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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联合体期末联考

高一语文参考答案及解析

1.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A.从材料一第 2 段“深层原

因在于短视频给予我们即时满足的快感”可知选项中“这是人们沉迷于刷短视频的直接

原因”说法错误，曲解原意。B.据材料一第 3 段“延迟满足的培养，让我们从心理到行

动来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而不是借助外物强制拒绝”可知选项中“是借助外物手段

防止人沉迷手机，摆脱手机对人的控制”说法错误，否定变为了肯定。C.从材料二第 2

段“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可知选项中“因其很容易传播扩

散，具备较强的视觉感染力”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故选 D。

2.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本内容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C.“采用了递进式的结

构”分析错误，从第 3 段“我们应该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为更长远的满足放弃当下的

即时满足”和第 4 段“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算法技术”可知，这两部分应该是“并列式

的结构”。故选 C。

3.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的能力。材料二中提到“短视频时

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用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一个朝气蓬勃

的中国”，A、C、D 三项中均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些要求，或是为了流量，或是吸人眼球，

本质上都是逐利之举。

4.①材料一侧重于阐释沉迷短视频的原因以及防止沉迷短视频的方法。②材料二侧重于

论述短视频蓬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乱象问题以及优秀创作者的努力。（每点 2 分）

5.①管理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治理当前短视频平台乱象问题；推送更多优质实用的短

视频。②创作者：要选取既生动有趣又蕴含深意的内容，讲述生活中的美好，传递正能

量；应不断提升短视频制作的技巧，精心构思、剪辑，加强原创意识和版权意识。③用

户：应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防止对短视频的过度沉迷；多获取优质短视频。（从“管

理部门”“用户”的角度思考各 1 分，“创作者”的角度 2 分。其他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6.C(“小说主题更加多元化”错误)

7.D(“是下文'我不能弄丢李响’的原因”错误)

8. ①采用李响称呼，使其成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蕴含“我”客观冷静的态度;②使用爷爷

称谓，拉近距离，增强亲近感，既是对爷爷的怀念，也是对老一代革命者的崇敬:③称呼的

转换，蕴含着“我”由不关心到仰慕的情感变化。(6 分。每条 2 分)

9.构思:①小说采用幻想与现实相交融的手法，讲述李响的故事，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

验:②小说采用双线结构，将李响的故事和李游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结构精巧，叙事

集中。

主题:①塑造李响等老一代革命者形象，歌颂了他们献身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

湾精神:2 赞美了新一代青年传承革命精神、无私奉献的社会担当。(6 分，每条 2 分，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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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即可)

10. D【解析】句意：楚军因屡胜而骄傲，士卒疲劳，又不设防，你们攻击他，郑军为后继，

楚军必败。“楚师骤胜而骄”语意连贯完整，“其师”是“老”的主语，应断在后句。排除 AB。
“子”“郑师”为两个主语，分属两句，“郑师”前断，排除 C。

11. D【解析】A.正确。 B.正确。气衰/尊敬。句意：出兵作战，有理就气壮，无理就气衰/
尊敬自己的老人，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二者不同。 C.正确。句意：直到黄昏。

D.错误，两句含义不同。“唯……是……”是宾语前置的标志，无意义/希望。句意：所求的就

是与敌交战/希望您（君主）考虑谋划这件事。

12. C【解析】“栾武子善于引用史实展开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表述错误，“民生

在勤，勤则不匮”是楚王规劝百姓的话，而不是栾武子的话。

13. （1）栾武子说得太好了！按他的话去做，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

（2）如果放弃攻打郑国，把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外交使者往来，(郑国可)供给他们

缺少的资粮，对您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解析】（1）“善”，说的对；“实”，按……的话去

做；“长”，使动用法，使……长治久安。（2）“以为”，古今异义词，古义：“以之为”的省

略，把……作为；“东道主”，古今异义词，古义：东方道路上的主人；“行李”，古今异义

词，古义：出使的人。

14.①楚国军民长期防备，毫不松懈；②晋国伐楚理亏，不合道义；③郑国劝战，以晋国

为占卜，于晋国无利。

【解析】由“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

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做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以若敖、

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可概括出：楚国军

民长期防备，毫不松懈；由“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徽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可概括出：

晋国伐楚理亏，不合道义；由“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逐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

可概括出：郑国劝战，以晋国为占卜，于晋国无利,

【参考译文】晋军驻扎在敖、鄗两山之间。郑国派卿大夫皇戌出使晋军，说：“郑国跟从楚

国，是为了国家社稷的缘故，对晋国并无二心。楚军因屡胜而骄傲，士卒疲劳，又不设防，

你们攻击他，郑军为后继，楚军必败。”彘子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这一战，一

定要答应郑国要求。”栾武子说：“楚国自攻克庸国以来，国君没有一天不在治理楚民，并

教导他们：人生之艰难不易，灾祸没几天就会到来，警戒、畏惧之心不可懈怠。在军中，

没有一天不在治理将士，并一再告诫他们：胜利无法长保，殷纣王虽然百战百胜，但最终

亡国绝后。又用若敖、蚡冒乘着简朴柴车穿着破旧衣服，以开辟山林的事迹来教导楚人。

还用良言规劝道：‘人之生计在于勤，勤则不匮乏。’故而不能说楚军已经骄傲了。先大夫

子犯曾经说过：‘军队理直则士气盛壮，理曲则士气衰老。’这次是我们做事不符合道德，

跟楚结下怨恨。我们理曲，楚国理直，不能说楚军士气衰老。楚君亲兵的战车，分为左右

二广，每广又另配有步兵一卒，每又有一偏与一两为卒后备。右广在鸡初鸣时即驾车巡视，

时至中午而止；然后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近臣依次值夜班，以防不测，故不能说楚军

无备。子良，是郑国的贤良。师叔，是楚人所崇敬的大夫。师叔入郑结盟，子良在楚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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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郑亲密极了。郑国来劝我们与楚交战，我们胜了他们就来归附，不胜就倒向楚国，这

是以战之胜负作占卜来决定是否归服我。郑国的要求不能答应。”赵括、赵同说：“率军而

来，所求的就是与敌交战。战胜敌人、得到属国，还等什么？一定得听彘子的话。”彘子说：

“按照赵同、赵括的话去做，那是取祸之道。”赵庄子说：“栾武子说得太好了！按他的话

去做，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

15．B【解析】“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人，词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苏

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海南岛在宋时被目

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

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

在中国词史中，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

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

达人生观。

16．①拟人：上节三四句把春神人格化，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成粉红，见出造物主孳

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②比喻：早春时节，

中原时或降雪。下节三四句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喻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即

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又反映出苏轼随遇而安的旷达人

生观。③反复：作者在写作上大量使用同字。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两个“红”

字，两个“花”字，不但音调增加美听，而且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句式也显得错落有致；

体现了苏轼对海南的春的喜爱是自然真切的，朴实感人的。（每点手法 1 分、分析 1 分；如

答其它手法，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7.（1）为国以礼，其言不让 (2）人君当神器之重 居域中之大

（3）虽欲强聒 终必不蒙见察 （每空 1分，有漏字、错别字、语序错误等，该空不得分）

18．①安土重迁 ②闻名遐迩（远近闻名）③品位（每处 1 分，其他合适的成语或词语

也可）

19．一幢幢粉墙黛瓦的农家别墅，错落有致；（1 分）一家家装潢考究的农家旅馆，别致

秀气；（1 分）一湾湾清澈澄净的湖水，如诗如画。（2 分）

20．①运用设问，突出了“我”急切的心情；（2 分）②设置悬念，语气强烈；（1 分）

③突出强调了水际村的巨大变化。（1 分）

21．A（B 项，与前文“悬疑剧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主谓结构不符，且“数量”与“问题”

不搭配；C、D 两项，“把剧情模式化、人物脸谱化等问题”和“在剧情模式化、人物脸

谱化等问题上”是介宾结构，做“显现”的状语，造成暗中更换主语）

22．①但无一例外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 ②无论是情节设置上的逻辑真实性 ③悬疑剧

也在尝试挖掘现实价值 （每答出一处给 2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

的酌情给分。字数不合要求，酌情扣分）

23 作文

审题：

本题是一道给材料的任务驱动型作文题。材料具有隐喻性和哲理性，要求我们能够由表及

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由此及彼，联系现实悟道理。装二百克水的杯子喻指看似并不重

的压力，长时间拿杯子指的是长时间承受这种压力，结果是承受不了。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放下承担的压力，调整好状态，才能拿得更久，走得更远。联系现

实，可发现当前“双减政策”“内卷”“鸡娃”等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名词，都是社会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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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与调整，面对这种种压力，应懂得适当放下，否则会让人身心俱疲。材料二是名言

警句材料，柏拉图用比喻的手法，形象的说明“减压”方能游刃有余。老师和柏拉图的观

点看似不同，实际上，是在不同情境下面对人生压力的态度，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人生应

承受压力，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应适当减压才能更好的承受压力。考生要注意“辩证思考”。

从写作任务角度分析，要求是写班会发言稿，文章应满足发言稿格式，也要适当与同学互

动，使同学们更好的接受自己的观点，实现对同学学习生活的指导；作文要符合发言稿口

语化、交流性、和情境、主题相匹配的原则；发言稿的主题是“负重和减重”，行文要注意

二者的辩证思考，说理应符合逻辑。

写作的主题是“负重和减重”，所以本次作文的关键词就是“负重和减重”，立意时，考生

可以侧重减压，也可以侧重增压，也可以两者均谈，不能只谈一个方面，二者是既“分离”

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应运用辩证思维，理性表达，进行写作。

立意：

1.学会适时减压，从容战胜重压。

2.无论负重还是减重，都应适度。

3.减重是为了更好地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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