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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一中、昆明一中高三联合考试一模

语文参考答案

1.B （3分）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解析：原文第二段表述为：在班固之后，《汉纪》的作者荀悦和《后汉纪》的作者袁宏，都

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之一。不包括班固。

2.B （3分）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分析文章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解析：原文第二段末尾表述为：“通古今”并非只是体现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更要注重对

现实的关注。原文是递进关系。

3.D（3分）

【解题思路】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解析：A项，梁武帝的《通史》则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B 项，史学家强调“通

古今”有两个原因，一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宗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通古今”也

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选项遗漏了关键信息；C项曲解文意，原文第 3段为：郑樵把

“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不被本文作者认可，并非不被后世史学界认可。

4．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B．“三面为墙成阁”错。根据原文“‘阁’通常在四周开窗，或设置栏杆回廊，而‘楼’则三面为

墙，一面开窗”可知，设置“栏杆回廊”的是“阁”；“三面为墙”的是“楼”。

故选 B。

5．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C．“但是‘阁’的使用价值比‘楼’大得多”错，根据原文“它们的区别在于，‘阁’通常在四周开窗，

或设置栏杆回廊，而‘楼’则三面为墙，一面开窗”可知，原文只是谈到了“阁”与“楼”的区别，

并未说到价值；而“旧时皇宫里常把楼阁建于台上，作为宰相等人办公处，因而有‘内阁’之称”

也不能作为“阁”的价值高于“楼”的证据。

故选 C。

6．①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文物保护意识。②建立健全保护法规，确保奖惩制度落实。

③合理开发潜在价值，科学修葺古建文物。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的能力。

①要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强化文物保护意识，激发人们的参与意识。根据“地方政府要综合

利用多种途径，开展亭台楼阁的保护宣传工作，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保护意识”

可知。

②要建立健全保护法规，确保奖惩制度落实，形成带动和示范效应。根据“地方政府应当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出台内容科学、执行到位的古亭台楼阁保护法规，对于违法破坏古亭

台楼阁的必须依法给予惩罚。另外，对于古亭台楼阁保护工作突出的个人或单位，也应当给

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形成带动和示范效应”可知。

③要合理开发潜在价值，科学修葺古建文物，实现古亭台楼阁在现代社会的新生。根据“对

古亭台楼阁修葺的本质就是对古建筑遗迹的保护，但是在修葺和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既有所保

留又有所割舍，尽可能在小规模改造的前提下对古亭台楼阁进行修葺，以确保它们能够一代

又一代的保存下来，让后人能够有幸目睹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同时实现古亭台楼阁在现代

社会的新生”可知。(每点 2分，共 6分。)

7．C

【解析】“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达到了一个今人难以到达的高度”错误，曲解文意，原文是“那

个时代就人性、政治和生活的本质意义而言，都达到了难以言喻的高度”，原文首先界定了“就

人性、政治和生活的本质意义而言”范围，且是“难以言喻的高度”，而不是“难以到达”。

8（1）标题“理性和浪漫”是线索。（2）思路是：①从回忆春秋后期到战国三百年间的诸子百

家的各种风采写起，引出话题“理性和浪漫”。②然后分析研究产生这段历史的时代背景。③

将今人的理性和浪漫与古人进行比较，表达深深的反思之情。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结构，概括主题的能力。分析文章的线索和思路，首先要概括段

落大意，然后理清文章结构层次，注意文章标题、重点句段的作用（如开头段、结尾段、过

渡段等）。文章第一段交代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光辉灿烂的文化时代；结合

原文第二段“这片土地上何时出现过这么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学者？他们

来自各个阶层、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他们留下的深邃的思想、灿烂的辞章……”等

可知，二至四段交代这一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出身、风采、以及理性与浪漫的特点；结合原

文“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土地，……这样的人生充满理性，这样的行迹又浸透了浪漫。……

从历史上看，只有在一个民族处于竞争和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才会窥见这一类身影”可

知，第五段是过渡段，承接上文引出的话题“理性和浪漫”，照应题目，引起下文对产生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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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据原文第六段“应该研究滋生这些奇特生命

的土地”、第七段“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记录很可能只是当时繁华绚烂当中的短短数页，还远

不能再现那个盛况空前的时代”，六、七两段两段是对产生这段历史的时代背景的分析研究；

据原文第八段“一个时代逝去了，再不复见那……而且他们的气质、才情、行为，都无法效

仿”，第八段是过渡段，承接上文对诸子百家产生背景的研究，引起下文与当今人物的对比。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据原文第九段“但当年也就是这样一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创造了一个

时代。……大概今天再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等，将今人的理性和浪漫和古人进行

比较，后文表达深深的反思之情。此为文章第三部分。综上分析，结合文章结构和散文标题

可知，文章是围绕“理性和浪漫”展开的。分析文章写作思路时，抓住第五段、第八段两个过

渡段即可。

9．因为①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间的诸子所具有的激情与理性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他们为

了自己的理想奔走呼号。他们“各言一家之理，各展一技之长”，不求名利，不图富贵，只想

发扬光大自己的学说。②而当今的人们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的时候“浪漫，比起他们来就要

大打折扣了”，太过理性，太讲究效率，追求实用，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已经没

有了诗。我们生活在一个丧失了诗情的世界上。因此我们也将逐渐丧失理性和浪漫”。③作

者告诫我们在科技发达，理性使然的今天不要忘记“浪漫”。（每点 2分，共 6分。大意对即

可。）

【解析】本题的设置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在阅读并回答了前两道题后，考生应该有自

己的思考并组织语言表达出来。 目的其实是梳理文章的内容，概括文章主旨。

10.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的断句能力。

句意：这样，楚国鄢、郢必然会引起震动。我听说平定天下，在它还未混乱时就要着手；做

一件事在未开始时就要做好准备；祸患临头，然后才去发愁，那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希望

大王及早谋划。

“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是对称结构，其中“其未乱”“其未有”都是后置状语，不能与前面

的谓语断开，排除 AD。

“则无及已”中“已”通“矣”，是句末语气词，在“已”后断开，排除 C。

故选 B。

11．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识记文化常识和理解文言实词的能力。

A.前句，资本、依托。句意：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

后句，财物。句意：带着价值千金的财物。含义不同，判断错误。

B.前句，阻挡，抵挡。句意：天下无人能够抵挡。

后句，对等，比得上。句意：估计大王的军队足以比得上项王的吗？含义不同，判断正确。

C. 前句，果真，如果。句意：大王如果真的能听取我的建议。后句，确实，实在。句意：

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期啊。含义不同，判断正确。

D. 表述正确。

故选 A。

12．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概括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

D.“山东诸国又迫于秦威”错，原文是“韩、魏迫于秦患”，是韩、魏迫于秦威，不是山东诸国

迫于秦威；“合纵联盟必将大祸临头”于文无据，原文为“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

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楚王认为韩、魏两国迫于秦国的威胁，不

能和他们深入地谋划合作，恐怕他们反会投入秦国的怀抱。这样，计谋还没有付诸实行，楚

国就会大祸临头。不是“合纵联盟必将大祸临头”。故选 D。

13．（1）全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有上百万的披着铠甲带着武器的将士，千辆战车，万匹战马，

粮食物资可供十年使用。

（2）我自己料想（估计，考虑），（单）凭楚国来对抗秦国，未必能够取得胜利。在国内与

群臣谋划，也不值得依靠。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的能力。

（1）“地方”，土地方圆；“带甲”，披着铠甲带着武器的将士；“支”，供给；“带甲百万，车

千乘，骑万匹”，定语后置句，正常语序为“带百万甲，千乘车，万匹骑”，上百万的披着铠

甲带着武器的将士，千辆战车，万匹战马。

（2）“自料”，自己料想（估计，考虑）；“当”，对抗；“内”，名词作状语，在国内；“恃”，

依靠。

参考译文：

苏秦为赵国推行合纵联盟，去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主。

楚国西边有黔中、巫郡，东边有夏州、海阳，南边有洞庭、苍梧，北边有汾陉一带的重镇郇

阳，全国土地方圆五千里，甲兵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供十年，这是建立霸业

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大王的贤能，天下无人能够抵挡。秦国妒忌的莫过于楚国，楚国强

盛则秦国削弱，楚国衰弱则秦国强大，楚、秦两国势不两立。所以为大王考虑，不如六国结

成合纵联盟来孤立秦国。大王如果不合纵联盟，秦国必然会派出两路军队进军楚国：一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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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关出发，一路从黔中而下。这样，楚国鄢、郢必然会引起震动。我听说平定天下，在它还

未混乱时就要着手；做一件事在未开始时就要做好准备；祸患临头，然后才去发愁，那就来

不及了。所以，我希望大王及早谋划。“大王如果真的能听取我的建议，请允许我让崤山以

东的各国奉上四时贡品，奉行大王的诏令，将国家和宗庙委托给楚国，训练士兵，磨砺兵器，

听凭大王使用他们。如果大王真的能听从我的愚计，那么，韩、魏、齐、燕、赵、卫各国的

音乐和美人必定会充满您的后宫。越国、代地的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马厩。所以说，实现了

合纵联盟，楚国就能称王；实现了连横联盟，秦国就会称帝。现在您放弃称王、称霸的大业，

反而落个‘侍奉别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样做啊。

秦国是如同老虎豺狼一样贪婪的国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各个诸侯共同的仇敌。

主张连横的人却想以割让诸侯的土地去侍奉秦国，这就是所谓的奉养仇敌的做法啊！身为人

臣却要主张割让主人的土地，来结交虎狼一样的秦国并使它强大起来，来侵略天下各国，最

终遭受到秦国侵略的祸患，这是没有顾及可能到来的灾祸啊。至于对外依靠强秦的威势，对

内胁迫自己的国君，来割让自己国家的土地，大逆不道、不忠不义，没有比这种人更厉害的

了。所以说，实现合纵联盟，那么各个诸侯国就会割让土地来侍奉楚国；实现连横联盟，楚

国就得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合纵与连横这两种谋略，所达到的结果相距真是太远了，有亿

兆那么多。对于这两个谋略，大王如何取舍（占居哪一个）呢？因此，敝国的国君赵王，特

派我来献上这个愚计，想坚定地遵守盟约，听凭大王的选择（决定）。”

楚王说：“我的国家，西边与秦国相接，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秦国，贪

狠暴戾如同虎狼，不可能和它友好。而韩、魏两国迫于秦国的威胁，不能和他们深入地谋划

合作，恐怕他们反会投入秦国的怀抱。这样，计谋还没有付诸实行，楚国就会大祸临头。我

自己考虑，单凭楚国来对抗秦国，未必能够取得胜利；与群臣的谋划，也没法依靠。我寝食

难安，心神不定，好像风中旗子飘荡不定，终无所托。现在您想统一天下，安定诸侯，拯救

危国，我完会同意参加合纵联盟。”

14．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能力。

C.“已经有了确定的退隐计划和安排”错误，“几时”意为“什么时候”，表达想要归去却不知几

时可以归去的无奈，并没有确定的退隐计划和安排。

故选 C。

15．①闲人可以指自在、乐观通达的人，从“且陶陶、乐尽天真”能看出词人的乐观洒脱，而

“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勾勒出的也是一种清闲自在的生活状态。

②闲人还可以指因怀才不遇、不得重用而赋闲归隐的人。从“虽抱文章，开口谁亲”可见，词

人心有抱负，却世无知已，无人赏识，不得已而只能做个“闲人”。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人物形象特点的能力。

“几时归去”意思是“何时能归隐田园”，可见诗人有归隐的想法；“且陶陶、乐尽天真”意思是

“姑且借现实中的欢乐，忘掉人生的种种烦恼”，词人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表现

出豪放达观；“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意思是“有琴可弹，有酒可饮，赏玩山水，就足

够了”，这是诗人设想的归隐生活，弹琴饮酒，赏景吟诗。作者描述的是隐居生活，闲散自

在，乐观旷达。由这些内容来看，“闲人”的字面意思是指闲散之人。

结合诗人的经历来看，他胸怀抱负，有兼济天下的志向，故而“闲”其实并非他一开始的追求，

而是在不得已之后的选择，从“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中可见，诗人满腔报国之志无人能够理

解，不受重用，不得不宽慰自己，退一步做个成“闲人”。这里的“闲人”其实是指怀才不遇、

不得重用而赋闲归隐之人。

16.（1）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相与枕藉乎舟中 不知东方

之既白 （3）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17．①喜闻乐见 ②图文并茂 ③曲高和寡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准确理解常见的成语，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①处形容国潮、插画等现代元素，用以充当青少年的谓语，可填“喜闻乐见”等成语。喜闻

乐见：喜欢听，乐意看；指很受欢迎。

第②处与“枯燥”形成对比，照应上文“国潮、插画等……现代元素”和下文“生动活泼”，可填

“图文并茂”等成语。图文并茂：（同一书刊的）图画和文字都很丰富精美。

第③处所在句子强调传播推广传统文化要重视“对用户深层心理和情感的满足”，若“只注重

对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的挖掘”，人们不感兴趣，就会导致传统文化不受欢迎，即陷入“曲高

和寡”的尴尬。曲高和寡：意思为曲调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少。旧指知音难得，现比喻言

论或作品不通俗，能了解的人很少。

18．D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连贯之语句复位的能力。

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没有将“思想引领”“双向奔赴”二者相比较的意思，故排除 AB。

下文强调的是“双向奔赴”，侧重于调动用户的兴趣，将“双向奔赴”放后面更合适，故排除 C。

故选 D。

19．这些数字藏品既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又像放大器一样，大大提高了文物和文艺作品的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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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画波浪线句子有两处语病：

第一处，“像放大器一样”与“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位置不当，可将前两个分句交换位置；

第二处，“增强”与“知名度”搭配不当，可将“增强”改为“提高”。

故句子可修改为：这些数字藏品既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又像放大器一样，大大提高了文物

和文艺作品的知名度。

20．（1）食物不均衡会引起营养不良 （2）要尽量保证有充足的阳光照射 （3）老年人患

骨质疏松的风险最高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①空，根据后文“日常饮食如缺乏钙、蛋白质、新鲜蔬菜水果，将不利于骨骼健康”，可以

推断内容为饮食不全面，故可填写“食物不均衡会引起营养不良”之类的句子。

第②处，根据后文“很少晒太阳，维生素 D缺乏，在骨质疏松人群中，低维生素 D水平的情

况很常见，尤其是不常去户外活动的老年人”可知，所填写的内容应是和阳光照射有关，故

填入“要尽量保证有充足的阳光照射”之类的内容。

第③处，根据前文“经常跌倒、有跌倒倾向的人骨折的风险更高”和后文“老年人群可以参加

一些改善平衡、协调能力和肌肉力量的运动，”可知，所填内容应该是“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的

风险最高”

21．（1）形象地揭示出骨质疏松症容易被忽视的隐性特征；（2）指出骨质疏松症的潜在危

险。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的能力。

文中画线句子“骨质疏松也被称为‘静悄悄的疾病’”，其中“静悄悄”本是描写环境状态的词语，

形容非常安静没有声响。句子运用了移就的修辞，把原属于形容环境的修饰语“静悄悄”移属

于骨质疏松这种疾病的产生，生动形象地突出了病症的隐蔽性很强，在这里用移就的手法一

是形象地揭示出骨质疏松症容易被忽视的隐性特征，二是指出骨质疏松症的潜在危险。

22、【解析】 参考角度：

第一个角度：这则小故事讽刺了那种无真才实学却喜欢卖弄、“一瓶不满半瓶晃”的读书人，

终因露出破绽闹出笑话而遭人鄙弃。

第二个角度：像我们这样以摇笔杆为业的人，有时难免谈谈这，说说那，总不免会出现破绽。

即出现破绽，总希望有人出面更正。若都像僧人一样只伸伸脚不说话，错误永远改不过来了。

岂不遗憾？

第三个角度：做学问应踏踏实实，切不可心浮气躁，到处高谈阔论，到处炫耀卖弄，图一时

之快。

第四个角度：与人交谈时感觉对方才高八斗就心生畏惧，慑服，发现对方破绽时就得意，快

意，鄙视，这种心态不对。应用平常心看平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