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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铁人中学 2021 级高二学年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参考答案 

1.C   A 错误，原文表述为“ChatGPT 使用的模型和算法从参数上看未必是最高的”,“ChatGPT

创新在于让 AI的算法和训练过程更加“人性化”，生成“有组织”“有筛选”的文本模型，让

人工智能会“思考”，是提升人机互动体验的关键”。B错误，原文的表述是“绝大多数人还是

能一眼识别出软件作文和真人作文”“因为软件写的文章看起来逻辑清楚、文笔流畅，但缺乏

独特的情感体察”。D 错误，原文表述为“李开复撰文谈到，10 种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

代的工作，排名第一的就是电话销售。但销售和客服大概率不会消失”。 

2.D  原文表述为“软件在聊天时，也缺乏幽默感，听不懂双关语、谐音梗、笑话等，凡是“抖

机灵”、脑筋急转弯之类的问题，软件都接不上来，只是按照套路化的方式在回答，甚至同一个

问题多问几次的答案都不一样”。 

3.D  原文是“人工智能可以生成财经和体育类消息，但不能代替记者进行深入采访，写就深度

报道”。 

4.①判断力：识别真伪，精准判断

②情感力：情感体察，强烈情感（每点 2分）

5.①提升人性化互动体验和应用，充分发挥服务和价值。

②创新商业模式，打造新的内容生成和交互形态。

③使应用场景规模化。

④弥补人工智能技术在判断力、情感力、创造力等方面的不足。（每点 1分）

6．B  “表现了医护人员对生命的麻木冷漠”错。医护人员的表现，说明靠窗病人的死是在意

料之中，他们了解病情，并不是麻木冷漠。 

7．C  A.“属于典型的突转式逆向构思法”错，突转式逆向构思法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

终篇”，很显然，《荷花淀》的情节发展不符合突转式逆向构思法；B.“用一个又一个顺势为

最后逆转蓄势”错，不是“一个又一个的顺势”，而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最后逆转”也错

误，并未实现“逆转”；D.突转式是先写一个又一个的顺势，最后来一个逆转，《氓》中没有

情节逆转。 

8．①开始听同伴生动地描述所“见”时非常享受，愉悦陶醉； 

②刚产生嫉妒心时感到惭愧；

③随着嫉妒心的膨胀产生怨愤；

④同伴发病生命垂危时，矛盾挣扎；

⑤发现窗外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时，惊愕(困惑/惭愧/悔恨)。

（每点 1分，答出 5点得 6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心理变化的能力。 

结合“躺着的那位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

受”可知，开始听同伴生动地描述所“见”时非常享受，愉悦陶醉； 

结合“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有幸能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

这种机会呢？他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知，刚产生嫉妒心时感

到惭愧； 

结合“他愈加克制，这种想法却变得愈加强烈，直到几天以后，这个想法已经进一步变为

紧挨着窗口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呢？”可知，随着嫉妒心的膨胀产生怨愤； 

结合“另一位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床位呢？”“直到

最后呼吸声也停止了。另一位病人仍然继续盯着天花板”可知，同伴发病生命垂危时，他在同

伴痛苦的挣扎中却纹丝不动，体现他内心的矛盾挣扎； 

结合“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在同伴去世后，他发现窗外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时，并没有同伴为他描述的美好场景，而这些场景只是同伴为了他想象出来的，此时的他惊愕

(困惑/惭愧/悔恨)。 

9．①从人物形象看，在蓄势与突转中，以靠窗病人善良直诚，反衬另一个病人丑陋的一面。 

②从情节上看，前文用靠窗病人的描述充分蓄势，最后突转，发现窗外是一堵墙，结尾骤起波

澜，曲折生姿。 

③从主题角度看，这样安排可以更好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批判人性的丑恶。

④从读者感受看，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更具冲击力。

（每点 2分，答出 3点得 6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情节安排的艺术效果的能力。 

从人物形象看，“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起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躺着的那

位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前文用了大量笔

墨表现同一间病房的两个人在描述窗外的一切时的满足与幸福，后文不靠窗的病人想得到靠窗

的床位，他漠视他人，渴望占据窗口床位，使他漠视一个生命的逝去，故事也有了矛盾冲突的

戏剧性。在蓄势与突转中，以靠窗病人善良直诚，反衬另一个病人丑陋的一面。 

从情节上看，前文用来大量笔墨描写靠窗的同伴为另一个病人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

切，后文不靠窗的病人对“窗”的占有欲促使了情节的转变，“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

墙”，最后突转，发现窗外是一堵墙，结尾骤起波澜，曲折生姿。 

从主题角度看，一扇窗，将病房中本不相干的两个人连在一起，两个不幸的人命运有了交

集，窗也因此成了他们共有的窥望窗外世界的平台以及精神生活的依托。转折的情节演进，运

行中情节突转，不靠窗的病人想得到靠窗的床位，故事也有了矛盾冲突的戏剧性。这样安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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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批判人性的丑恶。 

从读者感受看，情节发展需要矛盾冲突的推进，小说的主要矛盾是不靠窗病人想得到靠窗

的床位，微观世界里这一矛盾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灵魂的撞击。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更

具冲击力。 

10．C  【解析】句意：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

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政教之源”中

“之”助词，“的”的意思，偏正结构，“政教”是“源”的定语，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AB。

“足以”是固定词语，中间不断开，排除 D。 

11．C 【解析】A.正确。句意：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只听见那悲鸟在古树上哀鸣啼

叫。B.正确。“朕皇考曰伯庸”的“朕”解释为“我”，是第一人称代词。句意：我的父亲名为

伯庸。C.“‘见’含义相同”说法错误，含义不同。“枉见诛夷”中的“见”表被动；“君既

若见录”的“见”，用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句意：却被冤屈诛杀了。/既然承蒙你

这样的记着我。D.正确。“吾其左衽矣”的“其”表推测，解释为大概；“桑之未落，其叶沃

若”的“其”是代词，代指桑树。句意：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桑树还没落叶的时候，桑叶像

水浸润过一样有光泽。  

12．D  【解析】D.“唐太宗借廖立、李严两人因诸葛亮去世而伤心病亡的故事”说法错误。

由原文“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可知，后来廖立听到诸葛

亮逝世，哭着说：‘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也发病而死。由此可知，因

诸葛亮去世而伤心病亡的是“李严”，廖立没有伤心病亡。 

13．（1）秦王府没有做上官的老部下，都埋怨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

职。 

（2）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但宰相多次奏上都没被同意。 

【评分标准】（1）“左右”，身边侍候的人、部下、属下；“旧左右未得官者”，定语后置；

“处分”，由“处理、处置（《孔雀东南飞》）”引申译为“安排、安置（官职）”；“先己”，省

略、倒装。 

（2）“俄而”，不久；“阙”，空缺；“妙”，精心；“累”，多次。 

参考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没有做上官的老部下，都埋怨前太子宫

和齐王府的部下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

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

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我们

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

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

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

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见到隋代的旧臣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做

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阅他的本传，此人真可说是公平正直，尤其了解治国之道，隋室的

安危，跟他的生死关系密切。可惜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无道昏君，却被冤屈诛杀了，我何尝不想

见到这样的人呢？就连读书时也时常放下书嗟叹！汉、魏已来，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

直，他曾经上表把廖立、李严罢官放逐到南中。后来廖立听到诸葛亮逝世，哭着说：‘我们大

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也发病而死。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执政，开诚心，布

公道，尽忠国家，在当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虽是仇人，该赏的也必须奖赏，对违犯法

纪玩忽职守的人，虽是最亲近的人也必须惩罚。’你们难道不仰慕学习他们吗？你们如果能够

像丞相这样贤良的话，那么荣耀的名声和尊崇的地位就能够长久保有了。”房玄龄对答道：

“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

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百官中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

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最终把张亮给

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下令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选，可宰相多次推荐的人选唐

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

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

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14. B  【解析】“泰山不要欺毫末”，主要强调说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以大欺小。

而《谏逐客书》中“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主要强调的是人要有包容心，要广纳人

才，才能成就大业。 

15.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各有自己的优点，应该要自信。首联以“泰山”和“毫末”、“颜

渊”和“彭祖”对比，用“不要”和“无羡”表明态度，意在说明万物不管形体大小、生命长短

都与众不同，不要以大欺小，不必羡人之长。 

②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长度，而在于其深度。颔联说即使长寿如松柏也终会腐朽，短命如槿花

也能傲然盛放，所以不必执着于生命的长短，应该努力地在有限的生命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③应该正确地看待生死，不能因为生死有数，就消极处世。颈联两句是对生死观点的客观阐述，

生死无法避免，那就顺其自然，不要因为眷恋人世间的一切而畏惧死亡，也不要因为悲观产生

厌世的想法。 

④不必叹息生死无常，应该把目光放到人世间美好的情感上。尾联意在表明生与死不过一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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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像梦幻一样，但在这场梦幻中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维系人生哀乐的情感值得珍惜。（也可理解为，

不必执着生命的长短，超脱生死，忘却哀乐，超然以对。） 

（每点 2分，任答三点即可） 

16.（1）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2）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3）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4）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5）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6）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 

17.精美绝伦或精妙绝伦   身临其境   横行霸道    （每词 1分） 

18.首期节目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将画家齐白石的一生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动人的生命故事中观

众得以充分了解齐白石的绘画风格和人生追求。（搭配不当，“展览”改为“呈现”或“展现”；

前后矛盾，删去“基本”；语序不当，“人生追求和绘画风格”改为“绘画风格和人生追求”。）

（答对 1点给 1分，3点给 3分） 

19. C【解析】文段中的引号表示突出强调。A项表示特定称谓，B项表示特殊含义，C项表示

着重强调，D项表示反语讽刺。 

20.①静电积累越多    

②静电的危害非常大     

③静电对人体也有一定伤害（每处 2分） 

【解析】补写句子应注意前后语境，如第②处，根据后文“因衣服起静电导致加油站起火、汽修

店内因移动塑料桶产生静电火花引起爆炸、车间因静电火花引发火灾等案例”进行推断，所填

句子是对后文的概括。 

21.【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 

材料分为两部分，第一段强调“向上”生长的重要性，唯有“向上”才能谱写自身与国家的

精彩。以此启示我们“向上”是青年人成长的时代所趋，青年人应以“向上”的积极心态来面对

未来的生活，开拓进取。第二段围绕“向下”一词，以胡杨为例，强调“向下”扎根的重要性，

“向下”稳固根基，“向上”才能稳健生长。材料围绕“向上”和“向下”两个核心词展开，引

发青年学生对自己应如何成长这一问题的思考。 

写作时，考生应正确认识“向上”与“向下”的关系，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

互为表里，在写作时，应综合考虑两者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体现出辩证思维能力。 

行文过程中，可采用递进式的论证结构，从“向上”与“向下”的内涵，“向上”与“向下”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向上”如何“向下”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证。 

行文过程中，可以综合采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如可以列举

“感动中国”获得者陆鸿虽患脑瘫，却永不服输，逆流而上，最终成就自我的事例，论证“向

上”的意义。也可引用苏轼“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名言，论证“向下”扎根的重要性。

也可结合当今社会现象，指出不“向上”求索，不“向下”扎根的危害，从反面进行论证，使论

证更为严密。 

在素材的选取上，可以立足当下，直指社会上存在的“浮躁”“躺平”等现象的危害，以此

论证“向上”“向下”的重要性，使文章更具有现实意义，体现出新时代青年“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使命感。 

立意： 

1.向下扎根，向上求索。 

2.以扎实之功底，成瑰丽之人生。 

3.仰望星空力争上游，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4.沉稳人生，拒绝浮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