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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调研测试

高一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1．（3 分）C（“作者所见所历”错，原文说的是“现实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且

是一种无数人共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

2.（3分）A（B项，非现实题材和非现实手法也可以体现作家的现实关怀。C项，“因此十分

流行”强加因果,原文并未提到这类作品流行的原因。D项，原文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

有张力的表现形式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视野。”）

3．（3 分）B（选项表述的项羽的结局是历史上真实的结局，没有经过经过艺术加工,是“历

史真实”,不能体现“文学的‘真实’”。）

4．(4 分) ①在文学创作中,文学想象和虚构要联系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②要

基于生活真实，浓缩生活真实,洞见时代本质,深切关注人类生存状态，追求历史规律的真、

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③既遵循生活逻辑，又摆脱这种束缚来超越生活逻辑，根据

读者受众的阅读期待及客体自身的表现规律选择恰当的表现主题的方式,创作更多样态的文

学形象和文学形式。（每点 1 分，答对三点给 4 分）

5．（4 分）“文学的‘真实’” 可能不符合现实生活的“真”，但一定能够反映“对人类生存

状态的深切关注，是历史规律的真、生活本质的真、个人情感的真”。《促织》中儿子化身促

织化解危机的情节，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这种处理虽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但

表现了人们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鞭挞。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具有真正的现实关怀，是一种“文学的'真实’”。（共 4分，“文学的‘真实’”的阐述 2 分，

《促织》情节的分析 2 分）

6.（3分）A（“根本原因”错）

7.（3分）D(“肖像描写”错)

8.（6 分）第一处：贾政正在为宝玉因琪官之事可能带来政治危机而气愤，偏偏又碰上了野

跑的贾环，贾环偏又讲述了宝玉凌辱金钏导致其投井而死的事情，这更是给贾政火上浇油。

第二处：宝玉被喝禁在厅上，他料到挨打势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但

机灵贴身的小厮焙茗偏不见踪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老妈子偏又是个聋子。

作用：偶然性的因素为必然性的结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找出一处情节并分析给 2分，作用 2 分）

9.（6 分）第一次是“满面泪痕”。泪流满面的背后是贾政对宝玉极度失望，也是怨恨自己

教子无方，导致宝玉犯下大错。

第二次是“泪如雨下”。贾政想到自己已是天命之年只有一子，不觉悲从中来，阵阵心

酸，如此家业交于何人。

第三次是“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泪珠滚落的背后是贾政的丧子之痛。贾珠

是最有希望振兴家业的孩子，可惜英年早逝，留下年近半百的父母和娇妻幼子。丧子之痛令

贾政悲伤难抑，泪流成河。

第四次是“跪下含泪”。母亲偏疼宝玉，却不理解自己。自己管教儿子是为了光宗耀祖，

没有错误，可是母亲却说自己不孝，实在冤枉。贾政忍不住落泪。

第五次是“忙叩头哭道”。母亲为了孙子要回老家，将自己置于不孝之子的地位上。贾

政又气、又痛、又委屈，还不得不劝解母亲，求母亲谅解。（每点 2 分，找出表现 1 分，心

情分析 1 分。意思对即可）

10.（3 分）A（“相桓公”中的“相”是动词，辅佐；“使子婴为相”中的“相”是名词，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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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分）D（“进行了全面的评判”错）

12.（3 分）虽 桓 公 幸 而 听 仲 /诛 此 三 人 /而 其 余 者 /仲 能 悉 数 而 去 之 耶 ？

13.（8 分）

（1）（4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

没有管仲；（“絷”“患”各 1 分，大意 2 分）

（2）（4 分）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

（“自代”句式 1 分；“固”1分；大意 2 分）

14.（3 分）①管仲忽略了齐桓公喜欢享乐的本性。②管仲没法把像竖刁、易牙、开方这样

的人全部从齐桓公身边清除掉。③管仲病重时没有推荐贤能的人代替自己。

(答出 1 点得 1 分，答出 2 点得 3 分。)

15.（3 分）C（“悠闲自在”错）

16.（6 分）①《南乡子》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表达了昔盛今衰的怅然

之情,作者借咏史抒发退隐后的孤寂之感。②《桂枝香·金陵怀古》借古讽今,借六朝竞逐豪

奢相继灭亡的历史,劝谏当朝者奋起变革,切勿重蹈覆辙,表达了对政局的关心。（每点 3 分，

点出情感 1分，结合文本分析 2 分。）

17.（6 分） （1）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2）鼎铛玉石 金块珠砾

（3）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18.（3 分）心向往之（心驰神往） 顾名思义 身临其境 （每空 1分）

19.（3 分）随着 5G、4K、 AI 、 VR 等技术的发展，慢直播的技术支持会更加成熟、更加

完善。（句式杂糅，去掉“之后”；成分残缺，去掉“使得”。）

20.慢直播是一种对事件及其场景全程不间断的、不带任何加工形式的直播媒介形态。（共 5

分，写出单句给 1分，“媒介形态”1 分，“不间断”1 分，“加工形式”1 分，语句通顺 1 分）

21.（3 分）B（文中加点的“背后”指非表层的、隐含的。 A 项，指后面。 B 项，指非表

层的、隐含的。 C 项，指后背。 D 项，指不当面，背地里。）

22.（6 分）①想要把事理说明清楚 ②对事理的认识越到位 ③也可在对比中凸显事理特征

（每处 2 分，共 6 分）

23.参考高考评分标准。

附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

终其一生在齐国，使齐国国富民强，诸侯不敢再叛乱了。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

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死去，五位公子开始争抢君位，祸乱蔓延开来，一直到

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安宁的时候。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

作于它产生之时，也一定会有它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

而说是由于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由于管

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

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个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

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再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齐桓

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

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多年了，也该知道他

的为人了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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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可以弹

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

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

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

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

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

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

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

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

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

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

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

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

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

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

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

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

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