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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末考试

高二语文语文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1.B（3 分）（A项，“宇宙间种种物象引起人世间种种事象而使诗人感动”错，根据原文“但

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

可知原文没有说“人世间种种事象”是“宇宙间种种物象”引起的，而让诗人（原文中的“我

们”）感动的是宇宙间的各种物象和人世间的种种事象，并不是“宇宙间的种种物象引发人世

间的种种事象”。C项，“使读者感动时因为范围不同而层次不同”理解错误，不是范围的区别，

而是不同层面、角度的生发。D项，“因此自然诗比人事诗意蕴深广”于文无据，从上文也推导

不出这一结论。）

2.B（3 分）（B项“既归功于作者”错误，高层次的感动于作者本意无关。）

3. C（3 分）（C 项不属于“兴”。）

4.（4 分）①词人柳永“见物起兴”：感到“衣带渐宽”，而产生对爱情追寻的艰辛、执著和不

悔的感动，并把感动表达在词中；②王国维从诗歌中读到柳永的感动，但不局限于作者本来的

意思，进行生发，从中感悟到做事业做学问的道理。（每点 2分，共 4 分，意思接近即可。）

5.（6分）①中西方诗人对于自然诗的爱好产生都较晚。最初的诗都偏重人事，即使偶涉自然，

也只是作为人事的背景出现。②中国自然诗与西方自然诗风格不同。就大体而言，中国自然诗

以委婉、微妙、简隽胜，西方自然诗以直率、深刻、铺陈胜。③诗人对自然的爱好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最粗浅的“感官主义”，另一种是起于情趣的默契。（每点 2 分，3 点共 6分，意思接近

即可。）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6.D（3 分）“真正的目的是偷走尼姑庵的文物宣德炉以谋财”错。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到静修庵

“革命”，是为了投机革命，偷宣德炉应该是顺便的行为，并非他们“革命”的真正的目的。

7.A（3 分）“未庄人对阿 Q 的恐惧”错。未庄人恐惧的并非阿 Q，而是阿 Q 所说的“造反”“革

命”。

8．（4 分）①他的革命对象是一切平时与他作对的人，包括小 D、 王胡，并且是按照个人恩怨

而不是阶级仇恨来排序的。②这表明阿 Q敌友不分，非常愚昧、落后、不觉悟。（每点 2分，

共 4 分，意思接近即可。）

9．（6 分）①语言描写。之前在赵白眼看来根本不屑一顾的阿 Q，现在成了他嘴里的“阿……Q

哥”，表现了他对阿 Q 态度的转变，开始极力讨好阿 Q，另外，强调自己和阿 Q同是“穷朋友”，

应该“不要紧”，是表明自己和阿 Q 是同一阵营，既然是同一阵营，则不会被“革命”。②神

态心理描写。“惴惴”一词，表现了赵白眼对革命到来的恐惧心理。③动作描写。当阿 Q 说“你

总比我有钱”时，赵白眼感到阿 Q 的“革命”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财产安全，于是“从腰间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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褡裢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每点 2 分，3点共 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10．（3 分）BDG（每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短句翻译：高祖先到了平城，但部队还没全部到达，冒顿出动四十万精练的骑兵，把高帝

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之久。

11．B（3 分）与"但以刘日薄西山"中"但"意思不相同错，是同义

12.B（3 分）冒顿单于打开包围的一角的直接原因是他怀疑王黄、赵利与汉朝有密谋。

13.（8 分）（1）陛下如果能把公主嫁给单于做妻子，送给他丰厚的礼物，他一定爱慕她，立她

为阏氏。（诚，如果；妻，以女嫁人、做妻子；奉遗，赠送财物。每个字义解释各 1 分，句意 1

分。）

（2）现在匈奴人屡次在边塞放牧狩猎，来侦察汉军在边塞戍卒的状况， 汉军人少时就入侵。

（数，屡次，多次；候，窥伺、侦察；则，就。每个字义解释各 1分，句意 1 分。）

14.（3 分）①与匈奴和亲②赠送财物③派辩士以礼规劝匈奴（每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参考译文】

汉高祖住在晋阳城，听说冒顿单于住在代谷，准备去攻打他。他派人去侦察匈奴，冒顿单

于将匈奴强壮的士兵、肥壮的牛马都藏了起来，汉军使者只看到老弱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

往匈奴的使者有十来批，都说匈奴可以攻打。高祖又派刘敬前往出使匈奴， 还没等他回来，汉

军就发动全部三十二万的兵力向北追击匈奴。刘敬回来报告说：“两国的军队相互攻击，本应

炫耀显示自己的优势，现在我只见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我认为匈奴不可攻打。”这时

汉军已经出发，高祖非常恼火，用刑具将刘敬押到广武城。正月，高祖先到了平城，但部队还

没全部到达，冒顿出动四十万精练的骑兵，把高帝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之久。高帝用陈平的秘计，

派使者暗中用重金厚礼贿赂阏氏。阏氏对冒顿说：“两国的国君不应该相互围困。现在即使得

到汉朝的土地，而单于您最终也不能居住在那里。况且汉朝的国君也有神灵保佑，希望单于您

考虑吧。”冒顿与王黄、赵利约好会合的时间，而王黄、赵利的部队却没有来，冒顿怀疑他们

与汉朝有密谋，便打开包围的一个角。正遇天有大雾，汉派使者来来往往，匈奴没有察觉。陈

平请求高祖命令士兵用强弩再加两支箭面向敌军，从解围的一角直接冲出去。高祖出了包围圈。

高祖到广武后赦免刘敬。匈奴屡次侵扰汉朝北部边境，高祖非常担忧。刘敬说：“天下刚刚安

定下来，士兵因战争已很疲劳，因此不能用武力征服冒顿。冒顿杀父自己代立单于，凭借武力

建立权威，是不能用仁义说服他的。只可用计策做长远打算。”高祖说：“怎么做呢？”刘敬

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公主嫁给单于做妻子，送给他丰厚的礼物，他一定爱慕她，立她为阏

氏。陛下按时节将汉朝多余而匈奴缺少的东西，经常慰问赠送他们，再顺便派能说善辩的人士

用礼节奉劝他们。这样可以不用战争便使匈奴逐渐臣服。”皇帝说：“好。”冒顿去世后，他

的儿子稽粥即位，皇帝派诸侯王的女儿做单于的阏氏。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上书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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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奴人经常在边塞放牧狩猎，侦察汉军在边塞戍卒的状况， 汉军人少时就入侵。这样持续连

年，中原贫困而百姓无法安宁。多亏陛下担忧边境的安全，派遣将领征发士兵治理边境，这是

对边境百姓的最大恩惠。然而现在远方的戍卒守卫边塞，一年一轮换，不了解匈奴的作战能力。

不如选一些人长期居住在那里成家立业，从事耕作，并且防备匈奴的入侵，利用地形建成高城

深挖沟堑。在战略要塞，建立城镇， 每个城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家。边塞的百姓，如果不给他们

优厚的待遇，就不可能使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险困苦的边地。匈奴入侵时，有人能阻止他们入侵，

（敢于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抢掠的财物），就将其中的一半给他，官府出钱赎回所掠夺的人口。

像这样（边塞的百姓受到这种待遇）乡里之间就会相互救助，攻击匈奴时不避死亡。这样做不

是对皇上感恩戴德，而是想保全亲戚保护财产。这样做，利益将传到后世，陛下将得到圣明的

美名。”皇上采纳了晁错的建议。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15.B（3 分）“其中转句有画龙点睛之妙”错。有画龙点睛之妙的是合句，即最后一句“只有

篙师识水痕”，这句诗具有丰富的哲理意味，揭示了一个深刻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实践出

真知。

16.（6 分）①相同之处是都表达了“实践出真知”的哲理。（1 分）②杨万里诗的最后两句的

意思是：一股暗潮已然来到，一般人却无从发觉，篙师长年累月在江上撑船，水的深浅，流速

的快慢等都一清二楚，些微变化他们都能察觉。诗歌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真理是在大胆实践

反复实践中摸索出来的。（2 分）③陆游诗的后两句，诗人进一步指出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纸

上得来”，指的是书本知识。“绝知此事”，指的是真正把握事物的底蕴。“躬行”，就是指

亲自去实践，眼见为实。指出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亲身

实践。（2分）与《石钟山记》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哲理意味相同。

（1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1)鸟时来啄食 人至不去

(2)素衣莫起风尘叹 犹及清明可到家

(3)又闻子规啼月夜 愁空山（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其间旦暮闻何物 杜鹃啼血

猿哀鸣/杨花落尽子规啼 望道龙标过五溪）(每句 1分，有错别字该句不得分。第（3）小题属

于开放性默写，必须带“杜鹃”或者“子规”二字，且以“杜鹃”或者“子规”为意象。如有

其他答案，符合要求即可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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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分）①感慨万千（感慨万端、百感交集、百端交集） ②唉声叹气 ③风卷残云 ④速战

速决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8652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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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①空，语境中形容师生二人被贬后相见后的心情，可填“感慨万千”（或“感慨万

端”“百感交集”“百端交集”。感慨万千：因外界事物变化很大而引起许多感想、感触。感

慨万端：因深有感触而有许多慨叹。百感交集：各种感触交织在一起。形容感触很多，心情复

杂。百端交集：无数感想交互汇集，形容感慨万千。②语境中有“不住地”，需要填一个表示

动作情态的成语，语境中形容黄庭坚吃不下面条，且下一段中有“而黄庭坚呢，初次品尝屈辱

之苦，感受跌落之痛，自然长吁短叹，难以消受，消极悲观”，故填“唉声叹气”。唉声叹气：

因伤感郁闷或悲痛而发出叹息的声音。③语境中形容苏轼吃面条很快，且有一“般”字，就用

表示比喻义的成语，故可填“风卷残云”。风卷残云：大风把残云卷走。比喻一下子把残存的

东西一扫而光。④语境中形容用快速的办法对待苦难，可填“速战速决”。速战速决：用快速

的战术结束战局。也比喻用迅速的办法完成任务。

19.（4 分）①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了比喻的修辞。（修辞判断 2分）

②文中把苦难对他的影响比喻成清风拂面。（结合文本 1 分）③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对苦难的

乐观态度。（表达效果 1分）

20.D（3 分) D 处的引号作用是特殊含义,指苏轼遭遇的挫折苦难。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本题共 2小题，9分）

21.（3 分）跌倒恐惧是指老年人（1 分）进行日常活动时（1分）为避免跌倒而产生的恐惧、回

避的心理行为（1 分）。

22（6分）①行走时步态不稳 ②老年人跌倒可引起许多严重后果 ③会变得不愿意活动(每处 2

分，共 6 分。意思接近即可，字数不合要求可酌情扣分。）

四、写作（60 分）

23.参照 2022 年高考评分标准。

【写作指导】

这道作文题目仿照 2023 年新高考Ⅱ卷的形式命制，均从语言文字运用题目的阅读材料中

找出命题点进行命题。从材料本身看，苏轼的“不嚼面”人生，指的是人对待苦难、挫折的人

生态度，苏轼面对一贬再贬、数度转徙的命运，并没有陷入其中自怨自艾，没有对命运屈服，

更没有选择“躺平”“摆烂”，而是选择淡然处之、达观处之的人生态度，不纠结于命运的惨

淡，而是赶紧突围，奔赴美好的未来。

从文体来说，“你是否也曾遭遇了某种困境？你是如何克服的？”是启发学生写记叙文，

通过讲述个人在遭遇困境后采取突破困境的态度来表现主题，可以写正确对待的态度带来了积

极的效果，也可以写消极对待的态度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后态度转变后，出现了积极的效果。

“你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嚼面’人生的？”是在引导学生写议论文，主要论述“不嚼面”人生

态度的积极意义。

从 2023 年的作文导向来看，文体并不像原来基本限制在议论文的框架中，而是既可写成

记叙文，也可写成议论文，体现了开始放开的一面。如新高考Ⅰ卷“好的故事给人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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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Ⅱ卷“安静一下不被打扰”，均可写成议论文，也可写成记叙文。

【参考立意】

1.该“忘却”时须“忘却”。

2.学会达观处世

3.看淡挫折，重整旗鼓

4.战胜挫折，要有积极的心态

5.切不可将苦难的重负一直背着

【评分建议】

1. 以 43 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

2. 坚持激励性原则，对优秀作文要敢于打高分。（历次考试作文阅卷 50 分以上的作文偏少，

望改变）。

3．关于字数：600 字以上的文章，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少 50 个字扣 1 分）；600 字以

下的文章，3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400 字以下的文章，2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200 字以下的文章，1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只写一两句话的或只写标题的，给 2 分；

完全空白，评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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