌握常见的病句类型并通读所有句子，

在此基础上凭语感判断正误，如果不能判断的，可以提取句子主干，看搭配是否得当，

找出病因。 

【解答】A.正确； 

B.有误，成分残缺，在句末加上“的空白”； 

C.有误，关联词误用，应将“就”改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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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误，句式杂糅，应删去“的原因”。 

故选：A。 

4．根据材料，将下面的思维导图补充完整。 

ㅤㅤ费曼学习法，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提出，被誉为“最高效学习

法”。该方法的步骤大致如下：首先，明确学习目标，对知识进行归类、解构、对比和筛

选，进而理解要学习的知识。然后，讲解这些知识。如果在讲解过程中发现有卡壳的地

方，就进行回顾和反思，深度分析知识。最后，通过简化吸收形成知识体系，内化知识。

综上，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就是用教别人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掌握知识，输出倒逼输入，实

现高效学习。 

 

① 归类  

② 筛选  

③ 讲解  

④ 回顾和反思  

【分析】本题考查语段信息的筛选与概括能力。注意读懂语段内容，然后观察所给的思

维导图，在语段中找到对应的句子，然后筛选信息作答。 

【解答】根据语段中的“首先，明确学习目标，对知识进行归类、解构、对比和筛选，

进而理解要学习的知识”一句，可知①处应填写“归类”，②处应填写“筛选”。再根据

“如果在讲解过程中发现有卡壳的地方”一句，可知③处指的是“然后，讲解这些知识”，

即填写“讲解”。④是在“卡壳”与“深度分析”之间，可根据“如果在讲解过程中发现

有卡壳的地方，就进行回顾和反思，深度分析知识”一句，填写“回顾和反思”。据此得

出答案。 

答案： 

①归类  ②筛选  ③讲解   ④回顾和反思 

二、阅读。 

5．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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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ㅤ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

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

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

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ㅤㅤ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

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

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

其本心。 

（1）下列加点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  

A．故患．有所不辟也 患：担心 

B．蹴．尔而与之 蹴：踩踏 

C．万钟于我何加．焉 加：益处 

D．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得：同“德”，感恩、感激 

（2）下列各项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C  

A．所欲有甚于．生者 生于．忧患 

B．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 面山而．居 

C．行道之．人弗受 小大之．狱 

D．乡为．身死而不受 岂能为．暴涨携之去 

（3）下列对选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B  

A．本文开篇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以鱼和熊掌为喻，使抽象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 

B．乞人不受嗟来之食的事例从反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中心论点，令人震撼。 

C．孟子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受物欲、人情的蒙蔽，普通人往往会丧失本心。 

D．《孟子》文章注重推理，逻辑严密，以雄辩著称，大量使用排比句，气势非凡。 

【分析】参考译文： 

      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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