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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南宁市第二中学考前模拟大演练

语    文
满分：150分     考试用时：150分钟

注意事项：

1.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将条形码横

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 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上面的答案信息点涂

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 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

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

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 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 ～ 3 题。

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世界主义的内容，我们首先还是从《论语》入手。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里仁篇》4:1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君子在意的是道德，小人在意的是乡土。我们知道，君子不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后世

所有真正儒家人物追求的理想人格。因此，这句话显然表示，对孔子来说，一个君子人物念兹在

兹的应该是自己的品德，而不是眷恋和附着于自己的乡土。

孔子这一思想的表达，在《论语》中不止这一句。他还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

问篇》14:2），意思是说：一个士人如果贪恋家室乡里的安逸，是够不上“士”这一称号的。如果说“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这句话说得还较为平和，那么，“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句话，语气显

然更为强烈。前者所表达的意思，在后者中得到充分的呼应和进一步的说明。而这两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一个要点：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人应以君子人格的追求为目标，不应当被地域观念所

限。这一看法在后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说苑》中便有“安土重迁，谓之众庶”（《修文》）

的话，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安于故土，不愿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就只不过是庶民之流，不足以成

为士人。这显然和孔子“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的意思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孔子还说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篇》5:7）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

或许可以从中推断出，这多半是孔子周游列国、屡屡碰壁之后的沮丧之词；另一方面，我们也必

须看到，“乘桴浮于海”并不意味着孔子放弃了他理想，而是表现出他在积极地寻觅与开辟新的可能。

对孔子来说，焉知“海上”与“海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抱负得以施展，让他的理想得

以实现呢？关键在于，这句话表明了孔子不仅没有将其理想陷于一国一地，甚至没有陷于中土。

孔子这种不为地域所限的意识和襟怀，在《论语》“欲居九夷”的记载中，也同样有所反映：“子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篇》9:14）当孔子打

算迁居到九夷那样的偏远和落后地区时，有人认为那里过于简陋、不便居住。但孔子的回答却是，

只要是君子在那里居住，就没有什么简陋可言了。这表明，他更在意的是内在的精神生活而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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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物质条件，但他有迁居九夷的想法，首先表明的正是他对于地域观念的超越。

和孔子朝夕相处的弟子们受到了孔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当子夏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

渊篇》12:5）”时，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这句话本身所显示的那种 s 超越特定地域的自觉之外，也由

此可以推知，孔子那种不为地域所限的价值认同，想必在其日常生活中是时常有所流露的，所以，

子夏在安慰司马牛时才会如此自然而然地讲出这样的话。

以上根据《论语》记载的文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孔子那种超越地域的世界主义思想。

（摘编自彭国翔《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思想与实践》）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作者认为，要想探知孔子的思想中是否具有世界主义的内容，研究者必须首先从《论语》

入手。

B.《论语》中提到的君子不单单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后世很多的儒家大人物追求的

理想人格。

C.  《说苑·修文》就受《论语》的影响，也把君子人格作为追求的目标，认为人不应被地域限制。

D.《子罕篇》的记载表明，孔子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品德而非外在的物质条件，这是他对地域

观念的超越。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文章观点鲜明，作者从《论语》记载的文献入手，探究了孔子思想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

B. 文章将《里仁篇》与《宪问篇》中的句子进行对比，突出孔子不被地域观念所限的思想。

C. 文章引用《公冶长篇》中的话，是为了证明孔子没有将其理想局限在一国一地甚或中土。

D. 文章末段呼应首段，进一步地强调了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思想中的世界主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根据《论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表现出的不为地域所限的君子

的意识与襟怀。

B. 由“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可知，孔子是不赞同安土重迁的，特别是不支持君子眷恋乡土、

安于一隅的。

C. 由“子欲居九夷”可推出，孔子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后，想在九夷这块比较偏远的地方寻觅

与开辟新的理想。

D. 从《颜渊篇》子夏的话中可知，孔子的言传身教，让他的学生也表现出了超越特定地域的

自觉的胸怀。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 ～ 6 题。

材料一：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都市现代农业摆到重要的位置。2021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围绕提高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

（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 2025 年创建 500 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

（摘编自丁莉、刘海清等《中国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材料二：

都市农业的显著特征包括：①地域特性，即以城市为核心的一种农业形态；②产业属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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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简单地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安全食物产品，还兼具“生活”“生态”“文化”等多方面功能。

地域属性的都市农业，是城市化的伴生产物，紧密围绕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地

域特征和一定的区域界限：既包括在城市内部空间拓展的农业，也包含城郊农业和近郊农业。由

于所处地域的特殊性，地域属性的都市农业要求：①在有限的空间内以尽量少的资源（如水、肥、

劳动力等）投入，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其技术特征主要突出立体化、无土化、工厂化等，这

也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的关键所在；②充分利用城市空间发展农业，如屋顶、阳台、绿地、空闲建

筑、地下空间等，大幅拓展可用于耕种的土地资源。

产业属性的都市农业，要求在构筑城市食物生产系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农业的非食物性和多

功能属性，尤其是生活、生态、文化与服务等生产以外的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三产”消费，

如观光、休闲、体验、康养、参与、科普等，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摘编自杨其长《以都市农业为载体，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材料三：

生态田园观光
农业休闲体验

康养度假
亲子娱乐

大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功能体系

基础功能 拓展功能

农业生产服务功能 农业非生产服务功能

保障
城乡
消费
需求

营造
城乡
生态
景观

丰富
城乡
融合
内涵

提升
城乡
发展
动能

增进
城乡
互动
活力

生鲜食品
供给功能

生态环境
保育功能

文化传承
教育功能

社会服务
保障功能

田园休闲
娱乐功能

常规农产品供给
优质农产品供给

生鲜蔬果、花卉供给
农产品原材料提供

生态环境服务
增加最观多样性
防止城市污染

保护城市生态弹性

传承农耕文化
农业科普教育
现代农业展示

农业会展

提供就业机会
促进三产融合

农业生产配套服务
科技产品中试转化

（摘编自彭锐、张婷等《大城市近郊都市现代农业多功能实施路径探究》）

材料四：

聚焦西部，成都历来都是西部商贸中心，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区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双核之一，是先进要素的集聚地，承担着服务全川的责任担当。“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

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机遇，都为成都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对外平

台，让成都从内陆腹地变成改革开放前沿。因此，成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进一步提高区域协

作深度和广度。一是以“七大共享平台”建设为核心，带动全川。聚焦土地、金融、科技、市场

等要素，以农业产业功能区为载体，为各市州开放合作搭台，实现与兄弟市州间的协同发展和成

果共享。二是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辐射全国，以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为先手棋，

推进成德眉资农业协同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产业功能区内龙头企业优先在德阳、眉山、资阳

建设原料生产基地或协同产业园区。加强与重庆在技术协作、产销对接、人才交流等方面合作，

支撑和推进成渝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三是抓住自贸区建设及“蓉欧 +”发展机遇，主

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全国乃至全球农产品市场，带动成都现代化农业走向世界。

（摘编自杨坤、罗永等《成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思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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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正确的一项是（3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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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是中央重视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而下达的

政策。

B. 都市农业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安全食物产品，还兼具“生活”“生态”“文化”等多方

面功能。

C. 大城市近郊提供的农产品原材料以及像生鲜蔬果这样常规的农产品，保障了城乡消费需求。

D. 成都应该进一步提高与重庆协作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能拓展全国乃至全球的农产品市场。

6.南宁市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请结合材料概括出你给主管农业的领导的几条建议。（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 ～ 9 题。

文本一：

①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

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

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

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

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

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

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②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

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

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

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

的地方。

③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

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

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④“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⑤“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⑥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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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

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节选自郁达夫《故都的秋》，有删改）

文本二：

①我生长在江南，儿时所爱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

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

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②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

而不败，红叶也有时候会保持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红叶落后，还有雪白

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

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

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而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

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

会得到。

③说起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

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绝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

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喜欢以散步一词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四

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不多。

④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濒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

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

三五人家会聚在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桠的杂木树林；在这

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够

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

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境界，自然会

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

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⑤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

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去湖上散

散步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节选自郁达夫《江南的冬景》，有删改）

文本三：

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

我们现在作品多而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其实很多作家并不是纯写抒情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

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

语言、节奏等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

常常把一件事说得清楚之后又说些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对主题是不可或缺的。

（节选自贾平凹《我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有删改）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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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A. 文本一中，作者只是对“牵牛花”“槐树的落蕊”“疏落的秋草”等作寥寥数笔勾勒，便将

读者带进了故都秋天的清、静、悲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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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本一第二段中，作者用白描式的语言，依次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角度描绘出落蕊

的特征，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C. 文本二第四段中，作者以第二人称叙述为主，感觉作者似在与我们交谈，在交流中把我们

带进江南的冬天，给人客观和真实之感。

D. 文本三中，贾平凹认为散文要写得有趣味，要有形式、语言、节奏等原因，文本一中都市

闲人互答的描写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特点。

8.文本一、二都表达了相近的审美趣味。请结合文本，从意象选择、色彩描摹、情感表达三个角度

中任选两个角度，赏析郁达夫散文的审美趣味。（6分）

9.文本三中贾平凹说，“闲话”指可有可无却对主题又不可或缺的话。请结合此观点，分析文本二

结尾中画线的这句闲话为什么“不可或缺”？（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4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 ～ 13 题。

周绍者，赵人也。以孝闻于当世，武灵王颇重之。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始行县，过
4

番吾，

当子为子之时，践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问子以璧，遗子以酒食，而求见子。子谒病而辞。

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辩足以道人，危
4

足以持难，忠可

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

循计之事，失而不累；访议之行，穷而不忧。’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绍曰：“王失论矣，

非贱臣所敢任也。”王曰：“选子莫若
4 4

父，论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绍曰：“立傅之道六。”王曰：

“六者何也？”周绍曰：“知虑不躁达于变，身行宽惠达于礼，威严不足以易
4

于位，重利不足以变其

心，恭于教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无一焉。隐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仆官，

以烦有司，吏之耻也。王请更论。”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绍曰：“乃国未通于王胡服。

虽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听令乎？”再拜。王曰：“寡人以王子为子任，欲子之

厚爱之，无所见丑。御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苦于学。事君者顺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

孤故有臣可命其国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毕矣。《书》云：去邪无疑，任贤勿贰。寡人与子，

不用人矣。”遂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①，以傅王子也。

注：①师比：带钩，古代束在腰间皮带上的钩。

（节选自《战国策·赵策二》，有删改）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事君者顺 / 其意不逆其志 / 事先者明 / 其高不倍其孤 / 故有臣可命 / 其国之禄也 /

B. 事君者 / 顺其意 / 不逆其志 / 事先者 / 明其高 / 不倍其孤 / 故有臣可 / 命其国之禄也 /

C. 事君者顺 / 其意不逆其志 / 事先者明 / 其高不倍其孤 / 故有臣可 / 命其国之禄也 /

D. 事君者 / 顺其意 / 不逆其志 / 事先者 / 明其高 / 不倍其孤 / 故有臣可命 / 其国之禄也 /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过”意思是经过，“过”与《鸿门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的“过”含义不同。

B.“危”意思是端方正直，“危”与《六国论》“可谓智力孤危”的“危”含义相同。

C.“莫若”意思是比不上，“若”与《师说》“彼与彼年相若也”的“若”含义不同。

D.“易”意思是改变，“易”与《烛之武退秦师》“以乱易整”的“易”含义不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周绍以至孝闻名于世，赵王诚心召见他，认为周绍的智谋和为人可以引导扶助他人，所以

把他当成自己的忠臣。

B. 赵王借助诗句有力阐释了征召周绍的缘由，但是周绍认为赵王选错了人，请赵王重新选择

更合适的人选来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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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周绍认为做王子的太傅必须符合六条标准，而赵王认为周绍深谙其理，于是认定他是担任

王子太傅的不二人选。

D. 赵王不顾周绍婉拒，依然坚持说服他担任太傅，并且希望他悉心教导王子，还赐给他胡服

衣冠以及贵重的佩饰。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故寡人问子以璧，遗子以酒食，而求见子。

（2）《书》云：去邪无疑，任贤勿贰。寡人与子，不用人矣。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2小题，9分）

阅读下面两首宋词，完成 14 ～ 15 题。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①

苏  轼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

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

谢公②、雅志莫相违。西州路③，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注】①参寥子：即诗僧道潜，常与苏轼相酬和。元祐六年，苏轼因治理有功被召进京任职，

临行作此词赠道潜。②谢公：指谢安。《晋书》记载，他身为重臣，却渴望造一条大船，沿水路归

东山，后因病重未如愿。③西州路：谢安去世后，羊昙经过西州时忆及故人，恸哭而去。

14.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词的开头，以风向多变以及潮水涨退等景象暗指世事的无常，表意比较含蓄。

B.“几度斜晖”以转瞬即逝的黄昏，表达诗人对相聚美好却无比短暂的伤感之情。

C. 共赏西湖、访春山之雅事，“空翠烟霏”之妙趣，都强化“诗人相得”的意味。

D. 诗中的情景涉及古代、往昔、眼前、来年等时间维度，气度恢弘，情感深挚。

15.古人常以“进”“退”代指官职的升、降。苏轼的这首词与另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分

别反映“进”和“退”之忧。请结合这两首词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1小题，6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词原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又称“长短句”。辛弃疾在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________， ________”两句中，借用典故，表达自己虽然年老却依然希望能为国立功的

豪情壮志。

（2）曲是元代出现的新兴诗歌体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散曲名作，“________， 

________”两句简练生动地传达出日暮之时游子的凄苦感情。

（3）《古文观止》对苏轼《赤壁赋》中的两句做了这样的点评：“知终无可奈何也，故借此意于

悲风之中。”据此推断，它点评的句子是“________， 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1（本题共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 ～ 19 题。

ChatGPT 大热，对于算力的讨论也随之①         。因为不管人工智能走向何方，其背后都需要

庞大算力的支撑。“东数西算”工程已满一周年，“东数”想要真正实现“西算”仍需迈过几道坎。

我国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旨在实现东西算力的均衡布局，优化算力成本，数据中心绿色

低碳发展为目的。“东数西算”是把东部的数据传输到西部进行计算和处理，原因在于，我国东部

资源和空间有限、耗电指标紧张、计算成本更高，算力供不应求；而与之②         ，西部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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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清洁能源、土地资源等③                ，计算成本更低，优越的气候条件还能降低能耗、减少碳排

放，但算力需求不足。业界把“东数西算”比作“南水北调”“西电东送”，正是因为其本质都是

要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下好全国“一盘棋”。

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起来却④            。比如数据网络传输的速度、安全、西部地区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亟待解决。

17.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4分）

18.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两处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

变原意。（4分）

19.下列诗句与文中画波浪线句子所用修辞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

B.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C.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D.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 ～ 21 题。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的重要组成成分。①         ，主要包括细菌、真菌、放线菌和藻类等。和我

们人类一样，微生物为了生存和保持健康的身体，也需要不断地从外界环境中获取食物，例如枯

枝落叶、枯死的树桩和树根等。但在寒冷地区，森林以针叶树为主，生长季相对较短，枯枝落叶

含有很多微生物不喜欢吃的难分解物质，不能满足土壤微生物的“胃口”。

土壤微生物虽然生命很短，一般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或者几天，②          ，在短时间内可以繁

殖数倍乃至数十倍。微生物死亡后，其体内的一部分物质会被其他微生物吸收利用，③          。这

些能够长时间保留在土壤中的物质被称作土壤微生物残体——它们是森林土壤有机碳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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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

21.下列句子中的破折号和文中破折号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到山上打柴的记忆是幸福快乐的——尽管那是童年十分辛苦的一种劳作。

B. 想赢的不能赢，不怕输的反而输——这是竞赛的辩证法。

C. 三五只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扑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起来的波浪。

D.“班长他牺——”小马话没说完就大哭起来。

四、写作（60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握手以表友好在中国文化中颇有渊源。甲骨文“友”和金文“友”都是由两个“又”字构成，

形同两只手伸向一处，也有人认为状似两只右手紧握，但均意指协调、配合。范晔《后汉书·李

通传》有云：“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据此衍生出成语“握手言和”，现多用于消除隔阂，

化解矛盾，重新和好。

握手礼在西方亦由来已久。公元前 9 世纪亚述国王宝座上就刻有握手图案，荷马史诗《伊利

亚特》中也出现了握手的情节。由于握手会占用原本持有武器的右手，因此被视为放下敌意与争斗，

释放尊重与善意。

20 世纪初，握手成为常见的问候方式，也成为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永恒主题。

团结合作已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请结合以上材料谈谈你的感悟和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