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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智达2023高考临考信息卷（预测演练）

语文参考答案

中国传统艺术对“空灵”的追求已然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对“空灵”的思考也见诸各种艺

术门类。现代文阅读Ⅰ围绕“空灵”选取了三则材料,旨在加强学生对于我国传统美学的理解,提升审美情

趣。其中材料三选取了《红楼梦》中与“艺术空灵”相关的章节内容,也是新高考整本书阅读任务的具体体现。
同时借助命题考查学生信息性文本阅读的能力。
1.A 解析:B项,“造园艺术的‘虚’最能体现‘空’的精髓”错,材料一“在中国园林艺术中,虚空的世界永远

在造园和品园者心中存在着,他们得诗画‘空’之精髓,故有灵气往来”并没有将造园与绘画、诗词进行比

较。C项,“‘静照’只有在断绝世务后才能空诸一切”错,材料二“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
世务暂时绝缘”可知,原文说的是“静照的起点”,且是“和世务暂时绝缘”。D项,“有了心灵内部的‘空’就
能让艺术空灵化”错,材料二“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
强调是“基本条件”,选项说法绝对。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2.B 解析:“论证‘物象呈现灵魂生命’的观点”错,材料二引用苏东坡的诗句是为了论证“万物静观皆自得”

的观点。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分析文章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的能力。
3.D 解析:“道中迷雾冰滑,蹬几不可登”实写泰山山路冰滑,登山艰辛。本项不符合“空灵”的特点。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对文本观点与论据关系的判断能力。
4.答案:①要能通过有限的形式,想象到无形的世界(或:要能体会创造者营造“空”的匠心);②静观万象时要

能放“空”心灵,淡泊精神,感受物象的灵魂生命。(每点2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内容并整合归纳信息的能力。
5.答案:①大观园中曲折泻于石隙的“清流”创造出一个灵动的空间;②大观园中“沁芳亭”能收摄众景于一

体,引领出一个空灵的世界;③大观园中“飞楼插空”“石磴穿云”等景致形成“隔”,使物象造成距离,创设了

“空”的意境。(一点1分,两点3分,三点4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对文本所陈述观点的理解、运用及对《红楼梦》中景致特点的把握能力。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野草》创刊于1940年,由夏衍、孟超、秦似等担任编辑,是
抗战相持阶段的进步刊物。取名《野草》寓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存之意,以象征中国人民坚

持长期抗战的顽强精神和斗志。现代文阅读Ⅱ所节选的两则文本作者均为《野草》的编辑,选文旨在引导学

生感受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进步刊物的思想引领作用,同时借助命题考查学生文学性文本的阅读

能力。
6.B 解析:“我”对秦似十分敬重,并非“主要是亲热和熟络”,也没有“戏弄他”。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文本内容和鉴赏艺术特色的能力。
7.D 解析:“文辞典雅”错,秦似“在《野草》中引用古诗和倍·柯根的话”是为了战斗和讽刺,文辞风格犀利。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鉴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8.答案:①“秋”既是指时节,又喻指收获,标题“一年容易又秋风”由此而来,是理解文本情感的重要线索;
②围绕“一年容易又秋风”,文章叙述“我”与家槐兄、秦似的相聚,并插叙刊物《野草》创办的历程,这些都发

生在秋天;③贯穿着人到中年需勤勉奋进的深沉感叹,文末再次呼应题目,升华主题。(每点2分。意思对

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分析文本标题作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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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①文本一侧重以“野草”写人物,侧重写“野草”的顽强和葱茏,表现《野草》的创办者秦似的坚韧与辛

勤,表达对其的赞美及对自身的勉励;②文本二侧重以“野草”喻刊物,侧重写“野草”的卑小和作用,表达创

办《野草》的期许和目的。(每点3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分析文本的写作目的及对文本中物象的丰富内涵的理解能力。

  文言文阅读的两则材料分别选自《孟子·滕文公上》和《齐民要术》。文本一意在引导学

生理解教育从古至今的重要性;文本二意在引导学生对劳动的认识,符合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要求。阅读两则

文本,可以引导学生以史为鉴,符合读史明理、学史崇德、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借助命题考查学生

文言文阅读的能力。

10.EIM 解析:原句标点: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每选对一处给1分,涂四处及以

上不得分)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文言文并断句的能力。

11.C 解析:《谏太宗十思疏》中“所宜深慎”的“宜”意思是“应该,应当”。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文化常识积累及掌握文言实词的能力。

12.D 解析:“所以明君必须要对天时地利了如指掌”错,说法绝对,于文无据。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13.答案:(1)顺应播种的气候条件,估量地理上的有利形势,那么用力少却收获多。(“天时”“量”“则”各1
分,句意1分)
(2)早种的田地干净容易整治,晚种的田地杂草多难以整治。田地收成能有多少,和(当年)年岁是否适宜

(田地的种植收割)相随。(“治”“秽”“岁”各1分,句意1分)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并翻译文言文语句的能力。

14.答案:①使百姓丰衣足食。②便于教化百姓懂得人伦。③使社会安定。(每点1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整体把握文意并整合、概括信息的能力。
【参考译文】
文本一:

后稷教百姓种庄稼,栽培谷物;谷物成熟了,百姓便得到了养育。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居
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育,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又为此忧虑,便派契做掌管教育的司徒,用尊卑长

幼之间的伦常关系教导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长幼之

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
文本二:

大凡谷子:成熟有早有晚,谷苗茎秆有高有矮,收获的果实有多有少,植株质地性状有的坚强有的柔

软,米粒的味道有的好有的不好,谷粒舂成米时有的折损多有的折损少。土壤肥力有的肥沃有的贫瘠,肥
沃的田地适合种植得晚一点,贫瘠的田地适合种植得早一点。肥沃的田地,不仅适合晚些种,种早了也不

会有妨害;贫瘠的田地适合早种,种晚了一定不能结成果实。不同的地形条件,有不同适合的作物。山

地,(适合)种坚强的苗,来避免风霜(指避免气候剧烈变化的损害);低而多水的地,(适合)种较弱的苗,以
求得较高的收获。顺应播种的气候条件,估量地理上的有利形势,那么用力少却收获多。如果只凭主观,
违反自然法则,便会辛劳却没有收获。潜入泉水中砍伐树木,攀登山峰去捉鱼,只能空手回来;逆着风向

泼水,逆着斜坡滚球,这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凡是种谷的田地:以前种的是绿豆小豆的地最好;(种了)麻、
黍、胡麻(的地)其次;(种了)芜菁、大豆的最不好。一亩肥沃的土地,用五升的种子;一亩贫瘠的土地用三

升的种子。种谷的田地一定要年年更换。凡是春天下种的,要种的深些,(而且)应当用重的“挞”拖过压


下去;夏天下种,就要种得浅些,撒下去便可以出芽了。


凡是种谷子,都以雨后下种为好:遇到小雨,应该

趁泥土湿润时种;遇到大雨,等杂草长出来后再种。春天如果遇到干旱,(去年)秋天耕过的地,可以敞开

垄沟等待下雨。夏天如果敞开垄沟,不仅大雨会把种子冲走不能发芽,而且发芽时庄稼和杂草一起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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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了。大凡谷田,要早种晚种相错杂。有闰月的年份,节气靠后,适合种晚谷;然而大都喜欢种早谷,因
为早谷田的出产多于晚谷田好几倍。早种的田地干净容易整治,晚种的田地杂草多难以整治。田地收成

能有多少,和(当年)年岁是否适宜(田地的种植收割)相随。早谷皮壳薄,米粒充实而且数量多;晚谷皮壳

厚,米粒少而且不饱满。食物,是百姓生活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所以国君

向上顺应四季的气候条件,向下开发地理上的有利形势,中间利用人的力量,因此一切生物顺遂生长,各
种谷物茂盛地生长、成熟;教导百姓养育各种家畜家禽,按照季节种植树木,致力于整修田地,多种桑麻。
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定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一定在于使百姓有充足的资财可

用;财用富足的根本,一定在于不侵占生产活动的时间;不侵占生产活动时间的根本,在于减少(官府要求

完成的)事务;减少事务的根本,在于节制贪欲;节制贪欲的根本,在于返其自然之本性。不会有摇动了根

本却能使末端安定的事,不会有弄浑浊了水源却让水流清澈的事。

  古诗词阅读选取的是唐代诗人鲍溶的《蔡平喜遇河阳马判官宽话别》,此诗既是诗人与朋

友相逢又离别的应酬之作,同时又是对唐朝平定淮西的赞歌。诗人与朋友相逢的时机比较特殊,平蔡之役,
关系到唐王朝的命运,在当时是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自然也成为诗人和友人马判官相逢中的主要话题。全

诗洋溢着平蔡胜利的欢乐气氛,突出了歌颂平蔡之捷的主题,深化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借助命题考查了学生

古代诗歌阅读的能力。

15.B 解析:“实写”错,应为虚写。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古诗词内容和鉴赏古诗词技巧的能力。

16.答案:①对官军军纪严明、士气高昂的赞美;②暗含对将领治军有方的肯定;③对马宽神采飞扬、气概不凡

的赞美。(每点2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理解古诗词思想感情的能力。

17.答案:(1)诵明月之诗 歌窈窕之章

(2)所守或匪亲 化为狼与豺

(3)示例1: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示例2: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每空1分)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对常见名篇名句的识记、积累的能力。

  语言文字运用Ⅰ节选自2023年3月20日《解放日报》刊载的牛旭斌散文《那秦腔韵味,

摄住了我的魂》,是对选择性必修下册贾平凹《秦腔》的拓展研读,并将课文的重点内容融入语料,体现了教考

衔接的理念。同时借助材料和命题,考查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18.答案:①人山人海 ②耳濡目染 ③如痴如醉(每空1分,其他答案若能契合语境亦可得分)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在语境中正确运用成语的能力。

19.B 解析:A项,“表示递进”说法错误。第一句中破折号的作用是表解释说明。C项,“均运用了拟人的

修辞手法”说法错误。“羌笛何须怨杨柳”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揪心裂肠的唱腔填平了心中的沟坎”
运用的是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用“沟坎”来比喻内心的愁苦,是比喻的修辞手法,“揪心裂肠”是夸张的

修辞手法。D项,“句号应该放在引号内”说法错误,句号应该放在引号外。
[命题意图]

 

本题综合考查在语境中辨析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修辞手法和虚词的能力。

20.答案:①“只有”表示单一,表明秦川戏曲的匮乏;“只能有”意为唯一,表明“秦腔”是唯一适应“秦川”地域

特征和百姓的戏曲。(2分)②两个“只有也只能有”连用,构成强调,进一步凸显了秦腔对于秦地及这里

人们的重要性。(3分)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赏析句子表达效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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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文字运用Ⅱ是一则关于日常生活中较常出现的“晕车”现象的科普类文章。话题贴

近生活,易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从科普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既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又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在整体把握语料内容的基础上设置了根据语境推断信息和补写语句两个题目,考查学生在真实的

语境中运用语言文字必备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1.答案:示例:当感官传入的运动信息(1分)与大脑自主存储的感觉信息(1分)产生矛盾(1分),就会导致

晕动症。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根据具体语境推断信息并整合语言的能力。

22.答案:①尽管大家对晕动症的症状比较了解

②这也是为什么自己(司机)开车不那么晕车

③人也就不容易产生晕动症了(或:人也就不容易晕车了)(每句2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

 

本题考查在语境中补写语句的能力。

23.【写作指导】

  这是一则图文结合的材料作文,核心话题是“中国青年承担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责任”,所用的引题

材料结合了当下“全球湿地不断遭到破坏”的现实和中国在保护湿地方面的不懈努力,特别强调了“《湿地

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在中国召开”以及“此次大会”的标志寓意,从中可见我国在保护湿

地方面的决心和美好愿景,有助于学生打开视界。

  写作要求中,提醒考生应深入思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中国青年该如何承担推动绿色发

展的时代责任”这一深刻问题,着重论述“中国青年承担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责任”的具体措施和对于“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等。学生写作能结合材料表明自己的观点,体现自己的感悟与思考即可。
【参考立意】

①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我辈青年应勇担时代责任。

②踔厉奋发新时代,绿色发展续新篇。

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④促和谐共生,创绿色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