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市 2023 届高三年级保温试题

语文参考答案

1．B
【解析】文章虽然列举了三种类型，但作者说“这一归类划分不一定能够概括其全部”，说明

陶瓷上的故事可能不止这三种类型。

2．D
【解析】不是流传受阻，而是得以广泛传播。

3．C
【解析】材料二重点论述的是民间陶工创作时追求的“野趣”。许之衡的观点是总结了陶瓷上

描绘战争图像的构图特征，而没有反映出陶工绘画上追求的“野趣”，故不适合做材料二的论

据。

4．①那些具有“雅趣”的文人作品过于拘泥于创作理念和审美规范的约束，使创作缺少了生

活味儿。②那些不在意这些规则的民间陶工，遵循民间“野趣”的审美原则，能大量流传于世。

（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5．①要秉持“传承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原则，继承传统，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故事。

②不要有审美的自我强迫，追求“坦白、快活、自由，一任自然”的境界。③不断吸收时代的

元素，不断改写重述，并形成一种叙事传统。④要远离“俗趣”的低俗，真正表现创作者的本

心与真性。（每点 1 分，答出任意三点给 4 分。）

6．A
【解析】B 项“让他选择暂时隐忍”理解有误，文中的父亲让他安分，并不是“暂时”的，而

是不希望他参与其中。C 项“性格的执拗与幼稚”理解有误，文中黎典“把右手避到背后去”

时，并不知道白骞为什么迟到，因此“执拗”不恰当。D 项“因国土沦陷而家境贫寒”理解有

误，从原文看，白骞的家境贫困，国土沦陷应该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7．B
【解析】B 项“白骞到来后的愉快”并非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方式，“现在他虽然立刻感到了愉

快”，这是作者对其心理的直接刻画，并未采用“独白”的方式。

8．①与黎典的形象形成对比，用父亲的懦弱、胆小、不觉醒突出了黎典正直、善良、爱国、

敢于反抗的品质。②通过黎典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展现出沦陷区普通民众的奴化与懦弱，从

侧面展现出抗战形势的严峻。（每点 3 分，意思对即可。）

9．①本文以青年学生为主人公，他们虽未曾真正地投入到抗日一线，但因国土沦丧的义愤和

觉醒是真实而强烈的。②本文将笔墨用在了沦陷区的自然环境描写上，渲染了一种哀而不伤、

凝重而又充满热望的氛围。③本文展现了青年学生崇高而又略显稚嫩的革命理想，通过有良知

的青年学生的毅然觉醒，让人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0．D G I（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四处及以上不得分。）

【解析】原文标点：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祸患

11．C
【解析】C 项“四时”意思相同。A 项“地方志”的“地方”指“行政区域”。B 项“聊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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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尽”的“乘”意思是“顺随”。D 项“善假于物也”的“善”意思是“善于”。

12．D
【解析】“单凭楚对抗秦也毫无胜算”错，原文是“未见胜焉”，意思是“未必能够取得胜利”。

13．（1）我听说平定天下，在它还未混乱时就要着手，做一件事在未开始时就要做好准备；

祸患临头，然后才去担忧它，那就来不及了。（句意 1 分，“治之”“患”“无及”三处，每

译对一处给 1 分。）

（2）现在您放弃称霸、称王的大业，反而落个侍奉别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

样做啊。（句意 1 分，“霸王之业”“事”“窃”三处，每译对一处给 1 分。）

14．①苏秦不知道信奉道义，只知道逞口舌之才来迎合楚威王，他的策略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而已；②最终苏秦因欺诈而失去性命，而任用他的楚国也最终灭亡。（答出一点给 1 分，答出

两点给 3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苏秦为赵国组织合纵联盟，去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王。

全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战士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供十年，这是建立霸王之业的

资本。现在您却打算听命于秦国，那么诸侯没有不朝见于秦国章台宫之下的了。秦国最引以为

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强盛则秦国削弱，楚国衰弱则秦国强大，这表明楚秦两国势不两立。所

以替大王做最好的打算，不如六国结成合纵联盟来孤立秦国。大王如果不组织六国合纵联盟，

秦国必然会从两路进军：一路出武关，一路下黔中。如果这样，楚都鄢、郢必然会引起震动。

我听说平定天下，在它还未混乱时就要着手，做一件事在未开始时就要做好准备；祸患临头，

然后才去担忧它，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希望大王及早谋划这件事。您若真能听取我的意见，

我可以让山东各国一年四季都来进贡，奉行大王诏令，将国家、宗庙都委托给楚国，训练士兵，

磨砺武器，任大王使用。合纵联盟成功，楚国就可以称王；连横联盟成功，秦国就会称帝。现

在您放弃称霸、称王的大业，反而落个侍奉别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样做啊。秦国

是天下的仇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土地来侍奉秦国，这是所谓奉养仇敌的做法。做为

人臣，以损失自己国家的领土为代价，交结强暴如虎狼的秦国，来侵略天下，最终会招来祸患。

至于对外依靠强秦的威势，对内胁迫自己的国君，以求得割让土地，这是最大的叛逆和不忠，

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所以合纵相亲，诸侯就会割让土地侍奉楚国；连横成功，楚国就得

割让土地侍奉秦国。这两种谋略，相差很远，大王要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呢？因此，敝国国君

赵王特派我献上这不成熟的策略，奉上详明的公约，听从大王决定。”楚王说：“秦国是虎狼一

样凶恶的国家，不可以亲近。而韩、魏两国迫于秦国的威胁，又不能和它们深入地谋划合作。

我自己考虑，单凭楚国来对抗秦国，未必能够取得胜利。在国内与群臣谋划，也不值得依靠。

我躺着睡不安稳，吃也感觉不到香甜，心神恍惚，好像悬挂在空中的旗子，始终没有着落。现

在您想统一天下，安定诸侯，拯救危国，我愿意恭恭敬敬地把国家托付给您，听从您的安排。”

材料二：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义值得信奉，却喜欢于他们的言论容

易迎合国君的需要。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

诈的便利，而讳言欺诈的危害；夸说战争的好处，而隐瞒战争带来的祸患。他们一个接一个提

出的权宜之计，不是没有好处，但是不会超过它的害处；有收获，但是不会超过它的损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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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都因此丧失了性命；而任用他们的各国诸侯和秦

国，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到了灭亡。

15. B
【解析】“其英勇可在天下任何地方取得黄金富贵”理解错误，应为“富贵与天下人同享”。

16. 同：都抒发了送别时的忧伤之情。（2 分）

异：①《送杜少府》主要表达了再远的距离也无法阻隔深厚友情的豪迈旷达之情；②《送

崔押衙》主要表达了对朋友应当抓住机会建功立业的劝勉。（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7.（1）东犬西吠 鸡栖于厅

（2）鸣鼓而聚之 击木而召之

（3）示例： 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吴丝蜀桐张高秋 空山凝云颓不流

吴质不眠倚桂树 露脚斜飞湿寒兔

18. ①不胜枚举 ②辗转相传 ③息息相关（休戚相关）

（一处 1 分，其他符合题意的成语也可得分。）

19. ①长安、洛阳等都城也成语众多，②但与其汉唐元明清时期的灿烂文化相比便黯然失色。

③成语能成为邯郸的独家特色，可能与这一原因有关。

（答对一句得 2分，答对两句得 3分，答对三句得 4分。）

20. ①“近”或“以上” ②“相等”改为“吻合”

③乙（甲为特定称谓；乙为强调突出，与原文同。） ④故/因此（一处 1 分。）

21. ①面筋质 ②酵母 ③二氧化碳气体（一处 1 分。）

22. ①我们要了解面粉的成分 ②能形成面筋质 ③酵母对小孔形成起着决定作用

（一处 2 分。）

23.【写作指导】

本次作文是材料类任务驱动型作文。第一则联系背诵篇目《谏太宗十思疏》，强调了稳固

根基和疏通源头的重要性；第二则解释了中华文明长河的源、流、汇的含义，并将其放到中华

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做了具体的阐发：“源”是追本溯源，“流”是传承发展，“汇”是交流融合。

中华民族的发展自始至终受到自身文化传承的浸润和滋养，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在

不断地守正创新、文明互鉴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源”“流”“汇”体现在各种具体事物的健康发展过程中，比如“书法”“武术”“国画”

“围棋”“诗词”“建筑”等。考生可根据自己熟悉的领域展开论述。

写作有明确的任务——“结合材料”，“体现你的感悟和思考”，因此考生宜确定议论文文

体，运用常见的论证结构、论证方法来论证文章中心论点。

参考立意：①疏浚源头，传承发展，汇聚文化；

②培根固本，浚源流长；

③文明互鉴扬帆起，华夏文明薪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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