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充市 2020—2021 学年度下期普通高中一年级教学质量监

测

语文试题

本试卷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考生注意：

1.答题前，考生先使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填写

在答题卡指定位置；认真核对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姓名，并将条形码粘贴在

答题卡指定位置上。

2.非选择题答案书写要工整，字迹清晰。修改答案时禁止使用涂改液和修改胶带。

3.请在答题卡题号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题号指定区域以外答题或超出答题

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4.保持答题卡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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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①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学集团在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有着莫大作用，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则更是其中的典型。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及：“曹

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印证了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曾提出的这一论断：

“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追溯当时的相关政治文化背景也不难看出，在动荡的社会中，

文人深刻意识到了人生的身不由己与渺小脆弱，开始转而注意到了人在短暂生命中的存在意

义——这便凸显出了当时文人已经将目光转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上，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

是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而这一特点，在三曹父子的诗歌创作与文艺思想中更是清晰可

见。

②建安时期的文学自觉首先体现在诗人主动发挥了诗歌的抒情性与非功利性，更多地转

向了对自身生命和个体情感的抒发。曹操就曾在《短歌行》中抒发对时间的慨叹：“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并在《龟虽寿》中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彰显自己的雄心抱负。而除了诗歌之外，建安时期的文人也通过多种文学

样式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曹植就曾借《洛神赋》表现出追求理想而不得，以至于理想幻灭

的哀怨悲戚，曹丕的《与吴质书》中，亦是将真挚恳切地对亡友的追思与对时光逝去的慨叹



娓娓道来。

③除了注重文学的抒情之外，建安诗人也开始对诗歌创作中的形式问题进行有益探索。

“三曹”中曹操所留下的诗歌，多以四言乐府诗的形式出现，而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

七言诗的先河，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为完整的七言诗。明代学者胡应麟便曾赞：“子桓《燕

歌》二首，开千古妙境。”而直到曹植的《洛神赋》出现，中国文人诗追求声律、讲究词采、

工于对偶修辞的特点发展至崭新阶段，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等句子文采卓然，至今依旧给读者以文学之美的享受。

④与此同时，建安文人不仅着眼于文学自身，还对文学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与认识。曹

丕的《典论·论文》至今仍是中国保存最久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提出了诗人的风格气质对

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创作主体入手进一步讨论了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⑤建安文学中，以三曹父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文学的抒情性与非

功利性特征得以彰显，并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也更加体现出了新的审美追求，中国文学至

建安时期，再次得以发展与升华。

⑥鲁迅先生曾盛赞建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意识到了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

与独立的地位。”建安文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了古直悲凉、慷慨悲壮的“建安风

骨”，并在这种美学思想中将对人生短暂的思索、对政治理想的高昂融于一种浓郁的悲剧色

彩之中，使自身个性得以明显张扬，“文学的自觉”正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建

安风骨”一直被后世诸多诗人大力推崇，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

（摘编自《论建安时期三曹的文艺美学思想》，有删改）

1.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如果文人们所处的魏晋时期的社会不曾动荡不安，那么他们便不会意识到人生的身不由

己和渺小脆弱。

B. 直到曹植的《洛神赋》出现，中国文人诗才从声律、词采、修辞等外在的形式上开始有

了新的发展。

C. 曹丕的《燕歌行》开七言诗先河，而《典论·论文》则是中国保存时间最长久的文学批

评理论著作。

D. “建安风骨”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后世诗人一直都大力



推崇“建安风骨”。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采用总——分的结构，详细论述了建安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自觉的内涵。

B. 文中运用举例论证，具体地论述了曹氏父子三人的文学作品对文学自觉的推动作用。

C. 第二段引用曹操的诗证明诗人将诗歌作为情感的寄托，对自身生命和个体情感进行抒发。

D. 从整体来看，本文在论述文学自觉的内涵时各部分说理充分，层次清晰，详略得当。

3. 下列选项中的语句不能体现“文学自觉”内涵的一项是（ ）

A.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B.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C. 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诸葛亮《出师表》）

D.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登岳阳楼》）

【答案】1. C 2. A 3. C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据艾媒咨询《2020 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运行发展及用户行为调研分析报告》，中国知识

付费行业在 2016年迎来爆发增长期，到 2020年行业规模已达 392亿元，2021年这一数字

预计将达到 675亿元。知识付费何以爆红？平台如何在激烈竞争中立足？走过行业发展高峰

期之后能否更进一步？

知识付费产品形式不只有文字。图文、音频、视频、直播……应有尽有的多媒介呈现形



式，契合了用户日益碎片化的使用场景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获取习惯。“作为第一家开创音

频泛知识付费模式的平台，我们专心深耕基于音频内容的生态圈。”喜马拉雅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余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知识付费的市场体量增长，也离不开用户强烈的成长需求。高质量的内容，既是平台发

展与用户成长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社会文教事业发展的一个新入口。“总体来看，目前知

识付费业务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提升作用有限，当下大众知识素养提高还是要靠国家文教体系

和公共机制，寄望于商业媒体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高质量内容的丰富，与公共教

育体系的改革步伐协调发展。”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表示。

此外知识付费业务本身是一种商业市场机制，解决一系列问题还需要相关监管与法律法

规的约束，如果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也要建立相应的成熟的监管体系。

（摘编自《知识付费想要“火”下去》有删改）

材料二

随着 2021年 618活动的临近，各电商平台围绕大促的活动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得

到、樊登等一众知识付费平台，自然也没有错过这场即将到来的全民“购物盛宴”，纷纷在

各大平台展开了新一轮的营销攻势。

不过，从知识付费行业如今的发展现状来看，随着行业的发展成熟，过去通过营销文案

和录制课程就能实现“野蛮增长”的蛮荒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除去打开率正在直线下滑、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外，行业内容消费热

情的整体消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作为知识付费走向成功的重要法门之一，内容质量曾是决

定一款内容产品能否成为爆款的核心因素，但如今即便是具备很好内容质量的产品，其成为

爆款的希望依旧十分渺茫。

媒体曾报道，在某 App上张大春先生主讲的《细说三国》上线将近一个月，仅仅卖出

了不到 400份，蒋勋先生主讲的《中国文学之美》上线 3个多月，也仅仅卖出了 500多份。

作为业内知名的专业畅销书作家，两位先生既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又有专业平台给予的全方

位内容指导，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让人感叹知识付费“春风不再”。

下一站去向何处？从行业来看，目前知识付费行业的转变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平台运营方有明确的产品定位。大力开发那些用户感兴趣、普通人与专业人士有

较大信息差、可以用简明易懂的方式进行讲解的知识领域和内容。如理工博士趣讲科技新知、

网红教授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介绍古典文学，类似的知识科普视频在青少年喜欢的视频网

站上受到追捧。



第二，利用线上积累的名气向线下发展。以罗辑思维为例，早在 2015年第一场跨年演

讲开始，罗振宇就开始将其在线上的影响力放大到了线下，并以此衍生出了新的业务。近年

来随着线上业务收入的下滑，以跨年演讲和得到大学为代表的线下业务的地位，开始日益凸

显。

第三，转战直播赛道。作为新兴的热门渠道，直播以其强大的带货能力成为众多知识付

费平台角逐的新战场。目前主流的知识付费平台如得到、吴晓波频道、樊登读书会等平台，

都在抖音等平台上开设有账号，其中得到在抖音上的粉丝达到了 14万，吴晓波频道为 277.6

万，樊登读书会的总粉丝量则达到了 930.9万。

而从整个行业的现状来看，这三种方式对知识付费行业当前的困境，都能起到一定缓解

作用。不过，无论是转战线下还是走进直播，知识付费平台的新玩法仍难脱“重营销”的旧

窠臼，其效果能否如学习者所愿很难确定。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付费下半场的探索之路，

依旧任重道远。

（摘编自《知识付费迷路了》有删改）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

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

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近两年，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

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知识付费光荣，这是需求升级决定的。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

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在中国，知识付费还没火透，迎头撞上

了免费浪潮。当两步合为一步，混合现象就出现了。

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

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

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

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

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最合理的方式是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



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如通过提供更

细致、优质的服务，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有效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这都将促使知识服务

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知识到底该付费还是免费》有删改）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知识付费产品包括图文、音频、视频、直播等多种呈现形式，其中音频内容是知识付费

生态圈中最重要的一环。

B. 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在 2016年迎来爆发增长期，从 2015年到 2021年我国知识付费市场规

模和增速呈同步上升趋势。

C. 从 2015年左右起步至今，经过数年发展，知识付费行业虽然仍存在不少问题，但“野蛮

增长”的蛮荒时代已经终结。

D.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当前知识付费和知识免费同时存在，但

最终将会实现知识完全免费。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目前知识付费业务在提高大众知识素养方面与国家文教体系和公共机制平分秋色。

B. 材料二中采用举例的方法，以此证明如今知识付费行业面临的新的更严峻的问题。

C. 知识免费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不收费，而是一种相较知识付费更为高级的商业模式。

D. 材料三既阐明我国知识产品业的特殊业态，又提出了促使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6.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付费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请综合上面三则材料，简

要回答。

【答案】4. C 5. A

6. ①提供丰富的高质量内容，吸引用户；

②健全相关法规，建立成熟的监管体系；

③平台运营方要有明确的产品定位；



④利用线上积累的名气向线下发展；

⑤转战直播赛道；

⑥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逐步从知识制造业转向知识服务业）。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西南联大之往事如风

汪曾祺

①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

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

②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

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

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

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

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

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③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

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

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

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

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

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

为是对的。

④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

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

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

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

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

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⑤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讲



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

知所云”。

⑥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①，也

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

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

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⑦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

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

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

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

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

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

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

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

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⑧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

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

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

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

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

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

下的。

⑨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

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

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

⑩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

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有删改）

【注】①月旦：即月旦评，指品评人物或诗文字画等。



7.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作者的回忆中，闻一多先生的课堂别有新意，不因循守旧，其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

唐诗堪称国内首创。

B. 作者认为联大教授对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不会出现在今天的大学教授笔下，是因为

今天的教授都不够爱才。

C. 作者认为因为读了西南联大，自己才成为了一个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画家，但是其话

语间并不对此感到遗憾。

D. 作者在回忆联大的各位教授时有详有略，总能抓住人物的特点，叙述有画面感，令人如

见其面、如闻其声。

8. 作者认为“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说到“北大精神”，一般总会联想

到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请结合文本谈一谈，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在

哪些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一“北大精神”？

9. 汪曾祺曾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请结合文本

谈谈本文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

【答案】7. B 8. ①学风自由。例如：作者把马其顿国的地图画得“美术价值甚高，科学

价值全无”也可以过关；除了基础课要求按时听课，其他的课都很随便。②课堂自由。例如：

教授上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课堂上抽烟等。

③思想自由。例如：学生的论文即便是“合乎情”却“悖乎理”，又或者被认为是怪论，但

只要能有自己独创的见解，都可以得到老师的认同。④言论自由。即便是骂人的话，或者是

批评之语，一般也没有人会互论长短。

9. ①从语言上来看，文章语言平淡质朴、不事雕琢，贴近生活的真实状态，娓娓道来，如

话家常。②从内容上来看，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见闻中撷取题材，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

亲切自然，感情流畅。③从结构、主题上来看，全文不刻意追求精致的结构，也无意阐释深

奥的题旨，却能令人自然联想到西南联大当年的风采。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

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谏官



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继而，英宗遂受命。曹佾无功除使

相，两府皆迁官。光争之，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

必有觊望。”遂罢。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

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安石得政，行新法，光上疏其利害。它日

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

下当论其是非。”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

愿陛下更虑之。”安石罢相。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耿介，

冀有补于国家。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不行青苗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帝曰：

“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元丰五年，忽得疾，时《资治通鉴．．．．》未就，

帝尤重之。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

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帝崩．，赴阙临，卫士望

见，皆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元祐元年复得疾，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

边隙。”光恭俭正直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

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赙银绢七

千，谥．曰文正。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10. 对文中划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

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B.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

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C.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

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D.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

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国嗣，意为皇位继承人，一般叫做皇太子。通常情况下指的是皇帝的嫡长子。在封建社



会里，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其居所一般称为东宫。

B.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编年体史书，即按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史实的史书。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传》。

C. 崩，在古代一般指皇帝、太上皇、太皇太后等人的死。《礼记·曲礼》中的规定“天子死

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D. 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文正，是司马光的谥

号，属官谥、美谥。“靖节”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谥号，同样是美谥，但属私谥。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司马光敏而好学。七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喜爱上了这部书，回去给家人讲解，这

以后手不释卷，以至不知饥渴寒暑。

B. 司马光坚持己见。因政治主张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新法各执一词，为了敦促皇帝废

除青苗法，司马光拒绝担任枢密副使。

C. 司马光深得民心。他在洛阳一共住了十五年，深受百姓爱戴，即使只是远远地望见了，

也都知道这是司马相公来了。

D. 司马光忠于朝廷。他决心以身报国，于是亲自处理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病危时

仍然关心朝廷、天下的大事。

13. 把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耿介，冀有补于国家。

（2）所至，民遮道聚观，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答案】10. C 11. B 12. C

13. 。⑴参考答案：陛下任用我的原因，大概是看到我正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

⑵参考答案：（司马光）所到之处，百姓拦在路上聚集围观，百姓说：“您不要返回洛阳了，

留下来辅助天子，使百姓活下来（救活百姓）吧。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短歌行①

曹丕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②。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衔草鸣麑③。翩翩飞鸟，挟子巢枝。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④。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

【注释】①短歌行：为乐府诗旧题。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二月，

葬高陵。此诗当作于曹操葬后不久。②遐迁：远离。此指去世。③麑（ní）：指小鹿。④百

离：种种痛苦。离，同“罹”，忧苦。

14.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篇四句写到自己俯仰之际，看到死者生前用过的帷幕、几筵，不禁触物伤情，内心涌

起物在人亡之痛。

B. “倏忽”一词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丧亲之后恍然若失的心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抒

写失去父亲的哀伤。

C.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两句化用《诗经·小雅·采薇》中的诗句，两者都表现了丧亲

后，自己孤独悲苦的处境。

D. 整首诗语言质朴、本色，把思亲之情描写得比较细腻、生动、真挚，可以看出诗人“工

于言情”的诗歌创作特点。

15. 曹丕的《短歌行》和曹操的《短歌行》都化用了《诗经•小雅•鹿鸣》中的诗句，两者表

达的情感相同吗？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答案】14. C 15. 不同，曹丕的诗中“呦呦游鹿，衔草鸣麑”写母鹿叫声不停，衔得

苹草把小鹿呼唤。以动物亲子之间的和谐、相亲来反衬自己的丧亲之哀，孤独之苦。曹操的

诗作中，以“呦呦鹿鸣”几句，畅想贤才来归，自己设宴款待，宾主尽欢的热闹情景，抒发

对贤才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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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屈原在《离骚》中两次写到“佩带”，“_______________”一句写因用香草作佩带而

遭到贬谪，“_______________”一句写要加长自己的佩带来使自己品格更加高洁。

（2）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指出外物帮助的重要性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苏轼《赤壁赋》中侧面烘托出箫声凄婉感伤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答案】 ①. 既替余以蕙纕兮 ②. 长余佩之陆离 ③.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

之 ④. 亦不能至也 ⑤. 舞幽壑之潜蛟 ⑥. 泣孤舟之嫠妇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先锋。__________，方显英

雄本色。在历史的转折处，英雄常常横刀立马，__________；在命运的转折点，英雄常常视

死如归，勇赴国难。“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是少年英雄的气概；“莫道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老英雄的壮志。穿越岁月的尘烟，千千万万的英雄抛头颅、洒

热血，谱写出气壮山河的爱国篇章。（ ）想想英雄们：在历尽艰辛的硝烟岁月中，他们信

仰坚定、视死如归，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在__________的建设时期里，他

们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创造了人类史上__________的发展奇迹。翻看再多的人物传记，都

不及当下的现实更能让中国的青年人再次思考或重塑自己的英雄观。我们期待英雄辈出，把

英雄精神外现于行、内化于心，将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不断激励前行的力量，使中华民

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17.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 沧海横流 砥柱中流 波澜壮阔 开天辟地

B. 风云际会 力挽狂澜 风起云涌 开天辟地

C. 沧海横流 力挽狂澜 波澜壮阔 惊天动地

D. 风云际会 砥柱中流 风起云涌 惊天动地

18. 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在岁月冲刷中，历史功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时代变迁中，英雄精神彰显着永恒的价

值。

B. 在时代变迁中，历史功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岁月冲刷中，英雄精神彰显着永恒的价

值。

C. 在岁月冲刷中，英雄精神彰显着永恒的价值；在时代变迁中，历史功勋放射出耀眼的光

芒。

D. 在时代变迁中，英雄精神彰显着永恒的价值；在岁月冲刷中，历史功勋放射出耀眼的光

芒。



19. 文中画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我们期待英雄辈出，将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把英雄精神外现于行、内化于心，不断

激励前行的力量，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B. 我们期待英雄辈出，将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把英雄精神内化于心、外现于行，不断

激发前行的力量，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C. 我们期待英雄辈出，将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把英雄精神外现于行、内化于心，不断

激发前行的力量，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D. 我们期待英雄辈出，把英雄精神内化于心、外现于行，将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不断

激发前行的力量，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答案】17. C 18. A 19. B

20. 在下面一段文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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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

考古遗址的命名原则为“小地名原则”，即在哪里第一次发现的，就以当地的村子名称

来命名。由此可知，_______，而“三星村”则得名于三个稍稍隆起的小土堆。通过多年的

考古工作和研究，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及其文化已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首先，

_______，除了原先生息在成都平原上的当地新石器时代的族群外，还有从中原地区和长江

中下游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其次，三星堆王国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例如，在三星堆

器物坑的青铜人头像中的“辫发”人可能是先前来自川西北山区的早期居民，属于成都平原

的主体族群，他们之中的上层可能是国家部分权力掌握者，_______。

【答案】 ①. 三星堆得名于三星村； ②. 三星堆王国的族群构成是多元的； ③.

而下层则是三星堆王国的基层居民（或：平民百姓）。

21. 某校校园广播站拟向全体学生介绍央视热播剧《觉醒年代》。请根据下面这段介绍文字，

概括《觉醒年代》的主要特点。要求语言简洁、连贯，不超过 90 个字。

近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隆重登场，引发收视热潮。作为一

部主旋律剧，该剧以《新青年》“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再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

产党建立三大历史事件。同时，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



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条叙事线同时展开让剧情更加顺畅。《觉醒年代》

展现了从先进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觉醒，到人民大众的全面觉醒历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传递出极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情怀，艺术再现了党的初心与梦想，是

一部纪念建党 100 周年的献礼剧。

【答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以一条主线贯穿三大历史事件、多线并进叙事，

展现了国人的全面觉醒，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

四、写作（60分）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粒种子改变全世界。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他毕生的梦想，

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为了这个梦想，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即使鲐背

之年，他仍然怀揣着自己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不知疲倦地探索耕

耘。“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是袁老对梦想的执

着。

材料二：

自古以来，神州大地上就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老祖宗们头顶着昏暗的油灯在漆黑的

敦煌石窟中将遥远的飞天梦想描绘在石壁上。飞上太空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梦想。从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搭载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到 2021

年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把 3 名宇航员送入“天和”核心舱，中华民族飞天梦圆的历程

说明：昨日的梦想就是今天的现实，今天的希冀也能够在明天成为现实。

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你曾有过怎样的梦想？你曾为了梦想的实现做出过怎样的努力？请

以“追逐梦想”为话题，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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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例文：

追逐梦想，向阳而生

每逢遭遇困境，每逢跌入谷底，不妨抬头凝望片刻日光，那里绽放着你的诗和远方，那

里有着晨光的温柔，那里有你远望青山的身影，那里有你含苞待放的梦想。

拨开迷雾·重见日光



那年是雨季，城市里整日笼罩着化不开的浓雾，连天都黯淡下来，萦绕着若有若无的愁

绪。一日早起，我便坐在窗前，看着还带着迷蒙的天，这天何时会亮呢？我不甚清楚。考试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原本信心满满的科目遭遇“滑铁卢”，让我对自身产生了质疑。未来

就好像这散着迷雾的天，怎么样也看不清楚。正低头沉思着，一道光蓦然照进了我的视线里，

就好像直直照进了我的小小世界里。太阳穿过云层，坚定地向上跃起，像是拨开了层层迷雾，

远远看到了前方未知的光。像是突破了所有枷锁，叫嚣着，向往着自由。心头的阴霾被谁轻

柔拨开，选择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拨开迷雾，看清未来。那片白纸，突然染上了

斑斓的色彩，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你生逢困境，若你寻寻觅觅间，皆是不如意，请抬头看看日出，它会告诉你：没关系，

反正路尚且漫长，天总会亮。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句话：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肆意挥洒·不负青春

午间出来锻炼，无尽的畅意在心头反复荡漾。自从上次过后，我找到了前进的目标。这

次更是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老师的嘉奖。我轻轻擦拭着汗水，仰头望着太阳。它像个稚气

的孩童般将最大的热量释放出来。我把手轻轻附在眼睛上方，触手可及的是那片炽热的温度，

仿佛能窥见它那笑意盈盈的眼，仿佛能听见它肆意畅快的笑声，它在得意地炫耀着自个儿的

功绩呢。

我想，它在告诉你：勇敢去追吧，趁着春光正好，趁着阳光正媚，趁你我皆风华正茂。

正如那句话：不曾扬帆，何以至远方？

日下西楼·来日可待

我站在桥边，望着桥下翻滚的江水，听着江水潺潺的流动声，惬意地眯上了双眼。睁开

眼，黄昏不知何时，迈着她向来轻快的步子，姗姗来迟了。夕阳又似个饱经风霜的妇人，欲

说还休，终是娓娓道来。到底是不舍这人世风光，辗转片刻才缓缓落下。我瞧着她的身影，

不禁想：从古到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夕阳意喻着凄切，花开花落的感伤。不然也不会有那么

多类似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类的伤春悲秋的诗词了，我却不以为意。我想，它

该是一只身负重伤的小兽，暗地里躲起来舔舐伤口，可它不沮丧的呀，待到伤好后，又会以

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强势归来，不可一世地告诉你：“嘿，我回来了！”它是不服输的，又

是不甘平凡的，那我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它一同前进，一同逐梦呢？天在这时已经黑了下来，

而我的心却是一片亮堂堂的。我随着桥一直走，我想，最终能够到达彼岸。

夕阳，依旧很美。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值得伤春悲秋的事？不需沮丧不需悲伤，漫步夕阳

中，它会告诉你：只要有梦想，反正来日方长，我们拭目以待。



夜间，我进入了梦乡中，梦里太阳朝我遥遥招手，于是，又开始期待起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