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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高三年级模拟试卷

语 文
(满分：150 分 考试时间：150分钟)

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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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视。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是

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点，文
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作为支撑，
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绝对标准，散文是
一个传统性较强的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但散文研究则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读与
无知。如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

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
乃大进行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
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存在
价值。事实上，散文比其他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化文学的现代
转型。从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个人的梦》、施蛰存的《论老年》、余光中的《听听那
冷雨》、林非的《浩气长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当更
多小说、诗歌、戏剧还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统、悄然进行创新性
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
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
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
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

散文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世代国
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
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基础上，克服以往对
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王兆胜《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材料二：王兆胜自由的散文观在思想上体现为天地之道和人文精神，而在文体上则呈现为“形不散—神不散

—心散”的散文观念。“形不散”是对散文“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错误思想的反拨。散文的“形”，“即‘形体’
之谓也，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王兆胜提出“形聚”的散文观念，意在督促散文家将散文之“形”聚合
起来，按照一定的散文逻辑、规则撰写文章。“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固有要求，散文的“神”，王兆胜认为可以
理解为“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等”，王兆胜希望散文家在散文创作时注重“神凝”的必要性，创作出富有神采
的、精光四射的散文。在强调散文要“形凝神聚”的同时，王兆胜特别重视“心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散文的“心
散”，即拥有宁静从容、自由散淡的心灵，即使身处喧嚣的都市也能拥有“心远地自偏”的心境。而散文文体的边
缘性特质决定了散文平淡自然的特性，由此王兆胜强调散文家都应该修炼一颗自由平淡的心灵，这样才能“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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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挥洒自如”，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散文。对于冰心的《寄小读者》，王兆胜颇为喜爱，因为在这里没有世俗功利
的一面，只有真、善、美以及一颗珍贵的“童心”。冰心在《寄小读者》里着意营构一个美好纯洁的世界，她不是
不懂得人世间的黑暗与残忍，而是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意的回避。在散文中揭露世界上的黑暗与丑恶并试图提出解决
的方法固然意义重大，但是构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人以爱和美的享受也同样珍贵。正是因为冰心以一颗自由、纯净
的心灵进行散文创作，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充满爱与纯洁的世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蕴含着天地之心和人文关
怀，不失为一部佳作。但是他在创作《病隙碎笔》时却因为失去了自由宁静的心灵而造成思想的沉重与心灵的闭塞，
这在王兆胜看来是极为可惜的。

(摘编自毛苹清、贺仲明《“真诚与自由”——评王兆胜的散文研究》)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杂、散、乱的特点，使散文文体特征不够鲜明，进而影响其归类评估，这是散文研究不受重视的最主要原

因。
B. 正视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是对否定优秀文化文学传统，盲目崇拜西方各种理论的拨乱反正。
C.“形不散”“神不散”既纠正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错误思想，又是散文创作的原本就必须遵循的规范。
D. 史铁生在创作《我与地坛》后性情大变， 《病隙碎笔》等作品体现出的就是他此时思想的沉重与心灵的

闭塞。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材料一用“汗牛充栋”“门可罗雀”来对比其他文体和散文的研究状况，论述语言富有趣味。
B. 材料一中列举了大量散文经典作品，便于阐释散文新的价值，同时增强了文章论述的说服力。
C. 材料二采用总分式的论证结构，先点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文体观，然后一一论述。
D. 材料二论述王兆胜颇为喜爱冰心的《寄小读者》，意在阐明冰心的创作不受限制，挥洒自如。
3. 下列语句中与文中“形凝神聚”的“神”的内涵最一致的一项是(3 分)( )
A. 意得神传，笔精形似 B.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C.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D.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4. 部编版必修上册第七单元包括《故都的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节选)》《赤壁赋》《登泰山记》等篇

目，你认为教材编者选取这些文章组成该单元的原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一简要分析。(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学校文学社拟召开散文创作学习心得交流会，请你发言。请根据材料二撰写发言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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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一：

鱼 王
张 炜

这片湖水已经变成了窄窄的长条形，渐渐只剩下靠近陡崖的那一长溜。我知道到了入冬的时候，这湖水差不多
就要干枯大半，只留下陡崖阴影里的一片深水。

那些水洞吸走了湖里的水，还是在最后的时刻往湖里添加，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我发现当大片的水从山
谷流走，变成小溪四下流淌时，最终还是有一些水不愿离开。深秋时节，这里的水凉得像冰凌，让我不停地发抖。
可她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照样潜到下边，一直在水中待上一两个时辰。

我如果不是为了破解心中的疑团，也许早就离开了这片阴冷的水。我咬着牙关坚持下去。有一天夜里月亮升得
很晚，我实在疲乏了，再加上冻得难以忍受，就独自往岸边走去。

就在我涉过浅水时，突然又听到身后传来了“咚咚”声。我猛地回头，啊，黄黄的月色下，她在水面起伏跃动，
就像骑在一匹大马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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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了一声，回身扑进水里，急急地游向那儿。快到她身边时，人却不见了，好像她在潜入水中时挥了一下手。
我也潜下，不顾一切地划水，靠近……我好像已经挨到了最大的水洞入口。老天爷，这一次千真万确，我看到了一
个粗长的黑影在移动。我追上去。

我忘不掉那个危急的时刻：有一股水柱从一旁冲出，把我顶了一下，逼得我贴上崖边，怎么也动弹不得。我憋
住一口气，使上全身的力气才浮上水面，可还是呛了一大口水。就在这时候，我的头被一只手托住，是她，把我一
下抱在了怀中。

“我又看到了那个黑影，它刚刚回、回水洞去了……”我只剩下了一丝力气，伸手指着一个方向。
她“呜呜啊啊”，不知在说什么。我明白了，她刚刚也在追赶那个黑影。我问她是不是这样？她点头又摇头，

说：“咱们回家吧，咱们走吧。”
我们一前一后踏上岸边，我瘫在了沙子上。“回去吧孩子。”她拉扯我的手。
我盯着她的眼睛问：“我想知道那个黑影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你早就知道。你告诉我吧。”
她不说什么。这样过了许久，她站起来，有气无力地反身走去。
我跟上她。正要入水的那一刻，她止住了步子，把我按坐在沙子上：“孩子，从你留在屋里的那天起，我就不

打算瞒你什么。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为什么？”
“因为你一心想做‘鱼王’，想成个捉大鱼的人……”
我听不明白。我心里有些冤枉和委屈。我不知道这有什么错。“鱼王”是最了不起的人啊，山里人个个崇敬“鱼

王”，这是从来如此的。我怔怔地望着她，口吃一样地问：“你，你不就是‘鱼王’吗？”
“我不是。”
“我师傅不是，那么你就是，是真正的‘鱼王’。他把我托付给你……”
我的眼角渗出了什么，她伸手在那儿擦了一下，把我搂到怀里：“好孩子，你师傅不是，我也不是。因为做那

样一个‘鱼王’不会有好下场，前两个‘鱼王’怎样，你是知道的。我领你去吧，你去看了就会明白。”
说完之后她就扎入了水中。
我跟在她的身后。她反身潜入洞子深处。大约十几分钟之后，我又听到了“咚咚”声。啊，这又沉又闷的鼓声，

在阴冷的月色里越敲越近。我知道这声音的来处了，它就来自水洞。
那个巨大的黑影再次出现了。我看不清楚，只觉得它是一条无比大的鱼，吐水时就发出这种声音。它挨近时，

让我觉得就像一道压过来的石壁。
它没了踪影时我才醒过神来。她过来扯我的手时，我还在怔着。
回到石屋中，躺下许久，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我在冷水中泡得太久了，还有害怕和惊异。老太太也有些冷了，

起身饮了几次蒲根酒。她握住我的手，又按按我的脑瓜。她的手烫烫的。她问：
“你今夜看见了什么？”
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大鱼。”
“那就是鱼王。”
“啊？是它？”
“大山里的鱼王。”
我一下坐起：“它就是传说中的‘鱼王’？”
老太太磕打牙齿：“嗯。有它在这儿，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它是看护水根的，没有它，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

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它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它的？”
“我用了一辈子才找到它……”
2015 年 1 月 24日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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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二：《寻找鱼王》到底寻到了什么？或许我们还可以尝试一种神话式读法：那水洞里住的不是什么“鱼王”，
而是主宰江河湖海掌管行云布雨的“龙王”。从小说文字上看，龙王看护“水根”，似乎更有说服力。想想吧，大
山的水洞深处住着神通广大的龙王，该是一件多么刺激而又有意思的事。果真那样的话，该能震撼多少敬畏之心。
由鱼而龙并非牵强，李泽厚先生就认为龙与鱼很可能有关系。现代考古发现“龙”纹是由“水鸟啄鱼纹”演变而来，
民间传说鲤鱼跳龙门讲的就是鱼变龙的故事。而在《说文》《礼记》等古籍中，则说：“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
之长，能率鱼而飞”“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体现了龙尊鱼卑，龙成了鱼的率领者、保护者和统治者。如此，
正与《寻找鱼王》未见尊容的“龙王”情形相像，这个龙王不仅是鱼的率领者、保护者和统治者，还是整个大山的
守护神，假如没有它，“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

(摘编自赵月斌《论〈寻找鱼王〉及张炜之精神源流》)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老太太点头又摇头，表明她虽然也在追赶那条黑鱼，但与“我”的动机并不相同。
B. 老太太说自己用了一辈子才找到黑鱼，这表明她一直以看护这条黑鱼为毕生使命。
C.“龙王”主宰江河湖海掌管行云布雨，因此赵月斌认为看护水根的是龙王更合适。
D. 民间传说和典籍记载中可见到龙和鱼的关联，龙守护大山会震撼人们的敬畏之心。
7. 下列对文本一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小说运用比喻手法，描写老太太在月下的水面起伏跃动情景，体现出其精通水性。
B. 小说通过“我”的见闻感受以及老太太的相关讲述，主要从侧面对大鱼进行描写。
C. 小说对迷蒙月色的描写富有诗意，意在暗示“我”成为“鱼王”的愿望无法成真。
D. 小说采用儿童视角，叙写主人公成长的生命历程，主题表达自然而具有深刻意蕴。
8. 文本一节选自小说《寻找鱼王》的最后一部分，请根据文本一推断前文有哪些主要情节。(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文本二认为，水洞里住的是“龙王”更有说服力，文本一中为何将洞中之物设定为“鱼王”？请结合文本谈

谈你的看法。(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 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题。
景公有所爱槐，令吏谨守之，植木悬令曰：“犯槐者刑，伤之者死。”有不闻令，醉而犯之者，公闻之曰：“是

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其女子往辞晏子之家，请曰：“负廓之民贱妄，请有道于相国，不胜其欲，愿得充数乎下陈。”晏子闻之，笑

曰：“婴其淫于色乎？何为老而见奔？虽然，是必有故。”令内之。女子入门，晏子望见之，曰：“怪哉！有深忧。”
进而问焉，曰：“所忧何也？”对曰：“君树槐悬令，犯之者刑，伤之者死。妾父不仁，不闻令，醉而犯之，吏将
加罪焉。妾闻之，明君莅国立政，不损禄，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禽兽伤人民，不为草木伤禽兽，不为
野草伤禾苗。吾君欲以树木之故，杀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国矣。虽然，妾闻之，勇士不以众强凌孤独，
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犹自治鱼鳖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
民苟可法于国而善益于后世则父死亦当矣妾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树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伤
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义也。邻国闻之，皆谓吾君爱树而贱人，其可乎？愿相国察妾言以裁犯禁者。”

晏子曰：“甚矣！吾将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归。明日，早朝，而复于公曰：“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
欲谓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辜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今君穷民财力，以美馁食之具，
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行暴之大者；崇玩好，悬爱槐之令，载过者驰，步过者趋，威严拟乎君，逆之明者也；
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刑杀不称，贼民之深者。君享国，德行未见于众，而三辟著于国，婴恐其不可以莅国子民也。”

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几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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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出，公令趣罢守槐之役，拔置悬之木，废伤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节选自《晏子春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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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昧墨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国而善益于后世/则父死亦当矣/妾为之收亦宜矣
B. 昧墨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国/而善益于后世/则父死亦当矣/妾为之收亦宜矣
C. 昧墨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国/而善益于后世/则父死亦当矣/妾为之收亦宜矣
D. 昧墨与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国而善益于后世/则父死亦当矣/妾为之收亦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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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槐者刑”的“刑”是“施刑”的意思，和《齐桓晋文之事》中“刑于寡妻”中的“刑”意思相同。
B.“不损禄，不益刑”中“损”“益”意思相反，这与《谏逐客书》“损民以益仇”中的“损”“益”用法相

同。
C.“而害明君之义也”的“害”是“损害”的意思，和《屈原列传》中“争宠而心害其能”中的“害”意思不

同。
D. 享国，即享有其国，指帝王在位年数。如《过秦论》“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齐景公喜爱槐树，在槐树旁种了一棵树，上面挂了一面牌子，写着“犯槐者刑，伤之者死”的法令。
B. 犯槐者的女儿认为齐景公的法令是因为个人的恼怒损害公法，违背了君王立政的宗旨，对国家无益。
C. 晏子认为齐景公治理国家，没能展现自己的美德，却犯了“暴”“逆”“贼”三大忌讳，必须改正。
D. 经过晏子的劝谏，齐景公幡然悔悟，下令赶快停止守槐之事，废除相关的法令，释放冲犯槐树的人。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 婴其淫于色乎？何为老而见奔？虽然，是必有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微大夫教寡人，几有大罪以累社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犯槐者的女儿劝谏晏子和晏子劝谏景公的策略有什么不同？请简要概括。(3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5～16题。

答孙莘老见寄
王 令

高门鞍马日光荣，势力纷纷起共争。
偶以不能聊自便，敢于兹世独求清。
生无人愧宁非乐，死有天知岂待名。
客食官居同是苟，何须称别异平生。

15.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首联刻画了趋炎附势之徒奔走于权贵之门，自以为荣，又党同伐异，纷争不已。
B. 颔联“偶”“聊”的委婉语气与“敢”“独”的坚决语气，形成对比，相得益彰。
C. 颈联“宁”“岂”两个同义词与“无”“有”两个反义词照应，加强了疑问语气。
D. 这首酬答诗，词气慷慨激昂而情致苍凉郁勃，充分显示了作者耿介孤高的人品。
16. 这首诗中间两联阐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http://www.zizzs.com


专注中学拔尖人才培养

6 官方微信公众号：zizzsw 咨询热线：010-5601 9830

官方网站：www.zizzs.com 微信客服：zizzs2018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描写了箜篌之音美妙，惹得鱼

蛟随乐而动，令人如入梦幻之境。
(2) 李密的《陈情表》当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

孝谨备至。
(3) 古诗词中常用顶真手法，不但能使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而且能突出事物之间环环相扣的有机联系，

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 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中国的水土__①__出世界上最早的茶，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画卷，

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
“一嫩三鲜”之称的洞庭碧螺春，全国唯一保留蒸青工艺的恩施玉露，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的祁门红茶，汤

黄澄高味醇甘爽的君山银针茶，让古人发出“武夷焙法实甲天下”之叹的武夷岩茶，已建立母本基因库的安吉白茶，
讲述着民族团结故事的茯砖茶，被誉为“日本茶道之源”的径山茶宴……在中国，色、香、味、形各异的茶品，__
②__的茶俗，都体现着非遗传承的实践成果。

近年来，茶文化协调带动茶产业、茶科技发展。由此， ( )围绕“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各地坚持__③__，在保护传承好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发力产品创新、设计创新和理念创新，加大茶产业发展和融合
力度，让该遗产项目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在这一方面，实践探索成果__④__。

18.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分)( )
A. 滋养 绚丽多姿 推陈出新 不胜枚举
B. 滋养 多姿多彩 推陈出新 擢发难数
C. 孕育 多姿多彩 守正创新 不胜枚举
D. 孕育 绚丽多姿 守正创新 擢发难数
19. 根据原文语境，填入括号内最恰当的句子是(3分)( )
A. 以制茶技艺为代表的非遗，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
B. 以制茶技艺为代表的非遗，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实实在

在的幸福。
C. 以制茶技艺为代表的非遗，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
D. 以制茶技艺为代表的非遗，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带来的是实实

在在的幸福。
20.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这样写有怎样的表达效果？(5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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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题。
北京时间2022年 11月 30日 7时 33分，在“T”字基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里，翘盼已久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入驻“天宫”。“胜利会师”的两个航天员乘组在中国人自己的“太
空家园”——中国空间站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此刻，身处太空的 6位中国航天员，承载了所有
中华儿女对浩瀚星空的向往，注解了中华民族可上九天揽月的豪情，也再次描下中国航天的进步足迹。

筑梦，追梦，圆梦。如果将空间站建造历程比作是自信自立自强的旋律，那么航天员的一飞冲天，恰似在太空
中引吭高歌，代表着无数航天人迈向星辰大海征途的志气骨气底气。自 2021年 4 月天和核心舱发射到神舟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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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仅用不到 20 个月时间，密集实施 11次发射、2次飞船返回、7次航天员出舱，4个飞行乘组 12名航天员接
续在轨驻留，如期完成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空间站如约搭建，梦想如期而至，堪称完美的表现，展
示了中国载人航天 30 年发展的厚重沉淀与强大实力，跑出了新时代中国航天发展的加速度，激励着新征程上创造
新的伟业的奋斗情怀。

21. 请将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改成四个较短的句子。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多用数字，请分析其表达效果。(5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写作(60分)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一家磨坊里，马和驴是一对好朋友。
磨坊主人要外出做生意，驴选择在家磨豆子，马则自告奋勇陪主人上路。
一年后，马回到磨坊，骄傲地跟驴讲起这次旅途的所见所闻：“这样的生命才精彩。”
驴淡淡地回应道：“不，我每天拉磨磨粉，也很充实。”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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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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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自主选拔在线是致力于提供新高考生涯规划、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三位一体、学科竞赛等政策资讯的升学服

务平台。总部坐落于北京，旗下拥有网站（网址：www.zizzs.com）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矩阵，用户群体涵盖

全国 90%以上的重点中学师生及家长，在全国新高考、自主选拔领域首屈一指。

如需第一时间获取相关资讯及备考指南，请关注自主选拔在线官方微信号：zizzsw。

http://www.zizz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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