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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高三第十三次模拟考试语文答案

1、（3 分）C. A 是尊重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不仅是"他人"，也包括自己。B 并不轻视个人奋斗，原文是"靠个人的奋

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扶持"。D"音乐和艺术的熏陶"是"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的条件，

与"实现人的主体性的进步与满足""完成人道"没有必然联系。

2、（3 分）B.着重论述的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忧乐圆融一体的关系。

3、（3 分） A.体现的是幽居独处的清寂恬淡，与材料一无关。B 体现慎终的生命关怀。C 体现乐观精神。D 既体现

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

4、（3 分）答案：B 解析：B.根据材料二可知，在煅烧白石生成白灰的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是“石灰窑气”。故选 B。

5、（3 分）答案：D 解析：A.“会不利于二氧化碳气体在水中的溶解”有误，材料二表述是“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利发

现，压力有利于被称为‘固定空气’的二氧化碳气体在水中的溶解，温度增高则不利于其溶解”，由此可知，“增高温度”

不会不利于二氧化碳气体在水中的溶解。B.“可使地球温度上升 5～6℃”有误，材料二是“可使地表温度上升 5～6℃”。

C.根据材料四内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研究并开发能减轻环境问题的技术，比如储存大量的二氧化碳”可知，“大量储

存二氧化碳”，还是“希望”而非现实。故选 D。

6、（6 分）答案：①工业生产方面，可以制造碳化软饮料、合成葡萄糖和油脂、制造新型材料等；②农业生产方

面，收集二氧化碳作为温室大棚种植蔬菜的肥料等；③日常生活方面，固态二氧化碳可以应用于冷藏食物等。

解析：根据“氧化碳一般可由高温煅烧石灰石或由石灰石和稀盐酸反应制得，主要应用于冷藏易腐败的食品（固态）、

制造碳化软饮料（气态）等”“将二氧化碳高效还原合成高浓度乙酸，进一步利用微生物可以合成葡萄糖和油脂”“到目

前为止……以化学副教授堀池聪为首的研究小组却在室温条件下制造出了一种功能材料”可知，在工业生产方面，可

以制造碳化软饮料、合成葡萄糖和油脂、制造新型材料等。根据“公司估计从空气中收集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大约

为 600 美元……该公司将这些气体作为种植西红柿和黄瓜的肥料销售给周围的温室大棚”可知，在农业生产方面，收

集二氧化碳作为温室大棚种植蔬菜的肥料等。根据“主要应用于冷藏易腐败的食品（固态）”可知，日常生活方面，固

态二氧化碳可以应用于冷藏食物等。

7、（3 分）答案：B 解析：“周秉义这样说的依据就是他在大雪天亲眼看到的景况”错误，“他在大雪天亲眼看到的景况”

只是“周秉义这样说”的依据之一。依据还有“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更糟糕，处处不堪入目。人掉进厕所的事发生几次

了，还淹死过孩子。我知道，从大人到孩子，谁都不愿再生活在光字片了。”等

8、（6 分）答案：①正面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描写塑造人物形象。如“‘对不起，嫂子，我本该经常

来看你们的啊！’他侧转身、一手捂面，泣不成声”“那天他精神抖擞，向人们讲话……”，写出了周秉义的讲情义和有担当。②

侧面衬托，通过其他人物衬托人物形象。如周秉昆“觉得哥哥一点儿也没有副市长的风范，在小事上那么感情外露”

衬托了周秉义的重感情和平易近人。③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周秉义推动光字片改造，建设希望新区，乡亲们不

愿搬迁到希望新区，周秉义动员家人，劝说乡亲们。小说在矛盾冲突中写出了周秉义的有情有义、坚守原则、有方

法。

9、（6 分）答案：①家人之间的温情。周秉义从北京调回来，冬梅忍不住打听他想干的实事，但充分理解和尊重丈

夫的选择；秉昆一家支持哥哥的工作，带头搬迁到希望新区并把户口落在那儿。②朋友之间的情义。当上了副市长

的周秉义回到军工厂家属区，看望曾经的同事常宇怀的遗孀，并动情流泪。③周秉义对街坊乡邻的情义。他心系乡

亲，深知老百姓的疾苦，下定决心改造棚户区，动员光字片的住户陆续搬迁。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1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句意：成王说；“做个君王，如此可怕！”尹佚说：”天地之阔，

四海之内，你善待百姓，他们就会顺从你，你不善待百姓，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过去夏商的臣民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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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纣而自愿臣服汤武，宿沙民众自发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哉”为句末语气词，所以应在“哉”后断开，“王”的宾

语为“人”，所以中间不应断开，排除 CD；“攻”的宾语为“其君”，中间不应断开，排除 B。故选 A。

1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A.正确。“晋公子重耳出亡”中“亡”解释

为“逃亡”；句意：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今亡亦死”中“亡”解释为“逃亡”；句意：现在逃亡也是死罪。B.正确。“适魏”

中“适”解释为“到”；句意：到了魏国。“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中“适”解释为“享有”；句意：而我和你共同享有。C.正确。“戾

人理”中“戾”解释为“违背，违反”；句意：背离事理。“鸢飞戾天者”“戾”解释为“至，到达”；句意：像老鹰一样飞到天上

追求高位的人。D.错误。“三舍不止”中“舍”解释为“中国古代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句意：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若

舍郑以为东道主”中“舍”解释为“放弃”；句意：如果放弃攻打郑国而把郑国当作东方道路上的主人。故选 D。

12、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C.“屈宜若指出这种祸患不能免除”错误。屈宜若只是告诫

要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并未“指出这种祸患不能免除”。故选 C。

13、答案：（1）如果重耳公子借助这些人的帮助回到晋国（执掌朝政），必定会讨伐曹国，你为何不乘现在先给晋公

子重耳施加恩德呢? （关键词”相”“反”“何……焉”的翻译各 1 分，大意 2 分）

（2）你现在要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这是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关键词“衰”“故”“怕”

的翻译各 1 分，大意 2 分)

参考译文：

白公胜取得楚国的政权后，不肯将府库内的粮食和兵器分发给民众。第七天，石乙进见白公胜说：“我们得到的

是不义之财，又不肯布施给民众，祸害必定会降临。”白公胜不听。第九天，叶公予高从方城攻入楚都，立即将大府

里的财物分发给民众，拿出军库的兵器发给人民，依意民众攻打白公胜，等到第十九天就彻底打数白公胜。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经过曹国，曹国君对他很不礼貌。曹臣厘负羁的妻子对厘负羁说：“我们的国君对晋公子

重耳不礼貌，但我观察到跟随重耳公子流亡的几位都是贤人。如果重耳公子借助这些人的帮助回到晋国（执掌制

政），必定会讨伐曹国，你为何不乘现在先给晋公子重耳施加恩德呢？”于是厘负羁遵照妻子的话给重耳他们一壶稀

粥，还加上壁玉。重耳接受了稀粥而将壁玉退回，等到重耳他们返回普国并执掌朝政后，就下令讨伐曹国，在攻克

曹国以后，特地命令三军不许侵扰厘负羁所居住的里巷。

吴起任楚国的今尹，一次到魏国去，对屈宜若说：“君王任用我做楚国今尹。先生试试观察我怎么样来做好这个

令尹。”屈宜若问道：”你打算怎样做呢？”吴起说：“我打算削减楚国责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

足；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机会和各国争霸天下。”屈宜若说：“你现在要制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

这是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暗中策划违逆天德的事，又好用兵器，这就是最大的倒行逆施。我听说过，不祸害别

人，就不会给自己带未祸患。我早就怀疑我们的君王屡次违道天道，背离事理，怎么至今还没道受灾祸，这灾祸可

能正等着你呢！”吴起听后惊惧地问：“还可以改变吗？”屈宜若说：“你不如现在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

晋国讨伐楚国，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连王还击，楚连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征

伐楚国。现在到了我执政，晋国却不断地征伐楚国，这是我的过错啊。”众大夫说：”前朝的大臣在世的时候，晋国不

敢进犯楚国，现在轮到我们当大臣了，晋国却不断进犯我们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下令反击晋！”楚

庄王听了难过得低头而泣，泪水都沾湿了衣襟，起身揖拜各位大夫。晋国人知道后议论说：“楚国的君臣争着说过失

在自己身上，而且楚王还降低自己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大臣，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可继续攻打下去了。”于是晋军连夜撤

兵回国。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层辱，这才配称国家的君主。”

周成王向太史使请教为政之道说：“我要具备怎样的德行，才能使百姓亲附我？”尹恢回答说：“用民要合时宣，行

为要恭敬谨慎。”成王问：“如何才能这样呢？”严使说：“好像面临深渊，犹如行走在薄冰上。”成王说；“做个君王，如此

可怕！”尹侠说：”天地之阔，四海之内，你善待百姓，他们就会顺从你，你不善待百姓，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仇敌。

过去夏商的臣民起来反抗桀纣而自愿臣服汤武，宿沙民众自发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这些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

楚，所以怎么能不害怕民众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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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答案】14. B（3 分）    

15. （6 分）（1）托物言志（借物喻人、比兴）：作者借描写蕙草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遭遇不幸（自比为生长在恶劣

的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蕙草，触景生情），表达了时运不济的极端苦闷的情绪；（2）比拟：作者把蕙草当作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的人来写，且用第一人称描述，使感情表达更加凄婉动人；（3）对比：日月星普照、蕙草却不受余晖，百

花含苞欲放、蕙草却无芳姿，蕙草开放、春天却即将消逝等对比，彰显了作者对蕙草遭遇不幸、错失春天的同情和

惋惜之情。（4）环境衬托（以景衬情）：用恶劣的环境衬托蕙草时运不济的怨艾。（答出三点即得满分）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B.“不能吐露芳华”错，“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衰”说明蕙草在百花凋谢的

季节才吐露芳华，开花迟而短暂。故选 B。

【15 题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表达技巧的能力。

托物言志（借物喻人、比兴）：《咏蕙诗》是一首咏物诗，该诗明写蕙草在恶劣的生存环境的真实情状，实是

借咏物以喻人，表达士子虽如蕙草一样芬芳宜人，品行高洁，美德在身，却因处不到合适的位置而生存艰辛。

比拟：“托身失所依”“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全诗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并用叙事体第一人称的口气咏

叙，把蕙草当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来写，生动形象，蕙草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自身的写照。

对比：“三光照八极，独不蒙余晖”日月星普照、蕙草却不受余晖，“百卉皆含荣，已独失时姿”百花含苞欲放、

蕙草却无芳姿，“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衰”蕙草开放、春天却即将消逝，多处运用对比，彰显了作者对蕙草遭遇不

幸、错失春天的同情和惋惜之情。

环境衬托（以景衬情）：从“蕙草生山北”至“独不蒙馀晖”写兰花所生长的环境。“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是总

写，兰花生长山的北面，生非其地。接下来“植根”六句，是具体描写这一恶劣的环境，用恶劣的环境衬托蕙草时运

不济的怨艾。

16、（6 分）答案：

（1）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2）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3）答案：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17、（3 分）答案：①若隐若现（影影绰绰）；②心灰意冷；③不约而同

解析：①处，前文有“白茫茫的雾气”，所以在雾里的景物应是隐约、模糊的，可用“若隐若现（影影绰绰）”。若隐若现：

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很难分清。影影绰绰：形容人或物模糊、隐约，看不真切。②处，形容因浓雾而难以看见天

池的真容的失望之情，可用“心灰意冷”。心灰意冷：指灰心丧气，意志消沉；形容失望已极，失去了进取之心。③

处，形容大家想上山的一致心理，可用“不约而同”。不约而同：指事先没有约定而相互一致。

18、（4 分）答案：行文中用“我们”是一种叙述口吻，叙述亲切自然，给读者一种真实感；而“咱们”是老向导的语言

中对大家的称呼，更符合当时说话的场景，也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称呼上的差别，代表了从叙述口吻到说话

情境的改变。

解析：“我们”和“咱们”都是第一人称代词，都是指包括相同的一群人。“我们”一般不包括听话人在内，“咱们”一定包括

听话人在内，在说话时用来称对方，含有缩短双方距离的意思。本文是一篇散文，叙述了一行人上长白山看天池的

经历，行文中“我们”多次出现，叙述作者亲身的经历或者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情，置身其中，增强了真实感；

而老向导的话“咱们还是先上山去”是一处语言描写，用“咱们”更符合当时说话的场景，也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到“咱们”的变换，称呼上的差别，代表了从叙述口吻到说话情境的改变。

19、（6 分）答案：①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②加强研究和利用；③展出的形式愈加灵动活泼

解析：①后文语境是“在这所大学校”，可知此处是说和某一所大学相关的之类内容；再结合后文“我国博物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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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说的是博物馆相当于大学，故填“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②此处是针对博物馆文物的做法，结合后文“让历

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可知应是要研究和利用文物，使之发挥更大作用，故填“加强研究和利

用”；③此处和“展出的内容愈加突出特色”为对照句，应是形式上的特点，结合后文“丰富了参观者的观展体验，由此

带来了生动….”可知形式应该是灵动活泼的，故填“展出的形式愈加灵动活泼”。

20（4 分）、答案：含义：“遇冷”指人或事物受到漠视，不被关注。得名缘由：“遇冷”即遭遇冷空气，偏于身体感受，

句中的“遇冷”偏重于遭受的境遇。这种“冷”和身体感受有相似之处。

解析：“遇冷”字面意思是指遇到了冷空气。生活中引申为人或事物受到漠视，不被重视、不受欢迎；不被关注，关注

度低、热度低。得名缘由：结合“‘博物馆热’因和身体或物体发热而升温有诸多相似而得名”可分析出，“遇冷”和其本义

密切相关，即遭遇冷空气，偏于身体感受，“部分院校招生‘遇冷’”中的“遇冷”偏重于遭受的境遇，指部分院校招生不乐

观，报考人数少。这种“冷”和身体感受有相似之处，让人感到不舒服，可能激发某种情绪。

21、（3 分）答案：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解析：画线句子有两处语病：一是“血脉延续……文明”搭配不当，应改为“中华文明延续……血脉”；二是语序不当，应

先传承，再创新，应改为“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故修改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

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改对一处得 1.5 分）

22.审题提示：

这是一道引语类材料作文题。材料呈现“热情”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材料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名人对“热情”与“理性”的看法。鲁迅评价庄子“冷眼看穿却熟肠挂住”，“冷眼”指洞察

事理，明智慧，观世间。“热肠”指不能忘情，通情理，知人性。“冷眼”能看透宇宙，“心热”能感化世界万物。林语堂

则强调，面对复杂的人生，光有热情是不足以应付的，需要和智勇相连，才能避免摧残，光有热情，会流于“头脑

一热”、“热血上涌”，没有经过平静、理智思考而匆忙、鲁莽采取行动。热情与智勇相连接，方能以保证以平和的心态

全面观察事物，不至有失偏颇；以客观分析和评判，不至忽左忽右、流于偏执；更可以避免草率决定、贻误大事。

材料第二层，结合当今时代背景，强调在开放的时代，我们用热情表达自我，去追求真相，不断探究，这是好的。

但是热情需要理性来加持，否则难以真正探求到真相。综上，材料强调“热情”与“理性”的辩证关系，“热情”是投入生

活，奋勇争先。“理性”是理智冷静，客观审慎；二者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又有统一的一面。“理性”更多是针对看待

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决断之时；“热情”更多体现在迎难而上、奋斗拼搏的行动上。只有“理性”，容易陷入个人利己

主义的牛角尖；只有“热情”，容易陷入盲目冲动的泥淖，二者缺一不可。

写作时应当扣住“热情”与“理性”两个关键词立意，不可偏废。行文构思上，先概括材料，由材料引出观点，如：热

血与理性兼具，奋勇与明辨与齐飞。

    一、理性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人生态度上，都要保持理性的心态。

    二、热情较之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对待事物敢做敢当的责任感，以及不畏强暴，大度能容的心胸以及即

使一无所有也不怕从头再来的勇气等。

    三、失去理性的热情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而失去了热情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理

性和热情交织，摩擦出亮丽的火花。

    立意参考：1.热血与理性兼具，奋勇与明辨与齐飞。2.以理性看世界，以热情报中华。3.以理性为墨，用热情点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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