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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衡水中学下学期高三年级五调考试

语 文

本试卷共 8页，总分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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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

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

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

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

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

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无论是

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

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 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

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

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20世纪 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

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

接受的主体。市场化使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分享文

艺作品的各种成果。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

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

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

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

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

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

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就是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

位。“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信

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

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

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
才能真正圆满实现。

（摘编自陈晓明《人良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材料二：

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

它能满足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对于诗歌的精神生活需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

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所谓“天意”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间的主体就

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诗歌作品来满足其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在中华诗词文

化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性诗词文化的精神接力和审美传递，中华诗词

文化的主旋律和正能量才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

性诗词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与推广。我们不仅大力挖掘中华古典诗词的人民性

文化资源，而且全力弘扬中华近现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精神，由此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

前贤的基础上努力开创中华当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中华人民性诗词文化的当代价值，比如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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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文化传承、历史积淀、审美趣味、学术资源等。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教文化传统中，始终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儒家民本主义诗学血脉。从

屈原到杜甫再到龚自珍，中华诗词的儒家民本文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封建忠君思想而加以否

定。只要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合理的扬弃，中华古代儒家诗教文化传统就能转化

为中华当代人民诗教文化新传统——这已经在中华诗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得到证明，而且

在中华当代诗词文化建构中也取得过成功经验。只要我们的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

作，坚持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探索出一条中华当代人民诗教的新路。

（摘编自李遇春《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演变、当代形态与价值》）

1．下列对材料中“人民性”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人民性是现代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生成基础，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任何时候都要坚

持。

B．人民性离不开市场化，市场化使文艺走向大众，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

品。

C．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虽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彼此有明显的区

别。

D．不同时代人民性的内涵不尽相同，当下应关注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弘扬艺术正能

量。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从 2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变革到 90年代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国文学思潮从欧美现代

主义转为现实主义，艺术上获得不断进步。

B．新时代赋予文艺以新的内容，无论社会环境多么复杂，文艺格局多么丰富，文艺的

创新性发

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C．中华古代儒家诗教文化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曾经产生过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但是

我们不能

因此而全盘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D．两则材料都从文学史的角度辩证思考“文艺的人民性”问题，肯定其积极意义；又都

放眼当下，

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

3．下列选项中，最贴近材料中“人民性”文艺观的一项是（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B．富于感情——这是写好作品的最好手段。（高尔基）

C．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D．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杜甫《戏为六绝句》）

4．文艺创作应如何增强人民性？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4分）

5．请以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为例，从思想内容和审美趣味两个方面，探究人民性诗

词文化的

当代育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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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仙花 刘庆邦

用凤和仙给一种花儿命名，真是好听。凤为鸟中王，自古就有百鸟朝凤之说。花有花仙

子之喻，花一带了仙字，似乎就有了仙气，让人高看不已。可惜的是，这个小地方的人都不

知道凤仙花是什么，明明亮亮是凤仙花，却被他们说成是指甲草。为什么把凤仙花叫成指甲

草呢？这是因为，指甲草上面开出的花朵可以染指甲呀。

每年春夏之交，住在大杂院里的大奶奶都会种上一盆子指甲草。大奶奶种指甲草不是为

自己种的，是为院子里那些孙女们种的。大奶奶说过，她一个大老婆子，还种草养花儿干什

么！小闺女们都爱美嘛，都喜欢染红指甲嘛！

院子里年龄差不多大小的闺女有三个，大奶奶的孙女儿叫梅灵，那俩是二奶奶的孙女儿

大玉和二叶。二奶奶死得早，俩孙女儿都愿意跟着大奶奶玩儿，几乎把她当成了亲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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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那天早上下着小雨，院子里有些雾气蒙蒙。大奶奶用铁铲子把花盆里的土刨松，

开始往土里埋指甲草的种子。老人并没让三个孙女儿帮着种，她花白的头发上顶着银亮的水

珠，弯着有些伸不直的腰，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劳动上了。清明天，下雨天，老人或许要试

一试，她的孙女们长心了没有，她种指甲草的事会不会被孙女们发现。老人一试就试出来了，

她刚把花盆里有些发潮的土刨开，就被大玉看见了，她就问大奶奶要种指甲草了吗？

梅灵和二叶很快也过来了。原来，她们每天在院子里出来进去，时不时地都会往花盆那

里看一眼，都在操着种指甲草的心。终于看到大奶奶要种指甲草了，她们都有些兴奋，围绕

在大奶奶身边捋胳膊，绾袖子，跃跃欲试，像是要搭把手。大奶奶说：你们都不用动手，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

二叶说：大奶奶，你栽的不是树，种的是指甲草呀！

道理是一样的，前人种指甲草，后人染红指甲。

花盆儿里的土整得松松软软，细细腻腻，大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小纸包，

露出了里面包藏着的指甲草的花籽儿。大奶奶只挑了三颗，以三角的形式种进花盆的土里。

大奶奶说：你们三个都在土上摁摁吧。要得好，大带小，大玉先摁。

是要摁手印儿吗？大玉问。

对，五指并拢，使劲摁出你的手印儿来。

大玉把右手伸出来了，手指并拢严丝合缝，不明白大奶奶为什么让她们在土上摁手印，

难道有什么讲究吗？

大奶奶说：做人心要软，种花土要实，你们把土摁得越实在，土和指甲草的种子贴得越

紧，种子胖得就越快，发芽就越快。

明白了。大玉把手放在松软的土上摁出一个深深的手印。梅灵和二叶学着大玉的样子，

也先后摁下了属于自己的手印。

在花盆里种上了指甲草的花籽儿，等于给院子里的三个女孩子的心里种下了盼头。指甲

草在花盆里生长，仿佛同时也在她们心里生长。当火红的石榴花开满一树时，花盆里的指甲

草花也开成了满盆红。

大玉向大奶奶报告：大奶奶，指甲草的花儿都开红了，该染指甲了。

大奶奶生病了，说：我今年不能帮你们染指甲了，你不是已经学会怎样染指甲了嘛，你

就带着你的两个妹妹互相染吧。等你们把指甲染红了，别忘了过来让我看看。

大奶奶把带着两个妹妹染指甲的任务交给大玉，让大玉一下子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有些

重。这天午后，大玉把梅灵、二叶叫到一起，准备摘花儿，染指甲。在摘花儿之前，大玉从

灶屋里端出来多半瓦盆子清水，说：要摘花儿了，花儿都爱干净，咱们先洗洗手吧。大玉不

懂得什么仪式不仪式，她这样做，等于为摘花儿和染指甲举行了一个仪式。阳光照进水盆里，

盆子里的水清澈见底，连盆底的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

三双小手都放进了清水里。大玉说：主要是要把指甲盖儿洗干净，洗得指甲盖儿上面光

光的。”为了给两个妹妹做出样子，她不仅把每个指甲盖儿都擦洗了一遍，还把指甲缝下面

藏的灰垢都抠了出来，洗得指甲长出的部分像羊脂玉一样白。

把手和指甲都洗干净了，她们开始到花盆那里去摘花。大玉从灶屋里拿出一只白瓷盘，

让梅灵和二叶把摘下的花瓣儿放进白瓷盘里。梅灵和二叶伸手摘花时，欲摘又止，像是怕把

花儿摘疼似的。大玉说没事的，指甲草的花儿生来就是让人摘的，就是染指甲用的，摘了它

们，它们才会高兴。在姐姐的示范下，两个妹妹才小心翼翼，像捏蝴蝶那样摘起花来。不一

会儿，她们就摘了一盘子红艳艳的花瓣儿。盘子是盛菜用的，今日却被她们姐妹盛了花儿，

恐怕什么菜都不如花儿好看。

接着，她们就该染指甲了。把花瓣儿放进小蒜臼里，兑上一点儿明矾轻轻砸，把花泥敷

在每个指甲盖儿上，用生麻叶裹上，再用生麻皮子缠上，睡一夜解开来看，每一个指甲都会

变成红色。

第二天一大早，三姐妹就不约而同地在花盆旁边聚齐。她们像是把指甲草的花瓣儿搬到

了指甲上，每个指甲都是一个花瓣儿。搬到手指上的花瓣儿就灵动起来，三十个花瓣儿上下

翻飞，真让人有些看不够、喜不尽呢！小姑娘们的脸上都红红的，每张笑脸都像花儿一样。

是的，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她们从小就喜欢打扮自己。可是，因为家家都穷，她们买不起

花衣服，用不起雪花膏，更搽不起胭脂。但穷有穷的办法，没钱也能玩花样。她们的办法就

是种指甲草，她们玩的花样就是用指甲草的花染红指甲。一朝染上了红指甲，就天天都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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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割草时看得见，放羊时看得见，纳鞋底子时也看得见。从夏天红到秋天，从秋天红到初

冬，能红好几个月呢。

三姐妹比过了红指甲，她们都没忘记说过“前人种指甲草”的大奶奶，大玉说：咱们去让

大奶奶看看咱们的红指甲吧。

大奶奶在病床上，把每个孙女儿的红指甲都看了一遍，说好手配好花，好花配好指甲，

真不赖。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清澈的水、洗净的手、白瓷的盘、红艳艳的花儿，它们共同渲染了女孩们摘花前的

美好氛围。

B．用盛菜的白盘子盛红花瓣，“恐怕什么菜都不如花儿好看”，此刻女孩们的精神世界是

丰盈的。

C．铺排割草时、放羊时、纳鞋底子时都能看得见红指甲，极力表现女孩们对美发自内

心的喜爱。

D．小说以“指甲草”为线索，借助女孩们的视角，叙述种花、摘花、染指甲等场景，极

富有生活气息。

7．关于文中种花的部分，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大奶奶嫌弃孙女们做事毛手毛脚，所以弯着腰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劳动上了。

B．大奶奶把“花盆儿里的士整得松松软软，细细腻腻”，这显示了她为人细腻刻板。

C．大奶奶拿做人与种花作比讲给孙女们听，看似随意的话语里寄寓了良苦用心。

D．大奶奶让大玉以大带小种花，也为后文大玉带着妹妹们摘花染指甲埋下伏笔。

8．凤仙花即指甲草，小说在主体部分均以“指甲草”称之，却以“凤仙花”为题，请简要谈谈

你的理解

（6分）

9．著名作家王安忆评价刘庆邦的小说：“在那里，能看见某种程度和形态的礼仪，与日常生

活水乳

交融，被赋予了美学的意义。”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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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一：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

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

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

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

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

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

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

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已之不能忌人

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

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

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已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

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

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现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

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

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

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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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日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

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节选自王守仁
①
《教条示龙场诸生》，有删改）

文本二：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

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

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
②
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官室

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

陋也。夷之人好言恶詈，直情率遂。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节选自王守仁《何陋轩记》，有删改）

【注】①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在写文本一、文本二时，作者自

京城谪为龙场驿丞。②结题：少数民族结发于额头。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在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上打“√”。（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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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百工技艺”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师说》）两句中的“百工”都是对手工业者的

总称，有尊敬劳动者之意。

B．“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与“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陈情表》）两句中的？“笃”
含义不同。

C．“诸生殆不至于此”与“殆有神护者”（《项脊轩志》）两句中的“殆”含义相同。

D．要绥，即要服、绥服，这两者均属于“五服”，是古代王畿以外的区划名，文中泛指

边远地区。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王守仁为了教诲学生进德与修业，在文本一第一段谈立志，主要谈到了两个内容：

立志的重要性和不立志的危害。

B．王守仁谈勤学，强调自己对门人弟子的评价标准：相比聪明机警敏捷，他更看重的

是学生们的勤奋坚定谦逊。

C．王守仁谈改过，他教育学生没有过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改过，反躬自问，有错必

改。只要能改过，就能成为君子。

D．文本二中王守仁命名“何陋轩”的原因和孔子有关，并且赞扬了少数民族质直纯朴的

品格，批驳了有关“陋”的说法。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偈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4分）

（2）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4分）

14．文本一第二段谈了勤学的问题；请简要说明该段是如何逐层展开论述的。（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两首唐诗，完成 15~16题。

惜牡丹花 白居易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思黯南墅
①
赏牡丹 刘禹锡

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②阿姥家。

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

【注】①思黯南墅：唐代大臣牛僧孺的别墅。②增城：古代神话中的地名，传说昆仑山

上有增城九重，为西王母所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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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两首诗都描写牡丹，但一惜一赞，情感态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B．白诗中的“夜惜衰红把火看”与古人的“秉烛夜游”有着相同的意趣。

C．刘诗中的“天教晚发赛诸花”为牡丹虽艳冠群芳却较晚开放而鸣不平。

D．两首诗都写庭院里的牡丹，但白诗从细小处落笔，刘诗则强调整体感观。

16．两首诗都以虚写称妙，请结合诗歌内容具体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归有光《项脊轩志》中，通过“ ， ”两句，不仅描写修葺后的

项脊轩里面富有书香味，也再现了作者醉心吟诵诗文的情形。

（2）曹操《短歌行》中“ ， ”两句，运用了比兴手法，将贤才喻为

明月，既点明了他对贤才的景仰渴慕之情，又表达了贤才难求的痛苦。

（3）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 ” 两句写词人洒酒祭月，

寄托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题。

中国茶文化 ① 、意蕴深厚，是值得挖掘的宝贵文化遗产。

和而不同的豁达大度，是“中国茶”的鲜明特征。制茶师根据当地风土，使用炒锅、竹匾、

烘笼等工具，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发展出绿茶、

黄茶、红茶、黑茶、白茶、乌龙茶六大茶类，以及花茶等再加工茶计 2000多种茶品，制茶

师因茶而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使“南方佳木”精彩纷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具

特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放眼祖国大地，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大江南北、西

南边陲、华南沿海，10多个省市，都有 ② 的地方茶，在祖国大茶园里争奇斗艳，

香飘人间。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欣赏，在一斟一饮中显示出豁达大度。

谦和礼敬的处世哲学，是“中国茶”的文化内核。在拜师、社交、婚庆等重要场合，喝茶

作为一种重要礼仪传承至今，影响持久而深远。师徒结对以茶见证，以茶敬师，在谦和中达

成双赢；合作伙伴以茶会友，以茶敬礼，在和睦中见证幸福；婚庆大典以茶祝福，以茶敬上，

在崇敬中升华情感。谦和礼教的处世哲学，在茶的推杯换盏中表达得 ③ ，充分释

放中国茶文化独特魅力，以此为载体也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下列各项中，顿号的用法错误的一项是（3分）

A．诗人、画家、音乐家等从事创作性工作的人，往往都是具备高敏感特质的人。

B．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

C．发展出绿茶、黄茶、红茶、黑茶、白茶、乌龙茶六大茶类。

D．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以少量增删词语，不

得改变

原意。（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题。

我们常说气候逐渐变暖，使南极和北极的冰川融化， ① ，真的是这样的吗？实

际上，海平面上升主要不是因为冰川融化，因为全球平均气温的增幅有限，现在海平面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海水受热后体积膨胀。由于气候变暖，从海水表层一直到大概两千米深度，

② ，导致海水体积膨胀。这个原因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只有三成左右

的海平面上升是来自冰雪融化。不过，随着未来冰雪融化的增多，冰川融化对海平面上升的

影响会越来越大。

现在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大概是 1年 3毫米。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估计到本世纪末，海

平面大概会上升接近 1米。 ③ ，因为海平面上升 1米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台风、天

文大潮，海平面会升高很多，水量会急剧增大，影响非常严重。并且它会慢慢侵蚀海岸线，

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最大的是沿海低洼地和岛屿，所以在一些应对气



7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候变化的国际谈判里面，许多低洼地国家和小岛国组成了联盟。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海

平面上升 1米，差不多就是灭国了。

21．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

处不超

过 12个字。（6分）

22．请用一句表示因果关系的话，准确概括第一段的主要内容，要求语言简洁流畅，不超过

38个字。

（4分）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近日，某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到哪些是你感觉今生今世最不能错过的

事的时候，52.9%的受访青年认为是要趁年轻掌握一技之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9.3%的受访青年觉得是完成高等教育，获得更高文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好准备；

48.4%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尽力找到满意的工作，早些安身立命，做到自立自强；40.4%的受

访青年表示是趁年富力强，自主创业，为社会增加更多财富。

在某校“青春不能错过什么？”主题班会上，学生除了列举大量有关“振兴中华，强国有

我，踔厉奋发，挺膺担当，勇毅前行，激扬青春”等内容，还有学生写了下列几条：

（1）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与自己谈心。

（2）每年短时间旅行一次，隔年长时间旅行一次，增长见识，开阔胸怀。

（3）学会烹调，能烧几样好菜。重要的不是手艺本身，而是从中体会到日常生活的情趣。

（4）适当培养一点艺术爱好，如音乐、舞蹈、绘画，可以自己参与或创作，也可以只是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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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