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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 2022——2023 学年高一质量检测

语 文 试 卷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考试结束，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 ~5 题。

材料一：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

“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

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

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

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

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

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

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

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否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

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

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

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

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我认为应该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这样的一部《红

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

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

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小说艺术史上、整个艺术发展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

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

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

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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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

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

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

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

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另一个重要指向，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

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

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

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

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材料二：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

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

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

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

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

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

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

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

加上前缀“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

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

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

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

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

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

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

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 17 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

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 1970 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

活中的艺术》一文。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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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红楼梦》第一回以小说谈论、省思小说，还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

思，显然属于显性的“元小说”。

B.《红楼梦》凭借具有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的特点，与史上那些旧式小说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小说的杰作。

C.虽然“元艺术”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已

关注到了它与“自我”的联系。

D.“元艺术”是一种可以使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的艺术，

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可分为多个门类。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指出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

方式，是《红楼梦》等优秀作品的重要指向之一。

B.元艺术性在 17 世纪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里已经显露出来，而“元小说”名称则在 20 世纪

才出现，可见元小说的创作传统要先于理论。

C.材料二认同《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中提出的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对其未能

对元艺术进行深入探究又抱有一些遗憾。

D.元艺术以艺术本身为研究对象，不但是“关于艺术的艺术”，而且还是“更高级的逻辑形

式”。

3. 下列说法，最符合所选材料对“元艺术”论述的一项是(3 分)

A.冰心《春水》中“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一诗经常被引用，因而成为

“元诗歌”。

B.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在国内首先创作了话剧《终身大事》，因此《终身

大事》可看作是一部“元话剧”。

C.杜甫创作的论诗绝句《戏为六绝句》中包含了对诗坛创作的评价，是“关于诗的诗”，可

以把这组诗理解为“元诗歌”。

D.新编京剧《梅兰芳》，使用“戏中戏”的手法在其中穿插京剧《天女散花》的戏剧片段，

可以被看做“元戏剧”。

4. 请以一组问句的形式为材料一拟写一个开头段，使之与后文四段话构成总分关系。(4 分)

5. 请简要分析材料二的论证思路。(4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拿得出手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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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昌

最近几年，母亲时不时感叹，说我没有学得父亲的本领。父亲的本领有捉鲻鱼、砌灶头、兜

水田。老母亲一一道来，我想了想，确实一样也没有学会。身旁的姊妹说：“学了做啥?现在样样

不需要了。”可母亲觉得，随便做啥，要防三年风、四年雨的。我晓得这“三年风、四年雨”指

的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事情，这“防”是指人最好要学得吃饭的真本事。比如有一门手艺，

万一需要时拿得出手，可以养家糊口。

父亲的独门手艺是有点的，我领教过。我十来岁时就被父亲拉在身边，他捉鲻鱼时我也去的。

捉鲻鱼是靠海吃海的一种表现。我们家、我们村，靠近东海二三公里。家里如果几天不开荤了，

父亲就去海里走一遭。他右肩上搭一条渔网，一只手反扣着鱼篓，赤着脚啪嗒啪嗒地走路。沙泥

地上全是脚趾头张开的印记，有时浅，有时深。问父亲为什么这样急?父亲说是为了赶潮水。

父亲一出门，就有一帮人悄悄地、慢慢地尾随着他。捉鲻鱼真的需要技巧。一是要吃准潮汛。

鲻鱼只在退潮的时候出现，只能在潮头里撒网，而把握退潮时间需要智慧，不懂潮汐知识的父亲，

不知从哪儿学会看潮的；二是要看得出鱼在哪里。我们这里的潮水是泛黄的、浑浊的、涌动的，

如何看得出、看得准水里有鲻鱼，眼睛要亮，眼法要准。而父亲，每每撒网每每有收获。

父亲的这门技术教给了一个人，那人姓叶，是小学体育老师，小父亲几岁。叶老师放学后总

是一脚奔到我们家，与父亲一起烧饭、烧菜，然后一起喝酒。时间一长，两人成了好朋友，父亲

开始向他传授捉鲻鱼经验。

父亲的教法与众不同，他来到潮水里，教叶老师学看潮水，看潮水里涌起的水头，看水头的

条数、速度、大小，然后断定这潮水下面就有鲻鱼，命令叶老师马上撒网出去。试了几次后，父

亲就让叶老师自己观察、自己判断、自己撒网。父亲说，别人说十遍不如自己练一遍。就这样，

赶一趟潮汛，教一个方法，叶老师学会了。父亲的这个教法，让我辨出来许多滋味，我教学生语

文也用这个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叶老师像高音喇叭，逢人便喊，说自己学会了捉鲻鱼，是我父亲教的。许多人都来向父亲学

习，父亲像个英雄，站在大门口，“拔挺”喉咙说：“去问叶老师吧，他的网撒得比我好。”说

完就回屋喝酒去了。

父亲是个泥水匠，他有个看家的独门功夫，就是砌灶头。老家人造新房子都要砌灶头。大户

人家分家了也要砌灶头。大家都爱请父亲砌灶头，只个别人家不相信父亲，请别人砌。但过了几

个月就怨灶头火头温暾，烧的饭菜不香，又想起父亲来。父亲说好的，我一定相帮砌好。

父亲砌的灶头是有特点的。最明显的是灶身小，省砖头，也少占面积，而且灶面清爽漂亮；

灶膛火头集中，出火快、出火旺，省柴、省力，烧饭烧菜的时间短，即使外面疾风骤雨，烟囱也

绝不会烟火倒流。一句话，就是好看又实惠。人家砌的灶头用了 3 年后要翻新，父亲砌的灶头 5

年后照常使用。这使得父亲的名气很响。父亲砌好灶头后，夜饭是不在别人家吃的，这个做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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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替东家省钱。省钱，是所有农家的习惯。

海边村的男人都是学手艺的。每年的“三抢大忙”，若是都靠妇女们干活，是会拖节气的。

村上有句谚语：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脱时脱一季，脱季脱一年。村上要求所有男人回村一

周，帮忙“三抢”。父亲插秧也是快手。母亲说父亲的快是“邋遢快”，意思是邋遢了才会快，

他不邋遢就快不了。父亲不承认，他的不承认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还有一个本事，他会耙水田。

耙田，确实是一身水一身泥的，想不邋遢也不行。海边村的耙田是指耙种植水稻的水田，在

水田中放满水，适时浸泡后用牛和耙把秧田耙成松软浆泥的活儿，通常叫兜田。干这活儿的经验，

首先要兜到田里的每一块泥都不出现僵块，这个是棘手的难题，泥块在水里，是看不见的，需要

感觉，需要技术；其次是整个水田要齐平，不管田大田小，都要平整得像一面镜子。做到这些，

非有十年的兜田实践不可，而且也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父亲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到位。

也不知道父亲如何学会的，有人说，村上一位老者见父亲心诚、手巧、善良，就手把手地教

会了他。也有人说，父亲的手艺是神仙点化的。我不相信，有一回问母亲，母亲说：“哪来的神

仙，还不是自己的父亲教儿子的?”就此一句话，我听明白了，明白了也不说，要替父亲保守秘密。

因此父亲每年都显得很神气、很自得。

有一个晚上，我与母亲对坐对望。母亲轻轻地对我说：“你父亲除了捉鲻鱼、砌灶头、兜水

田以外，还为我烧了 60 多年早饭。”她说，父亲喜欢吃饭，她喜欢吃粥，所以一顿早饭要烧两次，

要烧一镬子粥、半镬子饭，烧到自己烧不动为止，辛苦的。母亲泪眼蒙眬地问我：“这应该也是

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不是?”我答道：“是的，应该是的，完全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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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母亲感叹我没有学到父亲的本领，我知道母亲是想让我有一门手艺，在需要时可以养家糊

口，而姊妹们则认为那些手艺已经不适合现在生活了。

B.第三段补叙了捉鲻鱼的技巧，既照应了上文父亲的本领，也表现了父亲本领之高超，同时

为下文父亲教姓叶的体育老师看潮水做铺垫。

C.文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写“我”的眼中事、心中事，更具真情实感，拉近了与读者的

距离，使读者易于代入故事，产生共情心、同理心。

D.文章语言质朴平实，带有浓郁的乡村气息，有方言农谚，还有农村生活生产场景的描述，

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

7. 关于文中“拿得出手的本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父亲看潮汛的方法，让我辨出来许多滋味，我教语文时也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教学

效果

B.砌灶头是父亲的一样本领，父亲砌的灶头既好看又实惠，他砌好灶头后不在别人家吃饭有

为了给人家省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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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父亲耙田可以使兜到田里的每一块泥都不出现僵块，而且能把整块水田做齐平，平得像一

面镜子。

D.对于父亲如何学得本领，人们传说不一，母亲认为不是老者教的，也并非神仙所授，而是

家传的。

8. 从文章谋篇布局的角度，分析题目“拿得出手的本领”是如何统摄全文的。(6 分)

9. 本文以我和母亲的对话结尾，有何作用?(6 分)

二、古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

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

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夫在殷忧，必竭诚

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

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

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

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

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节选自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材料二：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

“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

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

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①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

(节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

【注】①表：古代测日影的天文仪器。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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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B.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C.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D.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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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当神器之重”中的“当”与《鸿门宴》“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的“当”意思

不相同。

B.“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与“不言而化”的“而”字用法和意思相同。

C.太宗此处指李世民，“太宗”是他的庙号，古时皇帝死后，一般会在太庙立室奉祀，专立

名号，称庙号。

D.疏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指臣子向帝王分条陈述说明的意见书，除此之外，臣子还可以向君

王进呈奏、表等。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第一段通过比喻引出道理：积累道义是治国之本。以“固本浚源”为喻，说明“居

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B.魏征认为只靠“严刑”“威怒”，终难使民众悦服，国家安定，严刑峻法不是治国的关键，

根本还在于统治者对臣子黎民要竭诚相待。

C.“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说太宗在居安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再提出解决这些问

题的办法，体现了魏征对这些问题的深思熟虑。

D.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听了民部尚书裴矩力争的进言后，唐太宗很

高兴，便赐封裴矩为五品以上官职。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4 分)

(2)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4 分)

14. 司马光在评论裴矩时使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结合文本简要说明。(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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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题。

桂枝香·金陵怀古
①

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

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②，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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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③。

【注】①这首词作于王安石熙宁变法失败以后，被罢相任江宁知府时。②语出唐杜牧《台城

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指隋将韩擒虎已经兵临城下，陈后主却还在和张丽华等妃

子们寻欢作乐。③语出唐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登临送目”统领上片写景，“故国”为下片怀古蓄势，“晚秋”点明季节，“初肃”总

写眼前萧肃衰败之景。

B.“归帆”“酒旗”两句，写景突出动态，归帆在夕阳下穿梭，酒旗在西风中飘扬，展现出

金陵城的繁华阜盛。

C.下片感叹六朝因竞逐奢华而相继灭亡，继而陈说感叹兴亡荣辱也是徒然，借“寒烟”“衰

草”寄寓惆怅的心情。

D.全词立意新颖，章法严谨，同时运用比喻、借代、用典等手法，艺术精巧，境界开阔，笔

力遒劲。

16. 本词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怀古的佳作，请比较二者内容上的异同。(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在《师说》中，韩愈沉痛记述当时士大夫们不仅拒绝从师，还说出“ ， ”的荒谬托

词。

(2)《六国论》中苏洵引用古人之言，通过“ ， ”两句，运用比喻说明割地赂秦

的危害，接着指出了六国必将灭亡的结局。

(3)猿叫声似婴儿啼哭，古人常用啼鸣的猿猴这一意象营造凄清之境，表达悲伤之情,这样的诗

句有:“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小题，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 题。

如果生在政治清明的太平时代，他会是一个温情丈夫。然而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封

建王朝末期，他却成了为天下人蹈死不顾的“铁血丈夫”——二十四岁就被残害，忽忽与爱妻及

腹中孩子诀别，从此长眠异乡。他，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在广州黄花岗起义

中，林觉民以 ① 的年纪英勇就义，与 71 位烈士一起埋骨于黄花岗。

13 岁时，林觉民应父命参加童试，他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退出考场。两

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闽大学堂，彻底摆脱科举。当时新学初兴，各种新思想、新学说

② ，他阅读了《苏报》《警世钟》等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推崇自由平等的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学说。

1911 年 4 月 27 日，革命党人攻打两广总督署，与巡防营展开激烈巷战，林觉民受伤力竭被捕。

24 岁的他在堂上慷慨陈词，痛斥清廷，然后从容赴死。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同年 11

月 9 日，福州也打响辛亥革命福州光复之战。革命党人冲过当时闽江唯一进城的万寿桥，光复福

州，验证了少年时代林觉民发出的那句 ③ 的誓言“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风雨飘摇的时代，那样的青年烈士又何止林觉民一人?他们抛却一切，一心想要换来民主和自

由，哪怕身首异处也浇不灭心中革命的火苗。如今这美好的岁月，是曾经多少“林觉民”心里的

愿景啊。

18. 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 分)

19. 文中画波浪线语句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何表达效果?(4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大海为什么会流“蓝眼泪”?对由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夜光藻和海萤等大量繁殖而造成发光

现象诗意描述的“蓝眼泪”其实是赤潮的另一种称谓。当夜光藻赤潮爆发时，夜晚的海面上就发

出美丽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起伏，就像大海流下了晶莹剔透的蓝色泪水。

当然，既然是夜光藻赤潮，( ① )，只有在晚上才会发出美丽的荧光。夜光藻细胞中都含有

成千上万的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的颗粒，胞质丝将这些颗粒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当夜光藻

受到海浪拍打、划船等强烈扰动时，荧光素酶催化荧光素与氧气发生反应，( ② )，在释放能量

的过程中产生浅蓝的冷光。当海水中夜光藻密度很高时，浅蓝色的光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肉眼

可见的“蓝眼泪”！

原本，“蓝眼泪”只是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是大自然馈赠的美景。但是，近年来，随着人

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逐渐加剧，愈发频见的“蓝眼泪”，( ③ )。据研究显示，造成“蓝眼泪”

的夜光藻虽不会像其他有毒赤潮藻类那样释放毒素的现象，但会导致其他生物无法呼吸，连续出

现一两个月还没有消失的“蓝眼泪”会成为当地海域需氧生物的噩梦。

20. 请在文中括号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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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文中画横线的长句改为三个表意连贯的短句，可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

意。(3 分)

22. 文中画波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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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写作(60 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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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内卷”和“摆烂”言论火爆网络。“内卷”本指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

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现象。如今，多用于高校或职场中的“非自愿”竞

争。“内卷”看似刻苦、努力，实则是看到别人努力而产生焦虑心理，是一种无意义的内耗。

“摆烂”是指主观上认为事情已经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就不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任由其往坏

的方向继续发展。“摆烂”是“丧文化”在“佛系”、“躺平”后的继续。

近日，习主席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的回信中说：“青年就要‘自找苦

吃’。”“自找苦吃”，不是被动受苦，而是主动在困难中调整心态、磨砺意志、增长才干。

读了以上材料，你有何感想?复兴中学将在“七一”前夕举办一场主题为“奋斗青春，复兴有

我”的演讲比赛，庆祝建党 102 周年。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演讲稿，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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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