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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普通高中2022-2023学年度高三年级第四次调研测试

语文参考答案

1．【参考答案】C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对文本关键信息的检索、定位和对文中重要概念的理解。属于基础性考查。

【答案详解】C.偷换概念。“中国对外援助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全新的理论贡献。”错误，原文“习

近平外交思想为中国援外提供了根本遵循，是中国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的新的伟大贡献”。“理论贡献”

也不准确。

A.正确。“中国援外······既积极促进受援国民生改善、经济发展，也为我国发展、人民幸福创造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段可以看出促进受援国在多个领域发展。

B.正确。原文关键词提取，“对接发展中国家国情与发展意愿，广泛开展智援。分享符合受援国需要

的治国理政经验”选项中没有原文的限定词，但是不影响这句话正确性。如某同学分享了符合我们需要的

学习经验。拿掉限定词后--某同学给我们分享了学习经验。这一句表述没有错误，只是第一句更明确。

D.正确。“我国援助不仅有力推动全球发展车轮滚滚向前，也生动诠释了大党大国的担当。”同义转

述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和观点的概括及逻辑推断能力。属于基础性考查。

【答案详解】D.正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利他与互利是相通共融的，对象是可以转化的。

A.曲解文意“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来到中国求知。”错误，对于原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

的阿拉伯古谚”的理解不当，原文是为了说明中国经验赢得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与支持，而且没有

因果关系。

B．“发送各类货物共计580余万吨”错误，原文80余万吨是包含在500余万吨里的。

C.论点与论据不符。通过列举汶川地震和新冠肺炎期间，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为我国提供援助的事实，

是为了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每每雪中送炭，回馈中国的出手相助。

3．【参考答案】A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对文本内容、重要概念的分析能力和运用相关知识进行逻辑推断的能力。

【答案详解】A．曲解文意。“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外援助”错误，“中国对外援助

白1950年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历经70余年风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

B.正确，“中国援外坚持相互尊重、平等自愿。”可知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反对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指尽力为别人创造条件，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强制于别人。“君子和而不

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

对方，也不强求别人认同自己。

C.正确。“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形容两人之间的友谊，犹如冰壶倒映的寒月，真心相见，感人

肺腑，情谊深厚。这两句诗完全可以形容中韩两国深厚的友情，支持了文本观点：中国援外是朋友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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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帮助。“团结就是力量”支持了文中观点：中国愿同所有国家一道，做大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蛋糕，

形成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振兴的国际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D.正确。“一些国家的个别政客和媒体将中国援外炒作为“搞利益置换”、推行“新殖民主义”，甚

至将中国抗疫援助污蔑为搞“疫苗外交＇“在联合国拉票＇。”对于这种污名化的现象我们要驳斥。题干

后两句话是原文关键词的提取。

①互利共赢。中国援外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既积极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也为我国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

②平等尊重。中国的援助以受援国的意愿作为援助政策的衡量标准，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③可持续性。中国的援助坚持“授人以渔”，广泛开展智援，推动受援国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

④开放合作。中国愿同所有国家一道，发挥各自优势，做大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蛋糕。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从文本中获取与加工信息的能力，进行分析和概括的能力。【答案解

析】全文共8段，2、5、6段是互利共赢原则的体现，3段体现了持续性原则，7段体现平等尊重，8段的结

尾部分体现了开放的原则，中国的援外不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是愿同所有国家一起。

“中国援外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这

是中国援外的特点，不是对外援助的处事的标准，所以不是我国对外援助的原则。

【评分标准】每点2分，两点满分，因题干为“概括分析”，定位准确，概括得当，即可得分。

注：如题干只要求“概括”则每点1分，需答4点。讲评时请老师们提醒考生，审准答对。

①政治性。政治立场鲜明。阐述我国对外援助的成就，表明中国援外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立场鲜明、

态度坚决。

②文学性。善用名言、格言式句子，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文中多处名言，在增强说理的同时，也体

现文章的文学性，增强可读性。“不利他坚决不做，只利己坚决不为”犹如格言，让人印象深刻。

③准确性（或“严谨性”）。在论述中国援外所取得的成就时，列出大量数字，更加精准、可信。

④逻辑性。从多角度展现中国援外如何展现大党大国担当，逻辑清楚，运用引用、举例等论证手法，

增强说服力。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对文本信息获取和加工的能力、逻辑推理与判断的能力。

【答案解析】政论文是政治性论文的简称。政论文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严谨，

鲜明，富有鼓动性。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它形式多样，范

围广阔。议论文展开议论是以说服读者为目的的。

教材链接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单元目标之一是把握政论文、新闻、纪实性回忆录等不同体式作

品的风格特点，学习其写作技巧，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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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答出一点得2分。两点即可得满分

【信息类文本的常见文体】

新闻的主要特征：用事实说话，内容真实；报道及时；语言简明扼要

科普文的特点：内容的科学性、文笔的生动性、语言的通俗性

访谈提问的技巧：趣问、直问、推问、旁问、追问、延伸提问、对比提问

传记的文体特征：人物的时代性和代表性；选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选文兼具史实性和文学性；表达

一记叙为主或辅以议论。

书评的特点：评价的科学性、见解的独创性、语言的生动性

导言的主要作用：说明撰写著作的目的、过程、资料来源，并扼要地说明书中阐述的观点和结论，使

读者先得到一个总概念，帮助理解整部著作。

【信息类文本的阅读流程】

1．第一遍阅读：局部读 通读全文，做好标记（5分钟）

（1）看标题，定文体，预想内容。

标题是话题还是观点？正文会写什么，怎么写？（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如果我写，打算写什么，

怎么写。

（2）标出自然段序号，标记重要词语句子。

标志性词语：顺序词，关联词，指代词，范围词（主要 基本）程度词（可能 也许）

重要句子：首尾句，过渡句，前后呼应句

标点：--“：”

（3）简要概括每一自然段的中心内容。

2．第二遍阅读：整体读 抓关键，作连线，理清思路，归纳观点（2分钟）

（1）抓关键，作连线，理清思路：

画出各段中心句、首括句、尾结句（没有的简要概括段意）后，画出结构上起过渡、连接作用的词语、

句子、段落，画出画龙点晴的句子。将这些关键词句串联起来，从而把握文章的思路。

（2）归纳概括，确定观点

明确：观点是什么？如何提出观点？--观点与材料的关系怎样？（是先观点后材料，还是先材料分析

后观点）--行文中论证部分的结构是总分式、并列式还是层递式？）。

3．第三遍阅读：局部精读 对照文题，精读答题区间答题（10分钟）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内容理解的能力。

【答案详解】A选项主人公的在贝格太太的劝导下，重拾积极乐观的心态，沉重沮丧的情绪贯穿全文

的理解不成立。B选项中，破败的特点不成立。贝格太太的客厅中是又大又讲究的家具，墙上的风景画和

家人的照片应当代表了家乡和家，虽然旧，但并不破败。C选项，主人公并没有提前对结果有预料。空的

结果主人公也很惊讶，性格古怪也只是主人公初步的疑惑。贝格太太泰然的态度，肯定的承认盒子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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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主人公释然，大致猜出来盒子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是无形的。

7．【参考答案】C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答案详解】贝格太太扫视房间的动作结合下文对主人公的邀请，泡茶、劝说等行为可以看出贝格太

太的行为主要还是出于对主人公情况的关心和担忧。

8．【示例答案】

①第一段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刻画了主人公居住环境封闭压抑，阴沉死寂的特点。

②营造了忧伤、压抑的氛围，烘托了“我”孤独、烦闷的心情。

③设置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④和最后一段环境描写相互照应，暗示了“我”内心情感的转变。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对小说环境描写的作用的鉴赏能力。

【答案详解】叙事类文章中景物描写的作用一般有以下几种：营造氛围，烘托人物心情，衬托人物形

象，

推动情节发展，暗示（深化）文章主旨。景物的特点不外以下几种：清逸、静谧、和平、安宁；热闹、

生机；萧索、冷清、孤寂、沉闷等。第一段的描写的是伦敦城市的俯瞰景象，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通

过比喻，将伦敦城的房子比作监狱的围墙，又交代了庭院萧条的景象，突出主人公居住环境封闭压抑、阴

沉死寂。渲染了压抑的氛围，结合下文作者交代的乡愁，渲染了主人公孤独，伤心的心里感受，也引发读

者对其情感产生缘由的好奇。

【评分标准】答出一点得2分，答满三点即可满分。如学生有其他说法，能有理有据、自圆其说，也

可得分。

①有助于衬托人物品格，丰满人物形象。一只鞋盒一半大小、用磨损的麻绳捆着、模样破旧的纸板盒，

却令贝格斯太太带有敬意地抚摸，并袒露心声。看出了盒子跟随贝格太太日久以及对它的珍视。

②有助于组织和推动情节发展。文中魔盒反复出现，串联相关情节，成为全文的线索，使故事情节更

加集中，结构更严谨。

③深化主题。本文以小见大，魔盒中装满了天伦之乐，象征了家的永恒温暖，有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

用。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对小说中物象的作用的鉴赏能力。

【答案详解】考查物象的作用，可以从文章的主旨，小说的人物刻画、文章情节的组织与推动、象征

意义、环境的营造等角度入手鉴赏。

【评分标准】答出一点得2分，答满三点即可满分。如学生有其他说法，能有理有据、自圆其说，也

可得分。

【小说中的物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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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见题目设定方式】

（1）小说写到了xx（物象），请分析其作用。

（2）文中xx（物象）在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有什么作用？

（3）某物象对表现文章的主旨有什么作用？

（二）“5“从”思考”准确把握物象的作用

1．从人物塑造方面思考

物象衬托了人物品格，突出了人物形象。应格外注意物象本身的特点

从哪些方面对主要人物做了映衬，如从心理、行为、语言方面等。

2．从情节安排方面思考

物象往往是组织和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物件。物象反复出现，串起相

关情节，从而成为全文的线索，具有使结构更加严谨的作用。

3．从环境方面思考
一是指它对时代特色氛围做了怎样的揭示或暗示，二是指对人物活动

的具体环境的刻画作用。

4．从主题方面思考 “物象”往往具有衬托或象征意义，有揭示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5．从读者方面考虑 引起读者兴趣，激发读者想象等。

（三）回答物象作用题要注意三点

一注意，要结合文本内容具体分析物象的作用，先要注意物象的类别与特征。像“太阳”“雪”“阴

雨”“黑夜”等物象属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本身具有环境描写的作用，特别注意它在渲染气氛、铺设背景

中的作用；像与人物密切相关的物象，特别注意它在表现人物中的作用。

二注意，它出现的位置，尤其是反复出现的位置，要紧紧结合其上下文来分析。

三注意，不是所有小说中的物象都具有以上的所有作用，也不是只要考物象题就考它的全部作用，有

时只考一个或两个方面，答题时应注意命题特点和要求来作答。

10．【答案】DHL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答案解析】句意：藏住忠心不说，属于奸邪之类；因私心而误国，属于贼害之类。根据判断句式可

知“奸之属也”要断句。从对仗句式、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可知“隐忠不竭”与“以私诬国”对仗，“奸

之属也”与“贼之类也”对仗，“隐忠不竭”是“奸之属也”的判断对象，“以私诬国”是“贼之类也”

的判断对象。故在D、H、L处断句。

古人写文章讲究句式的整齐对称，四字句、四六句（骈句）居多，或者两句之间讲究意思的并列、递

进或者正反对比，根据这一特点断句。

11．【参考答案】A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化常识和文言实词的能力。

【答案解析】A.错误。“智者见于未萌”中“于”为介词，翻译为“在”。句意：聪慧的人在事态尚

未露出苗头之际就能察觉出来了。“见笑于大方之家”中“见······于”表示被动，翻译为“被”。句

意：被博学多才的人耻笑。两处意思不同。

B.正确。两处“谒”均翻译为“拜谒，拜访”，意思相同。

C.正确。“再拜”，古代礼仪，拜而又拜，表示恭敬之意。两处意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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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正确。“万方”在文言文中的意思：

①万邦，各方诸侯，引申指天下各地，全国各地。此为文中意思。

②多方面，形态多种多样。此为“仪态万方”意思。

两处意思不同。故选A。

12．【参考答案】B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答案解析】B.“武灵王亲白登门劝说”原文为“王孙绁”。

【勘误说明】原命题思路：“公子成再拜，乃赐胡服”，公子成再拜，赵武灵王赐胡服，公子成是否

奉行没有最终结论，原文无相关表述（见“讲评建议”中的“高频陷阱（5）”）。但比对《战国策》原文

内容后知公子成确有奉行，故调整命题角度。

【文意理解题】

（一）【解题思维建模】

（1）回归文本，找到选项ABCD的信息来源区域。

（2）仔细比对选项所述的内容和原文对应的信息，识别陷阱。

（3）合理分析，运用排除法得出正确答案。

（二）【高频陷阱】

（1）人物的张冠李戴

（2）弄错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如B）

（3）事件的前后倒置、层次混乱、强加因果或因果倒置（拓展D．赵造认为遵循旧制来治国才不会犯

错，赵武灵王认为因为不能以古制今，所以天下得失与承袭古制有关。）

（4）内容上的归纳不完整，曲解文意

（5）内容概括上的无中生有（结果处画蛇添足）、片面或遗漏、任意拔高。

13．【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现在君王舍弃了这些而套用边远地区的服装，背叛圣贤们的教导，我希望大王考虑啊。

“释”，舍弃，放弃；“袭”，沿袭，套用；“畔”，通“叛”，背叛；“图”，考虑。

忠臣不避危险，明君不拒绝别人提意见，你还是说吧。

“辟”，“避”，躲避；“距”，“拒”，拒绝；“其”，商量语气，如“还是”。句意1分。

①广开耳目，开张圣听。②坚定立场，不受他人影响。③具有远见卓识，不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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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答案解析】赵武灵王打算教导百姓改穿胡服、习骑射，认真听取多人对待“胡服骑射”的看法，最

终能坚守自己的主张。根据文本二“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

然独立”可知，其目光远大，见解独到，既能开张圣听，又能坚定立场不动摇。

注意：文本二中提及“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屡省考绩，以临臣下。”两点，在文本一中

无明

显体现。

【评分标准】一点1分，三点满分。标红为采分关键词，意思相近即可得分。

文本一：

赵武灵王平日闲坐时，肥义在一边陪伴着他。武灵王说：“现在我打算教导百姓改穿胡服、习骑射，

那么社会上一定会对我进行非议了。”肥义说：“愚蠢的人对于即使成功的事情也弄不明白，聪慧的人在

事态尚未露出苗头之际就能察觉出来了，希望大王马上去施行吧。”武灵王于是改穿胡服。派王孙绁向公

子成说：“子女不违抗父母，臣子不违抗国君，这是先王时就已通行的规矩。现在，我要改穿胡服的目的，

决不是放纵情欲而娱乐心志啊。所以我希望仰仗叔父的正确行动，来促进改穿胡服的成功。我特地打发王

孙绁到您那里去拜望，请叔父穿上胡服吧。”公子成拜了两拜，说：“中国这个地方，是圣贤进行教化的

地方，是仁义道德所施行的地方。现在君王舍弃了这些，而去套用边远地区的服装，背叛了圣贤们的教导，

我希望大王要多多考虑啊。”王孙绁把公子成的话向武灵王报告。于是，武灵王就亲自到了公子成家里，

对他说：“衣服的式样，不过是为了人们穿着方便的，而礼制是为了处理事情的便利。早些时候，中山国

依恃齐国的雄厚兵力，侵犯我国的土地，俘虏我国的百姓。先王对这件事极为愤恨，可是这个仇至今还未

能报。如今我们采用便于骑射的胡服来武装自己，可以向中山国报仇雪恨。”公子成听了以后拜了两拜，

于是武灵王就赐给他一套胡服。赵文又前来劝阻武灵王说：“服装有一定的样式，这是礼法所规定的。这

是古代圣人用来教导我们的。所以我希望君王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武灵王说：“夏、商、周三个朝代

的服式不同，却能统一了天下；春秋时代五霸的教化不同，却都能治理好国家。习俗跟着形势的变化而变

化，礼法制度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圣人治国的原则。”赵造规劝说：“藏住忠心不说，属于奸邪

之类；因私心而误国，属于贼害之类。我虽然愚钝，愿尽忠心，不敢逃避死罪。”武灵王说：“忠臣不避

危险，明君不拒绝别人提意见，你就说吧！”赵造说：“圣人不交换百姓而进行教诲，聪明的人不改

变习俗而行动。并且遵循原有办法没有什么过错，奉行传统制度不会偏离正道，我希望大王好好考虑吧。”

武灵王说：“圣人的兴起，不承袭前代而兴旺；夏、商的衰败，因不变更制度而灭亡。所以遵循旧制的功

业不完全高于今世，尊崇古代的理论不足以制定今天的制度，希望你不要再说反对胡服的话了。”

文本二：

晋平公向师旷问道：“如何掌握做国君的方法？”师旷回答说：“做国君的方法是：要清静无为，务

必做到博大仁爱，急于任用贤能；广开耳目，以此明察各方面的情况；不拘泥于世俗的偏见，不受左右人

的约束和羁绊；目光远大，见解卓越独到；经常检查考核官员的政绩，以此驾驭臣下。这就是做国君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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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方法。”晋平公说：“好！”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炼字、诗句含义、思想情感、表达技巧和语言风格的理解鉴

赏能力。

【答案解析】C选项“实写”错，此处为想象，是虚写；诗句理解错。“鸟过风生翼”一旦有了顺风

的时机，鸟就会像添上新的翅膀一般翱翔。“龙归雨在鳞”，一朝风云际遇，诗人就要像神龙一样，行云

行雨，比喻逢时奋进。诗人想象大鹏鸟乘风而起，龙行在天翻云布雨的景象。以此来喻指一旦时机成熟，

就当有一番大作为。

①心忧庙堂，忧国忧民。北辰星在古代常代指君主或朝廷，作者与友人秋日登高，观见北辰星，可见

其心中常记朝廷与君主。尾联“天地正烽尘”写出作者心中记挂动荡的时局。

②刚健奋发，互勉互励。颈联借助鹏鸟典故和龙归生雨的意象，借此鼓励友人，当有一番作为。尾联

作者与有人约定，彼此要努力，可见其刚健奋发的精神品质。

③志在济世，勇于担当。诗中写道，国家正处于动乱时局中，自己和一起努力，经国济世，这正是儒

家一脉贯承的济世担当的高贵品质。

【示例答案二】

①自己具有远大志向与抱负。作者有“经济”之才，不甘平庸。

②对友人有赞赏与勉励。经国济世怎么无人？一句反问表现对友人才能的充分肯定，劝勉友人如大鹏

如飞龙，抓住机遇实现个人价值。

③对国家有济世忧国情怀。天地烽尘，草木飘零，国家动荡不安，作者与友人约定，共同努力建立功

勋，济世安邦。

【命题立意】本题重在考查对诗歌思想情感的分析鉴赏能力。

【答案解析】整首诗歌简要解析如下：首联点明了时间、地点，勾勒出一幅清冷的秋景；接着，颔联

诗人将自己比作飘零在外的游客，把刘、杜二位友人比作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人才；颈联把刘、杜二人

比作搏击长空的大鹏鸟和直上九霄的巨龙，进一步突出刘、杜二人的匡世救时的才能；尾联诗人与友人相

互勉励，决心戮力同心，以解民于倒悬。诗为登高远望所感，既是勉友，也是自勉，表现出诗人对处于战

乱之中的人民的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希望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雄心。全诗语言朴实流畅，感情自然

真挚，于昂扬中见沉郁。

【评分标准】一点2分，两点满分。每点大致可以分为“情感-诗句”两方面，意思对即可得满分。注

意要求学生将艺术手法等鉴赏术语融入到答题语言中。

（1）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2）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3）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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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评分标准】每空1分，有错别字不得分。（3）只要内容积极向上，符合情境要求，均可得分。

18．【参考答案】

①巧夺天工／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精益求精

②大放异彩／独占鳌头

③而且／反而

【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正确运用成语的能力。

【答案解析】①与“铸造工艺”搭配，从上下为语境，可推知此处应形容其铸造工艺的高超（先转化

为口语），可选用成语巧夺天工、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等（再依据口语意选用书面语）。

②在“大奖赛上”可推知此处应填入动词。依据下文“荣获“最佳金币＇奖”中的“最佳”，可以选

用成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独占鳌头等。

③非但与反而构成一组关联词。反而，意思是表示跟意思（思想）相反或出乎意料。在句中起转折作

用。

【说明】③示例答案中“反而”其实是“副词”，但语义上更加合理，也作为给分答案。如果学生有

问及，可以在词性上作简要区分。

【评分标准】每空1分，如有其他合理答案亦可给分。

我国纪念币不仅受到国内收藏者青睐，也频频站在世界级的领奖台上，享受越来越多的高光时刻。

【示例答案二】非满分答案，语意有缺损，可得2分

不仅国内收藏者青睐我国纪念币，在世界级的领奖台上我国纪念币也享受着越来越多的高光时刻。

【命题立意】本题重在考查学生辨别、修改病句的能力。

【答案解析】原句语序不当、偷换主语，标点符号“、”使用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句内点号，表示语段中并列词语之问或某些序次语之

后的停顿。主要由以下几种用法：（1）用于分隔句中并列词语 用于需要停顿的重复词语之间；（2）用于

某些序次语（不带括号的汉字数字或“天干地支”类序次语）之后；（3）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

通常不用顿号。若相邻两数字连用为缩略形式，宜用顿号。容易误用的情况主要有：（1）标有引号的并列

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2）并列的修饰语之间用顿号并列的谓语，补语之

间不用顿号，用逗号。此处应用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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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不仅”的语序调整1分，“我国纪念币”作主语1分，顿号改为逗号1分。

20．【示例答案】

①画面正中，可爱的小兔子抱着白菜。白菜的谐音是百财，寓意国富民强／富贵吉祥。或：······白

菜象征着丰收，寓示着家门安泰，社稷安宁。

②兔子两旁盛开着饱满的荷花，展现了蓬勃悠然的生命之美，寓意欣欣向荣。

或：“荷”谐音“合”，寓意团圆和美，政通人和。

或：两旁的荷花是一种清雅淡泊的祥瑞之花，寓意风清气正。

或：两旁的莲花象征好运连连，幸福绵长。

③兔子形象俏皮可爱，展示了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答案解析】结合第一自然段中“中国纪念币于方寸之上承载着人们祈求祥和富足的愿望”等内容，

及题干中“2023中国癸卯（兔）年纪念币”“富含美好祝福”等提示性信息，把握分析方向，立足图案中

的传统元素即可作答。

1．描述构图要素：注意图文（字）组合的要素：①主体画面；②中英文字母的大小写、首字母缩写

和变体、汉字及变体、图形及变体、涉及的时间和事件，本题不予考虑；③关注颜色，本题不予考虑。

2．解说顺序：注意总分、上下、左右，力求避免遗漏说明内容。

3．揭示标志象征意义：①注意各要素与主题的关系；②注意象征意义分别表述：一个元素一个寓意

（联想谐音、常见传统意象等）；③考虑整体寓意（综合各元素）

【评分标准】每点2分，两点4分，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21．【示例答案】

①影响范围大 ②易于扬沙起尘 ③只有进一步规范人类行为

【命题立意】本题主要考查学生信息获取与加工，逻辑推理与判断，语言建构与运用的综合能力。

1）【答案解析】根据下文的“截至4月11日，影响范围已达360多万平方公里，并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

预计影响范围将达390到400万平方公里。”的写作对象可知①填“影响范围”，根据数字可知“范围大”；

根据上文“裸露的沙土变得松散”，可推知结果“易于扬沙起尘”，填“容易形成沙尘天气”不够严谨，

但也给分；“生活在沙漠周边及腹地的人们过度放牧、滥伐林木，均会加速土地沙化，加剧沙尘天气”属

“人类行为”，③下文的结果是“有效减少沙尘暴的发生”有关联词“才能”，可推知本空填“只有进一

步规范人类行为”（因为从段首句看，侧重宏观治沙措施，所以示例答案是最优解）。如填“只有人类增

强环保意识”也给分。

【评分标准】每空2分，三空6分。

22．【示例答案】

（1）沙尘天气高发于哪个季节／为何春季沙尘暴高发

（2）沙尘天气多发于哪些地区／漫天黄沙究竟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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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立意】本题重点考查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情境要求对文段进行分层、概括的能力。

【评分标准】每空2分，满分4分。

【语言文字运用题】

为使几次调研考试中题型的多样化，本次命题未采用“效果分析”题型，希望老师们能在讲评时予以

拓展。附几年来高考试题情况如下：

2022年全国乙卷18题--人称在语境中表达效果

2022年新高考I卷20题-修辞手法设问、排比

2022年新高考II卷22题-句式特点与排比、对比手法

2022年新高考II卷23题-排比

2021年全国甲卷21题--拟人

2021年新高考I卷20题-对偶

2020年新高考I卷19题-语序与句式特点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