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冲刺押题联考卷（四）语文试

题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

2.作答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

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考试结束后，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

（一）现代文阅读 I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要定义“Taste”这个概念并非易事。从词源分析来看，无论是在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还是在古

拉丁语中，该词的意思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指通过嘴品尝；第二，指通过感官感受、体验，甚至

享受；第三，在以上两个意思的基础上，它又以隐喻的方式表判断、品鉴和区分。由于其内涵的多义性和

外延的模糊性，这个反复出现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概念让不少思想家、哲学家困于心、衡于虑，却仍对其

背后的深意不得而知。

②比如康德在写《实用人类学》一书时掩卷哀叹：“现代语言竟然会用某个口腔内部的感觉器官来命

名审美判断的官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无论是对美的鉴别还是对美味的选择，都由同一个感官来作出

决定，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则指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认识把握的

知识剩余物。因此他提议，我们不妨干脆将其“封印”，让它在安息中酝酿力量的风暴。

③对中国读者来说，在中文语境中探讨“Taste”概念尤其不易，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来自其不可译性。

我们究竟该将其译为“趣味”还是“品味”呢？无论是“趣味”还是“品味”，这两个名词都有审美判断

和品鉴之意。例如，唐代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就以“品”表“品类”和“品鉴”两层意思。他

也谈到了“味”。在《与李生论诗》中，他提出“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换言之，诗应有“味

外之味”。此处，第一个味指品鉴具体的艺术形象，第二个味指在具体的艺术形象的激发之下，由联想和

想象产生的审美愉悦。然而，“Taste”一词远不止“品鉴”和审美判断之意。事实上，从该词在西方思想

史中的运动轨迹来看，中国文论传统中的“趣味”两字似乎更为合宜。

④我们不妨先回到“品味”两字。从《辞源》来看，现代汉语中的“品味”从“品”字发展而来，而

“品”则表官吏的等级，也指某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规格。当某人（无论其道德或行为举止）或某件艺

术品没有达到社会期待的标准时，我们也会称其“不入品”。上述价值判断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区分高低等

级之意。因此，以“品味”译“Taste”，难免招致偏见。而“趣味”则显得更具文化包容度、并有利于中

国读者绕开理解时的种种障碍和误区。

⑤首先，“趣味”与位置高下、等级无关。根据《辞源》，“趣”表“旨趣”“意旨”。正如学者李春



青所说，就个体主体而言，它（趣味）指一种心理倾向，是人的兴趣之所在；就集体主义而言，则是一种

在特定时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与价值关怀。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反观“Taste”一词的概

念发展，该词的复杂属性亦使其渐趋中性，从而与中文语境中的“趣味”同频。

⑥其次，根据《说文解字》，“趣”，通“去”，表示迅速离开；通“取”，有取舍判断之意。而纵观

近几百年来的“Taste”变革史，它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交融的结果，既包含了个人的选择，也体现

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因此，以“趣”来体现上述变革并不为过。

⑦试想，当英国 18世纪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坦普尔爵士大谈中国园林趣味时，他不可能预见到几十年

之后英国作家沃波尔对中国风的攻讦。这种趣味变革既体现了个人的审美，也折射了百年之内中英关系的

微妙变化，以及英国构建自身民族性的迫切愿望。而当英国画家吉尔平以如画趣味引领英国人踏遍湖区时，

他也未必会预见到上述趣味会成为英国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距的美学叙事策略，他更不会预见到维多利亚

时期的批评家罗斯金会将上述趣味列为次等趣味。不可否认，任何文明、国家和地区的趣味都是在历史进

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

语言来解释。

⑧再者，我们知道，人的心志也是有趋向的，因此“趣”又引申为意向、旨趣。萧统在《陶渊明传》

中谈到“渊明少有高趣”中的“趣”，就是这个用法，而“旨趣”又能引申出乐趣、兴味的意思。如我们

常说的“兴趣”“趣味”。这就牵涉到人生哲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趣味”观体现的就

是对人生的观照。

⑨上述“生活艺术化”倾向不免让人想起 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的“美学社会化”论调。我们说

的修养、超功利态度也与他们讨论“Taste”时频繁提及的“教化”“审美无利害”等概念不谋而合。尤其

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少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出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需要，在对“Taste”的讨论中融入了对

生命感受力的强烈渴求，和对欣欣向荣的生命状态的热切肯定。他们对生命整体感受力的强调无异于中国

文论中以“趣”论人生的传统。

⑩一言以蔽之，中西文论间的种种巧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为译文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何畅《“趣味”还是“品味”?——文化对译中的核心概念研究》）

1. 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根据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中的词源分析，“Taste”一词的意思多达三个层面：品尝，感官

感受和判断、品鉴。

B. 《辞源》和《说文解字》对“趣”字有不同的解释，可见“趣”字也具有多义性和外延的模糊性，或造

成文化对译的困难。

C. 陶明渊《归去来兮辞》中“园日涉以成趣”之“趣”体现其独特人生观照，此句可作为“趣”引申“旨

趣”的又一例证。

D. 如画趣味曾在英国美术界流行，因其逐渐成为英国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距的美学叙事策略，罗斯金将其

列为了次等趣味。

2.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唐人司空图的作品《二十四诗品》和《与李生论诗》中，我们可知中文语境中的“品”“味”有审美

判断或品鉴之意。

B. 当听到某人以“不入品”评价某同学的作文时，其意只是指作文水准没有达到个人的审美期待，并没有

攀比高下之意。

C. 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中，“韩流”渐退，“国潮”崛起，这种趣味变革体现了审美变化，也折射出国际关

系的微妙变化。

D. 文章论述时，除了大量使用举例、引用论证外，还有对比论证，如将“品味”与“趣味”的内涵进行比

较，说服力强。

3. 下列选项，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趣味’观体现的就是对人生的观照”的一项是（ ）

A. 朱熹、陈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所谓的“趣味”，指的“就是当人超越功利因素的羁绊，潜心问道求学

时所体会到的乐趣、快乐”。

B. 弘一法师在《嘉言集》中言“心志要苦，意趣要乐”。鼓励世人超越功利主义倾向，加强人生的道德修

养。

C. 学者认为，吴道子书画作品的全部价值就在一个“笔趣”上，以臻于完美的技法关注客观现实，其画家

的价值最终实现。

D. 梁启超的“趣味”论则“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从而使人生体现出一种欣欣

向荣的生命状态。

4. 请简要分析第①到③段的论证思路。

5. 作者在中文语境中探讨“Taste”的概念究竟该将其译为“趣味”还是“品味”时，为什么更偏向“趣

味”？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

【答案】1. C 2. B 3. C

4.①首先提出“要定义‘Taste’这个概念并非易事”的观点。②接着举例说明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等对对

“Taste”背后的深意不得而知。③然后指出对中国读者来说，在中文语境中探讨“Taste”概念尤其不易，

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来自其不可译性。（意思对即可）

5.①从“Taste”在西方思想史中的运动轨迹来看，中国文论传统中的“趣味”两字似乎更为合宜。②以“品

味”译“Taste”，难免招致偏见。而“趣味”则显得更具文化包容度、并有利于中国读者绕开理解时的种

种障碍和误区。③“Taste”与“趣味”同频，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④“趣味”的“趣”表示迅速离开、

有取舍判断之意，体现“Taste”变革史并不为过，“Taste”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交融的结果，既包

含了个人的选择，也体现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⑤西方在对“Taste” 讨论中融入了对生命感受力的强烈

渴求，无异于中国文论中以‘趣’论人生的传统。⑥总之，中西文论间的种种巧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

为译文的主要原因。（意思对即可）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的能力。



A.“根据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中的词源分析，‘Taste’一词的意思多达三个层面”说法错误，

原文为“从词源分析来看，无论是在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还是在古拉丁语中，该词的意思主要集中在

三个层面”，注意是“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不是“多达三个层面”。

B.“或造成文化对译的困难”于文无据，原文为“根据《辞源》，‘趣’表‘旨趣’‘意旨’……这是一个

中性的概念。反观‘Taste’一词的概念发展，该词的复杂属性亦使其渐趋中性，从而与中文语境中的‘趣

味’同频”“根据《说文解字》，‘趣’，通‘去’，表示迅速离开；通‘取’，有取舍判断之意。而纵观

近几百年来的‘Taste’变革史，它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交融的结果，既包含了个人的选择，也体现

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因此，以‘趣’来体现上述变革并不为过”，主要是讲可以用“趣味”表示

“Taste”，并没有说会造成文化对译的困难，选项无中生有。

D.“因其逐渐成为英国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距的美学叙事策略，罗斯金将其列为了次等趣味”说法错误，

原文为“而当英国画家吉尔平以如画趣味引领英国人踏遍湖区时，他也未必会预见到上述趣味会成为英国

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距的美学叙事策略，他更不会预见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罗斯金会将上述趣味列为

次等趣味”，可见“成为英国中产阶层遮蔽贫富差距的美学叙事策略”与“罗斯金将其列为次等趣味”之

间并无因果关系。

故选 C。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B.“其意只是指作文水准没有达到个人的审美期待，并没有攀比高下之意”说法错误，原文为“当某人（无

论其道德或行为举止）或某件艺术品没有达到社会期待的标准时，我们也会称其‘不入品’。上述价值判

断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区分高低等级之意”，可知是没有达到“社会期待的标准”而不是“个人的审美期

待”，“实际上隐含着区分高低等级之意”而不是“没有攀比高下之意”。

故选 B。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C.吴道子书画作品“以臻于完美的技法关注客观现实”的“笔趣”体现的并不是对人生的观照，而是对客

观现实的观照。

故选 C。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结构和思路的能力。

结合第①段“要定义‘Taste’这个概念并非易事”可知首先提出“要定义‘Taste’这个概念并非易事”的

观点。

结合第②段“比如康德在写《实用人类学》一书时掩卷哀叹：‘现代语言竟然会用某个口腔内部的感觉器

官来命名审美判断的官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无论是对美的鉴别还是对美味的选择，都由同一个感官

来作出决定，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则指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认识



把握的知识剩余物”可知接着举例说明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等对对“Taste”背后的深意不得而知。

结合第③段“对中国读者来说，在中文语境中探讨“Taste”概念尤其不易，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来自其不可

译性”可知指出对中国读者来说探讨“Taste”概念尤其不易，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来自其不可译性。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的能力。

结合第③段“然而，‘Taste’一词远不止‘品鉴’和审美判断之意。事实上，从该词在西方思想史中的运

动轨迹来看，中国文论传统中的‘趣味’两字似乎更为合宜”可知从“Taste”在西方思想史中的运动轨迹

来看，中国文论传统中的“趣味”两字似乎更为合宜。

结合第④段“‘品’则表官吏的等级，也指某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标准规格……上述价值判断背后实际上隐

含着区分高低等级之意。因此，以‘品味’译‘Taste’，难免招致偏见。而‘趣味’则显得更具文化包容

度、并有利于中国读者绕开理解时的种种障碍和误区”可知以“品味”译“Taste”，难免招致偏见。而“趣

味”则显得更具文化包容度、并有利于中国读者绕开理解时的种种障碍和误区。

结合第⑤段“首先，‘趣味’与位置高下、等级无关……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反观‘Taste’一词的概

念发展，该词的复杂属性亦使其渐趋中性，从而与中文语境中的‘趣味’同频”可知“Taste”与“趣味”

同频，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结合第⑥段“其次，根据《说文解字》，‘趣’，通‘去’，表示迅速离开；通‘取’，有取舍判断之意。

而纵观近几百年来的‘Taste’变革史，它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交融的结果，既包含了个人的选择，

也体现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因此，以‘趣’来体现上述变革并不为过”可知“趣味”的“趣”表示迅

速离开、有取舍判断之意，体现“Taste”变革史并不为过，“Taste”确实也是消逝、演变和创新交融的结

果，既包含了个人的选择，也体现了某一社会的普遍选择。

第⑧段“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趣味’观体现的就是对人生的观照”第⑨段“在对‘Taste’的讨论中融入了

对生命感受力的强烈渴求，和对欣欣向荣的生命状态的热切肯定。他们对生命整体感受力的强调无异于中

国文论中以‘趣’论人生的传统”可知西方在对“Taste” 讨论中融入了对生命感受力的强烈渴求，无异于

中国文论中以‘趣’论人生的传统。

结合第⑩段“一言以蔽之，中西文论间的种种巧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为译文的主要原因”可知中西文

论间的种种巧合是我们选择“趣味”作为译文的主要原因。

（二）现代文阅读 I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

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

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

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

望一种特异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铁青，东方

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

眼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一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

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

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

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

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

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容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

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聘……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馒形的小岛冲

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莅……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展开在大地的边沿。

起……起……用力，用力。纯焰的圆颅，一探再探地跃出了地平线，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

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文本二：

富士的黎明

（日）德富芦花

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的海滨眺望吧。眼前是水雾浩荡的相模滩。滩的尽头，沿水平线可以看到

微暗的蓝色。若在北端望不见相同蓝色的富士，那你也许不知道它正潜隐于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一

抹蓝色之中呢。



海，山，仍在沉睡。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巅，左右横斜着。忍着寒冷，再站着看一会儿吧！你会看到这

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沿着富士之巅向下爬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于一寸。

富士这才从热睡中醒来。

它现在醒了，看吧，山峰东面的一角，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富士山巅的红霞，眼看将富士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了。一分，—两分，

——肩头，——胸前，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

富士于薄红中醒来。请将眼睛下移。红霞早已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接着，很快波及足柄山，又

转移到箱根山。看吧，黎明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的时候，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紫色

的江之岛一带，忽而有两三点全帆，闪闪烁烁。

海已经醒了。

你若伫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吧，接着再看看小坪岬。

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当面前映着你颀长的身影的时候，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汽新收，海光一碧，波明如镜，

此时，抬头仰望，群山褪了红妆，天由鹅黄交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啊，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本一开篇交代写作缘由，作者于“勉强”中写出“不整齐”的话，及第二段开头交代航海经历，很好

地起到先抑后扬的效果。

B. 文本一中多以短小的句段单独成段，既能表达作者内心的强烈感受，又能使读者印象深刻，体现出作者

的独特艺术风格。

C. 文本二中，地点不断转换：相模滩——富士山巅——足柄山、天城山等——富士山下的江之岛等——腰

越岬等，移步换景，景色分明。

D. 两则文本都重想象，文本一幻想“我”为“散发祷祝的巨人”，感情充沛；文本二以海和山的“沉

睡”“醒来”架构全文。

7. 关于两文中画横线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都运用了细节描写，抓住色彩，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来描写日出的景象，画面感鲜明。

B. 文本一直接描写日出过程中的景象；文本二着力黎明时霞光映照下的景色，侧面展现日出。

C. 文本一大量使用动词，如“扫荡”“探”“跃”等，突显日出的动态美，意境壮阔，富有力量。

D. 文本二用词新颖清新，简约朴素，生动表现出富士一带日出时的静观景致，意境宁静柔美。

8. 面对日出景象，徐志摩以象征隐喻的方式，德富芦花以人称设置的艺术加工表现出各自的思考体验，试

作分析。

9.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罗密欧说：“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在五四时期，郭沫若、

艾青、闻一多等人的诗歌中，也经常歌咏太阳。结合这两则文本及以上诗文探究：世人如此礼赞太阳，有



哪些原因？请写出两种，并简要分析。

【答案】6. C 7. D

8. 文本一：①运用象征/隐喻，以泰山日出象征/隐喻泰戈尔的访华之行；

②借对泰山日出的赞美之情来表达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以及对泰戈尔访华的期待之情。

文本二：①设置了一个“你”，以“你看”引导变换描写视角，引导读者感受富士黎明的美；②表达了自

己对富土黎明的赞美之情，激发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9.①太阳是光明、希望，如徐志摩以东方日出的色彩光明隐喻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将带来新的希望；②太阳

是力量，如五四时期郭沫若、艾青等对太阳扫除黑暗，破旧迎新的讴歌，给中国旧社会注人了新的活力，

爆发出巨大的能量；③太阳是美好追求，如富士的黎明带给人美的享受；罗密欧把美丽的朱丽叶比作太阳，

表达热切的追求。

【解析】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及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能力。

C.“移步换景”错。移步换景是人走景移，本文的观察点是固定的，原文有“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

的海滨眺望吧”。

故选 C。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

D.文本二用词“简约朴素”错。文本二多使用修饰性词语，如“珊瑚般的”桃红溢香的”“玲珑剔透”，

不能体现简约朴素。

故选 D。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的能力

文本一：

结合“东方有的是瑰丽容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

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聘……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

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可知，作者用了大量笔墨，热烈地描写日出的壮美情景，这

是运用象征(隐喻)，以泰山日出象征(隐喻)泰戈尔的访华之行，表达对泰戈尔的热切的期盼。

结合“云海也活了……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

莅……”“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

的光明”可知，徐志摩以“泰山日出”来隐喻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和来华访问，同时直抒胸臆，感情热烈，

这是何等倾心的盼望，何等热烈的迎候，何等辉煌的莅临！诗人以他才华横溢的想象和语言，描绘了一幅

令人难忘的迎日图，表达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敬仰的感情。



文本二：

结合“你会看到”“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你若伫

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可知，文章在描写视角上设置了一个“你”的角度，以“你看”引导

变换描写视角，引导读者感受富士黎明的美。

结合“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看吧，黎明

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汽新收，海光一碧，

波明如镜，此时，抬头仰望，群山褪了红妆，天由鹅黄交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可知，作者字里

行间蕴含着对富士山黎明之美的赞美，激发了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作品进行个性化阅读和有创意的解读的能力。

文本一以泰山日出象征泰戈尔的访华之行，诗人以他才华横溢的想象和语言，描给了一幅令人难忘的迎日

图，表达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敬仰的感情。可见，泰戈尔就像太阳，给中国诗坛带来希望。

五四时期，郭沫若、艾青，闻一多等人的诗歌中，也经常歌咏太阳，是因为太阳的每一次升起都代表了一

种新生，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就像初生的太阳，她能破旧迎新，扫除里暗。

文本二描写富十山黎明时的红霞的宁静柔美，侧面描写日出的美丽，“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

太阳！”把朱丽叶比作太阳，如美丽的富士的黎明，突显了朱丽叶如太阳般的美好，表达了热切的追求。

二、古代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

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

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戳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

赵宣子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对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

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仇也？”

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

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事，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吾在上位

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

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

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

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节选自《说苑·至公》）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B.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C.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D.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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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与“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陈情表》）两句中“举”字含义相同。

B.“必受其刑”与“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两句中“受”字含义不相同。

C.“幸赦臣之过”与“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两句中“过”字含义相同。

D.“赵宣子之车干行”与“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两句中“干”字含义相同。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河曲的战斗中，赵宣子的车夫被自己推荐的韩献子杀了，赵宣子对此并没有发怒，反而非常高兴，认

为自己推荐得当。

B. 咎犯公私分明，不计私怨，向晋文公举荐了仇人虞子羔去做西河的郡守，此举让晋文公惊讶不已.也让

虞子羔深受感动。

C. 楚国令尹子文的宗族中有人不守国法，管理刑狱的官员将这个人拘押了，但听说是令尹子文的族人后又

释放了他。

D. 楚国令尹子文为正国法，不惜将族人杀了，都城里的百姓知道此事后都作歌传唱，表达内心对子文公正

的肯定、赞美。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

（2）吾不以私事害公事，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14. 中共二十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某地在组织党员学习时有如下发言，请你结合选文，

为发言提供三条充分合理的论据。要求句式整齐，富有语势；不超过 60 个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进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党员干部还应向古人学

习。 。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守住法纪底线，做工作中的实在人，做国家、人

民的公仆。

【答案】10. A 11. D 12. D

13. （1）战斗结束后，赵宣子请大夫们饮酒，酒过三巡，他说：“你们应该祝贺我。”



（2）我不能因为私事而损害公理，你还是赶快离开吧，再回头我就要用箭射杀你了！

14. 韩献子不结私党，杀了赵宣子的车夫；咎犯公私分明，举荐了与他有仇的虞子羔；令尹子文为人公正，

惩治了不守国法的族人。

【解析】

【1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我身居高位，应做士民的表率，士民有了怨恨，那我也不能超越国法之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很明

显，如果让刑狱官迎合我的心意而释放了他，这就使我不公正的心，明显地暴露在国人面前。

“而”表转折，连接“士民或怨”和“不能免之于法”，应放在第二句的句首，在“怨”后断句，排除 CD；

“今吾族犯法犯法”作主语，“甚明”作谓语，中间不能断开，排除 B。

故选 A。

【1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 两句中“举”字含义相同，都是“举荐”。句意：奉行公事推举贤能不排弃仇敌；/后来又有名叫荣的

刺史推举臣为优秀人才。

B.“必受其刑”的“受”，受到。句意：一定会受到处罚。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受”，教授。句意：老师，是用来传授道、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

的。

C.两句中“过”字含义相同，都是“过错、过失”。句意：侥幸赦免了我的过失；/那么他就会智慧明理并

且行为没有过错了。

D.两句中“干”字含义不相同。“赵宣子之车干行”中“干”，冲撞。句意：赵宣子的车驾冲撞了队伍的

行列。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中“干”，触犯。句意：楚国令尹子文家中有个触犯法律的。

故选 D。

【1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不惜将族人杀了”错，曲解文意，根据原文“廷理惧，遂刑其族人”可知，管理刑狱的官员害怕了，

于是对他的族人执法施刑，而不是令尹子文杀了族人。

故选 D。

【1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罢”，结束；“觞”，宴请；“爵”，名词作动词，喝酒；“二三子”，你们。

（2）“以”，因为；“害”，损害；“其”，表示祁使语气，还是；“去”，离开；“顾”，回头。

【1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概括信息的能力。

根据“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戳其仆”“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

可知，在河曲的战斗中，赵宣子的车夫被自己推荐的韩献子杀了，赵宣子对此并没有发怒，反而非常高兴，

认为自己推荐得当，可见韩献子不结私党。

根据“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事，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可知，咎犯公私分明，

不计私怨，向晋文公举荐了仇人虞子羔去做西河的郡守，此举让晋文公惊讶不已，也让虞子羔深受感动，

可见其公私分明。

根据“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

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可知，楚国令尹子文的宗族中有人不守国法，管理刑狱的官员将其释放

了，而令尹子文为正国法，不惜将族人交给管理刑狱的官员，让他绳之以法，可见其为人公正。

然后根据题干要求，把这三个人的事例整理成句式整齐，富有语势的三个排比句，注意字数不要超过 60 个

字。

参考译文：

那做臣子的公正表现在：处理国事不经营私人的利益，身在君主之门就不计较财利，在国法面前不袒

护亲戚，奉行公事推举贤能不排弃仇敌，用忠诚来事奉君主，用仁德来使民众得利，用宽容的品德来推行

自己的措施，用不结朋党的办法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伊尹、吕尚就是这样的人。

赵宣子向晋侯推荐韩献子说：“韩献子为人不结朋党，治理众人有条不紊，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晋

侯就让韩献子做了中军尉。在河曲的战斗中，赵宣子的车驾冲撞了队伍的行列，韩献子杀了他的车夫。人

们都说：“韩献子这次死定了，他的主子早上提拔了他，到晚上就杀了主子的车夫，谁能容忍这样的事呢？”

战斗结束后，赵宣子请大夫饮酒，酒过三巡，他说：“你们应该祝贺我。”那些大夫说：“不知道该祝贺

什么。”赵宣子说：“我曾向君王举荐韩献子，如果举荐不当，一定会受到处罚。这次我的车驾乱了次序，

韩献子杀了我的车夫，可算是不结朋党了，这证明我的举荐是正确的。”

晋文公向咎犯问道：“谁人可以派去做西河的郡守？”咎犯回答说：“虞子羔可以。”晋文公问：“他

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回答说：“国君问的是可以做西河郡守的人，并没有问我的仇人是谁。”虞子羔

拜见咎犯并感激说：“多承您赦免了我的过错，向君王推荐了我，使我能做西河郡守。”咎犯说：“我举

荐你，是为了公事；我怨恨你，是因为私事。我不能因为私事而损害公理，你还是赶快离开吧，再回头我

就要用箭射杀你了！”

楚国令尹子文的宗族中，有违犯了国法的人，管理刑狱的官员拘押了他，但听说他是令尹子文的族人，

又释放了他。子文召见刑狱官并责备他说：“我身居高位，应做士民的表率，士民有了怨恨，那我也不能

超越国法之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很明显，如果让刑狱官迎合我的心意而释放了他，这就使我不公正的心，

明显地暴露在国人面前。执掌一国的权柄，却以私心闻名，与其让我活着不按原则办事，不如让我去死。”

于是他便送他的族人到管理刑狱的官员那里，并说：“不惩处这人，我将去死。”管理刑狱的官员害怕了，

于是对他的族人执法施刑。楚成王知道了这件事，来不及穿上鞋就赶到子文的家中，说：“我太年轻，任

命刑狱官用人失当，违背了先生的心愿。”于是楚成王罢黜了管理刑狱的官员使子文地位更尊崇，让他管



理王室内部事务，都城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说：“像令尹这样的公正，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于是互相

传唱：“子文的族人，违犯国法章程，刑狱官放了他，子文不答应。顾恤百姓的怨恨，多么正直公平。”

（二）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水调歌头·送太守王秉①

辛弃疾

酒罢且勿起，重挽使君须②。一身都是和气，别去意何如？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

秋水见毛发，千尺定无鱼。

望清阙，左黄阁③，右紫枢④。东风桃李陌上，下马拜除书。屈指吾生余几，多病妨人痛饮，此事正愁

余。江湖有归雁，能寄草堂无？

【注】①本词是辛弃疾闲居带湖时，为送别被贬为泾原路（今宁夏一带）都监的信州（今江西上饶）太守

王秉所作。②挽须：出自苏轼赠王庆源诗“时有野人来挽须”，称赞王庆源不摆做官的威仪。③黄阁：中

书门下省。④紫枢：枢密院，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

15.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上阕从别宴写到田头，从作者写到父老，着意表现了王秉虽身为太守，但和善宽厚、仁德亲民的形象。

B. 上阕后两句取义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对王秉受众人拥戴原因的颇具理性的概括。

C. 下阕写别后场景，尾句中“雁”与范仲淹《渔家傲》“衡阳雁去无留意”中“雁”传达的情感相同。

D. 全词运用了侧面烘托、用典、直抒胸臆等手法，使作品既具有质朴通俗之效，又具有含蓄蕴藉之美。

16. 下阕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情感？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答案】15. C 16.①祝愿友人重新得到朝廷重用，劝勉友人对未来仕途充满信心。②年老多病而不能施

展才华抱负的伤感。③对友人的牵挂和思念之情。

【解析】

【1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和赏析诗歌艺术特色的能力。

C.“传达的情感相同”错，“江湖有归雁，能寄草堂无”是希望王秉走后多多联系，鸿雁寄书，盼得佳音。

“衡阳雁去无留意”是说雁儿毫不留恋地非飞走不可，意思是连大雁都不愿在这儿呆下去了，更何况人？

渲染塞外凄凉的氛围，表达凄清、悲凉的情感。

故选 C。

【1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中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能力。

“望清阙，左黄阁，右紫枢”，远望清冷的城郭，左边是淡黄的阁楼，右边是深紫的门枢，非常高雅壮观，

这是祝愿友人重新得到朝廷重用，劝勉友人对未来仕途充满信心。

“屈指吾生余几，多病妨人痛饮，此事正愁余”，屈指算来，我这辈子余日不多，很多亲朋好友诟病我好

饮酒的习惯，这个事好让人生愁啊，就这么爱好了。表达作者年老多病而不能施展才华抱负的伤感。



“江湖有归雁，能寄草堂无”是希望王秉走后多多联系，鸿雁寄书，盼得佳音。表达对友人的牵挂和思念

之情。

（三）名篇名句默写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善于调动外界资源，来达到我们的预定目标，正如荀子《劝学》中所说“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这当是我们每个人应具备的素质。

（2）春水是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如果没有“春来江水绿如蓝”，没有“春水碧于天”，江南会失去

多少秀色？如果没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李煜的愁怨何处寄托？如果没有“伤心

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的深情何处寻觅？?

（3）洲、渚，多指水中的小块陆地，常有禽鸟飞翔、栖停于其上，古代诗文中对此多有描写，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①. 君子生非异也 ②. 善假于物也 ③. 问君能有几多愁 ④.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⑤. 风急天高猿啸哀 ⑥. 渚清沙白鸟飞回（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注意重点字词的写法，如“生”“啸”“渚”等，要理解字义去记忆。

三、语言文字运用

（一）语言文字运用 I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通俗而言，算力泛指计算能力，即数据处理能力。从远古的结绳计算到近代的机械式计算，再到现代

的数字电子计算，特别是近几年的智能计算，算力正迎来 的高速发展新阶段。今天，小至

智能手机，大到超级计算机，算力存在于各种智能硬件设备当中，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全社会数据总

量爆发式增长，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使得数据和算力需求呈现循环增强的状态。

当前，主流的云计算与网络深度融合是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的电子商务、社交网络

等云计算服务已经很方便，为什么还要建立算力网络？因为万维网是以网页为核心，主要为消费互联网服

务；而算力网络是以算法为核心，利用高效适配的多种算力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加工，主要为产业互联网

服务。算力网络的目标不是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信息上网，而是让每一个用户都能 调用世界

其他地方的计算、存储和通信资源。可以说，算力网络作为云网融合后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将成为信

息社会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石”之一。

18. 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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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先使用设问，再作比较。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这样写的好处。

【答案】18. 突飞猛进 大势所趋 随时随地



19.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各行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数据和算力需求呈现循环增强的状态。

20. 以旁人关切为设问，引出后文(强调突出)对算力网络特点的相关介绍，引人思考。将万维网与算力网络

作比较，突出算力网络的特点，强调建立算力网络的必要性。前后衔接自然，联系紧密，阐述严谨。

【解析】

【1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第一空，语境形容算力高速发展，可用“突飞猛进”。突飞猛进：形容进步和发展特别迅速。

第二空，语境指深度融合是发展的趋向，可用“大势所趋”。大势所趋：整个局势发展的趋向。

第三空，语境强调每一个用户都能方便调用，可用“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指依照当时当地情形；在不

同的时间、地点；任何时间、地点；时时处处。

【1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画线句语病有：

语序不当，“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是结果，“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速度加快”是条件和原因，

两句话应该调序；

成分残缺，删去“随着”或“使得”。

【2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句中表达效果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还要建立算力网络？”是问，“因为……”是答，运用设问修辞，有问有答，

强调突出对算力网络特点的相关介绍，有助于引起注意和重视，引人思考。

“万维网是以网页为核心，主要为消费互联网服务；而算力网络是以算法为核心，利用高效适配的多种算

力对数据资源进行深度加工，主要为产业互联网服务”把万维网与算力网络从网络核心和服务对象方面作

比较，有利于突出算力网络与万维网的不同，通过比较让读者能够具体、直观地了解建立算力网络的必要

性。而且前后衔接自然，阐述严谨。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今天，更快的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带来的各方面压力，_____①____。记忆功能对于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

作都至关重要，____②_____，一直是科学家和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没有一种药物能提升神

经突触的连接并改善记忆。在这一前提下，科学家倡导的生活方式干预，如科学运动，实质上是通过对机

体内环境稳态的调节，激活我们机体本身，达到改善脑功能的目的。近年来，科学家聚焦“运动因子”，

即机体在运动后释放的一类细胞因子或代谢物等分子。通过分析这些运动因子和记忆功能的机制，有望在

不久的未来，通过定量评估机体内不同运动因子的水平，预测或是评估运动干预的脑健康功效，进而指导

个体调整运动方案和强度，_____③____ ，促进记忆力的发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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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下列句子中的“机制”和文中画横线处的“机制”，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抗疫斗争，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警示我们养成文明的卫生习惯是

何其重要。

B. 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C. 科学家对陕西山阳盆地恐龙化石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提出了一种恐龙灭绝可能的新机制。

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团队在光感知促进脑发育的神经机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答案】21.①影响了我们的记忆功能 ②如何有效促进记忆力 ③从而实现科学运动 22. D

【解析】

【2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一处，依据上文可知，本空应填各方面压力带来的结果，再依据下文“记忆功能对于”可知，是影响了

“记忆更能”，故可填“影响了我们的记忆功能”之类的句子。

第二处，依据下文“目前没有一种药物能提升神经突触的连接并改善记忆”可知，“所关心的热点问题”

的与“促进记忆力”有关，故可填“如何有效促进记忆力 ”之类的句子。

第三处，依据上文“科学家倡导的生活方式干预，如科学运动……达到改善脑功能的目的”可知，本处是

在讲“指导个体调整运动方案和强度”的直接目的，故可填“从而实现科学运动”之类的句子。

【2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在文中含义的能力。

文中画横线处的“机制”指的是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

A.是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B.C两项指的是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

D.指的是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

故选 D。

四、写作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翻开我们手中的《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A版)》必修第一册，第四章《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篇章，

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导入了相关数学问题。看似简单的“良渚古城遗址”设计，其背后

更是费了一番功夫。

教材编辑人员查阅了“良渚古城十瑶山遗址十 11 条水坝”的草茎检测、树轮校正数据等考古资料，仍



然无法确定题目中的“起始判定年”如何修改，于是求教了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之

后，又专门向考古学者详细地讨教了碳一 14 的起算年、树轮校正的意义、半衰期的惯用数值等学术问题，

共同讨论并确定了题目的表述方式，使之更符合考古学的实际操作……

以上材料，对于我们有何启示意义，请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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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略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记叙性材料作文题。

教材编辑人员为了让题目表述科学严谨，先后做了大量工作，查阅资料、求教相关工作人员和专家，最好

才确定了题目的表述方式。教材编辑人员的表现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是对待知识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态度。“良渚古城遗址”只是起到导入相关数学问题的作用，而“起

始判定年”更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但是为了能够准确表述，符合考古学的实际操作，编辑人员为

了这个小小知识“大费周章”，这背后是对知识的敬畏，体现的是面对科学的严谨和求真态度。

其次，着眼于他们的身份，我们又可看出他们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教材是教师和学

生教与学的基础，教材的质量关乎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关乎人才培养的大局。编辑人员就连一个小小的问

题都如此严谨，背后正体现了他们的严谨负责的精神品质。

对于这则材料，还可以有其他解读，考生只要能从编辑人员的做法中得到正向的启发即可。

题目要求我们谈启示意义，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挖掘事件背后的精神品质，还应该从中得到启迪，着眼于

青年身份，思考我们应当学习什么，如何学习，有何意义。写作时要从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提炼精神品

质，还可以发散思维，将这种精神品质扩大化，思考还有哪些领域、哪些人身上也具备这样的品质，青年

锤炼这样的品质对于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有哪些意义等。

立意：

1.治学当严谨，做事务求实。

2.职责所在，精益求精。

3.严谨敬业，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