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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高三二轮复习联考（三） 全国卷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1.A【解析】“显示出其全覆盖性的特点”是无中生有，原文没有信息表明这一点。

2.B 【解析】“科技手段”错，文章第二段没有论述科技手段。

3.A【解析】B.“可见博物馆动态性的功能比其静态性的功能更重要”是曲解文意，原文只

是说“静态性的博物馆功能通过动态性的博物馆功能……促进博物馆从内隐价值向外显价值

的转换”。C.“可以因博物馆的研究而忽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错，原文是“不能因博物馆

的文创功能而忽略……收藏、研究、展览和教育等基本功能”。D.“所以博物馆应以‘在场

性’为发展依据”强加因果，缺少必然的因果关系。

4.D【解析】A.“未来将有力地催生巨大的汽车后市场需求”错，原文说的是“同时汽车销

量增速的放缓，催生了巨大的汽车后市场需求”。B.“经销商后市场服务的收入主要依靠汽

车零部件”错，材料一原文是“汽车零部件与维修服务是影响经销商后市场服务收入体量的

重要组成模块”。C.根据材料二中的“汽车保险费收入图”可知，“稳定增长”有误，“2021

年我国汽车保险费收入呈下降的趋势”。

5.D【解析】“全国所有城市”错，材料三原文是“全国主要城市”。

6.①国家要重视汽车后市场的需求，加快汽车后市场的顶层设计；②引进资金投入，满足汽

车后市场需求；③提升服务质量；④加强企业联动，上下游企业共建汽车售后生态圈；⑤加

快人才培养速度。

（评分参考：每点2分，共6分。能结合材料答出任意三点，意思对即可）

7.A【解析】因果关系不当，“想借杀白眼狼来扬一下名”不是“老关愿意接护林员这活”

的原因。

8.①英勇无畏、胆识过人：巡山时意外地与白眼狼相遇，并不惊慌，虽然吓了一跳，但是勇

敢地与它对视。②争强好胜、不甘服输：一天夜里，他发现白眼狼用两只前爪扒着窗子往屋

里看时，感到非常吃惊，出门没有追到狼，心里非常生气。在空地上，老关对白眼狼开枪而

没有打中，他感到非常沮丧。③爱岗敬业、懂得感恩：白眼狼威震四方，使盗伐偷猎者望而

却步，老关对白眼狼有了一点好感。④富有爱心，有悲悯情怀：老关因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白

眼狼，而担心白眼狼死去，心里有几分失落和惋惜。后来遇到两只白眼狼时，先是“心里咯

噔一下”，喝退它们后，想到这是白眼狼的后代“心中一阵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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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参考：每点 2分，共 6分。任答三点，能结合文本言之成理即可酌情给分)

9.①动物也是自然界的主人，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动物的良知有时比人类的良知还

深厚淳朴，人们应该善待（尊重）它们。②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人与动物应该和平相处，共

同维系生态平衡。③护林员不畏艰险，恪守职责，一心护林，为保护生态环境默默奉献的精

神代代传承。（评分参考：每点 2分，共 6分，能结合文章言之成理即可酌情给分)

10.C【解析】从句意看，“请男为臣”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前后应断开，排除 A、B 两项。

“吴人果听其辞”是一个完整的主谓结构，不可断开，排除 D项。

11.B 【解析】A.两个“好”都是“喜欢”的意思。B.前一个“事”译为“事情”，后一个“事”

译为“侍奉”。C.前一个“于”译为“在”，后一个“于”译为“比”。D 项两个“毕”都是

“全，都”的意思。

12.C【解析】“没有名利之心”错，秦国经常发动战争表明其还是有一些名利之心。

13.（1）想削弱魏国军队（使魏国军队变弱），使韩国的权势得到增强，没有什么比朝见魏

国更有效的。

（评分参考：关键词“弱”“重”“莫如”“朝”各 1 分，句意 1分）

（2）我私下认为这如同落入了井中说：“我将为你找火。”

（评分参考：关键词“窃”“犹”“尔”各 1 分，句意 2分）

【参考译文】

有人对韩桓惠王说：“昭釐侯是一代明君，申不害是一代贤人。韩国与魏国是国力相当

的国家，申不害与昭釐侯手拿着玉圭去朝见魏王，他们并不是喜欢卑贱厌恶尊贵，也不是考

虑不周、议事失策。申不害谋划此事时说：‘我们手拿玉圭去朝拜魏国，魏王一定会对韩国

志得意满，必定会向天下诸侯用兵，消耗魏国的国力，这样魏国就衰败了。天下诸侯厌恶魏

国必然侍奉韩国，这样我们虽在一人之下低头，却可以高居万人之上。想削弱魏国军队，使

韩国的权势得到增强，没有什么比朝见魏国更有效的。’昭釐侯听取意见并加以实行，他是

一个明君；申不害认真考虑问题，并说出来，他是一个忠臣。

“现在的韩国比原来的韩国弱小，而现在的秦国却比原来的秦国强大。如今秦王有魏王

那样的野心，而大王和大臣们却不侍奉秦国来安定韩国，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如昭釐侯英明，

而大王的大臣们的忠贞也不如申不害。

“从前，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次胜仗，就使秦国称霸西方；晋文公在城濮打了一次胜仗

就平定了天下，这都是依靠一次胜利就建立了威权，使自己在天下成就功名。如今秦国连续

几代强盛，大的胜仗用千来计数，小的胜仗用百来计数，取得大胜仗没有称王，获得小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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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没有称霸。没有确立什么尊贵的名分，制定法令没有得到推行，秦国终年发动战争，并

不全是为了求得国君的尊贵或在天下成名。从前先王进行的攻伐，有的是为名声，有的是为

实利。为名声的，就要瓦解对方的斗志；为实利的，就要攻取土地、掠夺人口。

“过去，吴国与越国交战，越国人被打得大败，退守在会稽山上。吴国人攻入越国后，

按户安抚越国百姓。越王派大夫文种向吴国求和，请求让男子做奴隶，女子做侍妾，自己亲

自拿着禽鸟作为见面礼，跟随在管事人的身后。吴国人果真听信了他们的话，同越国讲和却

没有订下盟约，这就是为了瓦解他们的斗志。在这以后，越国与吴国开战，吴国人被打得大

败，也请求让男子做奴隶，让女子做侍妾，反过来用越国人侍奉吴国人的礼节侍奉越国人，

越国人没有接受，于是灭亡了吴国，生擒了夫差，这是为了攻取土地、掠夺人口。现在您要

瓦解秦国的斗志，应该让自己像吴国一样；您想攻取秦国土地、得到秦国的人口，应该使自

己像越国一样。如果攻取土地、夺取人口赶不上越国，瓦解敌人斗志赶不上吴国，君臣上下、

年少年长的、富贵贫贱的都高喊称王称霸的事业已经成功，我私下认为这如同落入了井中说：

‘我将为你找火。’”

14.A 【解析】“表现了词人的愉悦之情”错，词人借梦境写故国春色，表达的是囚居生活

中的故国情思和现实的痛楚。

15.相同点：都采用了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虚实结合、动静结合的手法。都是通过写景

来抒发自己囚居生活中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和对现实的痛楚之情。

不同点：①第一首词以阳春盛景来抒发愁情苦意，是借乐写愁的写法（以乐衬哀），十分婉

约含蓄。第二首词用凄寒冷寂的秋景抒发作者孤苦怀思的悲情（以哀衬哀）。②第一首词的

春景宜人而人情热闹，是以闹衬静；第二首词的秋景凄冷而人单情孤，楼上笛声是以声（动）

衬静。

（评分参考：相同点 2 分，不同点 4 分，共 6 分，能结合词句言之成理即可酌情给分）

16.（1）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2）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3）白露

横江 卷起千堆雪

（评分参考：每空 1分，有错字、漏字、多字均不得分）

17. 示例：①丰富多彩（林林总总） ②一蹴而就（举手之劳） ③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评分参考：每空 1分，答案不唯一，不是成语不给分）

18.①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本体是中国盆景艺术，喻体是奇葩。②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中

国盆景艺术奇特而美丽的特点，表达了作者的赞美之情。

（评分参考：指出修辞手法及构成各 1分，指出效果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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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示例：①单从画面来看 ②就该“培养感情”了 ③让人观美食而动真情

（评分参考：每空 2分，共 6分，意思对即可）

20.《舌尖上的中国》刻意摒弃了美食节目的俗套，把美食融入到一个个人物的生活和故事

当中，令观众不自觉地入境。

（评分参考：改对一处给 1 分，两处 3分，三处全改对给 4 分）

【解析】原句有三处错误：一是搭配不当，“躲避”改为“摒弃”；二是语序不当，“一个

个”应该在“人物”之前；三是中途易辙，“观众”前应加上“令”或“让”。

21.《舌尖上的中国》系列节目因有优秀的制作团队借讲好故事进一步培养了观众对美食的

感情而获得成功。

（评分参考：3分，要点齐全，符合单句要求即可）

22.【解析】本题材料的核心是对跳高的不同看法，并没有对具体的每个看法进行褒贬。考

生审题立意要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的分析上。

考生审题立意，不要被跳高本身局限，要注意题目引导语的暗示，“人们看待跳高各有

各的见解”，这就在提醒考生把对跳高的不同看法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待问题为什么

会有不同的思考。

除了对不同的思考有分析外，还应谈到自己的选择和取舍。“请你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经验”，要求作文中有“我”，“我”做出的选择和取舍。

材料仅是个思考的“引子”，积极联想、拓展思维、深化思考才是关键。另外，题目虽

然没有“结合时代背景”之类的思维暗示，但考生也应该赋予其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论述要全面深刻，体现出思辨性色彩，不要在作文中呈现出一种厚此薄彼，或者非此及

彼的简单化思维。不要泛泛地议论，要有真实的有个性的见解。

参考立意：

1.跳高有极限，人生不设限。

2.努力跳一下，收获会更大。

3. 难以取舍时抬起头看看远方，勇敢大胆地鉴别判断。

4. 生活伴随着成功与失败，人生有无数种可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学生根据材料从不同角度进行立意、写作，只要在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

即可酌情给分。答案中的立意仅供参考。

【评分参考】

满分 60 分，以 44 分为基准分，分五类划分作文档次：



二轮复习联考（三）全国卷 语文答案 第 5 页 共 5 页

1.一类文（60 分—53 分）：①符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材料典型、丰富、新颖；②

文体特征鲜明，结构严谨；③语言流畅，有文采。

2.二类文（52 分—46 分）：①基本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较充实，个别材料不切题；②

文体特征较鲜明，结构完整；③语言通顺。

3.三类文（45 分—38 分）：①部分偏离题意，中心松散，内容单薄，大部分材料不切题；②

文体特征不鲜明，结构松散；③病句较多。

4.四类文（37 分—30 分）：①完全偏离题意，中心分散，内容空洞，材料不切题；②文体特

征不鲜明，结构混乱；③语言不通，错别字多。

5.五类文（29 分—0分）：大段抄袭、完全抄袭等。

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于文体特征鲜明、观点明确、论据充分、阐发透彻、层次清晰、结构严谨、语言得体有

表现力且书写认真，能体现较高语文素养的作文要敢于按照一类文甚至是满分的标准赋分。

2.没有标题扣 2分，不符合相关基本文体格式扣 2 分。

3.错别字 1字 1分，不累计，上限 3 分。标点符号错误多，酌情扣分，不超过 2分。

4.字数不足：600 字以上，每 50 字扣 1 分；600—400 字，35 分左右；400—200 字，25 分

左右；200 字以下，15 分以下。

5.抄袭：全篇抄，10 分以下；抄袭一半左右，20 分以下。大段抄背无关内容，在五类文中

酌情赋分。

6.完全是作文材料的扩展，不得高于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