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试卷答案

一、（36 分）（一）（9 分）

1. D 【解析】A.“最早写作五言排律和各种形式的组诗”错，根据

原文“五言排律和各种形式的组诗开始成为重要的样式”，并非“最

早写作”。另外，原文是“新的发展”，也不同于“开创性成就”。

B.“他们都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其作品都是效仿杜诗创作出来的”错，

原文只提到“宋代诗人基本上被笼罩在杜诗的巨大影响之内”。选项

曲解文意。

C.“自汉至唐，我国诗歌一直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错，根据原文

“从东汉至盛唐，五七言诗歌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总的趋向是

不停地向前发展的”，可知选项扩大了时间范围，“五七言诗歌”说

成“我国诗歌”，也是扩大范围。将“总的趋向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

曲解为“一直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

2. A 【解析】 A.“文章按文学史的先后详细介绍了建安七子、

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歌”错，文章只是简要列举了前代诗人的诗歌

创作，并没有详细介绍。

3. B 【解析】B.“完全继承”错，原文为“在艺术上却正是六朝诗

的直接继承者”，只是“在艺术上”继承。另外，不能据此认为“在

艺术上仍有积极的一面”与“唐诗继承了六朝诗”有因果关系。

（二）（12 分）

4.C 【解析】两个车轮的设计没有运用莫比乌斯环原理。

5.B 【解析】A 项偷换概念，应为“曲面”而非“平面”。C 项以偏

概全，磁带使用莫比乌斯环状，主要是为了加大磁带信息承载量。D

项范围扩大、说法绝对，两个“N”都缺乏条件限制。原文是说“沿

着 1/N（N>2）线分割，永远只会得到两个相互套连的纸环”。

6.意义：对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可使拓扑

学有长足发展，推动关于拓扑结构及应用的研究进程。启示：要善于

从生活中发现科学问题，并深入思考研究；利用发现的原理，既可解

决各种现实问题，也可在审美方面有创新、创意的表达。

（“意义”答对一点得 2 分，两点 4分；“启示”一点 1 分，

两点 2 分）

（三）（15 分）



7. A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综合赏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

法的能力。A.“暗示人类对大湖生态环境的破坏”说法错误。“黑色

的湖水涌出，像新鲜的血液”是写水流之大，水中鱼之多，场面之热

烈壮观，并非暗示人类对大湖生态环境的破坏。

故选 A。

8. ①大湖作为渔猎的场所，孕育了肥美的大鱼，滋养了世世代代的

渔民，为他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命望。

②大湖承载了渔猎文化，古朴、隆重、热闹的渔猎场面是在大湖上进

行的，师傅和鱼把头的优秀品格也是在大湖中锤炼出来的。

③大湖更是自然的恩赐，小说最后两段含蓄蕴藉地表达了人类应该永

远敬畏大湖、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理。

【解析】结合“鱼把头站在冰面上，一千年前这样站，一百年前也这

样站。他是查干湖的一只鱼鹰，心里装着整个大湖”“人们欢呼雀跃，

将把头抬起，抛向空中”可知，大湖是渔猎的场所，大湖里孕育了肥

美的大鱼，世世代代的渔民在这里捕鱼为生，大湖承载着他们丰收的

喜悦和命望。结合“寒冷把天地和大湖冻在了一起，策马狂奔的队伍

像刀剑割开北风，车马从切口里闯了进去，马的影子跑在冰里。马匹

背对着光亮，把头也背对着光亮，哈气升腾起来，像窜出的火苗。赶

在太阳升起之前，人马齐备，大战在即。马嘶，狗吠，号角声里，把

头像一个将，统领着一切”“把头趴在冰面上，寻找冰层里珍珠一样

的气泡”“师傅趴在冰面上，寻找大鱼吐出的气泡”可知，人们在大

湖冬捕，查干湖冬捕恢弘壮阔的场面古朴、隆重、热闹，凸显了渔猎



文化的集体个性，古朴而可贵，大湖承载了渔猎文化，师傅和鱼把头

是领头人，他们在大湖上锤炼本领，大湖了锤炼了人的品格和情操。

结合“你记着，人，活不过湖！大鱼，一直都在湖里！”“两人站立

在查干湖的湖心，像大鱼游曳在无边的湖水”可知，大湖是自然的恩

赐，查干渔场的人们依赖于大湖而生，渔猎文化依托于自然而传承，

人应当对自然谦卑和敬畏。

9. ①这样写既能表现渔猎文化在当下的意义，又能看出文化传承的

脉络，使主题更加深刻。

②这样写拉开了时空距离，师傅是鱼把头形象的有机补充，使得鱼把

头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③这样写使行文富于变化，避免情节单调，叙事平淡。

④这样写使现实与回忆交织，产生时空转换的效果，吸引读者的阅读

兴趣。

（答出一点两分，答出三点即可）

【解析】从主题上看，鱼把头是师傅一手教导出来的，小说穿插着回

忆，在回忆里读者很容易地就能感受到师傅对鱼把头的影响。师傅带

鱼把头上冰，寻找冰洞，确定开凿的位置；师傅离开后，鱼把头也像

师傅那样，“把头趴在冰面上，寻找冰层里珍珠一样的气泡”；师傅

凿开冰洞后才会双手颤抖地喝酒，师傅离开后，鱼把头也会在成功后

“像师傅那样，两手颤抖着拧开酒瓶，狠狠地灌了下去”。师傅的言

行与现任把头的形象处处照应，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方式，清晰地

呈现出师傅对鱼把头的影响，从这种影响里，能够看出文化传承的脉



络，体现出渔猎文化在当下的意义。

从人物上来看，小说叙述现实时，说鱼把头“趴在冰面上，寻找

冰层里珍珠一样的气泡”，终于“终于选定了一处冰层，坚定地砸下

鱼铲”，最后“拎着一瓶烧锅酒钻进帐篷，像师傅那样，两手颤抖着

拧开酒瓶，狠狠地灌了下去”，这些内容写出了现任鱼把头的勇敢、

坚毅、吃苦耐劳。小说叙述回忆中有关师傅的情节，是对鱼把头形象

的有机补充：师傅“带着把头上冰很多年了……师傅天天带着把头到

冰面上探冰”，这说明鱼把头在正式承担职责之前，已经具备了丰富

的经验；“从前他拿不准水眼的位置”，师傅鼓励他要自信，“一定

得信自己”，这写出了鱼把头自信、勇于承担的由来；师傅安慰开解

年轻时遇到失败的鱼把头，“人，活不过湖！大鱼，一直都在湖里”，

使鱼把头拥有智慧和朴实、勤劳的个性。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方式

可以拉开时间距离，使人更加全面地认识鱼把头的形象，了解鱼把头

的成长过程，鱼把头的形象因此更加立体。

从结构和情节上来看，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方式融合了师傅与

现任鱼把头两个人物的故事情节，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如果只对鱼

把头进行单线叙述，只是记叙现任鱼把头在师傅离开后独自一人进行

冬捕的故事，交代捕前捕后的心理、动作，情节难免有些单调，叙事

的效果则较为平淡。因此，这种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方式更加灵活、

富于变化。

从表达效果看，这种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手法，使小说更显得真实

可信。小说将过去师傅带领大家捕鱼和现在鱼把头带领人们捕鱼的过



程联系起来，在师傅身上，能看到现任鱼把头所拥有的品质的来由；

在现任鱼把头身上，也能看到师傅的影子。这样叙述产生了时空转换

的效果，能够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34 分）（一）（19分）

10. C 【解析】句意：“（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尊重贤能的人，

轻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子路说：“晋国的中行氏尊重贤能，轻视

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他的灭亡是什么缘故？”孔子说：“中行氏尊重

贤人却不能重用他们，轻视不贤之人却不能罢免他们。”

两处“尊贤而贱不肖”为并列结构，而”字表并列，中间不必断开，

第一处作“于”的宾语，第二处作谓语，排除 AB；两处“曰”是对

话标志，后面应断开，“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为对

称结构，排除 D。故选 C。

11. B 【解析】A.正确，“春秋”，通常用来指中国东周前半期历

史阶段；句意：春秋时期。“春秋”，春天和秋天；句意：蟪蛄不知

道春天和秋天。B.错误，“存”，使……得以保存；句意：多次使几

乎灭亡的国家得到保存。“存”，问候；句意：屈驾前来探望我。

C.正确，“鼓”，均为“弹奏”；句意：伯牙弹琴/句意：赵王弹奏

瑟。D.正确，“怨”，均为“怨恨”；句意：贤能的人怨恨他/句意：

偕老之说徒然使我怨恨罢了。故选 B。

12.C 【解析】C.“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可以安定昌盛”错

误。由原文“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可知，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不仅要做

到尊重并任用贤能的人，而且要轻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并且罢免他



们，只有这样，国家才可以安定昌盛。故选 D。

13. （1）虽然有飞翔千里的愿望，还是不能达到自己心中想要到达

的地方。

（2）贤能的人知道他不重用自己而埋怨他，不贤之人知道他看不起

自己而仇恨他。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望”，愿望；“犹”，还是；“致”，达到；“所欲至”，

名词短语，想要到达的地方。

（2）“不已用”，宾语前置句，正常语序是“不用己”；“不肖者”，

不贤之人；“贱”，看不起；“雠”，同“仇”，仇恨。

参考译文：

要想使天下安定太平，把光荣的名声流传到后世的君王，一定要

尊重贤臣，谦虚地对待士人。《易经》说：“地位高的人谦虚地对待

地位低的人，他的道德大为光明。”又说：“以尊贵的身份礼遇地位

低的人，就能够大获民心。”贤明的君主施恩德并谦恭地对待士人，

就能够使远方的人归附并使近处的人投奔自己。朝廷没有贤臣，就像

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有飞翔千里的愿望，还是不能达到自己心中

想要到达的地方。所以越过江海的人要依靠船只,到达远方的人要依

靠车马,想要称霸成王的人要依靠贤士。”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卑微权势弱小，诸侯以武力为政，都反叛

不朝拜；人数多的欺辱人数少的，强大的劫掠弱小的，中原之国局势

危急。桓公在这种情况下任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多



次使几乎灭亡的国家得到保存，以尊奉周室，称霸诸侯。晋文公任用

咎犯、先轸、阳处父，使中原之国强大，打败强大的楚国，会合诸侯，

朝见天子，以彰显周王室的地位。郑僖公的富有可以抵得上一个中等

国家，身份贵为诸侯，治理不得民心，而被臣下弑杀的原因，是没有

先得到贤才。

伯牙弹琴，钟子期在一旁欣赏，伯牙开始用琴声抒发自己志在泰

山的情怀，钟子期情不自禁地感叹说：“弹得太好了 ，高昂激越，

如登巍巍高山！”过了一会儿，伯牙又表达了自己志在流水的意向，

钟子期又禁不住说：“弹得太好了，回旋跌宕，如临滔滔江河。”后

来，钟子期不幸死去，伯牙把琴摔破，把弦扯断，终生不再弹琴，认

为失去知音，世上便再无值得为之弹琴的人了。不但弹琴是这样，贤

人也这样。虽然有有才德的人，但是没有人与之交接，贤者又通过什

么(路径)来尽忠呢！良马不会自己到达千里之远，是要等待伯乐的赏

识后才能到达千里。

子路问孔子说：“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治理国家

的根本）在于尊重贤能的人，轻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子路说：“晋

国的中行氏尊重贤能，轻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他的灭亡是什么缘

故？”孔子说：“中行氏尊重贤人却不能重用他们，轻视不贤之人却

不能罢免他们。贤能的人知道他不重用自己而埋怨他，不贤之人知道

他看不起自己而仇恨他。贤能的人埋怨他，不贤之人仇恨他，埋怨和

仇恨一同摆在他面前，中行氏即使想不遭灭亡，能够办得到吗？”

没有永远安定的国家，没有一直自觉的人民；得到贤能的人才国



家就安定昌盛，失去贤能的人才国家形势就会变得危急甚至国家灭

亡，自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明镜是用来清晰地反映外物，过去

是用来认识现实的。知道厌恶那些历史上导致国家动荡灭亡的方法，

却不去追求、学习那些历史上让国家安定昌盛的方法，那就与倒退着

跑却想要追上前面的人的行为没有差别了。

（节选自《说苑·尊贤》）

（二）（9 分）

14. A 【解析】A.“上片……从正面描写的角度”错误。“见长溪漱

玉，千瓴倒建，群峰泼黛，万马回旋。石磴盘空，天梯架壑”是正面

描写，“驿骑蹒跚鞭不前”是侧面描写。

故选 A。

15. ①李白的《蜀道难》写蜀道之难，意在劝阻友人不要入蜀，警

示朝廷对蜀地要加以防范，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和关切；

②张埜的《沁园春·泉南作》写入闽之难，是为下片写自己不畏艰难

险阻的雄心壮志和忠肝义胆作铺垫。

【解析】李白的《蜀道难》写蜀道之难，意在劝阻友人不要入蜀，

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对政治形势的描写，劝人引为鉴戒，警惕战乱

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

人如麻”，从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警示朝廷对蜀地要加以

防范，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和关切。

张野的《沁园春·泉南作》写入闽之难，自从进入闽关之后，立

刻置身于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之间，一入其“形势山川”，即见“天



开两边”令人心惊的景象，随着词人步履和月光的渐次深入，山中的

奇观异景也逐渐清晰具体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如千瓶倾泻，飞流直下，

激石溅玉。“群峰”四句，千峰苍翠如泼黛，群山如万马奔赴，水流

山险，道路崎岖，石蹬如悬半空，天梯如架壑巅，极言其陡与险。于

是心惊胆战的词人发出“心无那”那无可奈何的感叹！正在惊魂未定，

又传来鹧鸪“行不得也哥哥”的啼叫，和杜鹃“不如归去”的悲鸣，

内心的感受通过外物的点化，产生了强烈的表现效果，把入闽的艰难

险阻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为下片写自己不畏艰难险阻的雄心壮志和忠

肝义胆作铺垫。

16、（1）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2）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

(3) 二川溶溶，流入宫墙

三、（20 分）

17. ①心驰神往 ②油然而生 ③活蹦乱跳

【解析】①处，语境形容对草海的向往之情，可用“心驰神往”。心

驰神往：形容思想集中在追求和向往的事情或地方上，一心向往。“魂

牵梦萦”“心心念念”亦可。

②处，语境形容优越感自然而然的产生，可用“油然而生”。油

然而生：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

③处，语境形容鱼虾的活泼欢快，可用“活蹦乱跳”。活蹦乱跳：

活泼、欢乐，生气勃勃的样子。

18. 成群的黑颈鹤翱翔在碧空之下，渔人的旧木舟横卧在荒草丛中，

不远处的水畔花间，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忙着拍摄那多梦的青春。



画线句语病有：一是不合逻辑，“成群的”与“三三两两地”语

意矛盾，可以删掉“三三两两地”；二是中途易辙，主语“旧木舟”

怎么样没有说完，后面又出现主语“女子”，改为“渔人的旧木舟横

卧在荒草丛中”；三是搭配不当，“拍照……青春”动宾不搭配，改

为“拍摄……青春”。

（修改正确一处得 2 分，两处 3 分，三处 4 分）

19. 画波浪线句子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月光”“微波细浪”

拟人化，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月光的柔和之态，以及微波细浪的涌动之

势。流露出作者对月下草海美景的喜爱之情。

【解析】“抚摸”“奔来”运用拟人手法，把“月光”“微波细

浪”人格化，写出人的动作情态，描绘出月光的温柔，微波细浪的动

感，表现出作者对月下草海美景的喜爱。拟人的表达效果主要是使描

写的对象生动形象，感情色彩更鲜明。

20. ①我们就很难提出问题 ②会逐渐丧失好奇心 ③短

暂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有

【解析】第一空，根据后文“没有了问题，我们就很难去深究”

可知，填入句子应该是和“问题”有关，再根据前文“没有了好奇心”

可以推测出，填入内容是“没有了好奇心”所引起的结果，应该是就

难以提出问题。仿照“我们就很难去深究”可以填入“我们就很难提

出问题”。

第二空，通过前文“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只是单纯地接受知识，一

味地遵循标准答案，很少提出独立的见解”可知，填入内容应是这些



行为所引出的结果，再结合语境推断，这些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应该

是让学生失去好奇心。故可以填入“会逐渐丧失好奇心”。

第三空，从后文“但只有保持长期的好奇心，才能促使人不断地

去探索”可以推断出，填入内容是与“保持长期的好奇心”意思相反，

那么填入内容应是说短暂的好奇心比较普遍，可以填入“短暂的好奇

心每个人都有”。

21. B 【解析】文中画横线句中破折号作用为解释说明。A.破

折号作用为表示声音的延续。B.破折号作用为解释说明。C.破折号作

用为解释上文。D.破折号作用为转换话题。

四、（60 分）

22. 参照高考作文评分标准

审题：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

由材料可以看出，“巧思”，是在面对问题和挑战之际，能够不

为传统所拘、不为经验所缚，找到最佳的方法。要有科学的谋划，严

密的举措，解决好“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当然，“巧思”绝非

天马行空，而是围绕既定目标，尽可能地调动一切资源、一切力量，

挖掘更多可能性。“拙力”，则是在激发活力、科学谋划的同时，更

加注重持之以恒。涵养“拙力”，就是要学会“扎马步”，舍得时间、

舍得精力，打牢基础、增长本领。唯有一日接着一日干，一遍一遍地

打磨，才能将璞玉琢成珍宝，将铁杵磨成细针。



本题重在引导考生理性思辨“巧思”与“拙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材料已经对“巧思”“拙力”两个概念做了解释，对于二者的关系，

我们可有如下认识：一方面，毫无疑问，点子也是金钱，机遇更是财

富，“巧思”的重要价值不容抹杀；另一方面，总体来说，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很多事要干成，总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越是难成之事，

越要依靠量的积累，不真卖力气，不流淌汗水，单靠动动嘴皮，一般

是成不了事的。

试题通过征文活动的情境要求考生思考“巧”与“拙”的关系。

行文时，可首先提出观点，当面临的困难很多、任务很重的时候，想

要成就大事，“巧思”加“拙力”（或“既靠‘巧思’更靠‘拙力’”），

方能无坚不摧，无事而不成；论证过程中运用例证和引证，表明好日

子的大门，永远都是为勤奋和意志坚强者开启的，任何成功都是时间、

勤奋的积累，甚至都是生命的积累；然后强调实干的重要性，“巧思”

有余而“拙力”不够，其实是源于精神不强、意志不坚；最后总结全

文，要以“拙力”为基础，实干加巧干，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立意：

1.巧思为翼，拙力为基。

2.成功=巧思+实干。

3.找准既定方向，坚韧努力前行。

4.成功路上“巧”“拙”为伴。

例文：



以巧思融拙力，绘理想之宏图

多少年来，似乎在人们眼中“巧”便是褒义，“拙”便是贬意，

犹为人所不齿，特别在当下机遇与风险并存，“巧劲“尤其被倡导。

而我认为则不然，能够一举成事的人毕竟在少数，如愿做出一番成就

仍应脚踏实地，以巧思融拙力。

巧思“指“科学的规划和严密的举措，一个高效的计划往往可以

事半功倍。邓小平身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中国国情与全球风云

相结合，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谓巧思；屠呦呦团队面

对疟疾这一攻关难题，转而从中国古籍中寻找前人之经验，以中国古

代医药成就了诺奖的光芒，可谓巧思；还是孩童的高斯面对数学老师

的惩罚并未如其他同学一般埋头苦算，而是稍加思索，用等差数列华

丽转身，惊艳了老师和同学，可谓巧思。面对种种难题，动用巧思无

疑让我们走了通往成功的“近道”。

但一味追求“巧”，只希求“一击必杀”，也是天方夜谭、白日

做梦，歌德曾说：“自由只垂青每天努力的人”，终日而思却不付诸

行动，一切便都会化为过眼云烟，因此我们亦需“拙力”去坚守梦想。

“拙力”指恒心、毅力和韧劲，惟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方能克

险阻、成大事。钱钟书先生自青年求学时便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终

成“文化昆仑”；华罗庚于昏暗的写字台上演算，正是日复一日的努

力成就了“华氏定理”；奥运新星全红婵以“水花消失术”惊艳评委，

被问及秘诀也仅有“多练”二字；部彬将砌墙这一工作练习到极致，

多年的积累让他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一举得奖，刷新了中国在此方面的



历史成绩……古人说“熟能生巧”，当拙力看到了回报，就完成了从

“拙”到“巧”的华丽转身。

攻关科研难题离不开巧思，打破技术封锁离不开巧思，大国工匠

离不开拙力，航天人几十年如一日的追寻离不开拙力……若想全面发

展，惟有将巧思与拙力相结合，方能攻坚克难、扬帆远航。转眼当下，

民族依靠青年，时代寄予青年。我辈青年应杜绝浮华之风，坚决消灭

“一步登天”之类不切实际的幻想，脚踏实地，稳步向前。

大江流日月，春秋代古今，正如卢丽安所说：“历史无法选择，

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吾辈青年应把握时代之先机，以巧

思融拙力，绘理想之宏图，为国家发展添上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

基础等级 50分

一等（50—41） 二等（40—31） 三等（30-21) 四等（20—

0)

切合题意 符合题意 基本符合题意 偏离题

意

中心突出 中心明确 中心基本明确 中心不

明或立意 不当

内容充实 内容较充实 内容单薄 没什么

内容

感情真切 感情真实 感情基本真实 感情虚

假



结构严谨 结构完整 结构基本完整 结构混

乱

语言流畅 语言通顺 语言基本通顺 语病多

字体工整 字迹清楚 字迹潦草 字迹难

辨

符合文体要求 大体符合文体要求 大体符合文体要求 不符合文

体要求

发展等级 20 分

深刻 丰富 有文采 有创新

1、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2、揭示问题产生问题 3、观点具有启发

作用 4、材料丰富 5、形象丰满 6、意境深远 7、语言生动，句式灵活

8、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9、文句有意蕴 10、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

思精巧 11、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 12、有个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