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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岳阳县新高考适应性测试

语文试题

分值：150 分 时间：150 分钟

命题人：陈鸣 审题人：徐新农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 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打动，

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

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

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红色在中

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洋溢。故宫红

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中国色始终能在大

俗大雅中顺畅切换，形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橙色、

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

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冷、暖色达到

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青、黄、赤、白、

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

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

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产生、

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

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一直挥洒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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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

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

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

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

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

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

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

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

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

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理学认为，

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

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

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

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

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的家

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红楼

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51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气质起

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

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绫裤”

“绫棉裙”等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背裕”。

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

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

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裕’,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类中，

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30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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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10余处，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松花绿等。

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

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

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阴阳五行学说是五色与五行相联系发展而成的，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

B.在中国传统审美中，红色代表热情洋溢，因象征火热的夏季而一直被人们视为吉庆之色。

C.为适应肃穆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严谨的态度，古代百官朝服均以青、黑、深红背景

设色。

D.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能直接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材料一使用的论据十分丰富，涉及多个领域，作者主要从建筑、服饰、瓷器三个领域

选择材料。

B.材料一通过元青花釉料配方随着时代不断改良的例子，表明传统色见证着生产实践和

社会发展。

C.传统色承载着我们对民族的理解，因此，只有读懂传统色，才能增加我们对中国的了

解和自信。

D.服饰的款式及合理的搭配能起到美化着装者的作用，这一说法可以从樊美钧的阐述中

得到印证。

3.下列诗句不能体现“服饰的色彩审美”的一项是（ ）(3 分)

A.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郑风》)

B.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登快阁》)

C.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琵琶行》)

D.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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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人评价：“中国的元青花，是我们依据自己民族审美特色，并与世界沟通交流、融

合发展而产生的旷世杰作。”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4 分)

5.《红楼梦》中薛宝钗出场时的服饰装扮令人印象深刻：“蜜合色（注：微黄带红的颜色）

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薛宝钗的服饰装扮反映了她怎样的

性格特征？请结合上述两则材料简要分析。(4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文本一：

战 士

孙犁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

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

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废

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废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

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

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

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小壶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

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

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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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

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那样有意思的

生活不会有了。”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

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

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

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经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抬了一筐肉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

上的一个女人说：“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人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

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

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

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

“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

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

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

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

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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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

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文本二：

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

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

战争？尤其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

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

孙犁的“抗日小说”确实不经常写到大规模战争场面。小规模的战斗，也避免描写

血腥屠杀。无论敌人覆灭或我方牺牲，都以极俭省的笔墨轻轻带过，战斗场面始终放在

远景。

最有名的是《荷花淀》，写刚刚成立的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一船日军，整个战斗只用了

短短两句话：“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

敌人的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这之前和之后，年轻媳妇们的欢歌笑语，她们

在背后对解救她们的丈夫们的充满娇嗔和自豪的议论，远远超过枪弹的声音，才是小说

叙述真正的主体内容。

但孙犁的“抗日小说”并不完全回避残酷。他写“残酷”，不是具体的战斗或敌我之间

的流血与死亡，而是“北方人民”在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极度的贫穷与苦难。

战场上的残酷转移到人民的日常生计的艰难，体现为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与恐惧，这

些内容的震撼力，即使孙犁的唯美的笔致，也不曾令其减少分毫。“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

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疮痍的背景

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

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

表现战争中的残酷，孙犁完全有材料，但他节制了笔墨，留出更多的空间来表现他

想要表现的。有节制的表现更容易让读者发挥想象，具有更大的暗示性，所以他丝毫不

担心这样节制的描写会冲淡战争的“残酷”。只有从未经历战争的磨难、不知道“残酷”

为何物的某些当代作家，才会拼命渲染“残酷”，生怕读者看出他不会写“残酷”。在这

方面，孙犁的“含蓄”和某些作家对战争的“残酷”的刻意渲染，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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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

6．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小说开篇描绘了北方冬天农村的景象，暗示了宁静、祥和的时代气象，展现了乡村军

民劳动生活的画面。

B．小说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与残废军人卖的猪肉进行对比，以后者的干净和美味表现军

人敦厚的品质。

C．小说描写“我”和肉铺的老板及伙计聊天的场景，闲谈中流露出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

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

D．小说写伙计不爱说话，一说话总会提到打仗，表明伙计强烈的杀敌抗日的愿望，为后

文写他打胜仗作了铺垫。

7．下列与文本有关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抗日小说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家表现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浴血奋战，抵抗直至打败日本

侵略者的小说。有战争期间发表的，也有战后发表的。

B．孙犁，现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创作了《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小

说。他的小说以正面描写刀光剑影的战争场景见长。

C．反“扫荡”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伪军“扫荡”所进行的以

军事打击为主的斗争。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就发生在此期间。

D．渲染，本是一种国画技法，一般是在需要强调的地方浓墨重彩，使画面形象的某一方

面更为突出。用于文学创作，就是指正面着意描写。

8．文本一的“我”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9．《战士》是孙犁的一篇“抗日小说”。请从选材立意、虚实处理、创作目的三个角度分

析这篇小说的特点。（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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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

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

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

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

招降陵。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

子。

（节选自《史记·李陵传》）

材料二:

及贰师击匈奴，上诏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

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上曰：

“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

涉单于庭。”陵于是出居延，至浚稽山止营，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引士出营

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汉军追击杀数

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

尽，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

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丈夫一取单于耳！”

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

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

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久之，上悔陵无

救，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黑色碳素笔在答题卡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

上打“✓”。（ ）(3 分）

复A得B数C十D矢E足F以G脱H矣 I今 J无 K兵L复M战N天O明P坐Q受R缚S矣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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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期，日期，与《陈情表》中“外无期功强近之亲”的”期”字意思不相同。

B.引，退却，与《苏武传》中“虞常果引张胜”的“引”字意思不相同。

C.绝，断绝，与《屈原列传》中“秦伏兵绝其后”的“绝”字意思相同。

D.陈，陈列，与《过秦论》中“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的“陈”意思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材料一说，李陵奉命出征，以避免让李广利受到集中攻击；材料二说，李陵接受了为

李广利押运辎重的任务，还主动带五千勇士分散单于兵力。

B.材料二写李陵与匈奴作战时，让前行队伍拿戟与盾牌，后行队伍握弓弩。他挥师进攻，

千弩齐发，敌人应弦而倒，然后汉军追击杀死几千敌人。

C.材料一写汉武帝在李陵投降之后，族杀了李陵的家人；材料二写后来汉武帝对没有救

援李陵感到后悔，就派人慰劳赏赐得以逃脱的李陵余部。

D．对于李陵兵败投降一事，材料一简述了李陵被单于兵围击、最终被招降的过程；材料

二详写了李陵英勇作战的情节，表现了他失败投降的无奈。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

(2)至浚稽山止营，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

14.李陵兵败的客观原因有哪些？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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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文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两首唐诗，完成 15-16 题。

和尹从事懋泛洞庭

张说

平湖一望上连天，林景千寻下洞泉。

忽惊水上光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

初次巴陵

杨凝

西江浪接洞庭波，积水遥连天上河，

乡信为凭谁寄去，汀洲燕雁渐来多。

15．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这两首诗的起句，一写平湖连天，一写浪翻波涌，起笔均有奔腾澎湃的气势。

B．杨诗第二句，想象奇特，以夸张手法，写洞庭湖水似与天河相连的壮阔景象。

C．张诗写湖水，俯仰纵览，描出平远之景；写林景，横向铺展，绘就高峻之图。

D．两首诗都写洞庭湖，都从写景入手，通篇充满寓意与寄托，但是又不露痕迹。

16．两首诗的末句，用不同的方法表现了诗人不同的心境。请简要分析。（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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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蜀道难》善用典故，“____________”一句运用五丁开山的典故，交代蜀道的来历；

“____________”一句运用太阳神的典故，写蜀道的高危难行。

（2）苏轼在《赤壁赋》中，饮酒之余，击节而歌，其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两句，表达了理想难以实现的人生苦闷。

（3）“露”由水蒸气在夜晚遇冷凝结而成，具有鲜明的时令特征，也常常寄托人们内心

的情感。古代关于“露”的诗文很多，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电视纪录片《潍北的土地》中的主题音乐，采用了中国管乐器与电子音乐配合的形

式，呈现了一种 ① 的音乐效果，是民乐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表达。

新民乐要吸引观众、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短视频直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首先，

各类自媒体平台非常注重和提倡作品的原创性，这是民乐生命力的所在，也是汇聚观众

的关键。其次，民乐主播通过视频号、抖音等直播平台，打破了古筝、二胡、琵琶等民

族乐器的神秘感，让大家对民乐有了新的认识，并将一些家喻户晓的影视剧、卡通作品

以民乐的形式重新编排和演绎，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视听效果上让人 ② ，

从而获得了更多粉丝的关注。

由国潮民乐大师方锦龙领衔的“斗乐二次元”民乐演奏会在哔哩哔哩上进行网络直

播，吸引了大量年轻的民乐爱好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音乐与文化的盛宴。他在现

场演奏了三十余种民族乐器,舞台表现 ③ ,透彻展现了一位虔诚习乐人对琵琶不

变的热忱与初心,一位国乐传承者对于中国传统乐器与文化承续的信心。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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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请用“新民乐之所以能通过短视频直播吸引观众”开头，概括第二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要求表达简洁流畅，续写的内容不超过 55 个字。（4 分）

20.请简要分析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表达效果。（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本题共2 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楚国地方特色，屈原及

其后学宋玉是楚辞最主要的创作者，与《诗经》迥然不同。

它不是集体的歌唱， ① ；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

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北国风光，而是表现南方景象。楚辞句式灵动，结构

宏大，风格宏博丽雅。楚辞这种诗体的代表作是《离骚》，故后人 ② 。在中国

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相提并论。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屈原、宋玉所创

作的骚体诗和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等人所创作的拟骚体诗汇编成集，定名为

《楚辞》。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

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从而 ③ ，即楚辞学。

21.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由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

展起来的楚国地方特色。风格与《诗经》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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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诗歌体裁，屈原及其后学宋

玉是其最主要的创作者。楚辞与《诗经》迥然不同。

C.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楚辞的主要创作者经过对楚国民歌的加工、提炼，有着浓郁楚国

地方特色的楚辞发展起来了。与《诗经》迥然不同。

D.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楚辞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屈原及其

后学宋玉是最主要的创作者。与《诗经》迥然不同。

22.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0 个字。（6 分）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近日，《咬文嚼字》杂志遴选出两个“感”字热词。

①沉浸感：原指虚拟现实技术的体验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的场景中去，仿佛置身于

其中，现引申为全身心地做某事，不受外界打扰。该词既可以指某种“沉迷”状态，也

可以指某种“忘我”状态。

②获得感：原指获取某种利益后产生的满足感，现泛指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感与幸福

感。物质上的获得感与精神上的获得感有所不同。

上述两个热词引发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求：

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