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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三中 2022～2023学年度下学期高二期末考试语文参考答案

1. C 【解析】C.“而不愿意进行历史思考与现实批判”错误，属于无中生有。结合材料二第三段

“然而，我们也因此被表象轰炸得眩晕，而无法接近世界的本质。图像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将人的心

理变化过程一层层地揭示出来”可知，原文并没有此意。故选 C。
2. D 【解析】 D.“这说明语言使图像产生了多义性”错误，曲解文意。材料二第三段“罗中立

的《父亲》如果去掉标题，画面中的老者不过是中国几亿农民肖像的典型。只因标题的点睛，‘父

亲’脸上的皱纹才更显沧桑，其画作才更具撼人心魄的力度。它不只是一个被看到的对象，也是内

涵深刻、需要解读的意义载体，而语言帮助人们清除理解的障碍”，据此可知是说“语言帮助人们

清除理解的障碍”。故选 D。
3. B 【解析】 由“我们要有勇气去挖掘并强调文学功能的异质性，即它在图像时代不同于以往

时代、也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有功能”可概括出，材料二观点是强调文学在图像时代有不同于以往、

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异质性）//或：文学在图像时代有自己的独特功能。

A项主语为《洛神赋图》，强调画作的艺术价值，不能支撑材料二的观点。B 项说看到图画联想到文

学作品，再通过文学作品进一步提升对图画的认知，可以论证“语言有能力……，人们透过语言解

码去感受、理解、提升图像”。符合材料二观点。C 项强调诗歌（或文学）与图像分离后依旧有自

己的生命力，强调文学有不依赖于图像的独立性。D 项“公众离开了图像几乎寸步难行”是强调图

像的作用。故选 B。

4. ①相似点：锤子具有冲击力，而图像具有视觉冲击力；锤子能使钉子深入木板，而图像能使广

告语深入脑海。（2 分）②事理：图像在唤起知性、强化记忆方面具有强势作用。（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方法的能力。

（1）结合材料一第三段“劳拉·里斯曾将宣传广告语比作‘钉子’，而将视觉形象比作‘锤子’，

指出只有依靠‘图像之锤’才能更准确有力地将‘产品之钉’嵌入消费者的大脑”可分析出，相似

点：锤子具有冲击力，而图像具有视觉冲击力，锤子能使钉子深入木板，而图像能使广告语深入脑

海。

（2）结合材料一第三段“除了直接转译图像内容之外，文学家还注意到图像在唤起知性和强化记

忆方面的强势作用”可分析出事理：图像在唤起知性、强化记忆方面具有强势作用。

5. ①文学借鉴图像的叙事策略，同样能带给读者强烈的在场体验和具象的画面感。（2 分）

②文学在揭示心理、洞察本质方面优势明显，在阅读原著之后再观看电视剧，能获得更深的理解和

更美妙的体验。（2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1）结合材料一第一段“比如，当代小说受图像的影响，突破传统小说的因果线性逻辑和语词叙

事的时间性，追求图像的直观性和在场感，从而凸显故事的空间维度，达到不同以往的艺术境界”

可分析出，文学借鉴图像的叙事策略，同样能带给读者强烈的在场体验和具象的画面感。

（2）结合材料二第三段“而语言有能力使非语言信息语言化，使图像符码化，人们透过语言解码

去感受、理解、提升图像。语言具备将并不现成、也不确定的东西加以分离、辨别、归置的能力，

从而到达事物本质的深度”可分析出，文学在揭示心理、洞察本质方面优势明显，在阅读原著之后

再观看电视剧，能获得更深的理解和更美妙的体验。

6．A【解析】“嘲讽了新渡口与环境的不和谐”有误。

7．A【解析】B 项，“延续了源于《楚辞》的浪漫主义色彩”说法有误。C 项，“纤柔秀美” 说

法有误。D 项，“刻画出人物自得的神情”说法有误。

8．①沈从文读书多，作品有古典兴味，如引用“野渡无人舟自横”来写老式小渡船；（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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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许多词汇从生活中来，向群众学习，生动形象，如心和渡船一样只是晃”中的“晃”字，“用力

拉着船缆，倾身向后奔”中的“倾身”（写码头状如“畚箕”，“我”在乡村女孩眼里是个“蛀米虫”

等，喻象取自群众生活，生动形象）；（2 分）

③ 表达自然不做作，如写“六七个顽童游戏”，都“团头胖脸”，用语自然而准确，脱去浮夸。（2

分）

9．①人物形象和精神面貌新。文中弄船女孩虽与“翠翠”形象相似，但她见世面多，对自己生存

充满信心。/或答新农民形象内心和外表完全统一，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心。②时代环境和社会生

活新。充分展现了 1957 年农村合作化后人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③情感体验新。从渡船姑娘身上

感受到“一种责任感和劳动的愉快结合”，感悟到乡下人当家做主的喜悦。④情感表达方式新。不

同于《湘西散记》“无言的哀戚”的含蓄表达，而是直抒胸臆。⑤语言富有时代气息，遣词用语“新”。

（答对其中三点，并能结合文本分析，言之成理即可得满分）

10.D 【解析】王羲之弃官之后，与居住在京城建康东面各郡的人士尽情游赏山水，以射鸟钓鱼为

乐。又与道士许迈一起采用服食养生之法，不惜跋涉千里去收集矿石类药物。同时遍游东面各郡，

登尽名山，泛舟沧海。

“去官”为动宾结构，后面断开；且“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的主语是王羲之，不是“官”，

排除 AB；“修服食”为动宾结构，不可断开，排除 C。

11.A 【解析】“人竞买之”与“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中“之”字含义不同，前者的意思是“代词，

它”，后者的意思是“动词，到……去”。

12.B 【解析】“见王羲之这样做，老妇非常高兴”不准确，见王羲之在自己的扇子上写字，“姥

初有愠色”老妇起初是不高兴的。

13.(1）（我）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等同起来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虚

妄之谈。（译出大意给 1分，“固”“一”“齐”三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2）他曾经写信给人说：“张芝面临水池练习书法，竟然将池水都染成一片黑色，假如让我也像这

样沉迷于书法练习，我的造诣未必落后于他（或者我的造诣未必就在他的后面）”

（译出大意给 1分；“与”“耽”“后”三处，每译对一处给 1分）

14. ①爱鹅而不得，率亲友乘车前去赏鹅；②为道士写《道德经》以求鹅；③见门生家榧木几案光

滑洁净便在上书写；④未经同意为老妇书写扇面，后老妇来求却不肯再写。（答出一点给 1分，答

对三点得满分；意思答对即可）

【参考译文】材料二：王羲之刚出仕时担任秘书郎，后来又被授予护军将军的职务。后来他又

苦苦请求出任宜城郡太守，未被准许。于是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生性爱鹅，会稽

郡有一个独身老妇养了一只鹅，很会鸣叫，王羲之向她求购没有成功，于是他带着亲友乘车前去观

赏。老妇听说他要来，捉了鹅，便将鹅杀了烹煮款待他们，使得王羲之叹惜了一整天。山阴县有一

名道士，养了一群好鹅，羲之前往观赏，感到非常愉快，坚持要买。道士说：“您为我书写《道德

经》，可以把整群鹅都送给您。”王羲之愉快地写完《道德经》，然后将鹅群装入笼子带回家，很是

快乐。他为人任性真率如此。

他曾经到门生家去，看见榧木做的几案非常光滑洁净，便在上面书写起来，真书、草书各占一

半。后来这些书迹被门生的父亲误刮去，这个门生惊怒懊丧了好几天。又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碰见

一位老妇，手拿六角形竹扇在叫卖。他在竹扇上书写，每把扇子上写五个字。老妇起初脸上露出不

高兴的神色，王羲之就对她说：“你只要说字是王右军写的，就能卖一百铜钱啊。”老妇按照他的话

去做，人们竞相购买。后来，老妇又拿了一些竹扇来，王羲之只是微笑而不肯再书写了。王羲之的

书法受到世人的看重，就像以上的例子。

王羲之每每自我评价说：“我的书法如与钟繇相比，应当并肩媲美；假如与张芝的草书相比，

还该说跟在他后面。”他曾经写信给人说：“张芝面临水池练习书法，竟然将池水都染成一片黑色，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高二期末考试 语文试题 第 3页 共 8页

假如让我也像这样沉迷于书法练习，我的造诣未必就在他的后面。”王羲之的书法最初比不上庾翼、

郗愔，到了晚年他的书法才精妙无比。他曾经以章草的书体给庾亮写回信，庾亮的弟弟庾翼看到之

后深为叹服，因此给王羲之写信说：“我过去曾收藏张伯英的十幅章草书法作品，战乱时南渡长江

情况狼狈，结果全部丢失，经常感叹精妙的真迹永远也见不到了。忽然观赏到足下答复家兄的书信，

焕发出来的光彩有如神灵的光辉，顿时让我感觉到过去张氏的作品风貌又在眼前。”

王羲之弃官之后，与居住在京城建康东面各郡的人士尽情游赏山水，以射鸟钓鱼为乐。又与道

士许迈一起采用服食养生之法，不惜跋涉千里去收集矿石类药物。同时遍游东面各郡，登尽名山，

泛舟沧海，感叹说：“我最终会因快乐而死去。”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进入中年以来，容易为情

感伤心，与亲友分别，总是要难受好几天。”王羲之回答说：“人接近晚年，自然会有这种情形。最

近我依赖丝竹音乐来融化宣泄心中郁积的情感，又总是害怕儿子们察觉，会减少我欢乐的趣味。”

朝廷考虑到他的誓言坚决，也不再征召他为官了。

15. B 【解析】B项，“直接点明”理解有误，并未直接点明标准，尾句才明确点出“美恶由吾身”。

故选 B。
16.答：相同态度：都坚守自己的信念追求，不因众人非议而有所动摇。（2分）

理由：①王诗“何足竞”“非吾喜非吾忧”等内容，表现了王安石不争不忧、不因众人非议而挂怀

的态度；颔联强调评判优劣不能看口头的褒贬；尾联“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更是

集中表现出王安石面对非议态度，坚信人的美恶不在于众人的评价，而在于自己本身坚定行为和态

度。（2分）

②屈诗“亦已兮”表明自己对众人“不吾知”的不在意，“苟余情”句强调了保持高洁美好的品德

的决心。（2分） (结合诗句分析且言之成理即可)

【诗歌参考译文】

众人议论纷纷，哪里值得争执？这种事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担忧的。

颂声迭起王莽哪里就贤德，流言四起，后人依然把周公称为圣人。

只有圣人能够正确评价一个人的高低，不会把些小分量当成千钧。

经历多了就会知道一个人的轻重美恶不在别人评价，而在于自己本身的德行。

17. (1)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2)臣生当陨首 死当结草

(3)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4)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

18．B 【解析】依据后文“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可知，“强制、强迫”是被压迫的，不平

等的，故与其相反的应是“平等”，强调文明交流的平等性。故选 B。
19．B 【解析】原句只有一处语病，即成分残缺，缺少宾语“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相对应的介

词“对”；另外依据后文“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可知，强调的是“推

动不同文明”，所以此句的话题也应是“人类文明交流”，所以应将“人类文明发展”放在前面。符

合以上语法特点的只有 B。故选 B。
20．A 【解析】第一组，“高人一等”意为比别人高出一个等级，而“出类拔萃”意为超出同类，

多形容才德超出众人之上的人，根据语境陈述对象为“人种和文明”，不属于“才德”方面，所以

应填“高人一等”；

第二组，“勃勃生机”意为形容生命力旺盛的样子，“蓬勃朝气”意为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常形容新

生向上的样子，强调“有活力”，此句陈述对象为“本国文明”，侧重于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强

调“有活力”，所以应填“勃勃生机”；

第三组，“群芳竞艳”和“百花争艳”含义相当，但“百花争艳”会与第三空前面的“百花园”出

现重复，此空用“群芳竞艳”更贴合；

第四组，“携手”指齐心、联合做某事，“协同”指互相配合、协助做某事，语境中的“应对人类共

同面临的挑战”，更需要齐心和联合，故第四空应填“携手”。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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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 【解析】文中画波浪线处的“其”为代词。A.语气词，常与“何”连用，理解为“多么”。

B.副词，表示委婉地商量，可译为“还是”。C.副词，表示推测，译为“大概”。D.代词，与原文

一致。故选 D。
22．①是不是想吃好吃的缓解悲伤情绪；②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肠道呢；③如果迷走神经由于压

力而无反应

【解析】第①空，前文是说肠道会影响情绪，再结合“你吃到好吃的东西，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可

知，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会想吃好吃的，所以可填：是不是想吃好吃的缓解悲伤情绪。

第②空，所填内容是承上启下句，第三段是解释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肠道，所以这里可填：情绪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肠道呢？

第③空，依据前文“压力会关闭迷走神经，阻止其执行这些重要任务”可知，不会释放出能缓解炎

症的抗炎分子说明迷走神经没有反应，所以可填：如果迷走神经由于压力而无反应。

23.【材料解读】

材料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话是引用《尚书》名言，第二句话则是对名言所做的阐释，第三句

话是由此得出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加有时意味着减，减则是为了更好地加”。骄傲和谦虚指向

人的道德品行，体现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素养。这句哲理名言包含了一个辩证思维的生活逻辑：

做生活的加法有时就会为生活所累，反而于人生不利；做人生的减法，因为有了“断舍离”，反而

会有幸福加持。第二个结论“是加是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懂得加减

之妙，并运用于人生实践中，才会在生活工作、为人处事中得心应手，活出真正的自我和人生的价

值。“加”和“减”本身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辩证统一的，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当其作用于每

个人的生活时，就会体现一个人的人生智慧。文章既可以从“加”或“减”任一角度进行立意，也

可以把“加”和“减”结合起来构思，但必须体现“加”和“减”的辩证思考。立意时可不拘泥于

材料中对骄傲与谦虚的“加”与“减”的思考，可由此联想延伸到生活的其它方面，如“劳与逸”

“繁与简”等“加”与“减”的思考，拓展写作空间。

材料围绕“加”“减”来讲述生活的道理，启示学生要联系社会生活和人生实践，去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学会做人。材料体现“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考查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思维能力，特别

是辩证思维能力。

【作文立意】

1.给生活做减法，人生才能活出加法。

2.学会做减法，才能给人生做加法。

3.做好人生加减法，活出生命真价值。

4.为生活做减法，为生命做加法。

【参考素材】

1.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

2.“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这正是七十年航空报国的科学家顾诵芬的写照。然而他不骄

于成就，只是谦逊地低头，心无旁鹜，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下一座科学高峰。他摇头叹息自己的不

足，“减”姿态而虚心求索，终能不断有所为，有所成，“加”了学识，“加”了品格。又如根雕大

师徐谷青，紧闭大门，将记者的追问与好奇的目光关在视线以外，而潜心钻研刀笔功夫，“减”了

名利之浮云，“加”的却是精湛技艺与淡泊之心。权衡分量，善为加减，方能使人生充实意义。

3.学习也要遵循此规律，劳逸结合。若一味迷信勤奋，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必将换来生物钟紊乱，

神经衰弱，不进反退，这岂不是欲加反减?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想要健康长久地发展，加减之道，

进退之理，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加减”之间，此消彼长，用心把握，方得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