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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高中 ２０２３ 届第三次模拟考试题

语 　 文
本试卷共８页，２２个小题，满分１５０分，考试时间１５０分钟。

注意事项：
１．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考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２．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

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３．答主观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４．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３６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３小题，９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１ ～ ３题。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一，是指通过不同国家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达

到通民心、达民意、汇民情，实现增进信任、促进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民心相通中
的“通”有三个层面。首先是渠道畅通。为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搭建桥梁、提供渠道，既
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包括为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
合作、志愿者服务等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是人民沟通。基于畅通的渠道，不同国家的人民在
具体活动中相互接触、交流互动，进行交流与沟通，从而彼此了解、建立友谊。最后是心意相
通。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最终达到惺惺相
惜，心心相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民心相通，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国民，需要获得
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是民心相通的基石。中亚五国都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各国很
重视对祖先、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的追溯，通过恢复宗教活动、强调民族习俗等方式确立其
民族的独立身份和地位，民众对其民族、国家和体制都有较强的自豪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文化格局是中国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基础，公民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
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现实依据。亨廷顿曾指出，“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
教”。一个民族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就是民族的独特文化，包括语言、宗教、历史、价值
观等，对其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尊重就表现为肯定其文化，这是民心相通最根本的基石。

第二，作为人民，需要被尊重，两国人民平等、愉快地相处是民心相通的保障。“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平等、尊重是良好人际交往的基础。尊重人，就是尊重每个人
是不同的，尊重他人的常识、习惯、教育、喜好、选择……两国人民的交往也是如此，彼此尊重、
平等相处，能够得到对方的支持和共鸣，能够预见对方的言语和行为，就容易相互适应、建立纽
带，这是民心相通最稳固的保障。

第三，作为丝路国家的人民，期待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利益，这是民心相通的关
键。“一带一路”提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精神，旨在实现世
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因此，注重让
人民获得“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才能赢得其支持；此外，同时关切生态环境、社会
文明等多方利益，才能逐渐消除各种顾虑，增强人民满意度，真正赢得民心。

民心相通的以上表现都以认同为根基，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自我



高三三模考试语文试卷第２　　　　 页（共８页）

认同等，在这些认同中，文化认同是基础，也是民心相通的前提。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国民
首要的认同，无论什么民族，只要生活在特定的国家政治生活框架之内，其民族的文化就浸染
了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成分。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不同的民族或群体才能相互认同，从
而使民族与国家形成的共同体相嵌合。文化认同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既与国家政
治生活相关，又与民族社会历史相关。

（王伟《以人文交流促进与中亚的民心相通》，《文化研究》２０２１年１０期）
１．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民心相通的根基是认同，民众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会对其国家和民族有较强的自
豪感。

Ｂ．各国人民交往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处，这里的“尊重”包括尊重他人习惯、宗教、语言、历史等。
Ｃ．民心相通的关键是丝路国家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各种利益，但前提是彼此之间不能心
存疑虑。

Ｄ．不同民族或群体因文化归属的共同性而相互认同，从而使民族与国家形成的共同体相嵌合。
２．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文章在阐释民心相通的含义之后，从三方面论述了民心相通的主要表现，并指出这些表
现的根基是认同。

Ｂ．文章在论述“通”的三层意思时，使用了“首先”“其次”“最后”三个词语，步步推进，论述
缜密有条理。

Ｃ．文中引用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观点，意在指出两国人民需要彼此
尊重，平等相处。

Ｄ．文章对民心相通中各种认同关系的论述，既有整体概括又有具体分析，在对比之中论证
论点，分析深入浅出。

３．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若不能为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接触搭建桥梁，提供渠道，就谈不上民心相通。
Ｂ．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生活、民族社会历史相关，它是国家、民族等诸多认同的基础。
Ｃ．“一带一路”的平等合作，既让我国经济强劲而可持续增长，又为丝路国家赢得了福利。
Ｄ．“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文化也不例外。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３小题，１２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４ ～ ６题。
材料一：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民歌《敕勒歌》中广泛传颂的这段词成为人们对于

内蒙古草原的浪漫想象。而现实中，在今年夏天的内蒙古中西部草原上，牛羊在光秃的大地上
寻找着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

入春以来，内蒙古中西部连日高温大风少雨，干旱几乎贯穿了大半个夏天。而立秋时分的
草场和春天时没太大差别，光秃的土地泛着贫瘠的黄色。

牧民吉雅巴图还记得７月２８日那天，在３０多摄氏度的高温天里，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
切都在宣告一场倾盆大雨即将到来，但结果，滴雨未至，干旱依旧。到９月时，天气转凉，草原
的生长季就要结束。但在这最后几十天里，他们仍渴望长生天（蒙古族信仰里的最高天神）能
听到呼唤，下上几场大雨，拯救草原和它的生灵。

（摘编自２０２２年许莹莹《连日高温大风少雨，这里的草原“秃头”了》）
材料二：
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综合强度较强，是此轮区域性高温天气的特点。专家

解析，大气环流形势特别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是造成持续高温天气最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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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表示，从监测上看，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范围偏大、强度偏强。在它的控制下，
我国南方地区整体受下沉气流控制，天空晴朗少云。白天在日照辐射的影响下，地面加热强
烈，热空气滞留在地面，吹不走、散不出，因此出现较大范围的持续性高温天气。

不仅我国，今夏的北半球，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和伊朗高压均阶段性
增强，形成大范围的整体环球暖高压带，在整个北半球多地形成高温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分析，今年高温天气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
的时间偏早，持续时间较长，预计结束的时间会偏晚。这些特征和气候变化的背景是密切相关
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
景下，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已经观测到了许多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其中高温热浪的频发多
发是非常显著的特征。

（摘编自２０２２年丁玉冰《为科学抗旱提供气象保障》）
材料三：
近些年来，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明显增加。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ｘｘ年一遇”的天气

报道，暴雨、高温、干旱不一而足。而频发的极端天气现象对应的一个事实是，在森林砍伐、二
氧化碳排放增加等背景下，全球气候持续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宏观议题，但呼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却可以有着很小的切口。
像在电力供应紧张之下，很多地区、城市都暂停了一些非必要的用电，如部分城市停止了

灯光秀，上海日前也宣布暂停一些地区的景观照明。在保障基础性的民生用电、工业用电的前
提下，关掉那些非必要的景观照明设备，也是节约用电的体现，才能保证有限的电力资源都
“花在刀刃上”。

当然，相较于日常生活中节水、节电，让城市运转更加低碳、绿色、环保，更重要的是，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今夏（２０２２年）高温，导致四川等传统的水电资源大省都出现了限电停产的局面，那些仍
然以高能耗、重污染的传统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地区产业在缺水缺电的高温干旱天气之下，会更
加被动。所以，这次极端天气是一个有力警醒，它再次揭示了将节能减排的发展思路融入产业
升级的迫切性。

总的来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增加，对经济生产、民众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说明生态
环境建设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悬空议题。从各行各业、各领域着手，从身边的小事着手，加强
节能减排，极端天气才可能少一些，面对极端天气，我们的应对也能够更加游刃有余。

（摘编自刘朝《高温干旱肆虐，生态环保不是悬空的议题》）
４．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 ２０２２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导致我国大范围的持续性高温天气的最直接原因。
Ｂ．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增加，说明生态环境建设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悬空议题。
Ｃ． ２０２２年夏北半球多地形成高温天气是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气候变化的最显著特征。
Ｄ．相较于节水、节电，更重要的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火力发电应该被全面取缔。

５．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显而易见，２０２２年的高温天气会使内蒙古牧民生产成本增加，极大地重创其畜牧业。
Ｂ．作为水电资源大省，四川２０２２年也因高温限电停产，可见加快能源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
Ｃ．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不能有效遏制，一些“ｘｘ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报道将会频见报端。
Ｄ．部分地区、城市的一些非必要的用电应该暂停，节约用电，以保障民生工业用电。

６．面对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的现实，人类可以采取哪些行动自救？（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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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３小题，１５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７ ～ ９题。

怀古观今游三峡（节选）
卞毓方

是晚登上游轮，次晨起航，午前停泊“三峡人家”。乘缆车径取峰顶，“浩浩乎如冯虚御
风”。现代科技给了你一双鹰的眼，这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让你恍悟那山势的千起百伏、山
颜的千娇百媚，集纳了人类几乎所有层次的审美体验———从宇宙洪荒的造山运动到疑真疑幻
的令牌石、灯影石，从悬河注壑的瀑布到曲似九回肠的溪涧，从色与彩的燃烧、流泻到光与影的
追逐、纠缠。山中半日，世上千年———要千年的红尘浊世才能慢慢积累、领略。你从山巅一路
玩赏到溪畔，赶紧打住，唯恐呆久了拔不出脚。

午后，船过三峡船闸。闸分五级，如登楼梯，拾阶而上。然而，人未迈脚，船亦仅作水平的
位移，奥妙何在？用一个成语表述：水涨船高。出得第五道闸门，江面豁然开朗。大坝外面是
碧水，碧水外面是青山，是白云，山在傍水处托出一座新城，云在水尽头散作万缕青烟。长波天
合，渊?岳峙。李商隐诗“春水船如天上坐”油然涌上心头。游客把自己交给船，船把自己交
给水，水把自己交给云，云把自己交给天。恍兮惚兮，说不清身在船上，身在水上，身在云上，身
在天上。

呜！———汽笛长鸣。游轮徐徐西行，从容安详如凌波仙子。我登上六楼的甲板，借微博向
天南海北的网友作现场播报，忘了观察江水是怎样由黛碧化作酡红又化作暗紫与深灰，蓦地惊
觉，暝色已悄悄洒满峡江。“三峡千古不夜航”，那是老皇历了。须臾，月出东山，光华如水。
月下，江面，前也是行舟，后也是行舟。探照灯在脉脉交流，马达在低吟，游鱼出听，宿鸟惊飞，
夹岸群峰窃窃私语，千百年来，这是第一轮不眠之夜。三闾大夫从左后方的凤凰山送来夜航祝
福。庆幸，崆岭滩已长埋波心浪底。牛肝马肺石裹上一袭青袍，化具象为抽象。兵书宝剑峡红
光烛天，似星斗又似瑞气。幻觉里，王昭君犹在香溪浣洗罗帕，偶尔抬头送过盈盈的笑；陆游仍
伫立在南岸楚城遗址的风口，遥望江北怅叹：“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
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而今谷升陵降，山水异势，屈原祠已挪地重建。仰观银汉迢迢，俯
察江水泱泱，耳畔渔歌互答，滩声不再似旧时。

记不清在秭归还是巴东入睡，重登甲板，船已驶进巫峡。甲板上撑满了五颜六色的伞，因
为雨。雨从半天云里飘洒而下，从两岸的峰巅、林梢飘洒而下，从楚辞、唐诗里飘洒而下。自打
有了宋玉的《高唐赋序》，就有了缠绵悱恻的“巫山云雨”；自打有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
有了烛影摇红的“巴山夜雨”。雨啊雨，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敲在伞面，敲在甲板，敲在船舷。
神女峰在哪儿？朝云峰在哪儿？游客大呼小叫，东猜西猜。我也惶惑，目光穿透层层雨幕，但
见摩云凌虚的危萫，一座接着一座，你推着我，我搡着你，争先恐后地迎迓游轮，不，游人。“知
道巫山十二峰吗？”转身问一位苏格兰的游客，两天的风雨同舟，彼此已形如“驴友”。此刻，他
由一位女伴打伞，忙不迭地按动手中相机的快门。“不知道呢。”他答。“那您在拍摄什么？”
“拍画呀，”他奇怪我竟然如此发问，指着半空一影烟雨迷蒙、虚幻如“米氏云山”的峰峦，大声
补充，“拍你们中国的水墨画！”

船进瞿塘峡，云收雨歇，天气放晴。终于有机会好好品味，这山，这水。水，为湛碧，为?
泓，为莹彻，为潋滟。山，若昂藏，若磅礴，若孤拔，若鼎峙。山姿水态本已炫人眼眸，再加上任
意排列组合，并辅之以光与影的旋律、韵律，辅之以你的直觉、错觉、幻觉，摊开来，摊开来，无一
不是天然隽永的风景。方此时，船行江心，才惊危崖特立，飞泉激射，一个转折，又讶峰峦叠秀，



高三三模考试语文试卷第５　　　　 页（共８页）

倒影沉碧，再一转折，更喜含霞饮景，浮光耀金！
俯仰低回之际，游轮长啸驶出夔门。江北一峰崭然特起，白帝城到了。此峰原为半岛，三

面环水，一面倚山，掌控瞿塘峡口，乃兵家必争之地。三峡库区蓄水后，倚山的那面亦已沉入江
底，从空中鸟瞰，宛然茫茫巨浸中浮漾一只青螺。船泊码头，随众人上岸观光，北侧有廊桥飞
架，过桥登山，迎面山门上镌刻着杜甫的名联：“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寥寥十四
字，道尽了天造地设、鬼斧神工！山上有白帝庙，庙内庙外碑刻如林，历代文坛大腕，如李白、杜
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都曾登临揽胜，留下炳若星辰的诗篇，是以白帝城又称
诗城。这格调高！它一下子把众多围绕山川草木、花鸟虫鱼取譬的城市比了下去。金戈铁马
的演义从来短促，“刘备托孤”的故事空留余韵，高江急峡的雷霆也已化作渺渺逝波，唯有文化
的光彩历久弥灿，万古不磨，抚慰着历史也抚慰着现在和未来。
７．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三峡船闸使用“水涨船高”原理实现“登梯”目的，作者对三峡船闸的先进性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

Ｂ．历代文坛大腕在白帝城留下炳若星辰的诗篇，使白帝庙内外碑刻如林，白帝城由此又称
“诗城”。

Ｃ．文中画线部分，描写船过三峡船闸后，江面豁然开朗的景象，流露出作者的欣喜与赞叹之情。
Ｄ．作者通过视觉和听觉描写，仅从山水两方面就写出了瞿塘峡的绝美风景。

８．文章第一段引用苏轼《赤壁赋》中的诗句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６分）

９．本文语言颇有特色，请结合文本简析。（６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３４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４小题，１９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１０ ～ １３题。
理义感人心，其究至于浃肌肤而沦骨髓，不过语言造次之间，初非有怪奇卓诡之事也。楚

昭王遭吴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
獉
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贤也！”相与从之，申包胥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竟以复国。

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乃使人与秦
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已而项羽所过残灭，民大失望。刘氏四百年基业定于是矣。
唐明皇避禄山乱，至扶风，士卒颇怀去就，流言不逊，召人谕之曰：“朕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
须远避其锋。卿等仓卒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听各还家，朕独与子弟入蜀，今日
与卿等诀

獉
。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众皆哭曰：“死生从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贼围

张巡于雍丘，大将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而
斩之，士心益劝。河北四凶

獉
称王，李抱真使贾林说王武俊，托为天子之语，曰：“朕前事诚误，朋

友失意，尚可谢
獉
，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从化。及奉天诏下，武俊遣使谓田悦曰：“天

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何得不悔过而归之？”王庭凑盗据成德，韩愈宣慰，庭凑拔刃弦弓以逆。
及馆，罗甲士于廷。愈为言安史以来逆顺祸福之理，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讫为藩臣。凡此
数端，皆异代而同符也。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邪？

（节选自洪迈《大义感人》，《容斋随笔》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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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吾所
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Ｂ．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吾所
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Ｃ．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吾所
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Ｄ．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吾所
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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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父老反矣”与“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鸿门宴》）两句中的“反”字含义不同。
Ｂ．“今日与卿等诀”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廉颇蔺相如列传》）两句中“诀”字含义相同。
Ｃ．“朋友失意，尚可谢”与“多谢后世人”（《孔雀东南飞》）两句中的“谢”字含义相同。
Ｄ．“河北四凶称王”与“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寡人之于国也》）两句中“凶”字含义
不同。

１２．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项是（３分）
Ａ．理义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唐明皇就使用理义的力量打败了叛军，制止了流言，说服了
将士跟随自己入蜀。

Ｂ．楚昭王深得民心，受父老乡亲拥戴，当他外出逃亡时，楚国父老乡亲纷纷跟随，后楚国在
秦国的帮助下得以复国。

Ｃ．刘邦“入关”后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关中百姓非常高兴，民心所向，为刘氏四百年的
江山奠定了基础。

Ｄ．项羽因“失理义”而失去了民心，大宋朝在靖康、建炎年间遭受了深重灾难，究其原因，也
跟“失理义”有关。。

１３．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１０分）
（１）卿等仓卒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５分）

（２）王庭凑盗据成德，韩愈宣慰，庭凑拔刃弦弓以逆。（５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２小题，９分）
阅读下面这首清诗，完成１４ ～ １５题。

咏　 史
龚自珍

金粉①东南十五州②，万重恩怨属③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④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⑤。
田横⑥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注释：①金粉：这里指景象繁华。②十五州：泛指长江下游地区。③属（ｚｈǔ）：结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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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盆”两句：权贵、幕僚把持着大权，内宫佞臣窃据了朝廷要津。“团扇才人”是对轻薄文人的
贬称。⑤为稻粱谋：为生活打算。⑥田横：秦末群雄之一，陈胜吴广起义后，田横与田儋、田荣
反秦自立，兄弟三人先后占据齐地为王。刘邦统一天下后假意派人招抚，田横不肯归顺而自
杀。
１４．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３分）
Ａ．当时的江南名士或依附权门窃据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诗中写出了他们的庸俗苟
安之状。

Ｂ．本诗题为《咏史》实则讽时，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无情地鞭挞了当时现实社会的腐朽没
落。

Ｃ．颔联具体揭示了“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和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表达了诗人的愤
懑之情。

Ｄ．文字狱是清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诗人对清统治者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
行为愤恨不满。

１５．本诗尾联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相同？请简要分析。
（６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１小题，６分）
１６．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６分）
（１）《师说》中体现士大夫之族以地位、官职为借口拒绝从师的句子是“　 　 　 　 ，　 　 　 　 ”。
（２）庄周在《逍遥游》中认为，小有小的凭借，大有大的凭借。比如“　 　 　 　 ”，那么就只能
承载草芥；而学鸠不理解，所以对大鹏的行为提出“　 　 　 　 ”的质疑。

（３）《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概括胡地环境恶劣，雪下得早的两句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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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 １９题。
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①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　 ②　 。党
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　 ③　 。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
进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地进行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

我们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
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
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
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
软状况得到根本好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发展和形成。
１７．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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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
原意。（４分）

１９．请分析“打虎”“拍蝇”“猎狐”三个词语引号的用法和表达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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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 ２１题。
“三伏”这段时间是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们除了伏避暑湿、固护阴液之外，　 ①　 。“趁阳

驱寒”是指三伏天自然界中阳气最盛，趁人体腠理大开之时，用药来助阳化气，以达到驱赶体
内寒邪的目的。若寒邪留滞肺经，容易导致哮喘咳嗽；　 ②　 ，则导致关节拘挛疼痛，怕风怕
冷。古人常讲“冬病夏治”，选择夏季采纳阳气对人体很有好处，如：膝关节冷痛的人在太阳上
升的过程中晒晒颈椎大椎穴、手足三里、手臂和小腿，并按揉足三里、中脘，拍打腰带附近的带
脉，能起到按摩点穴、疏经通络的作用。也可以咨询医生，选择一些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穴位，
以趁肌肤疏松，穴道开放时“开门逐寇”。最后，还应趁这个时段盛夏防寒。　 ③　 ？答案是
需要的。夏季炎热，人们特别贪凉，爱吃冰冷食物或吹空调、洗冷水澡。这些痛快的动作很容
易使你在不知不觉中着凉，让贼风邪气趁穴位“门户大开”之时潜入四肢经络，引发颈椎病，骨
关节炎，风湿等疾病。

（摘编自韩良《“闷热三伏天”变“养生黄金期”》，《光明日报》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６）
２０．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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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字。（６分）

２１．下列选项中，加点的词语和文中划横线句子所用的修辞手法不同的一项是（３分）
Ａ．小枫一夜偷天酒

獉獉獉
，却倩孤松掩醉容。

Ｂ．感时花溅泪
獉獉獉

，恨别鸟惊心。
Ｃ．羌笛何须怨杨柳

獉獉獉
，春风不度玉门关。

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獉獉

。
四、写作（６０分）
２２．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６０分）

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
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这是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时时刻刻像处于荆棘丛林之中一样，
处处暗藏危险或者诱惑，只有不动妄心，不存妄想，才能使自己的行动无偏颇。

高考在即，在冲刺高考的路上有着各种困难和诱惑，这段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请结
合社会现实和个人经历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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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