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度下学期第二次阶段性模拟试卷

高二语文参考答案

1．C（3 分）（解析：C 项，“诚”不是道家追求的境界，是儒家。）
2．C（3 分）（解析：C 项“唯心主义”应该是“唯物主义”。）
3．D（3 分）（解析：D 项的意思是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

就只会看到财利罢了。）
4.（4 分）①论证结构上：总分总（或层进式）。首先提出观点，接着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引用

理论论证观点，最后阐明“修辞立其诚”的必要性，强调其现实意义。（2 分）②论证方法

上：引用论证，如引用《管子》中的话，有力地论证了认识客观世界要舍弃自己的主观偏见，
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其他引用也可）（2 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计分）

5.（4 分）①媒体要“修辞立其诚”，其标题、言辞与客观实际保持一致，表达自己的真实思

想，坚持守正求真的舆论担当。（2分）
②个人（网民）要做到“修辞立其诚”，为人要“真”，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言行；应当保持
一颗怜悯心，善待他人。（2 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计分）

6. A（A 项“嚼不动花生米的细节，一方面说情明三个人老迈的状态”理解错误，根据原文“我
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可推知，常四爷并没有“嚼不动花
生米”）

7. B（B 项“想要以死做最后抗争”错误，文中三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走近人生终点的时刻，
为祭奠自己，呼喊着把纸钱抛向半空中。这不同寻常的举动，主要表现了人物命运的凄惨及
人物对现实的失望，营造了悲凉的气氛，并无“以死做最后抗争”之意）

8.王利发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对茶馆进行改良，最终也没能摆脱黑暗的压迫，结局悲凉；（2 分）
常四爷自食其力、刚正不阿、热爱国家，却在黑暗的时局下艰难生活；（2 分）秦仲义是一个
民族资本家，提倡实业救国，却被巧取豪夺，最终破产。（2分）

9.①收束全剧，使全剧在悲剧的气氛中收场；（2 分）②他们三个虽然身份、地位等不同，在一
生中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结局都是一样悲惨；（2分）③体现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
们的命运，都和当时的社会有着莫大的联系。（2 分）

10.选 A。
11.选 D。 解析：“丙戌”是纪年，“丁丑”是纪日。
12.选 C。 解析：“后人于石钟山所以得名再无争议”的说法，文中找不到依据。

13.解析：（1）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甘泉之后，于是每天同滁州的人士来游玩，抬头望山，低首
听泉。（要点：状语后置，“既”“日”）

（2）在敲击时能发出铿铿的声音的石头，到处都有。（要点：定语后置，“铿然”“所在”）

（共 8分，每题 4分，一个要点 1 分，句意一分。）
14.解析：①庆幸百姓遇到丰收的年成。②让百姓知道所以有丰年的快乐，是因为生活在太平无

事的年代。③宣示皇恩，表示与民同乐。④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任选 3 点，每点 1 分。

满分 3 分）
【附：《丰乐亭记》参考翻译】

我担任滁州的太守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觉得甘甜。向滁州人询问泉水的

发源地，就在距离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处。它的上面是丰山，高耸地矗立着；下面是深谷，
幽暗地潜藏着；中间有一股清泉，水势汹涌，向上涌出。我上下左右地看，很爱这里的风景。
因此，我就叫人疏通泉水，凿开石头，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于是我和滁州人在这美景中

往来游乐。
滁州在五代混战的时候，是个互相争夺的地区。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后周兵在清流山

下击溃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将皇甫晖、姚凤，就这样平定了滁

州。我曾经考察过滁州地区的山水，查核过滁州地区的图籍，登上高山来眺望清流关，想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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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晖、姚凤被捉的地方。可是，当时的人都已经不在，大概是天下太平的时间长久了。自从
唐朝败坏了它的政局，全国四分五裂，英雄豪杰们全都起来争夺天下，到处都是敌对的政权，
哪能数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圣人一出现，全国就统一了。以前的凭靠险要的割据都

被削平消灭。在一百年之间，静静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问问那时的情形，可是留下来的老
年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乘船坐车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游
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着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安心耕田穿衣吃饭，欢乐地过日子，一直到死。

有谁晓得这是皇帝的功德，让百姓休养生息，滋润化育到一百年的长久呢！
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方僻静而公事清简，又爱它的风俗安恬闲适。在山谷间找到这样的

甘泉之后，于是每天同滁州的人士来游玩，抬头望山，低首听泉。春天采摘幽香的鲜花，夏天

在茂密的乔木乘凉，刮风落霜结冰飞雪之时，更鲜明地显露出它的清肃秀美，四时的风光，无
一不令人喜爱。（那时）又庆幸遇到民众为那年谷物的丰收成熟而高兴，乐意与我同游。于是为
此根据这里的山脉河流，叙述这里风俗的美好，让民众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欢乐，是因为有幸

生于这太平无事的时代。
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民众共享欢乐，这是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就写下（这篇文章）

来为这座亭子命名。太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15.D（作者怜爱、尊重陈亮“闻鸡起舞”的壮烈情怀，情感激昂。可结合初中教材《破阵子》
理解。）

16.参考答案：

①同志之谊。友人到来，"我"带病歌饮，一同"笑富贵"，说"硬语"。因两人"臭味"相投，“瓜
葛”相连，遭遇相同，情谊深厚。
②国难之愤。面对“神州离合”“关河路绝”，爱国志士这样的汗血宝马“无人顾”，而南

宋统治者却“千里空收骏骨”，偏安一隅、把家耻国难全都抛在了脑后，词人尽情地抒发了
郁结胸中的万千感慨。
③补天之志。作者期望“心如铁”的友人如同女娲补天一样为恢复中原一展身手、作出贡献，

借激励友人之语自我勉励，表达出对国家必定统一的坚定信心。
评分细则：6分。每点 2分，大意对，言之成理即可。

【参考译文】

我本来已老大无成，不该再说什么了，可是，如今碰到了你这个如同陈登、陈遵般有着湖
海侠气的志趣相投者，便忍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了。我正生着病，你来了，我高兴得陪你
高歌痛饮，欢喜和友谊驱散了楼头上飞雪的寒意。可笑那些功名富贵，别人将其看得如同千钧

般重，我们却把它看得如同毫毛一般轻。可是我们当时所谈论和阐发的那些事关国家兴亡的真
知灼见又有谁听见了呢？只有那个照人间沧桑、不关时局安危的西窗明月。我们谈得如此投机，
一次又一次地斟着酒，更换着琴瑟音乐。

国家大事依然如故，可是人心却大为消沉，不同于过去了。请问你们，神州大地，究竟还要被
金人割裂主宰多久呢？汗血良马拖着笨重的盐车无人顾惜，当政者却要到千里之外用重金收买
骏马的骸骨。极目远眺关塞河防道路阻塞，不能通行。我最尊敬你那闻鸡起舞的壮烈情怀，你

曾说过：男子汉大丈夫，抗金北伐的决心至死也会像铁一般坚定。我等待着你大显身手，为恢
复中原作出重大的贡献。
17.解析：①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②杨花落尽子规啼/又闻子规啼夜月。③固知一

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18.参考答案：梦寐以求 身残志坚 功成名就

评分细则：3分。每空 1分，意思相近，语句连接通顺的成语也可酌情给分。

19.足球的魅力不仅在于赢得比赛，更在于为梦想顽强拼搏、挥洒汗水的过程。既要为了辉煌的
荣誉去不懈奋斗，更要享受这个拼搏和奋斗的过程。
评分细则：4 分，改对一处给 2分。两处都是犯了事理逻辑顺序不当的错误。第一句的关系

应改成“不仅……更”等的递进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第二句“既要……更要”的分句内
容应该调换位置。

20. ①连续运用发问，激发读者的兴趣，引发对人生苦短，青春易逝，人生目标等的思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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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语气。②三个"还"问句构成排比，丰富了"人生匆匆"的内容，句式整齐，节奏感强，加
强语势。③反问和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抒发了要奋斗于当下的感情。
评分细则：4分。反问与修辞手法围绕内容、语势、情感等方面展开。任答两点给满分.

21.D（“三高”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简称，属特定称谓，与 D 项相同。A项是讽刺与
反语：B 项是对自我谦虚的强调，更是为了消除歧义，说明苟活到现在的是我，不是我的学
生；C 项属特殊含义。）

22.参考答案：
①反对熬夜晚睡 ②可怕的是“常态化熬夜”③当个别现象成为普遍现象
评分细则：6 分。每处 2分。每处内容贴切 1分，衔接连贯 1 分。大意对即可。①从后面的

《五杂俎》文段可以推断此句内容为"反对熬夜晚睡"；②关联前句"偶尔熬夜不可怕"，后句
"熬夜常态化"可以推断此句内容为：可怕的是"熬夜常态化"；③从上文的"熬夜现象逐渐演
变成普遍现象”，下文的“接受程度就会增强”，推断此句内容为“当个别现象成为普遍现

象”。
23．
【答案】例文：

执国语之笔，绘生活蓝图

亲爱的各位同学及参会者：
大家好！我是复兴中学尔雅文学社社员。在本次“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座

谈会上，我认同语文学习的外延即是生活的外延，我发言的题目是“执国语之笔，绘生活蓝图”。

杭州翻糖师陈瑶以《诗经》之句冠名甜品店，将杭州地标建筑及传统文化之美融于蛋糕，
既有现代之气，亦存文化国语之韵，“木桃”待我，琼瑶报你；苏州旗袍设计师周立言创立“姹
紫嫣红”旗袍系列，以不同花名的词牌为自己命名，让古典得以相互碰撞，将古文化融入生活，

原来生活就是文化，语文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最贴近生活的语文学习。读国风，

知生活中百姓植桑种田，思家想人；读大小雅，赏宫中奢华，听“歌台暖响”，看“舞殿冷袖”；

读周鲁商颂，明礼义之道，尊卑有礼，祭祀有规……我们不止从中学得生活道理，更有不少父
母选取好词佳字为子女取名言志。青蒿素发明者屠呦呦之名就取自“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父母望子成龙，德行高洁，故常考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女成凤，窈然温柔，自会想

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语文让生活充满韵味，生活因语文而丰富多彩。
生活中处处彰显着国语之美。走于长街，“美目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肃其羽”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等各大广告牌巧以文化店名招揽顾客，是语文，也是生活；春节时“喜

把新桃换旧符”，上元时赏灯猜灯迷舞龙灯，是生活，也是语文……时尚潮流也是圈，复古轮
回又一遍：“汉服”潮的兴起，故宫产品的走红……让我们穿越到那个古典的年代，了解那时
生活的饰物。生活，处处有国语。

春日至，启新程，航天事业迅猛发展，亦展现语文古典之魅力，“嫦娥”奔月，“夸父”
逐日，“天问”探测火星，“北斗”璨璀星空，“鸿蒙”引领科技，“悟空”“墨子”共促量
子运用……生活不停，科技不止。语文学习，是感性，是文科浪漫；航空科技，是理性，是理

工精细。感性与理性结合，让我们看到精细中的浪漫，让我们体悟到了科技发展生活中的语文，
语文外延就是生活。

古有师授句读，今有师传国语，文化从未断流，语文学习一直都在路上，一直都在生活中。

世界因文化而璀璨，生活因语文而精彩，语文学习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语文学习就
是生活，传承文化就是生活，绘蓝图，纵温袍敝衣，自顾清风朗月。纵世间花开花落，也只守
心中国语，绘生活蓝图。

学语文，承国语，绘华章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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