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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年度第二学期质量检测

高 二 语 文 ２０２１．７

注意事项：

１．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座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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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５题。
材料一：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
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

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

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盖浑之争。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
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

高，而滂沱四輀，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

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而平

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

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
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

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

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
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

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

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

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盖浑之争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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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

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

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

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

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

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

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

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有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
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

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

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

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
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

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

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

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
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

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

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

发展的史册。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有删改）

材料二：

当我们的祖先类人猿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他会想些什么呢？对于宇宙我们人类有过太

多幻想。

我国古代对于宇宙就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盖天说指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

局。”这就是典型的天圆地方说。还有浑天说，它指出：天是一个球体，地球在球中，如同蛋

黄在蛋内一样。这与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地心说不谋而合。

地心说最初在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初步形成理念，后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古斯正式提出，后

又经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进一步完善。托勒密认为宇宙的中心

为地球，向外依次是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

体系模型。随后地心说在欧洲开始其长达１５００多年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了行星运动与托勒密的宇宙观不符合，于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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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科学家开始添补修正托勒密的天体轨道，但还是以地球为中心。１４９９年哥白尼毕业于意

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任天主教教士，毕业后回波兰工作。当时哥白尼住在费琅堡的顶楼，

因此可以长期进行天文观测。由于托勒密的天体模型越来越不准确，于是哥白尼决定用当

时先进的技术来改进托勒密的测量结果。它便开始了长达２０年的测量工作，但测量结果并

未与托勒密的天体运动模式有多大差别。但是他发现每个行星的运动情况都不相同，哥白

尼意识到地球不可能是体系的中心，而且他发现只有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比较稳定，于是一个

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假如地球在运动，太阳是中心，这些行星看起来是什么情况？他

的观测数据和这一新的体系完全吻合！

１５１５年，哥白尼撰写了一篇名为《浅说》的论文。正式提出日心说，并系统描述了太阳、

月球、三颗外行星（土星、木星、火星）和两颗内行星（金星、水星）的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否

定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谬论，从而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并在６０年后伽利略

发明了人类第一台望远镜从而证明了哥白尼的正确。

（摘编自《在试错中进步，人类宇宙观发展》）

１．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西方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争论旷日持久，和中

国著名的盖浑之争类似，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Ｂ．盖天说描述宇宙结构本身错误，但它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固有经验———天是

个半球，所以这个宇宙结构论断富有科学意义。

Ｃ．汉武帝时期，盖天说受到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浑天说的挑战，虽有软肋，却

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Ｄ．我国古代对于宇宙的认知丰富多彩，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盖天说、浑天说，与

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地心说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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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材料一第②段《晋书·天文志》有关记载，以下不符合“盖天说”主张的一项是（３分）
Ａ．天地都是圆拱形状，天地互相平行。
Ｂ．天在上，地在下，天地距离８万里。
Ｃ．日月星辰全都依附在地壳上运动。
Ｄ．天地的距离可以用数理推算出来。

３．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判断一个学说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学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Ｂ．文学、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盖浑争论之中。
Ｃ．重视实际校验的做法，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
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的地心说，统治欧洲达１５００年。

４．以材料一第⑤段扬雄的相关批驳为例，请简要分析盖浑之争是如何表现“重视实际校验”
这一特点的。（４分）

５．请简要分析材料一论证思路。（６分）

（二）现代文阅读ＩＩ（本题共４小题，１６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６～９题。
文本一：

《秦腔》（小说节选）

贾平凹

夏天智睡倒了两天后，添了打嗝儿的毛病，嗝声巨大，似乎是从肚里咕噜噜泛上来的。

一辈子爱吃水烟，突然觉得水烟吃了头晕，甚至闻不得烟味，一闻着就呕吐。太阳正中午的

时候，他让夏天义把他搀到院中的椅子上，然后把四婶、白雪、夏雨都叫来，开始问白雪和夏

风的婚事。白雪先还是隐瞒，他就说他看到夏风的那封信了，白雪便放声哭了起来。白雪一

哭，鼻涕眼泪全下来，四婶和夏雨都慌了手脚。夏天智说：“事情既然这样了，我有句话你们

都听着：只要我还活着，他夏风不得进这个门；我就是死了，也不让他夏风回来送我入土。再

是，白雪进了夏家门就是夏家的人，她不是儿媳妇了，我认她做女儿，就住在夏家。如果白雪

日后要嫁人，我不拦，谁也不能拦，还要当女儿一样嫁，给她陪嫁妆。如果白雪不嫁人，这一

院子房一分为二，上房东边的一半和东边厦屋归夏雨，上房西边的一半和西边的厦屋归白

雪。”说完了，他问四婶：“你听到了没？”四婶说：“我依你的。”夏天智又问夏雨：“你听到了

没？”夏雨说：“听到了。”夏天智说：“听到了好！”靠在椅背上一连三声嗝儿。白雪哭着给他

磕头。他说：“哭啥哩，甭哭！”白雪不哭了，又给他磕头。他说：“要磕头，你磕三个，大红日

头下我认我这女儿的。”白雪再磕了一次。夏天智就站起了，不让夏雨再搀，往卧屋走去，

说：“把喇叭打开，放秦腔！”夏雨说：“放秦腔？”他说：“《辕门斩子》，放！”

这天午饭时辰，整个清风街都被高音喇叭声震荡着，《辕门斩子》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差不多的人端着碗吃饭，就把碗放下了，跟着喇叭唱：“焦赞传孟良禀太娘来到。儿问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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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来为何烦恼？娘不说儿延景自然知道。莫非是娘为的你孙儿宗保？我孙儿犯何罪绑在了

法标？提起来把奴才该杀该绞！恨不得把奴才油锅去熬。儿有令命奴才巡营嘹哨，小奴才

大着胆去把亲招。有焦赞和孟良禀儿知道，你的儿跨战马前去征剿。实想说把穆柯一马平

扫，穆桂英下了山动起枪刀。军情事也不必对娘细表，小奴才他招亲军法难饶。因此上绑辕

门示众知晓，斩宗保为饬整军纪律条。”

自后的日子里，夏天智的肚子便不舒服起来，而且觉得原先的刀口处起了一个小包，身

上发痒。他每日数次要四婶帮他抓痒，自个手动不动就去摸那个小包，说：“县医院的大夫

缝合伤口不行，怎么就起了个疙瘩？！”，小包好像还在长，甚至有些硬了。但夏天智的精神

头儿似乎比前一段好，他就独自去找赵宏声，让赵宏声瞧那个小包。赵宏声捏了捏小包，说：

“疼不？”他说：“不疼。”赵宏声说：“没事没事，我给你贴张膏药。”

夏天智从赵宏声那里出来，随路去秦安家转转，没想夏天义也去了。夏天义越发黑瘦，

腿却有些浮肿，指头一按一个坑儿。他们说了一阵话，夏天智就回家了，一回家就让夏雨把

庆金、庆满和庆堂、瞎瞎叫来，没叫庆玉，也没叫任何一个媳妇，他说：“四叔（夏天智在仁义

礼智四兄弟中排行第四）把你们叫来，要给你们说个事的。这事我一直等着你们谁出来说，

但你们没人说，也只好我来说了。你爹你们也看到了，年纪大了，去冬今春以来身体一天不

如了一天，他是不去了七里沟……”庆金说：“他还去哩。”夏天智说：“我知道。他现在去是

转一转，干不了活了。他确实是干不了活了！可是，你爹你娘还是自己种着俊德家那块地，

回来自己做自己吃，我去了几次，做的啥饭呀，生不生熟不熟，你们是应该伺候起他们了！我

给你们说了，你们商量着看咋办呀？”庆金庆满庆堂和瞎瞎都说四叔你说得对，我爹我娘是

不能单独起灶了。四个儿子便在夏天智家商量，虽然仍是争争吵吵，言语不和，但最后终于

达成协议：五个儿子，每家管待两位老人一星期饭，到谁家，谁家就是再忙再穷，必须做改样

饭，必须按时，不能耽搁和凑合。商量毕，夏天智说：“好了！”让他们给爹娘说去。可到了后

晌，夏天智拿了他的书在台阶上看，看出了一个错别字，正拿笔改哩，庆金来说，他爹见不得

庆玉，执意不肯去庆玉家吃饭。夏天智说：“我估摸你爹不肯去庆玉家，那你们四家就轮流

么。”庆金说：“我兄弟四个没意见，可几个媳妇难说话，嚷嚷爹娘生了五个儿子为什么他庆

玉就不伺候老人？恶人倒得益了！他不伺候，也该出钱出粮呀！我去给庆玉说，庆玉却口口

声声不出钱也不出粮，说他要管待老人的，剩下了他，村人怎么戳他脊梁，他才不愿意落个不

孝顺的名儿。”夏天智哼道：“他说的屁话！他知道你爹不愿去才说这话，他要孝顺咋不出钱

出粮？你回去给你们的媳妇们说，你爹不愿去庆玉家，就不去庆玉家，四个儿子不准看样！

你就说这是我说的，谁有意见让来找我！”又骂庆金是软蛋，把庆金赶走了。

文本二：

一出戏排成了，一人传出，全村振奋，扳着指头盼那上演日期。一年十二个月，正月元宵

日，二月龙抬头，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日过端午，六月六日晒丝绸，七月过半，八月中秋，九

月初九，十月初一，再是那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月月有节，三月—会，那戏必是上演

的。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的事业，宁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积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强的工

匠来修筑。村子富不富，就比这戏台阔不阔。一到演出，半下午人就扛凳子去占地位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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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戏开，台下坐的、站的人头攒拥，台两边阶上立的、卧的，是一群顽童。那锣鼓就叮叮咣咣

地闹台，似乎整个世界要天翻地覆了。各类小吃趁机摆开，—个食摊上一盏马灯，花生、瓜

子、糖果、烟卷、油茶、麻花、烧鸡、煎饼，长—声、短一声，叫卖不绝。锣鼓还在一声儿敲打，大

幕只是不拉，演员偶尔从幕边往下望望，下边就喊：“开演呀，场子都满了！”幕布放下，只说

就要出场了，却又叮叮咣咣不停。台下就乱了，后边的喊前边的坐下，前边的说最前边的还

立着；场外的大声叫着亲朋子女名字，问有坐处没有，场内的锐声回应快进来；有要吃煎饼的

喊熟人去买—个，熟人买了站在场外一扬手，“日”地一声，隔人头甩去，不偏不倚目标正好；

左边的喊右边的踩了他的脚，右边的叫左边的挤了他的腰，言语伤人，动了手脚；外边的趁机

而入，一时四边向里挤，里边向外拱，人的旋涡涌起，如四月的麦田起风，一会儿倒西，—会儿

倒东。

（节选自散文《秦腔》）

６．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在得知儿媳白雪遭儿子夏风抛弃后将其“认作女儿”并作出“一分为二”的分家安排，
这体现了夏天智对传统道德的维护和坚守。

Ｂ．小说人物命名别有深意。夏家老一辈兄弟四人以“仁、义、礼、智”命名，暗示了乡土农
村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

Ｃ．小说《秦腔》以极其现实，甚至显得琐碎的几幅生活场景，揭示了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类
精神困境，使小说具有了人文关怀意义。

Ｄ．散文《秦腔》描写了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及当地的人们对秦腔的热衷程度，直接表现了
秦腔在当地的巨大且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７．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散文《秦腔》语言质朴，字里行间语言乡土气息浓厚，“场子”“叮叮咣咣”“起风”“倒
西”“倒东”等词语简单明了，极具生活气息。

Ｂ．“你听到了没？”“你听到了没？”通过疑问句的重复，表现出夏天智急于让心愿得到妻子
四婶和儿子夏雨理解、落实的心理。

Ｃ．“我就是死了，也不让他夏风回来送我入土。”和“谁有意见让来找我！”运用语言描写，
表现了夏天智对待儿子的愤怒和独断专行。

Ｄ．散文《秦腔》运用场景描写、细节描写，“扬”“日”“甩”“踩”“叫”“挤”，连用动词和拟声
词，来刻画秦川百姓对秦腔的热爱。

８．小说“《秦腔》是一部用秦语说秦事表秦情的作品，寄寓深远”（薛正昌语），请结合文本谈
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４分）

９．夏天智在完成分家遗愿并将白雪认作女儿后，特意交代儿子夏雨用高音喇叭播放秦腔
《辕门斩子》，请简要分析这一情节的作用。（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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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４５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４小题，１２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１０～１４题。
梓人传

［唐］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

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

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

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

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

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

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


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

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

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

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

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

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

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

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犹梓人之善运众工

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

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

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

１０．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Ｂ．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Ｃ．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Ｄ．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１１．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寻引：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十丈为“引”，“寻、引，所以度长短也”，在此指测量长短
的工具。

Ｂ．京兆尹：中国古代官名，京兆府的长官，为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一，此处
指的是洛阳地区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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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国：诸侯王的封地，周代实行分封制，除中央直辖土地外，其他土地分封给诸侯，成为
诸侯国。

Ｄ．万国：万方，指各地诸侯，《书·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后引申指整
个国家。

１２．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梓人善于计算建筑材料，他精心考虑怎样用料会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
随后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

Ｂ．梓人说他到官府干活谋生，得到的工资是工人们的三倍；到私家干活，得到的工钱是
总收入的大半。

Ｃ．京兆尹修建衙门，作者看到聚集了许多建筑材料和工人。有的拿斧头，有的拿刀锯，
都围成圈子愤怒地与那个木匠对峙着。

Ｄ．作者认为，各种事情，都可以用手按着图纸来决定怎样处理它们，这就像木匠师傅照
着房屋草图建造房屋，直到完成一样。

１３．本文借“梓人”的传奇事迹阐述了什么道理？（３分）

（二）文言文翻译（本题共１小题，１２分）
１４．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２分）
⑴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石钟山记》）

⑵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

⑶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陈情表》）

（三）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２小题，９分）
登快阁

（宋）黄庭坚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自叙

（唐）杜荀鹤

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

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

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

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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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下列对这两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３分）
Ａ．黄诗颔联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登高所见的秋景，群山树叶飘落，天空显得辽阔远大，
清澈的江水在月光的辉映下像一道白练。

Ｂ．黄诗尾联以景结情，流露出辞官还乡、回归自然的愿望，呼应了起首，顺势作结，给人
以“一气盘旋而下之感”，意味隽永。

Ｃ．杜诗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
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

Ｄ．杜诗以议论为主，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又饱含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
从肺腑中流出，充满悲切和激情。

１６．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有哪些相同之处？请结合诗句具体分析。（６分）

（四）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１小题，１２分）
１７．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１２分）
⑴古诗词中，“眼泪”与“悲愁”总是结合在一起，如《诗经·氓》中　　　　　　　　　
写出女主人公见不到心上人的愁苦；杜甫在《蜀相》中用　　　　　　　　　　　表
达了景仰之情、壮志未酬之悲。

⑵《陈情表》中“　　　　　　　　　　　，　　　　　　　　　　　”两句，既是祖母躬
亲抚养作者的原因之一，也是下文作者“区区不能废远”的原因，可谓一笔双关。

⑶《望海潮》和《扬州慢》均描写城市风光，柳永用　　　　　　　　　　表现杭州街巷
河桥的美丽，　　　　　　　　　　却写出姜夔眼中的扬州破败不堪荒凉的景象。

⑷屈原的美政理想在当时的社会很难实现，他抑郁苦闷，颇有舍生取义之志，用“　　　
　　　　　　　　，　　　　　　　　　　　”表示不愿同流合污。

⑸《蜀相》中，引出下文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赍志以殁的痛惜
心情的两句是“　　　　　　　　　　　，　　　　　　　　　　　”。

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　　　　　　　　　　　，　　　　　　　　　　　”
两句托物言志，刻画日落人独立，追求超出尘网的精神独自遨游的画面。

三、语言文字运用（１０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８～２０题。（本题共３小题，１０分）
《修辞立其诚》基于“诚”这个核心概念进行（　　），就“立其诚”的三层含义，由修辞到

为人，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　　）。作者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立其诚”


方面存在的问题

作出了批判和分析，强调做人要“说真话、讲实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学习时应注意把

握文章的观点，思考其对我们（　　）的启发意义。
《怜悯是人的天性》在批评霍布斯“人天生是恶人”观点的基础上，用事实指出，善是人

的本性，　　　①　　　人类最普遍和最有用的一种美德。怜悯心对于人类生活，对于调节
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卢梭把怜悯心视为先于理性思考而存在的一种纯自然的人类

天性和情感，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其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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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自然本性”还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请在学习中认真探究“人的怜悯心从何而

来”这一论题。

“修辞立其诚”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　　　②　　　。诚者，实也，
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可见《修辞立其诚》关注的是“真”，而《怜悯是

人的天性》关注的是“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

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

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　　）的。
１８．依次填入文中括号中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３分）
Ａ．阐释　　阐述　　立身处世　　感同身受
Ｂ．阐释　　阐述　　安身立命　　心有戚戚
Ｃ．阐述　　阐释　　立身处世　　感同身受
Ｄ．阐述　　阐释　　安身立命　　心有戚戚

１９．文中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３分）
Ａ．作者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在“立其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批判和分析，强调做人
要“讲真话、说实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Ｂ．作者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立其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分析和批判，强调做人要
“讲真话、说实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Ｃ．作者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立其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分批判和分析，强调做人
要“说真话、讲实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Ｄ．作者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在“立其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分析和批判，强调做人
要“说真话、讲实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２０．请在文中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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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字。（４分）
①
②

四、写作（６０分）
２１．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６０分）

当代著名艺术家木心在《从前慢》一诗中写到：“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尽享各种生活快捷，却又感觉失去了一些什

么。

到底失去了什么呢？就这一问题，班级要组织一个讨论会。请你写一篇发言稿，谈谈你

的思考和见解。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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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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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年度第二学期质量检测

高二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２０２１．７
一、现代文阅读（３５分）
（一）（本题共５小题，１９分）
１．（３分）Ｂ（Ａ盖浑之争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于文无据；Ｃ浑天说渐成主流。Ｄ浑天说与
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地心说不谋而合，而不包含盖天说。）

２．（３分）Ｃ（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
３．（３分）Ａ（Ｂ没有文学，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Ｄ长达１５００多年）
４．（４分）
⑴针对盖天说认为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
视觉错误；

⑵扬雄用实验进行驳斥，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结论是太阳确实
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

（每点２分，意对即可）
５．（６分）
⑴第①段首先提出了天文学旷世之争的问题盖浑之争，
⑵第②至⑥段接着分别介绍了盖天说和混天说的主张和缺欠，
⑶第⑦⑧段最后点出盖浑学说旷世学术之争的意义和价值。
（每点２分，意对即可）

（二）（本题共４小题，１６分）
６．（３分）Ｄ（间接表现了秦腔在当地的巨大且无处不在影响力）
７．（３分）Ｃ（表现了夏天智对儿子背叛婚姻、侄子不孝父母的愤怒）
８．（４分）
⑴小说把口语化的方言词、粗语、语气词、拟声词、叠词、秦腔唱词等与叙述语言巧妙糅合
在一起，又描写了“上房”“厦屋”等秦地特色建筑，用秦语说秦事表秦情。（２分）

⑵“认女儿”“用高音喇叭反复放秦腔《辕门斩子》”“安排兄弟养老”等乡情浓厚的事件，
表现了以夏天智为代表的秦人对长幼尊卑思想和仁义礼智传统的维护和坚守。（２分）

（每点２分，意对即可）
９．（６分）
⑴呼应标题。秦腔可以看做整部小说的一条线索，被巧妙地融入到人物故事之中。
⑵暗示心理。唱词唱出了夏天智对背叛婚姻的夏风在情感和道义上的愤怒。
⑶塑造形象。唱词的价值标准彰显夏天智性格中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⑷揭示主旨。秦腔是农民寄托情感的重要形式，蕴含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⑸丰富内容，增加情节变化，增添小说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每点２分，答出３点即可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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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４５分）
（一）（本题共４小题，１２分）
１０．（３分）Ｄ（“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
之，亦莫敢愠焉”。）

１１．（３分）Ｂ（京兆尹此处指的是长安地区的长官。）
１２．（３分）Ｃ（“都围成圈子愤怒地与那个木匠对峙着”错，应该为“都围成圈子面对那个木匠
师傅站着”。）

１３．（３分）
⑴通过“梓人之道”阐述治国的大道，
⑵梓人的工作足可为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法则，
⑶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比这个更接近于宰相之道的了。
（每点１分，意对即可。）

（二）（本题共１小题，１２分）
１４．（１２分）
⑴（４分）敲击后能发出声音的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
什么呢？

（“是”“名”各１分，定语后置句１分，句意１分）
⑵（４分）借以纵目观察，开畅胸怀足以尽情享受所见所闻的乐趣，确实令人愉快呀！
（“所以”“极”“信”各１分，句意１分）
⑶（４分）我想接受诏命赶路就职，但刘氏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想姑且迁就私情，但申
诉不被许可。

（“奔驰”“笃”“告诉”各１分，句意１分）
（三）（本题共２小题，９分）
１５．（３分）Ｂ（“以景结情”有误，最后一句是直抒胸臆，且“归船”“白鸥”是想象之景。）
１６．（６分）
⑴对官场的厌烦之情。黄诗中“了却”二字表达了诗人办完公事后如释重负的欢快心
情；杜诗中诗人宁愿安守穷困，也决不投身官场。

⑵孤独无奈之情。黄诗巧用典故，感叹世无知音，只能与白鸥盟誓；杜诗言平生肺腑之话
无处诉说。

⑶归隐之情。黄诗中诗人想要结束宦游生活，踏上归船，与白鸥为伴；杜诗感叹如今苍颜
白发，想要做一个隐逸之人。

（每点２分，意对即可）
（四）（本题共１小题，１２分）
１７．（１２分）
⑴泣涕涟涟／长使英雄泪满襟
⑵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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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烟柳画桥／尽荠麦青青
⑷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⑸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⑹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每空１分，每空错、漏、多写一字该空不得分）

三、语言文字运用（１０分）
１８．（３分）Ａ（阐述：详尽深入地说明和陈述。阐释：阐述并解释。立身处世指人在社会上待
人接物的种种活动。安身立命：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感同身受、心里很感激，

就象自己亲身领受到一样。现在多比喻虽未亲身经历，却如同亲身经历过一般。心有戚

戚：心有所动，然而心中却又充满忧伤。）

１９．（３分）Ｄ
２０．（４分）
①怜悯心作为一种善／②即是坚持真实性
（每处２分，意对即可）

四、写作（６０分）
２１．（６０分）
参照２０２１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山东卷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⑴以４５分为基准分切入。
⑵好作文总分要打在５４分以上乃至满分；差作文总分可打在３６分以下直至０分。
⑶缺题目扣２分。
⑷每一病句扣１分。
⑸每个错别字扣１分。
⑹字数不足，在结构完整时，每少５０字扣１分。
⑺要写出自己的见识，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⑻要让语言表达能力强、阅读知识面广、思想深刻的学生得高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裴封叔的住宅，在光德里。有个木匠师傅敲响了他的大门，想在他那里租间空屋居住。

他的职业让他随身带有量尺（度量长短的工具）、圆规、曲尺（量方的器具）、墨线和墨斗等东

西，家里没有木工用的磨刀石和刀斧这些工具。问他的技能，他说：“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

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随后）我就指挥

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所以到官府干活谋生，我得到

的工资（是工人们的）三倍；到私家干活，我得到的工钱是总收入的大半。”有一天，（我）到他

的屋里去，看见他睡的床缺了一只脚（自己）却不会修理，（他）说：“打算请别的木工来修。”

我觉得他很可笑，觉得他是个没有技术却贪图工钱和财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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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我经过那里。看到积聚了许多建筑材料，汇聚了许多工人。

他们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拿着刀锯，都围成圈子面对那个木匠师傅站着。木匠师傅左手拿着

度量工具，右手拿着一根棒，就站在中间。（他）估量房屋的规格，观察哪根木头可以选用，

然后挥着手里的那根木棒说：“砍！”那些拿斧头的工人们就奔向右边；回过头去指着（木料）

说：“锯！”那些拿锯子的工人们就奔向左边。一会儿拿斧头的在砍，拿刀子的在削，都看他

的脸色，等他说话，没有哪一个敢自己决定怎么干。其中有个别担当不起任务的，他就生气

地斥退那个人，也没有谁敢怨恨他。他在墙上画了一座房屋的图样，只有一尺见方的面积，

却可以把房屋结构丝毫不差地全部勾画出来，照着图样的尺寸计算来建造大厦，就不会有出

入了。房屋建成以后，在正梁上题字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建造。”就是他的姓名。所有实

际动手造房子的工匠们都不列名。我向四周一看大吃一惊，这才明白那个木匠师傅的技术

确实是十分高超。

接着，我感叹道：那个木匠师傅是放弃他的手艺，专门发挥他的智力，而且能了解、掌握

（体察）建筑学关键问题的人吧！我听说用脑力的人指挥（役使）人，用体力的人被人指挥

（役使），他大概（也许、恐怕）就是用脑力的人吧？有手艺的人使用他的技能，有智慧的人出

谋划策，他也许就是有智慧的人吧？这完全可以被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效法，事情没有

什么比这更近似的了。

那些治理国家的帝王，根本在于用人。那些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宰相，选拔、任命官

吏，指挥、使用官吏，分别按照朝廷的法律规定来升降他们，一律按朝廷的制度来整顿他们，

就像那个木匠师傅依据规矩，绳墨来决定房屋的规格（规制、规模）一样。选择天下的官吏，

使他们适合所担当的职务；安定天下的百姓，使他们专心工作。观察了京城就能了解乡野，

观察了乡野就能了解各地，观察了各地就能了解全国，那些远的近的小的大的各种事情，都

可以用手按着图纸来决定怎样处理它们。这就像木匠师傅在墙上先画房屋草图然后照着它

建造房屋直到完成一样。有才能的人，按正常途径推荐他，使他不必感激谁的恩德；没有能

力的，就辞退他，也没有谁敢怨恨。就像那位木匠善于指挥众工匠而不夸耀自己的手艺一

样。只有这样做宰相的方法才真正掌握，全国各地也就能治理好了。做宰相的方法真正掌

握好了，全国各地真正治理好了，天下的人就会抬头仰望着说：“这是我们宰相的功劳呀！”

后人也会根据史书记载的事迹仰慕地说：“这是那个宰相的才能呀！”就像那个木匠师傅把

自己的名字写在梁上表明自己的劳绩一样，而实际动手造房子的工人们是不能列名的。宰

相真是伟大呀！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有我们所说的宰相罢了。

我认为做木匠师傅的道理跟做宰相的道理相似，因而写了这篇文章并且将它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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