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语文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7 10 11 12 14

答案 D C A C C A D B B A

1. D 解析：D.“欣赏是依据文艺的普遍纪律来衡量所有作品”错，由倒数第二段“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可知，

文艺没有普遍的纪律。

2. C 解析：C.“得出考据与批评是真正进入文艺领域欣赏的结论”错，文章在逐层深入论证基础上，得出的结

论是最后一段的“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

3. A 解析：B.“更加容易得到美感体验”错，第五段只是说“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

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并不能由此得出“更加容易得到美感体验”的结论。C.

“对作品的评价是客观的”曲解文意，倒数第二段只说“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

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并未表明“对作品的评价是客观的”。

D.“根本就没有美丑好恶的道理可言”错，倒数第二段为“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

由此可知，美丑好恶是有道理可言的。

4. C 解析：C.“单只宠物犬猫消费能力的差距逐渐缩小”错，2021 年单只宠物犬猫消费能力的差距有所拉大。

5. C 解析：A.“猫的听力远超其他动物”错，材料一中只是说明猫的听力远超人类；且原因分析不明确。B.“同

时听到来自屋内外的主人声音时的反应”错，根据材料一，该实验是“先后通过屋内外的扬声器，播放一些声音的

组合”。D.“流浪猫会威胁到其他动物的生存”错，材料三为“对其他小型的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威胁”；且“所

以不鼓励投喂流浪猫”错，应是“鼓励人们为身边的猫科动物提供更友好的环境，让它们免遭饥饿和虐待”，但要

“注意方式方法”，同时，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投喂流浪猫。

6. （1）①猫是人类最古老、最可爱的朋友之一，它懂得关心主人，可以给人们带来情感上的慰藉；②猫相对来说

更方便照料。（2 分）（2）①善待宠物，关注宠物健康，对其进行科学饲养、领养以及救助；②规范自身及宠物行

为，文明养宠，注意养宠不能破坏公共环境。（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其他答案酌情给分）

7. A 解析：A.从原文看，杜甫没有租税负担，原文为“十几年来，自己东奔西走，总看见农民身上背着一辈子

交不清的赋税；想不到这里的人也被租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8. （1）情节方面：①照应前文介绍的苏涣人生经历；②自然引出后文杜甫对苏涣诗歌及苏涣为人的称赞（或：为

后文杜甫的反复吟味、有所感悟、作出新诗做了铺垫）。（2分）（2）人物方面：①借诗中少年疾恶如仇来表现苏

涣不惧黑暗势力、一心为民的精神；②用少年受群蜂围攻的遭遇来表现苏涣的人生遭际；③用少年的“迷所之”“不

知机”表现苏涣的迷茫与困惑。（每点 2 分，答出两点即可）

9. ①运用形象性语言，营造诗意化意境，如结尾“暮霭苍茫，两岸人家疏疏落落地升起几缕炊烟”的描写。②用

词、炼句体现出整饬的诗的节奏，如“家家灶冷，户户衣单”“田园荒芜，柴扉空闭”等。③句式长短结合，错落

有致，音韵上表现出诗一般的和谐，如“自己一生饱经忧患，用尽心血，写了两千多首诗，描述了民间的痛苦、时

代的艰虞和山川的秀丽；而乾坤莽莽，如今漂泊无依有如水上的一片浮萍”。④有意选用日常生活用语，内蕴却是

诗意的，在叙述中，尽可能多地留下空白，给读者意犹未尽之感，如“杜甫的心里也勾起一缕凄凉的情绪”等。（每

点 2 分，答出三点即可）

10. D 解析：加上标点符号为：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

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11. B 解析：B.“徒隶”指刑徒，服劳役的犯人，是比厮役更低级的人；“氓隶”指下层百姓。

12. B 解析：B.“燕昭王应拜入至贤之人门下，学习强国之道”错，原文意思是“大王若是真想广泛选用国内

的贤者，就应该亲自登门拜访，天下的贤人听说大王拜访那些贤臣，一定会赶着到燕国来”。

13. （1）（我）想要的是活马,（你）哪里用得着为了一匹死马而花费五百金呢？（译出大意 2 分，关键词“所求

者”“安”“捐”各 1 分）

（2）现在大王如果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就从（敬重）我开始；我这样才能不高的人尚且受到礼遇，何

况那些比我有才能的人呢？（译出大意 2 分，关键词“致”“且”“见”各 1 分）

【参考译文】

齐国大胜燕国，子之也死了。二年后，燕国人拥立公子平，这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收拾了残破的燕国后登上王

位，他礼贤下士，用丰厚的礼物来招纳贤才，想要依靠他们来报齐国破燕杀父之仇。为此他去见郭隗先生，说：“齐

国趁我们燕国国内混乱没有防备，攻破我们燕国。我深知我们燕国国家小、力量弱，无力报复。然而如果能得到贤

士与我共同治理国家，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请问先生凭借一国之力报仇该怎么办？”郭隗先生回答说：

“成就帝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师，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行将灭亡的国君以贤者

为仆役。如果能够屈己之意以侍奉贤者，屈居下位接受教诲，那么才能超出自己百倍的人就会来了。做事跑在别人

前面，休息落在别人后面，先去求教别人过后再默思，那么才能胜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别人怎么做，自己也

跟着做，那么才能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会来到。如果靠着几案，拄着手杖，盛气凌人地指挥别人，那么供人驱使跑腿

当差的人就会来到。如果放纵骄横，行为粗暴，吼叫骂人，大声喝斥，那么就只有刑徒来了。这就是古往今来实行

王道求得人才的方法啊。大王若是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该亲自登门拜访，天下的贤人听说大王拜访那些

贤臣，一定会赶着到燕国来。”昭王说：“我应当先拜访谁才好呢？”郭隗先生说:“我听说古时有一位国君想用

千金求购千里马，可是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近侍对他说：‘请您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了。三个月后

他终于找到了千里马，可惜马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用五百金买了那匹马的头，回来向国君复命。国君大怒道：‘（我）

想要的是活马,（你）哪里用得着为了一匹死马而花费五百金呢？’这个近侍对君主说：‘买死马尚且肯花五百金，

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都认为大王您是能出高价买马的人，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人送来。’于是不到一年，千里

马来了好几匹。现在大王如果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就从（敬重）我开始；我这样才能不高的人尚且受到礼遇，

何况那些比我有才能的人呢？他们难道会嫌路远而不来燕国吗？”于是昭王为郭隗专门建造房屋，并拜他为师。消

息传开，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剧辛也从赵国来了，人才争先恐后集聚燕国。昭王又在国中祭奠死者，

慰问生者，和百姓同甘共苦。燕昭王二十八年的时候，燕国殷实富足，国力强盛，士兵们生活安乐舒适愿意效命。

于是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及三晋赵魏韩联合策划攻打齐国，齐国大败，齐闵王外逃。燕军独自追赶败退的

齐军，深入到齐都临淄，掠尽齐国的宝物，烧毁齐国宫殿和宗庙。没被攻下的齐国城邑，只剩莒和即墨。

14. A 解析：A.“自己却不在朝拜之列的失落伤感”错，题目意思是“五月一日承蒙继任接替本职而不得，只

得按照旧例参加朝会”，首联意思是“满朝文武朝觐皇帝参加早朝，参加这一次朝会后我就没有机缘跟在您左右听

候差遣了”。

15. ①勇挑重担，为国分忧。面对建州的混乱局面，诗人主动请求外放，平乱治民，不避艰险。②务实，从具体事

务做起，不以官位高低做事，对基层工作有充分、正确的认识。既要做能依法断案的干吏，又要做劝课农桑的工作。

③爱民如己，心系百姓。诗人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一样，体现出爱民、重民之心。（每点 2分）

16. （1）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2 分）

（2）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2 分）

（3）小楼昨夜又东风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2 分）



17. ①鬼斧神工 ②纷纷扬扬 ③银装素裹（每点 1分，其他成语，意思对即可酌情给分）

18. ①第一处运用第二人称“你”，增加亲近感，使读者感觉真的能把手伸向树梢，揽一玉枝入怀；便于对话，使

读者更能体会作者的感怀。（2 分）②第二处运用第三人称“她”，显得对雪花的描述更客观、更真实；使用拟人

手法，突出雪花的作用，表达了作者对雪花的赞美。（2分）

19. ①第二是食物承载力 ②真正的限制因素是能源承载力 ③人类对于能源的消耗会越来越大（每处 2 分）

20. ①能源承载力 ②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每点 2分）

21. 因为不同发展地区的人对于食物的消耗速度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个体对食物的消耗是

巨大的，而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几十个人的食物消耗量可能才等于发达国家一个人的食物消耗量（3分，“不同

发展地区的人”“食物的消耗速度”对调/在“不同发展地区的人”后加“来说”，1分；“个体对于食物的消耗”

中的“对于”改为“对”，1分；“一个发达国家的”改为“发达国家一个人的”，1 分）

22. 写作指导：这是一道文字类材料作文题，所给材料概括地叙述了中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历程，侧重点落在结

果“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处境“美国等西方的打压封锁”、原因“发愤图

强，自主研发”上。中国空间站建设历程的启示意义，即我们从中国空间站建设历程中能得到哪些感悟和思考,应

该从材料的因果关联中思考和感悟，西方封锁技术，打压中国发展，而中国航天事业却取得非凡成就，这是为什么，

其中蕴含什么哲理？通过材料间的因果联系，可有不同角度的立意，选择其一写作即可。参考立意：（1）国家层

面：①中国在封锁中崛起。②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③中国崛起，震惊世界；中国，伟大的民族。④中国

精神——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自立自强等。（2）哲理层面：①置之死地而后生，危中有机、困难与

机会并存。②自身强大了才有尊严，只有站起来，别人才能看见。③没有人与弱者合作。④世界遵循丛林法则，弱

肉强食。⑤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自立自强。⑥有实力才有魅力，你若花开，清风自来。

附： 语文作文评分操作细则

1. 等级要求。阅卷中先按评分标准划等级，之后再酌情加减分。

（1）一类作文（48 以上）：切合题意，字数、文体符合要求。

（2）二类作文（40-47）：符合题意，字数、文体符合要求。

（3）三类作文（30-39）：偏离题意，字数、文体符合要求。

（4）四类作文（29 分以下）：跑题作文，字数、文体符合要求，但原则上不超过 20 分。

2. 字数要求。

（1）每少 50 字扣 1分。

（2）600 字左右的文章，结构完整，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但原则上不超过 43 分（归为二类下）。

（3）400 字以下的文章，20 分左右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4）200 字以下的文章，1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5）只写标题的，给 2 分。不写标题扣 2 分；只写几句话的，给 1-2 分。

3. 错别字及标点。

（1）一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不计，扣完 5 分为止。

（2）标点符号错误多的酌情扣 1-2 分。

4. 不能过宽或过严，均分区间为 42-4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