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试题 第 1 页 共 8 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绝密★启用前

邯郸市 2023 届高三年级保温试题

语 文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条形码粘贴在

答题卡上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

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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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华夏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沃土，它为中国故事提供了精神内涵。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2014

年 4 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提出：“2000 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

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其所蕴含的中国故事精彩绝伦，其所彰显的中国

精神熠熠生辉。在第二届陶瓷与文化论坛暨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把

中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归纳为三类。一是图像叙事。比如温州大学王小盾教授讲述的中国新石

器时代彩陶纹饰中的撒种故事；景德镇陶瓷大学李砚祖教授讲述的儿童与侍女、文人与高士、

神话与仙人、农耕与渔乐在陶瓷上的叙事故事。二是器物叙事。比如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

讲述的陶瓷上的音乐历史变迁故事；江西师范大学曹柯平教授讲述的瓷与茶的故事。三是社会

与文化学阐释。比如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讲述的瓷器上反映的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故

事。当然，这一归类划分不一定能够概括其全部，但足以说明陶瓷上的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文本。这些故事，时时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处处散发着中国文化的气息——儒家文化

的积极乐观、道家文化的深刻睿智、佛家文化的大彻大悟，在陶瓷故事中构筑起属于中国文化

的人文景观。

（摘编自练崇潮《传统陶瓷器物的民族文化基因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民间陶工在瓷器上讲故事，与文人士大夫在宣纸上讲故事的心境是不同的，如李惠芳所说:

“民众的创作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民众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并不把它当作

艺术创作来对待。民众的文艺审美活动有着自发的倾向，没有任何审美的自我强迫，它坦白、

快活、自由，一任自然。”这样的心境表现在陶瓷图像风格上，可用野趣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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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趣是相对于“雅趣”而言的，即不受文人士大夫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创作理念和美学

规范的制约，自然质朴，粗野奔放，追求快乐美学、游戏美学，展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比

如《西厢记》故事中“游殿惊艳”一节，陶工将故事的主角从张生和莺莺变成法聪和红娘。红

娘机智勇敢，热血心肠，敢于挑战权威和世俗观念，身上有股“野气”，比莺莺这个闺阁小姐

更让普通民众觉得亲近和喜爱。再如“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陶工的手下变得滑稽可爱：

他身着艳丽的衣服，将花盆里的菊花采来戴在头上，手舞足蹈。为了表现他这一行为的怪诞有

趣，陶工还特意在他旁边画了一个眼神里满是惊讶好奇的小童。这位陶工对《饮酒》诗作了完

全不同的诠释: 陶渊明之态不是“悠然”，而是飘飘然。他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理解

陶渊明热爱自然、闲逸自在的情怀，与文人士大夫不同。

野趣是相对于“俗趣”而言的，即不合常规，离经叛道，但不庸俗、不低俗，体现的是人

之本心与真性，比如陶瓷图像所塑造的一些叛逆的女性形象，最早的应数磁州窑生产的宋三彩

柳阴读书枕上的那位女性了。她优雅地半卧榻上，身着薄纱，裸露着修长纤细的手臂，慵懒地

看着书。这一图像以如此大胆的构图表现宋时女子读书情景，彰显了民间审美的野趣。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掷果盈车”的故事，但只说妇人们在洛阳道上围观潘岳，没有具

体说是站在道上什么位置、以什么方式围观，这给后来的绘图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明代的

一个铜镜上，潘岳出行的队伍阵势很大，但城楼上观看的只有一个女子。她低头拱手地朝下观

望，安静斯文。到了清康熙瓷器上则大不一样了，一个女子变成了一群女子，安静斯文变成了

欢呼雀跃。“掷果盈车”故事的思想内涵，从魏晋风流变成了大众娱乐，从而在陶瓷、木刻版

画、象牙雕等上面广泛传播，尤其是陶瓷。由此可见，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只有不断吸收时代

的元素，不断被改写重述，才能保持在历史长河中持久前行的动力，并最终成为一种叙事传统。

这恰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说的，我们逃不出传统的掌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是一成不变

的、外在于我们的，传统其实会随着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时间的链条上表现出连续

性，“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

陶瓷上的小说戏曲题材图像中，以《西厢记》最多，其次是《红拂记》《牡丹亭》等。它

们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冲破礼教枷锁，大胆追求爱情，充分地反映了民间的爱情

观念和审美诉求。在用图像讲述这些大胆叛逆的爱情故事方面，陶工们也同样大胆叛逆，比如

清顺治青花人物故事碗上的杜丽娘，右手托腮，双眼微闭，沉浸在与柳梦梅相依相偎的白日梦

中，不在乎他者的眼光，完全一副蔑视陈规、挑战旧俗的叛逆姿态!

（摘编自倪爱珍《陶瓷的物性与图像叙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华夏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博而深远的思想源泉。

B．中国陶瓷上的故事共有三种类型，它们是“图像叙事”“器物叙事”“社会与文化学阐释”。

C．与文人士大夫讲故事的心境不同，民间陶工创作不会有任何审美的自我强迫，一任自然。

D．清朝顺治青花人物碗上的杜丽娘，不屑于他人眼光，蔑视陈规，是一个大胆的叛逆女性。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陶瓷文化容纳了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用故事构筑起了属于中国文化的人文景观。

B．材料二使用了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等论证方法，观点鲜明，语言通俗不失严谨。

C．“野趣”是相对于“雅趣”“俗趣”而言的，故没有“雅趣”“俗趣”也就没有“野趣”之说。

D．“掷果盈车”本是魏晋时一个风流故事，但民间陶工把它变成了大众娱乐，因此流传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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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各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清康熙斗彩杯上的王羲之，穿着红绿搭配的鲜艳衣服，坐在柳树上，看着池塘里一群

鹅呼朋引伴、引颈高歌。

B．元杂剧石君宝的《鲁大夫秋胡戏妻》故事画在陶瓷上：图像中的秋胡，身材矮小、形

象猥琐，反映了民间朴素又鲜明的爱憎情感。

C．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绘战争故事者谓之刀马人，无论明清瓷品皆极为西

人所嗜。”

D．宋代邯郸磁州窑《孩儿鞠球纹枕》：童子头梳双丫辫，身着左衽交领长袖花衣，下穿

肥裤，正在摆臂伸腿踢球，生动传神。

4．艺术总是相通的，郑振铎研究明代民歌创作时说：“文人学士们的作风在向死路上走去，而

民间作品却仍是活人口上的东西。”请结合这句话谈谈你对陶瓷图像创作的理解。（4 分）

5．如何才能通过陶瓷图像讲好中国故事？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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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 来 罗烽

天上没有云，柳絮和蜘蛛丝在碧蓝色的空气里，轻轻地舞着，飘着，全是跑着一个方向，

忽上忽下地乱飞。它们时常碰在黎典的身上，也有的挂在他的脸上，这竟也引起黎典的烦躁，

两手气愤地揉擦着面颊，粉白色的面颊，被揉成红色了。

他躲在树阴下面，两只手插进学生服的裤袋里，两脚稍微分开地站着，并且倾出全部的视

力向北张望，心脏异乎寻常地跳动，而身体却也异乎寻常地安静。

黎典已经等得够久了，他的小伙伴白骞还不来。现在他有点儿不耐烦，心里在埋怨着，不

是昨天傍晚已经约好了吗？既是说什么都不成问题，就该早来，早把那事情解决才对。难道说

白骞变卦了吗？不会的，那么，为什么还不来呢？

两架银色飞机，在黎典头顶的上空，像一对鹞鹰那样盘旋、角逐着，隆隆地轰鸣着。

两年以来黎典已听惯这嘈乱的声音，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飞机投弹，无理由地轰炸农村的

庄稼人，不过那一幅悲惨浴血的景象，无时无刻不在他脆弱的头脑里刻画着。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就是在现在黎典站着的地方，偏东一里多地的郊野上，一个牧牛的

孩子骑着一头老乳牛，就被两架演习机枪扫射的飞机当做射击的目标了。牧牛的孩子慢慢地从

老乳牛的身上滚落在草地上，死了。老乳牛的一只腿受了弹伤，惊叫得一边吼叫，一边奔回村

子里去。

黎典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那时，他被义愤激动了，他想将那个残暴的事实，描写成一段

动人的、能获得广大同情的故事，公布给全世界的读者。可是结果失败了，当他将那事实如实

地讲述给他父亲的时候，就遭到父亲的教训:

“这就是了，你们孩子们还是少浪费点热情吧！”

“不能，绝对不能的，爸爸，我，”黎典坦然而且加重语气地说，“我还是中国人啊！我对

于这种暴行，不能不有一些表示的……”

“表示什么呢?”父亲捻着老经世故的短须，而后轻微地叹息一声，说，“你应当安分啦，

孩子!”

“爸爸，我不相信你的话，你看猪该多么安分哪，可是它始终躲不了屠户一刀！爸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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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我们的性命，同样是攥在屠户的手心里，安分和不安分全是一个样!”

父亲没有继续跟他分辩，从沙发上站起来，关住了客厅的房门，然后亲蔼地推着黎典的肩

膀，一直推到卧室里去。他这才安心了，因为这样一来，一切不安分的声浪，才不至于泄流到

外人的耳朵里。

当天夜里，父亲就发现儿子失踪了。

黎典是藏在同学白骞的家里。两天以后，白骞将他逼送回家。在途中，白骞说:

“别再耍脾气了，光耍脾气是不中用的哩。”

“明知道是那么一回事，那为什么睁着眼让他们奴化！”黎典鼓着嘴唇说。

这话已经相隔快一年了。

两架银色飞机，箭一般向东急驶了。放出浓厚的烟幕，好像层叠不穷的白云团，横亘在很

大一面蓝天上，渐渐地由浓而淡地消失了，飞机也不见了，只是留着隆隆的余音。

原来已经躲进榆树林的黎典，他知道那两架银色飞机已离开这块草原的上空，可是他又似

乎不大相信，他在树叶编织的空隙中眯起眼睛向上窥寻着，倾听着……

天空是晴朗的，周围是静悄悄的。他心里咒骂着失约的白骞，决定去到白骞家里斥责他一

顿。

当他越过第一个丘岗时，遥远地有一个短小的影子出现了，样子非常张慌地迎着黎典的方

向走过来。从强健的步子、宽臂膀、秃光的脑袋和蓝布长衫等等特点上，黎典看得出那个人就

是他久候不来的白骞，现在他虽然立刻感到了愉快，但是他仍是装扮着盛怒的样子迎上前去。

距离渐渐地缩短了。白骞扬起宽肥的衣袖，向黎典招着手，喊道：“小家伙，你等久了，

等久了!”

“你竟把这事忘了，忘干净了！是不是？”

当白骞要跟他握手时，他拒绝了，把右手避到背后去，并且那样责备着。白骞更凑前两步，

拍着黎典的肩膀，笑着说：“请原谅，实在是意外呢……”

“嘿，真巧！第一次就赶上意外啦，嗯？”

“你不要太火性啊，你听我说，刚才我家又被搜查了，……嗳，侥幸得很！”

“什么人去的？”

“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哦！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事走漏了消息？”

“不是，昨天我们同班一个同学被他们捕去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关系。从前有过类似

这样的事情，甚至一个同学遇难，全校要跟着遭殃的……”

“他们从你家里搜出去什么没有？”

“你想能搜去什么呢？我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像从盘古时遗留下来的尸骸……这些没有灵

魂的东西，是万一也不会犯法的。犯法的证据全在这里呢！”白骞爱抚地轻拍着左胸脯，他感

觉到那颗充血的心，正兴奋地跳跶着。他继续说：“可是连鬼都无从得知啊!我的心是这样的活

跃着呃！”他挨着黎典的肩膀，太阳在他眼前闪烁着金色的光丝。

“我们应该定日期了。”

“后天怎样?”

“好。”

“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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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篇提到“早把那事情解决才对”，设置悬念，与结尾处的“后天”“夜车”，前

后呼应，情节完整。

B．黎典想把自己看到的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众，但父亲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让他选择暂时

隐忍、安分守己。

C．白骞因家中被搜查而迟到，而黎典在他赶到时仍“把右手避到背后去”，可以看出他

性格的执拗与幼稚。

D．“全像从盘古时遗留下来的尸骸”，白骞看似自我调侃的幽默话语，饱含了他因国土沦

陷而家境贫寒的控诉和心酸。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中插入了黎典去年秋天的一段回忆，揭露了日军残暴的罪行，同时也交代了黎典反

抗意识觉醒的原因。

B．小说善于运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来展现黎典的情感变化，如对白骞迟迟不出现的急躁、

愤怒，及白骞到来后的愉快。

C．“太阳在他眼前闪烁着金色的光丝”，巧妙地将自然景物与人物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

包含着白骞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D．小说以沦陷区两个青年一次郊外的约会为主体事件，语言质朴自然，于日常生活的叙

述中，展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8．文中对黎典父亲这一人物着墨不多，却有其深刻的用意。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 分）

9．作为抗战小说，本文并未正面展现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而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请结

合本文内容具体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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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地方．．五千里，

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南面

而朝于章台之下矣。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

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

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早计之。大王

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

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祸患。夫外挟强秦之威，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

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

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命之。”楚王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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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

人谨奉社稷以从。”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一》）

材料二：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

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

之者，亦灭其国。

（节选自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

分）

夫为 A 人臣 B 而割 C 其主之地 D 以外交 E 强 F 虎狼之秦 G 以侵 H 天下 I 卒 J 有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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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文中是土地方圆的意思，与“地方志”的“地方”意思不相同。

B．乘，古代称四马一车的兵车为一乘，与《归去来兮辞》中“聊乘化以归尽”的“乘”

意思不相同。

C．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与《醉翁亭记》中“山间之四时也”的“四时”意思不相同。

D．善，此处是好处的意思，与《劝学》中“善假于物也”的“善”意思不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苏秦认为楚国有建立霸王之业的资本，楚秦两国势不两立，最好的打算就是六国结成

合纵联盟来孤立秦国。

B．苏秦希望楚王及早谋划，听从他的意见，如合纵联盟成功，楚国就可称王，而连横联

盟成功，秦国就会称帝。

C．苏秦认为主张连横的人想割让诸侯的土地来侍奉秦国是奉养仇敌的做法，合纵和连横

应该如何取舍不言自明。

D．楚王认为楚不可能和秦友好，而韩、魏又不能深入谋划，单凭楚对抗秦也毫无胜算，

最终同意参加合纵联盟。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臣闻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

（2）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14．请结合曾巩对战国游士的评价，简要评述苏秦游说楚威王这件事。（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5～16 题。

送崔押衙
①
相州 韦应物

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驱鸡②尝理邑,走马却从戎。

白刃千夫辟,黄金四海同。嫖姚③恩顾下,诸将指挥中。

别路怜芳草,归心伴塞鸿。邺城新骑满,魏帝旧台空。

望阙应怀恋,遭时贵立功。万方如已静,何处欲输忠。

[注]①押衙：官名，管领仪仗侍卫。②驱鸡：汉荀悦《申鉴·政体》：“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

https://baike.so.com/doc/24269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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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为做官。③嫖姚：汉名将霍去病尝为嫖姚校尉，此处借指崔氏。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诗的前两句认为崔押衙既有儒家子弟的儒雅之风，又有燕赵儿女的英雄气概。

B．“白刃”两句写崔押衙让敌人闻风而避，其英勇可在天下任何地方取得黄金富贵。

C．“嫖姚”两句借用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典故，表达了对崔押衙取得丰功伟绩的期待。

D．“邺城”两句用“满”“空”两个字形成强烈对比，暗示了崔押衙强大的号召力。

16．本诗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同为送别诗，但都格调感奋昂扬。请比较这两首诗抒

发的情感有何异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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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在古代本是庄严的场地，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在这庄严的场所中却有家禽

栖息，“ ， ”这个生活细节体现了大家庭礼制的荒废破坏。

（2）唐朝时期，朝廷在全国施行击鼓劝农制度。农忙季节，每个村五更便击鼓，百姓听

到鼓声，一起下地耕种。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 ， ”就

体现了这一场景。

（3）正面描写如同画月，侧面烘托如同绘云。在古代描写音乐的诗词中，常用侧面烘托

的手法来表现演奏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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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一地，必有一脉。

邯郸诞生成语典故 1500 多条，在全国首屈一指。2005 年，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命名邯郸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可谓实至名归。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都城 ① ，

唯有邯郸成语大千，为之何？

成语之所以能成为邯郸的独家特色可能与长安、洛阳等都城虽也成语众多但与其汉唐元明

清时期的灿烂文化相比便黯然失色有关。成语是民间口语 ② 的产物，属于与官方文化对立

的民间文化，因而更容易在华北平原生根发芽，而非长安、洛阳等都城。邯郸作为华北平原甚

至整个北中国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有幸成为成语的第一道加工地。

成语的产生发展还与经济社会 ③ 。隋唐大一统王朝出现后，经济重心转移，且生产力

不断发展，百姓文化素质提高，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绚烂多姿。

成语在隋朝以前经历过繁荣昌盛，而后逐渐式微。邯郸迄今三千多年建城史，辉煌时刻止于隋

朝修建大运河。当前中国流传的成语近 80%以上产生于春秋到隋朝这一时期，这与邯郸兴衰史

大致相等，（ ）历史唯独成就了邯郸之“成语大千”。

由此，邯郸最具辨识度的文脉精髓就蕴含在“成语大千，赵都邯郸”八字之中。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几个较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

变原意。（4 分）

20．请仔细分析画横线的句子，按要求作答。（4 分）

①句中有一词语需要删去，该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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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句中有一词语需要修改，把 改为 ；

③下列两句中的引号与句中引号用法相同的是 ；

【甲】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邯郸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

【乙】用面团发酵的食品里面都存在着一些“神奇的小孔”。

④在文中括号处可以填入的关联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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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用面团发酵的食品里面都存在着一些“神奇的小孔”。这些小孔是怎

么来的，它们对食物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 ① 。面粉由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等成分组成，在面团发酵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

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面粉中的蛋白质主要由

麦胶蛋白、麦谷蛋白、麦清蛋白和麦球蛋白等组

成，其中麦谷蛋白、麦胶蛋白吸水膨胀， ② 。

这种面筋质在面团发酵过程中会因为二氧化碳

气体的产生而膨胀，并能阻止二氧化碳气体的溢

出。

其次，促进小孔形成的主力军是谁呢？我们

都知道，面粉中的碳水化合物大部分是以淀粉的

形式存在的。淀粉中所含的淀粉酶在适宜的条件

下，能将淀粉转化为麦芽糖，进而继续转化为葡

萄糖，从而供给酵母发酵所需养分。当面团加入

酵母后，酵母即可吸收面团中的养分生长繁殖，

并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使面团形成膨大、松软、

蜂窝状的组织结构。因此， ③ 。

21．上图是面团发酵食品中小孔的形成过程流程图，请将关键因素补充完整，每处不超过 6

个字。（3分）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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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6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源”指水的本源，“流”指水的支流，“汇”指河流会合在一起。如果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视作一条大河，那么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就是河水的源、流、汇。源，是

中华文明兴起时的点点星火；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智慧的传承；汇，则是中华民

族与其他民族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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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