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标准学术能力基础性测试 2019年 9月测试

语文试卷

本试卷共 10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24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每小题 3分，共 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题。

现代慈善是一项社会化、制度化、经常化的事业，在分担政府职能、实施社会救助、协调利益关

系、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下，慈善事业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置于中国社会的时空语境之中，慈善公益正处于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状态，

从差序慈善、“政府慈善”到专业慈善，从道德恩赐到公共责任，从关系本位、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

一场深刻而剧烈的变革大幕已经拉开。

作为体制转轨和社 会转型的重要一环，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公益制度的转型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

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思想支点。它将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募捐机制、草根组织的生存状态、政府的

角色定位等诸多议题全都卷入进来，把社会转型的深层障碍和真实逻 辑暴露出来，并推到学术思考

的中心位置。公众参与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公民社会空间的扩大，都可以通过“中国

式慈善”这扇窗来透视和洞悉。作为社会组织的生长点和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慈善对于中国社会转型

研究的重要价值便在于此。

但是，在这个发展主义肆虐、现代性泛滥的年代，我们思考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往往习惯

于从有形的“物”中来寻找答案，而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诸因素不够关注。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

论界，我们都热衷于用“指标”和“数据”的形式来展现“慈善发展”的成就，将“慈善事业的发展”

简单浓缩为“募集款物的增长和慈善组织的增多”；我们都执着于用“经济中心”的惯性思维来审视

“慈善转型”的议题，将“慈善事业的转型”单纯等同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附属物”和“护航经济转

型的工具”；我们都习惯于用“经济增长”的理性逻辑来引导“慈善未来”的走向，将“慈善事业的

地位”草率定性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实际上，过度依靠指标和数据来评价慈善发展，会忽略慈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人为地将“慈

善”的相关指标推向“GDP 崇拜”的老路。包括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历史经验、价值观念等在内

的社会条件，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前提和精神动力。慈善既是一种“外化于行”的道德行为，亦是

一种“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因而，慈善本身不仅关乎行动更关乎价值，不仅是显见的捐款捐物、

好人好事，更是深层的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慈善事业，不仅需要资金物质，

更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和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的形成，需要文化的承载和激励。因而，慈善与

文化是一个天然的融合体。“慈善文化”是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支撑，它闪耀的是一

种人性光辉，呈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境界，传播的是一种社会正义。所以，慈善

不等于捐款，慈善的发展亦不是捐多捐少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孕育和价值转型的议题。慈善

事业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当下我国慈善事业存在诸多

问题，与慈善文化转型的“阵痛”不无关系。发展中国慈善事业，不仅需要组织机构、制度规范等“硬

环境”的完善，更需要人文氛围、公益理念等“软环境”的培育。换言之，建设成熟完备的现代慈善

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所以，探究中国慈善转型，要深入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的肌理之中。建立在公民文化基础上的志

愿精神、建立在历史惯性基础上的公益机制，建立在传统经验基础上的福利救助资源，构成了中国慈

善事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置身于中国慈善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慈善事业发

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机制的局限、慈善立法的缺失、“政府公益”的惯习、民间参与的

不足、公益文化的薄弱等，其中，中国慈善公益文化的“深沉积淀”尚未得到挖掘、激活和利用，慈

善文化的内部冲突亟需调适、磨合和理顺，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秘”原因。

（摘编自刘威《冲突与和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历史文化逻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的慈善公益正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专业慈善、公共责任、权利本位将成为现代

中国慈善的主要特征。 [来源:学_科_网]

B．“中国式慈善”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的思想支点，原因之一在于它牵涉着企业、社会组

织、政府的相关议题。

C．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时空语境中，“慈善事业”已经不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定性，不再是“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D．发展慈善事业，尤其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和文化环境，这种“软环境”的缺失，也是中国传

统慈善事业的劣势所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先指出中国慈

善存在的问题，后论证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B．文章区分了慈善的

“行”与“心”、物质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有辩证意味。 C．文章运用对比论证方

式，凸显出中国慈善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重要意义。 D．文章借助“慈善文化”

的概念，论证了中国慈善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慈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话题，同时也占据了学术思考的中心位置。



B．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诸因素不够关注，制约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C．成熟完备的现代慈善文化，主要指的是人文氛围、公益理念等“软环境”。

D．慈善文化的“深沉积淀”以及文化内部冲突都是中国公益文化薄弱的体现。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风筝

王明新

行人如织，车流如潮。天上有一只风筝，已经断了线，它像是在空中飞行了很久，已经疲惫至

极，飞得摇摇晃晃，甚至可以说摇摇欲坠。

蝌蚪！我记忆的大门忽然被打开，这是我的风筝，是我创造了它，30 多年了……

那年我 9 岁，放学后一放下书包我就拿出剪子、小刀、竹篾和绳子，开始制作一只风筝，这是我

的第一件作品。开始，我想把它扎成蜻蜓，但没成功，我又想把它扎成飞机，又惨遭失败，最终我把

它扎成了一只蝌蚪。蝌蚪是白色的，我给它画上了黑嘴唇和红眼睛。虽然它只是一只普通的蝌蚪，但

把她扎好的那天我还是兴奋异常，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红眼睛。第二天是星期天，吃过早饭我和几个伙

伴向田野走去，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急不可待了。在这之前，我们都曾吹嘘，说自己的风筝会飞得最

高，在手举着风筝走向田野的时候，我们还互相挑衅，谁也不肯服输。土地正在春风的抚摸下悄然苏

醒，小草们争先恐后地从泥土中露出了头。我们各自将风筝放到天上去，风筝们展开翅膀，在蓝天上

翱翔。我们喊着，叫着，争着说自己的风筝飞得最快。我拼命地放着手中的线，我的红眼睛扶摇直上，

它超过了所有风筝，还在飞呀飞呀，我嗓 子喊哑了，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就在这时，我感到手中猛然

一轻，风筝断线了，红眼睛瞬间便在蓝天白云间消失……

30 多年了，它真的又回来了吗？也许她一直都在寻找我吧？可我已经离开了有着大片田野的家

乡，来到这座曾经陌生的城市。儿子 5 岁的时候，我给他扎过一只红蜻蜓，星期天我带着儿子兴致

勃勃出了门，我们走啊走啊，我这才发现城市其实就是一个楼房的森林，也是钢铁的森林，你休想找

到一块可供放风筝的地方。儿子不耐烦了，说你放呀爸爸，快让它飞起来吧。我无可奈何，只好在一

片绿地上松开了风筝的翅膀，可它只一亮翅就撞上一座楼房的墙壁，翅膀折断，儿子心疼得哇哇大

哭，后来我们只好扫兴而回……

这时我发现路旁的地摊上有几只望远镜，我不由分说，拿起一只冲着天空看起来，行人和自行车

不停地在我身上撞来撞去，我丝毫也不在乎，如果是平时我可没这么好脾气。不错，是我的红眼睛，

是我的红眼睛！我给她画的黑嘴唇和红眼睛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雪打雨淋，仍然依稀可

辨。顿时，我热血沸腾，忘记了这是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对着天空大喊：红眼睛，红眼睛……一些

人停下脚步，对我指指点点，仿佛在说，这人有毛病吧？

红眼睛没看见我，也没听到我的喊声。忽然一阵风吹来，它摇摇晃晃飞过我的头顶，向远方飞

去。我不能让它再流浪下去了，它已经流浪得太久，而且这里是城市，天空中到处是摩天大楼，到处

是电线和各种天线织成的天罗地网。红眼睛越飞越快 。我叫了辆出租车，不等钻进车里我就对司机

说，看见那只风筝了吗？追！司机立即松开离合器，踩下了油门。他一边追一边不解地问我，给儿子

买的？花大价钱了吧？我能理解他的话，但我没回答他。追了不到 3 分钟，风筝离开大街，向一片

楼群飞去，我急忙让司机停车，来不及找零钱了，我扔给司机一张大票子。我听见司机喊，找你零，

找你零。这是一个还知道什么叫尊严的人，而这样的人今天越来越少了。

追了一会，我发现来到一片别墅区，红眼睛正在别墅区上空飘荡。我无路可走，一座座漂亮的乳

白或紫红色两层小楼挡住了去路，要绕过它们我至少得多跑好几百米，而那时我的红眼睛肯定会失

踪。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穿过这个别墅区。我一跃就跳上一座别墅的墙壁，又一跃跳了下来。谁知我

刚一落地，两只凶恶的狼狗就疯狂地朝我叫起来，幸亏它们被拴着。一个少妇从楼上走下来，她神色

慌张，手里还提了根木棍，虚张声势地喊，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叫警察啦！

我说，对不起，我在追赶一只风筝，说着我向天上指了指。我没有停下，穿过这座别墅的院子，

又跳上另一堵墙，我听见那个少妇在我身后说，风筝，原来是一只风筝，这个疯子吓死 我了……

（选自《羊城晚报》2019年 3月 25日）

【相关链接】

人物和情节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古往今来，小说写个性化的人物，写矛盾，写戏剧性，给文学

长廊留下了五彩缤纷为佳作。然而，那种淡化情节的作品也同样受到读者的垂青和喜爱。且不说当

今流行的诸多意识流作品，在文学史上，那些散文化的小说也蔚为大观，具有持久不衰的魅力。鲁

迅先生的部分小说如此，有口皆碑的《菏花淀》如此，当代小说名篇《百合花》何尝不是如此？王

明新的小说也有这样的特点。不追求情节的险峻离奇，而对平凡、普通的事物更感兴趣，把广泛发

生的事做为作品的内容，以意境、情趣和抒情取胜，让读者在诗意的境界中感悟人生。这是王明新

的艺术追求。

王明新创作的大部分小说，很少有因果性，也很少刻意表现个性化性格或尖锐的矛盾冲突，相

反，它更多地是强调氛围、情调、情绪和境界。以情趣、意境为主，在无意中昭示一种对理性和人

生的思考。

（选自张有民《王明新小说印象》）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开头使用了拟人手法，并且用“摇摇晃晃”“摇摇欲坠”等词语，写出了断线风筝在城市

B．“我”对 9岁时制作的风筝，时而称“它”，时而称“她”，前者是客观代指，后者则带有对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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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风筝的深刻印象和强烈的主观感情。

C．小说以“风筝”为题，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交织写了“现在的风筝”“儿子的风筝”“过去

的风筝”，表达对城市文明和人生的思考。[来源:学.科.网]

D．王明新的小说《风筝》创作受到了文学史上的意识流小说以及鲁迅、孙犁、茹志鹃等小说的

影响，重点在于表现人物心理，表现人物境界。

5．“我”为什么要执著地追赶那只风筝？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6．结合“相关链接”内容，试从小说的情节、人物或其他角度赏析《风筝》的艺术特色。（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24分）

阅读下列文言文和宋词，完成 7～13题。

（一）

孙洙，字臣源，广陵人。羁丱①能文，未．冠．擢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举应制科，进策．五十篇，

指陈政体，明白剀切。韩琦读之，太息曰：“恸哭流涕，极论天下事，今之贾谊也。”再迁集贤校理、

知太常礼院。治平中求言，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乞增谏员

以广言路。凡有章奏，辄焚其稿，虽亲子弟不得闻。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

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敛缗钱，以取赢为功，洙力争之。[来源:

学科网 ZXXK][来源:学,科,网]

方春旱，发运使调民浚漕渠以通盐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为害，致祷于朐山，撤奠，

大雨，蝗赴海死。寻干当三班院。三班员过万数，功罪籍不明，前后牴牾，吏左右出入，公为欺奸。

洙革其甚者八事，定为令。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先是，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

进秩，事理各异，而同用一词；至或一门之内，数人拜恩，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苟从简便，非所

以畅王言、重命令也。”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元丰初，兼直学士院。澶州

河平，作灵津庙，诏洙为之碑，神宗奖其文。擢翰林学士，才逾月，得疾。时参知政事阙，帝将用之，

数遣中使、尚医劳问。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习肄拜跽，偾不能兴，于是竟卒，年四十九。帝临朝

嗟惜，常赙．外赐钱五十万。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

鄙语文词典丽有西汉之风。士大夫共以丞辅期之，不幸早逝，一时悯伤焉。

（节选自《宋史· 孙洙传》）

注释：① 羁丱：童年。

（二） 河满

子·秋怨 孙

洙

怅望浮生急景，凄凉宝瑟 馀音。楚客多情偏怨别，碧山远水登临。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

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恨难禁。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
7．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
西汉之风

B．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
西汉之风

C．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
西汉之风

D．洙博闻强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
西汉之风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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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冠，也称“弱冠”，古

礼男子 20岁时而加冠，是为“冠礼”，故未满 20岁为“未冠”。 B．“策”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

体，指应试者对答的文字，苏轼的《教战守策》就是这类文章。 C．补外，指京官调外地任职。

孙洙担任同知谏院等官职，不赞成王安石罢逐谏官，故请外调。 D．赙，指拿钱财帮助别人办

理丧事。官员去世之后，朝廷有规定的赏赐标准，即为“常赙”。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韩琦很看重孙洙的文章。读完 50篇策论后，韩琦认为孙洙的文章畅谈天下之事，能让人痛哭

落泪，并且将其比作汉代的贾谊。

B．孙洙十分爱惜自己的文字。凡是有奏章，孙洙都焚烧原稿，即使是亲子弟也不得听闻，这说

明他不欲他人知晓自己的文章。

C．孙洙的文章指陈政体，明白切实。当澶州一段的黄河得到平治后，朝廷修建灵津庙，诏令孙

洙为它书写碑文，其文采得到神宗夸奖。

D．孙洙即将出任参知政事时，却身染疾病。他在家中练习叩拜谢恩的礼节准备入朝时，倒扑在

地不能起身，竟然因此去世。

10．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

11．宋朝叶梦得评价孙洙说：“程试既不过策论，故所上文亦以策论中半，然多未免犹为场屋文辞。

惟孙巨源直指当世弊事，列其条目，援据祖宗，源流本末，质以故事，反覆论说，皆可施行，无

一辞虚说。”请依据原文，叙述孙洙在奏章策论中“直指当世弊事”的两件事。（4分）

关注：新浪微博@全国大联考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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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孙洙词作《河满子·秋怨》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这首词是作者在秋夜送别友人后所作。词的上片重在写景，下片由景入情。

B．上片第二句点明题旨，具体写作者和朋友情谊深厚，分别之际还登山望水。

C．下片第二句引用李贺诗句，暗合离别的场景，写出了与朋友依依不舍之情。

D．本词描写景物真切具体，抒发感情含蓄自然，结构方面首尾照应，章法分明。

13．本词中“怅望浮生急景”中的“急”字以及“黄叶无风自落”中的“自”字，都用得十分传神，

请简要赏析。（4分）

14．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全都正确的一项是（2分）

① 5月 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要求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这个变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② 共产党员有了“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的

使命感，哪怕前进路上再苦再累再难，也会甘．之．如．饴．。

③ 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其深刻的 洞察力、挥．洒．自．如．的风度以及犀利的

语言，博得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好感。

④ 《侍坐》选自《论语·先进》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言志”的一段

话，再现了孔子和学生一起坐．而．论．道．的情形。

⑤ 在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环境下，中国古代的农民人人都希望能够风调雨顺，不愿面对五．风．十．
雨．，这样的话自己也能过好，天下也能太平。

⑥ 北方大部分城市飘絮的通常是杨树。最初在城市里面种杨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优缺点，只是

时．过．境．迁．，我们面对的需求不一样了。

A．①②⑤ B．③④⑥ C．①③⑥ D．①②⑥
[来源:学科网 ZXXK]

15．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2分）

A．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消费理念、消费结构的提高，旅游业将成为重要产业。这样一个新

兴的、体量庞大的市场，值得拥有一个“智慧大脑”。

B．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满智慧和前瞻性，有利于打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国

际秩序，为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C．接访工作是一件关涉民生的大事。接访干部的言行举止，既关系到当地政府的形象，更

反映公务员的职业操守，一定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D．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家属发起了“百万众筹”事件，再一次暴露出众筹互助平台在管

理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漏洞，也拷问了“求助者”的社会良心。

16．下列各句中，表达得体的一句是（2分） A．今天上午收到贵单位关于区域经济合作高端论坛的

邀请函，不胜感激，我方定派人拨．冗．前往。 B．我的报告到此结束，如果有其他问题，我们再通过

电话进行沟通交流。感谢您的聆．听．！谢谢！ C．王教授您好！冒昧打扰您，我想跟您垂．询．一下关

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现状以及前景

问题。

D．2018年 10月 30日，著名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去世，享年 94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

17．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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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来，春运人口规模急剧扩大的背后，是 ① 。从绿皮火车到高铁，从轮

船到飞机，从长途客车到顺风车，从拼车到自驾等等，人们参与春运的方式日趋多元化。高铁的普

及，不仅大大缩短了相当一部分人“回家”的时间， ② 。像 2008年因南方冰灾

而造成的旅客大规模滞留事件，在今天，会发生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虽然春运依然拥挤，但当年绿皮

车拥挤到从车窗上下人的苦涩场景， ③ 。

四、写作（40分）

18．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40分）

以往 的时候，书店销售的书籍都是“敞开式”的。书籍摆放在书架上，没有封闭的外包装，读者

可以随手翻阅，并根据书籍内容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很多书变成了“封闭式”，书籍被一层塑料纸

包装起来，封闭得严严实实。有些人觉得这是为了保护书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另一些人提出这样

缺失了书店原本的氛围。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生活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矛盾让人不禁深思？

请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提出自己的见解。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少于 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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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拥有网站和微信两大媒体矩阵，关注用户超百万，用户群体涵盖全国 90%以上的重点

中学老师、家长和考生，引起众多重点高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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