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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五个一”名校联盟高一年级联考（2023.06）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C【解析】

A.“中国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缺乏悲剧产生的社会基础”曲解文意。材料一中说“中国社会安定极早，

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这不等于“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也不能理解为“缺乏悲剧产生的社会基础”。

B.“但社会一旦安定，就需要敬天爱民的圣人”于文无据。材料一中只提到“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

帝三王……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D.选项因果倒置，根据材料二“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

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可知，本

土形式由盛到衰是自然规律，因此才会产生文化交织，闯进异国形式。

2.C【解析】

C.“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脚踏实地地过着成人的生活。”曲解文意。材料一中“中国

是一个早慧的民族”，是从思想信仰角度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与西方进行比较。

3.B【解析】

A.“不是故事”不符合实际，对名篇分析不正确，不能成为有效论据。

B.既强调故事性，又指出它们是“纪实的历史”，切合“故事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的观点。

C、D 两项所举名篇均为北宋以后的作品，不能支持闻一多的观点。

4.不矛盾。①朱光潜的观点是就诗的发展形式而言的，强调中国诗是偏向抒情诗的方向发展的，没有史诗

和戏剧（或悲剧）；

②闻一多的观点是就诗的内容而言的，强调中国诗到北宋时已将可能的调子都唱完了，诗的内容已经没有

了新意。

（一点 2 分，只答“不矛盾”不给分）

5.①对比论证。将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路径、中西社会开化的早晚等不同点进行对比，从而阐明了长篇

诗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

②举例论证。列举了中国圣人的处境，说明“他们根本少动作”，从一个侧面论证了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

的论点。

③引用论证（道理论证）。引用“不语怪力乱神”“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表述，说明

长篇诗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合，从而论证了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这一观点。

（每点 2 分，论证方法 1 分，相关分析 1 分。有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也可给分）

6.C【解析】“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当。他们的结局有相似处，都很悲惨。

7.D【解析】“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客观性”的说法有误，第一人称与“客观性”矛盾，“真实感”也非本

篇小说的艺术追求。

8.原因：①“我”是骑着木桶去的，人在空中；

②“我”没有与老板娘正面交流过；

③“我”的畏惧心理使“我”的话与教堂尖塔上的晚钟声响混合在一起，让人产生了错觉。

（一点 2 分，答出任意两点得 4 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也可酌情给分）

9.①小说中我的骑桶飞翔，我强烈的借煤意愿和老板娘全无反应、老板娘用围裙把我“扇”走，我浮升到

冰山区域，不复再见，这些情节体现了整体上的荒谬与荒诞。

②煤桶空空如也、我的缺煤受冻的处境、老板伏案写字、老板娘织毛衣、老板与老板娘对话，这些都是细

节，都是现实生活场景。

③现实生活场景的生动细致描写与铺垫，让我的骑桶飞翔和老板娘用围裙把我“扇”走具有了合理性，使

荒诞有了扎实的现实主义基础与前提。

（关于荒诞性占 2 分，关于现实性占 2 分，二者关系 2 分）

10．B、D、F（每处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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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句意：而楚王不听他的谏言，听信奸邪之人的话语，逮捕并关押了伍奢，等他的两个儿子到来一

起处死。

11. D【解析】

A.正确。伐，本文中是“讨伐”，《谏太宗十思疏》中是“砍”。

B.正确。疏，本文中是“疏远”，与《谏逐客书》含义相同。

C.正确。背，本文中是“反叛、背弃”，与《鸿门宴》中“倍”含义相同。

D.错误。遇，本文中是“逢”的意思，《答司马谏议书》中是“对待”的意思。

12.B
【解析】伍子胥根据五行学说和历史典故，认为夫差的梦境是吉利的预兆，不是毫无根据。

13.（1）伍子胥极为正直，不与奸邪之人同流合污。不顾自身恳切进谏，为了国家（不惜）损耗身家性命。

（“至直”，“极为正直”“过于正直”；“邪曲”，形容词作名词，“奸邪之人”；“切”，“恳切”；“亏”，“损耗”。

每点 1 分）

我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功业名声显著，我知道自己的职分命运，最终是不会离开的。

（“誉”，“荣誉”；“分”，“职分”；“数”，“命运”“命数”；“去”，“离开”。每点 1 分）

14.（1）伍奢、伍子胥直言进谏（2）谗人诬陷（3）楚王和吴王夫差听信谗言

（答出一点 1 分。语言表达可有所不同，意思对即可）

参考译文：

材料一：

臣听说，善于创造不一定善于完成，善始不一定善终。从前，伍子胥说动了阖闾，因此吴王能够远征

到楚国的郢都；夫差不这样做，赐给伍子胥一个皮囊，让伍子胥的尸体浮在江上。吴王夫差却不信伍子胥

的预见能够立功，因此把伍子胥溺死江中而不悔；伍子胥不能预见新旧两主的气量不同，因此直到被投入

江还不改变他的怨愤。

材料二：

从前，吴王夫差兴兵攻打越国，在就李被越军打败。当时，大风发疯似的猛刮，日夜不停。吴王说：

“我白天睡觉的时候，梦见井水往外溢出，和越王争夺扫帚星，越王将要用扫帚扫我，我军要遭殃了吧？

我们的军队还是回去吧？”伍子胥说：“大王还是要努力啊，越国军队要失败了！我听说井，是人们饮水

的地方，井水溢出说明食物有余。越国在南方，五行中属火，吴国在北方，五行中属水。水是克制火的，

大王还有什么疑虑呢？风从北边来，是要帮助吴国。曾经武王伐纣的时候，彗星出现，周朝兴盛。武王问

太公，太公说：‘我听说用扫帚与人打斗，把扫帚柄倒过去才能取胜。’我听说灾异有的吉利有的凶险，万

物都有相互压服，制约的地方，这就是它的证据。希望大王赶快行动，这样的话，越国将要发生凶险，吴

国将要昌盛。”

伍子胥过于正直，不与奸邪之人同流合污。他不顾自身恳切进谏，效忠国家。他是非分明，无所忌讳，

不停止直言进谏，希望能够匡扶君主，反而因此被疏远。有人进谗言挑拨他和君主的关系，伍子胥将要被

杀。范蠡听说了这件事，认为他不知变通，说：“知道天命而不把握，知道害怕而不避开，这可以称得上

是聪明吗？”伍子胥听说了，感叹说：“我背弃了楚国，带着武器离开，按道理说应该受到的惩罚不只是

窘困潦倒。我先前获取功劳，后来遭到杀戮，不是我的智慧减少，而是因为我开始时遇到的是阖庐，后来

遇到的是夫差。从太古以来，没有见过国君损伤自己的德行为臣子报仇的。我获得大的荣誉，功名显著，

我知道自己的职分命运，最终是不会离开的。先君对我的恩泽，我至今难以忘记，我希望能一直到死去都

报答他，怎么会离开呢？范蠡见到我外在的处境，不知我内心的想法。现在虽然有所冤屈，也大不了就是

一死！”子贡说：“伍子胥坚持忠信，死比生还重；范蠡权衡利害，离开而留下名声；文种留下被封侯，不

知他有什么好的结果。伍子胥和范蠡德行齐肩，只有文种难显荣耀于后世。”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王的大臣。为太子迎娶秦国女子，女子容貌很好，楚王私下很喜欢，想要自

己把秦女留下。伍奢尽忠心，入宫进谏，守在朝廷上不退下，想要纠正楚王的做法。而楚王不听他的谏言，

听信奸邪之人的话语，逮捕并关押了伍奢，等他的两个儿子到来一起处死。伍尚信守孝道，回到了朝廷，

伍子胥刚勇难以被欺骗。伍氏累世都是忠信之人，却没有遇到好的朝代，伍奢因在楚国进谏而死，伍子胥

因在吴国进谏而死。《诗经》说：“奸邪之人没有极限，扰乱各个国家。”说的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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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海棠花谢、柳絮飘飞等初夏景物”错，诗中并没写花谢絮飞的情景，只是用花已谢、絮飞尽来表示

春天已经过去。

16.①王诗前两句描写了初夏时节小桥流水人家的幽静画面，表达了诗人离开官场、身居山村后悠然自得（安

然自乐）之情；后两句写看到了水源充足、日晴风暖、麦苗长势良好，因而感到丰收在望，表达了诗人对

国计民生的关心之情。（3 分）

②朱诗写了“禽噪”和春末夏初的“困人天气”，抒发了诗人忧闷烦躁、郁郁寡欢之情。（3 分）

（评分说明：每点 3 分，情感 2 分，分析 1 分。关于王诗，答对其中一种感情及分析即可得 3 分。若答其

他情感，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7. 一空 1 分，有错别字不得分

（1）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2）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3）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是

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成生

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

第（3）题评分说明：

①出处是论说文，抒情性的篇章不妥。如诗歌。

②属自然事物，非自然事物不得分。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③符合比喻或类比，如举例等则不得分。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之类

④非说理不得分。如答“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不得分，因其主要表达目的是抒发招纳贤才的抱负，侧重

在抒情。

还要注意说理的相对完整，如果所答两句说理不够完整不得分。如“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

火不灭”中，答前两句得分，答后两句就不得分。

18. ①最佳用脑时间因人而异；②不仅效果不好（或“不仅效率不高”）

【解析】第一空，根据后文“有的人一到了夜间，脑细胞就处于兴奋状态……”“当然大部分人，他们的

大脑在清晨和白天的思维效率较高”“不同的人，大脑活动的特点也不相同”等可知，此处是说不同的人

大脑兴奋时间不同，此空还需要与一般认知“一日之计在于晨”形成转折，可写：最佳用脑时间因人而异；

第二空，前面说的是青少年用“刺激神经的办法去学习”，此处应说这样学习的效果不好；后面有“而

且有损健康”，此处应用“不仅”与“而且”呼应。可写：不仅效果不好（或“不仅效率不高”）。

19. 正确句子：大脑接受信息、整理信息、贮存信息以及输出信息的效率比其他时间都高，将这段时间用

于学习和创造，取得的效果会比平时更好。

【解析】原句语病有：

①语序不当。“整理信息、贮存信息、接受信息”应改为“接受信息、整理信息、贮存信息”；

②搭配不当。“效率”与“强”不能搭配，应将“强”改成“高”；

③成分残缺或搭配不当。

残缺的修改：在“将这段时间”后加上“用于”。搭配不当的修改：把“将”改为“用”。
20.①原文既有层层推进的意思，又有强调作用，修改后为并列关系，没有突出强调的作用。

②原句比改句读起来更有节奏感、韵律美（音乐美），增强文章美感。

（一点 2 分，答出两点即满分 3 分）

21.①文末的破折号起总结上文的作用。“我”因为上次题《瞿塘图》题得特别拙劣而耿耿在怀，通过总结

经验，说明我这次至少不至于题得怎么坏，可以放心大胆地题。

②《祝福》中的破折号起解释说明的作用，是短工对祥林嫂死因的解释。（每点 2 分）

22.①把马与画类比，好的马比较好骑，就说明好的画很好题字；

②经过训练的马，骑手略通骑术就行；好的画作，只要略懂画的人都可以题字，且易题得符合意境。

（一点２分，答出两点即满分 3 分）

23.作文

材料分析：第一段是话语材料，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越来越拥有支配力量，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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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被动，甚至被物化。

第二段提供了事实材料，当今最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发展水平的代表之一 ChatGPT，以及人们对

待它的不同态度：有人欢呼，有人忧思。（业内人士发出暂停研究的呼吁，是专业人士因了解内在专业本

质而持有的审慎态度，不可简单视作保守态度。）

两段内容放在一起，可以从中思考的话题有：科技与人文；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人在科技发

展之下如何避免被物化，或如何保住主体地位等。只要是围绕科技发展与人类的主体地位（或人类根本福

祉）的思考，均属符合题意。

泛谈科技与人类安全、片面谈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或威胁等，按偏离题意评判。

与以上话题无关的，属于跑题。

题意 评分等级 文章特征

符合

题意

一类文

54～60 分

A. 立意准确、集中、鲜明:能扣紧材料内涵,选准角度,立意鲜明,主旨集中、明确。

B. 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思路清晰。

C. 所选文体特征鲜明。

二类文

48～53 分

A. 立意准确、集中:能结合材料内涵,选准角度,立意明确。

B. 内容具体,结构完整,思路基本清楚。

C. 符合所选文体的特征要求。

三类文

42～47 分

A. 立意基本准确:能联系材料内涵,选择角度,确立主旨,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范

围。

B. 内容具体,结构大致完整,思路基本清楚。

C. 基本符合所选文体的特征要求。

基本

符合

题意

四类文

36～41 分

A. 立意不够准确:能联系材料内涵,选择角度,确立主旨,局部观点游离材料的主

要思想内涵。

B. 内容大致具体,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如残缺、思路混乱。

C. 不符合所选文体的特征要求。

偏离

题意

五类文

35 分及以下

完全脱离材料内容,完全忽略写作要求,完全不符合文体要求,仅选取材料、要求或

背景的只言片语展开写作,思想不健康,观点错误。

【补充说明】

(一)错别字等扣分

缺标题扣 2 分;不足字数,每少 50 个字扣 1 分;每 1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标点错误多的,酌情

扣分。

（二）字数不够等方面扣分

1.600 字以上的文章，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每少 50 个字扣 1分)；

2.600 字以下的文章，35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3.200 字以下的文章，1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4.只写一两句话的,给 1 分或 2 分,不评 0分。

5.只写标题给 2 分,不评 0 分。与作文完全无关,甚至是调侃考试、调侃评卷老师的内容,可以打 0 分。

6.完全空白的,评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