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郡中学 2023 届模拟试卷(二) 语文参考答案

1.D(D项不正确，原文"各种时代精神具有了民族性",民族精神融合的是“各种时代精神”。)

2.D(D 项不正确，原文"文学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并不在于写什么题材，关键是看作者在作品中表达

了怎样的思想感 情”,只是强调“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是由作品表达怎样的感情”所决定的，原文并无“纠

正重视题材的创作倾向”这 一观点。)

3.A(A 项表面写百姓生活，实则赞颂主政官员。 B项表现了诗人对在家中苦苦等待戍边战士回家的

妻子深切同情以 及对战争的沉痛控诉，反映了唐代长期征战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 C项诗人“托物

言志”,以病牛自抒晚年的心志， 表示忠心祖国、报效众生的信念决不动摇。 D 项“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大意是郁孤台下这赣江的流 水，水中有多少苦难之人的眼泪，“行人泪"是词人站

在人民立场抒发忧民之情。 A 项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创 作”。)

4.大前提：凡是正面反映人民生活和表达人民思想感情的作品就具有人民性。

小前提：《伐檀》《硕鼠》《卖炭翁》《窦娥冤》《水浒传》这些作品都是从正面反映人民生活和表达人民思想感

情。 结论：《伐檀》《硕鼠》《卖炭翁》《窦娥冤》《水浒传》这些作品都具有人民性。

【解析】①具有三段论的基本形式；大前提+小前提十结论，1分；②完整展示推理过程；3分，每答

对一点1分，两点 2分，三点3分。

5.①在创作导向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②在创作目的上，要发扬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创作更多优秀作品来滋养人民的审美价值观，丰富人民的

精神生活。

③在创作路径上，要深入职场，了解真实的职场生活。

④在创作内容上，要塑造鲜明的职场人物形象，体现职场人的时代精神。

【解析】答对一点1分，两点3分，三点4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

情给分。未扣情境 作答，要酌情扣分。

6.C(“护送两位小英雄回来”是后面发生的事。)

7.C(此处应该是埋下伏笔。)

8.①用强烈的反差渲染老英雄的传奇。 一方面写敌人监视封锁严密，另一方面写老英雄悠闲自信，巨大

的反差使老英 雄极富传奇色彩。

②用女孩的怀疑来反衬老英雄的传奇。 一是他胸有成竹，二是女孩一再怀疑，用女孩的怀疑凸显其行为之

奇。

③叙事只写其然，不写其所以然，传奇色彩更为浓郁。如在报仇这一情节，读者需要回味起来才能明

白。(每点2分) 【解析】①作者用强烈的反差来渲染老英雄的传奇色彩。 一方面写敌人的监视封锁非

常严密，老英雄年近六十，身体 非常干瘦，而且不带一支枪。另一方面，写老英雄的精神与业绩。精神，

是那么悠闲自得，异常自信；业绩，是使敌人 的封锁全然落空，保证了苇塘里的队伍得到充足的给养。

两个方面巨大的反差，使老英雄显得非常了不起，富有传奇 色彩。

②用女孩的怀疑来反衬。这里有一段对话描写，老头子说“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后来又说“等

到天明，你们 看吧”,他是胸有成竹的，女孩却一再表示怀疑，先是没有答话，以为老头子不过发发狠，说说

罢了，再用小女孩的话表 怀疑：“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打仗?”写怀疑有衬托作用，显出了老头子英雄行为

之奇。

③在叙述过程中只写其然，不写其所以然，让读者回味其所以然，使传奇色彩显得更为浓郁。老英雄是

设好圈套让鬼 子往里钻。他事先系好了钩子，又想出用莲蓬引诱鬼子，又掌握了鬼子的活动规律。作者

不写这些，只从鬼子洗澡写 起，写老头子船上放着一大捆莲蓬，只顾剥着莲蓬吃，也不写他的用意，写

小船冲着鬼子这里来，又转了一个圆圈回 去，也不写老头子的船为什么这样划来划去，其实是诱使鬼子

进入圈套，这层意思要回味起来才能明白。

一个干瘦的老头，手无寸铁，孤身一人，可以玩弄十几个鬼子于掌股之中，置他们于死地，真可以说是



一位传奇式的 英雄。

9.①女性的善良和精神之美。无论是大菱、二菱，还是《荷花淀》中“水生嫂”们，在作者笔下均单纯、美丽，贤惠、

识大体， 是“美”的化身，且都是抗日的战士。

②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善良与美。文中对老头子肖像、动作、心理等描写，表现了老头子老当益壮，充满

活力的美；而 “水生”们对家人的爱、勇敢与信心，也是善良和美的象征。

③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描写，让战斗场面洋溢着智慧与力量的美。优美的

自然环境与人物成长的心理轨迹自然融 合，精神上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共同构

成了一种诗意的美好生活。(每点2分)

【解析】①女性的形式美和精神美。"多么俊的一个孩子呀!""还这么爱干净!""在敌人的炮火里打滚，

在高梁地里淋 着雨过夜，发高烧和打寒噤的时候，孩子们也没停下来。 一心想：找队伍去呀，找到队伍

就好了!”作者笔下美丽的女

孩子，不仅单纯、美丽，更是“美”的化身，小小年纪就已经是抗日战士了。

②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善良与美。作者对老头子的外貌、神态等描写，写出老头子老当益壮，充满活力的

美；借助他的 语言描写，“我没脸见人""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也不和你们说。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

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 看吧”这几处语言描写都生动地表现了老头子因没有圆满地完成任务而懊

丧、内疚、自责的心理，和要为小姑娘报仇 的决心和信心，表现了老头子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尤其

是写他“自信又自负”,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老英雄的形 象更加善良和美了。

③在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态的生活中，战争的血腥与残酷转化为诗意的景物描写；人物的自信、自

尊、悔恨、自责、智慧 和勇敢，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美；人物成长在纯美的水乡，热爱着自己的

家乡，意境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人物成长的心理 轨迹自然融合，精神上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共同构成了一种诗意生活，这就是作者说到的极致的美。

10.H M R

11.B(A 项，童生/未成年的男子。 B项，改变。C 项，邀请/迎击。 D 项，推辞/辞别。)

12.B[“《经传》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证举视此。盖先生之学，自汉经师(郑)康成后，罕其俦

匹。”从汉代经学大师 郑康成以后，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匹敌。]

13.(1)(他)就向藏书家借《周礼》,(因此)能够抄写《周礼》全文，日夜朗读背诵。

(“诸”"讽"各1分，句意1分)

(2)拿《周礼》中的疑难之处询问，江先生因此撰写了《周礼疑义举要》 一书。

(“质”1分，状语后置"以《周礼》中疑义”1分，宾语前置“是以”1分)

14.①江先生把“丰年补败”的道理告诉了乡里人，②乡人都按照实际田亩缴纳粮食，设置以备荒

年的公有仓库，③这样 坚持了将近三十年。(每点 2分，答对三点得满分)

15.A("本首诗立足于评述古代成败之事”错误。"万里关河归梦想”说的是自己的痛苦，"人间只

有躬耕是，路过桑村最 眼明”说的是自己的向往。)

16.①感伤历史往事的。诗人因阅读历史典籍而感叹成败之事浩如烟海，穷达祸福相伴相生，王

霸事业如棋不定。

②悲慨自身及国家命运。诗人由史及今，认为收复万里关河只能在梦中想象，从而流露出对

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 路，以及祖国没能统一的悲慨。

③向往田园生活。因理想得不到实现，而认为只有躬耕田园才是正确明智之举，因而路

过桑村眼睛才最为明亮。 (每点 2 分)

【解析】①“夜对遗编叹复惊，古来成败浩纵横”意思是：我在深夜研读史书，古往今来成败之事浩

如烟海，真是令人吃 惊啊。令人感叹的是“功名多向穷中立，祸患常从巧处生",功名往往在困

境之中取得，祸患往往相伴相生。“千年王 霸等棋枰",王霸事业亦如棋局一样难以预料，诗



人表达了对历史往事的感伤之情。

②“万里关河归梦想”,收复万里关河只能在梦中想象。诗人心系天下，可收复万里关河只能

在梦中想象，无法在现 实中实现，表达了对壮志未酬、报国无路，以及祖国没能统一的悲慨。

③“人间只有躬耕是，路过桑村最眼明”意思是：人世间恐怕只有躬耕田园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路过桑村时眼睛才最 明亮。表达了诗人因理想得不到实现而认为只有归隐田园才是明智

之举。
17. (1)连峰去天不盈尺 枯松倒挂倚绝壁

(2)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

(3)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 北雁南飞(其中任意相邻的两句)

【解析】有漏字、错字该空即不得分。

18.B(解答时，请注意联系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的性格和故事。"醉卧芍药"体现湘云的“娇憨”,

对应前面的“豪迈”; "花间扑蝶"体现宝钗的“稚气",对应前面的“稳重”;而黛玉葬花则是大

家熟知的故事情节，借花喻人，对应“幽情”。 据此得出答案，只有B项语序最恰当。)

19.示例：a出类拔萃 b呕心沥血 c囫囵吞枣(每空1分)

【解析】出类拔萃：指超出同类。可以形容物。句中指《红楼梦》优秀非凡，不同凡响。呕心沥血：

形容费尽心血。句 中指曹雪芹费尽心力创作。囫囵吞枣：把枣儿整个儿吞下去，比喻读书等

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句中指拜读《红楼 梦》时，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20.示例：满地残花堆积，(2分)黛玉在葬花。(3分)

【解析】点评类语言运用题，考生要做到“三要”:一要读懂材料，为点评打下基础。图中的元素

是显性信息，诗句是隐 形信息，都指向黛玉葬花。二要评在点子上，选准角度， 一语中的。第

一句是环境介绍，第二句是人物讲述。三要评

得生动而鲜明，言简意赅。只要有这些元素，适度联想，言之成理，亦可得分。

21.C 【解析】“这”指代前面的内容，做句子主语。

22.示例：①科技是一柄双刃剑 ②既要靠汗水浇灌 ③合理使用体育科技(每处 2分)

【解析】①是一句承上启下的句子。②“既要”与“也要”照应。③作为总结句，点明段

落主题：体育科技。 23. 【命题意图】

(1)二模试题：考虑材料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以趋易。

(2)情境化命题：这段属于社会生活实践型情境，取自罗振宇2023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3)反猜题想法：打破“二元""三元”思辨类常考型题目，但材料仍角度多维，考生在选

择角度时即体现出思维的 档次。

(4)视角关注转向：命题更重视“我”的体验，“我”往往能在他人的困境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能在

他人的历练中，找到 自己解困、破局或突围的线索。

(5)“葫芦型”材料作文试水：由一个小故事，联系个人生活体验，关照社会现实、国际国内形势

和世界发展，看个人、 看社会、看民族、看国家之解困、突围、破局，以此考查考生思维的层次

差。

【审题提示】

(1)从这个故事中可以get到：

①面对困难该有的样子——迎难而上，不被困难定义；

②机会就在身边，就看你怎么行动——主动寻找机会；



③帮助别人的同时，更是在帮助自己脱困——利人方能利已；

④善于发现，细节蕴含转机——老问题有新解法；

⑤凡事不能急功近利——"自愿支付，金额您随意";

⑥转变观念，便会绝处逢生—工厂老板找工作；

⑦人生故事总有两个版本；公众号全元高考

⑧公民的道德水准普遍提高了；

命题旨在引导学生思考—— “面对困境，如何解困、突围”。

(2)关键词释义：

“解困”:解除困难或纾解困难。

"突围":突破包围，打破当前困境；打破某种约束的行为。突围的目的是摆脱现状，寻

求新的出路。包括思想突 围、规则突围、行业突围、地区的突围、国家的突围等。

这两个词语在材料中可视为并列关系。二者又各有区别：“解困”侧重于困难、困境的解除或

纾解；“突围”侧重于 围困、拘束、包围得到突破、解除。这二者既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

我；既可以实指，如个人的具体困难，企业的 困境、国家的困难局面，又可以虚指，如思想上

的、心理上、情感上的困境等。

【立意示例】

①面对困境，迎难而土；主动出击，解困破局。

②作茧将自缚，破茧方成蝶。

③人生如棋，破局而立。

④突破局限，找到自己的“宝藏”。

⑤一条丝绸“路”,华夏世界“观”。

【参考译文】

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婺源县江湾乡人。年少时离家向老师求学，和同乡的童生攻读社

会上的热门学说。有一 天，江永看到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 一书，其中引用《周礼》,他感到奇特，

就向藏书家借《周礼》,(因此)能够抄写《周礼》 全文，日夜朗读背诵，从此就专心致志研读前人合刊编

辑的《十三经注疏》,而且对“三礼”的研究尤其深入。

江先生读书喜爱深入思考，擅长比照验证，对测量计算、音乐音律、声调音韵尤其通晓。先

秦汉语音韵从吴才老开 始研究，而昆山人顾炎武考证尤其精深广博。江先生认为顾氏考证古

韵的造诣深厚，而审定古音的功夫浅显，因此纠正 顾氏的考证并分为十部作出注解。后代

读书人都认为古代养兵于农，井田制废弃后士兵和农民才区分开。江先生说： “考证春秋

时期，士兵和农民本来已经分开。如果士兵全部从农民中产生，那么农民本来一直存在，哪里

用得着多次变 更征兵的制度呢?古代所说的子弟，就是精壮的士兵；所说的父兄，就是年

老的士兵。他们都是向来名列在军册中的 人，并不是指全国的父老或子弟。”对《经传》中

的历代法规风俗和事物名称样貌，江先生一定要找到广泛的考证证据拿 来和它进行比较。大概江

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从汉代经学大师郑康成以后，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匹敌的。

江先生曾经有一次游历京城，因为同郡人任编修的程恂邀请而到京城。三礼馆总裁桐

城人任侍郎叫方苞的一向 依仗自己高超的才学，等到听说江先生到了京城，希望能够拜见，

见面后就拿自己感到困惑的士冠礼、士婚礼中几件事 向先生请教。江先生从容不迫地解答，

方苞非常信服。而荆溪人任编修的吴线从年少时就对古代礼仪研究造诣深厚， 等到和江先生

交往，拿《周礼》中的疑难之处询问，江先生因此撰写了《周礼疑义举要》 一书。

后来几年，程、吴几位君子已经去世，江先生沉静地在家闲居。正值皇上当时推崇奖励务

实经世的学说，命令大臣 举荐精通经书的儒学之士。当时婺源县陈知县有个儿子在朝廷里



担任显贵的官职，想要替江先生进献他的著作给皇 上，从而起用江先生。江先生自己觉得

衰老年迈，认为不再可以被任用；又因为以前到过京城，那些京城故交都不在世 上，更加感慨

悲伤，就推辞了。并且给戴震的书信上说：“在名利场中奔走追逐并非我的本心。”最终不能被强行

起用。

江先生家境以前贫穷，他居住在乡里时，曾经引用《春秋传》“丰年补败”的道理告诉乡里人。

于是大家一齐都按照 实际田亩缴纳粮食，设置以备荒年的公有仓库，实行了将近三十年，全乡

的百姓，从不知有饥荒。自古以来储备粮食的 方法，没有什么方法比藏粮于民更好的，也没有

什么方法比藏粮于官仓更不好的。让老百姓相互补助救济，最终没有了 各类小官吏的侵扰，这

是江先生善于替乡民谋划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