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6 页 

 邕衡金卷 2023 届高考第三次适应性考试 

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50分钟     满分：150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将条形码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选择题使用 2B铅笔填涂；非选择题必须使用 0.5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书写。 

3．请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书写的答案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 I （本题共 5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提起节奏，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诗歌，而不大会想到小说。这是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节奏主要指文

字音节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和高低起伏的变化。这种由语音的有规则的出现造成的节奏感在叙事文中确

实不占显著位置。小说主要以“讲故事”为主，不太讲究声音韵律，纵有节奏，也常被意义掩盖，不易为

人们所觉察。但不可否认，小说中同样存在节奏。 

20 世纪 20 年代，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最早关注到小说节奏问题。福斯特以音乐节奏做类比，认

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反复出现的音乐短句就是小说的节奏。法国小说理论家热拉尔·热奈

特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他将小说时间处理方式分为“概要”“停

顿”“省略”“场景”四种，认为四者的交替运用就是小说节奏的主宰方式。“叙事时间”,也叫文本时间，

指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即叙述故事的过程；“故事时间”指故事自然状态下

发生的时间。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叙述称为“场景”,以此为基点，向两端延伸。叙述

时间短于故事时间为“概要”;叙述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的是“省略”；叙述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

为零则是“停顿”。在热奈特笔下，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非等时”现象存在与否，是小说有没有

节奏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概要、场景，还是停顿、省略，它们在时间上的跨度对叙事结构中的节奏

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极端的例子是《追忆似水年华》一文，话语的节奏有时慢到以 190页的叙事篇

幅描述三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有时却快到仅仅用三行文字就概括了 12 年的故事。至于何者用快节奏表

现，何者用慢节奏表现，实际上关系到作品主题和作者的价值取向。 

（摘编自邓颖玲 蒋翃遐《论小说节奏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中国叙事思想中的节奏范畴，突破了快慢的界定，评点家更多是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节奏变换带来的

叙事效果，这恰恰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相对缺乏的。在脂砚斋看来，“横云断山”“重重写来，轻轻抹去”—

—这些看似模糊性的表述话语，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横云断山”，指在叙述某一事件时，忽然插入对

另一件事的叙述。这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被插叙的事件与前事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却截

断了原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使整个文本的叙事节奏缓和下来。 

如第二十七回：“见黛玉来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儿。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

我整整三天没见了’。”脂砚斋云：“横云截岭，好极，妙极!二玉文原不易写，《石头记》得力处在兹。”我

们来体会：此前，黛玉和宝玉正闹嫌隙时，薛蟠插一杠子，扯谎把宝玉叫开，一桩悬案留置这回，读者急

切想知道他们在下一次碰面时怎样了局，可作者却偏偏不让他们碰面，眼看就要撞见了，偏插入探春事件，

叙事节奏放慢，读者的心理却越来越迫切。 

第二种情况，被插叙的序列与叙事原序列逻辑紧密相连，因而加速了原事件的情势发展，叙事节奏越

来越快，情节越来越紧张。脂批用“紧处愈紧，密不容针之文”来指称这种叙事加快的效果。如第十三回，

此回为阿凤正传，是为写凤姐之珍贵、英气、心机、骄大而设。开篇为了引出风姐，一层接着一层，可卿

这头刚逝，又恰逢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只能卧床。贾珍又哭得泪人一般，愁于如何料理，真可谓急中偏

添乱，叙事节奏步步紧逼，读者心理也空前紧张。脂批云：“妙!非此何以出阿凤!”在这种情境下才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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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人物王凤姐的出场。 

“重重写来，轻轻抹去”是脂评的独创，重重与轻轻这两种对照的效果扩充了文本的张力，加强了文

本自身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给故事情节增加富有魅力的生命形式。如第三十八回，此回的正题原本为写“菊

花诗”“螃蟹咏”，但叙事者将贾母引入藕香榭后，却浓墨重彩地描写凤姐的诙谐及丫头们的嬉笑，这些有

趣的情节，使读者似乎都忘了此回正题；叙事者竟未忘，忽一句“这里风大”，王夫人便陪同贾母等去房

里歇歇了，“轻轻抹去”,收住入题；长辈离开后，大家就开始作起诗来。可以说，其过渡之痕迹极其自然。

在这里，“重重写来，轻轻抹去”,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被脂砚斋用来指称叙事话语层面，“场景”和“概

要”时距的交叉引起了叙事节奏的变化；一方面又是读者依据文本情境而产生的心理预设与话语实际表达

之间的差异下形成的节奏变换，因为在作者设置的基本叙事基调下，读者对文本的期待视野中，很自然地

形成了“核心”人物浓妆重彩、“卫星”人物轻描淡写的观念，而一旦文本呈现在眼前的是截然相反的格

局，就会引起读者心理上的节奏变化。 

（摘编自高静《脂砚斋叙事思想研究》）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小说的节奏虽然与我们一般认为的节奏不同，常被意义掩盖而不易为人察觉，但它同样需要得到我

们的关注。

B. 热奈特提出了小说的四种时间处理方式，认为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非等时”现象决定了小说的

节奏效果。

C. 与西方经典叙事学不同，在中国叙事学研究中，评点家更多的是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节奏变换带来

的艺术效果。

D. “重重写来”的快节奏与“轻轻抹去”的慢节奏交错相间，扩充了文本的张力，产生了跌宕起伏的

审美意蕴。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小说一般以讲故事为主，它的节奏往往不在于语音层面的变化规律，而在于叙事话语内部的关系。

B. 根据热奈特的叙事节奏理论，与叙述时间相比，故事时间由长到短依次为省略、概要、场景和停顿。

C.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文本与读者的阅读体验之间常呈现不一致的情况，由此产生新奇的审美体验。

D. 通过深入挖掘脂砚斋提出的看似模糊的表述，可以大致把握叙事节奏在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中的内涵。 

3. 下列选项，不符合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3分）

A.《老人与海》中对第一条鲨鱼出现前一个钟头内老人的所思所想进行了描写，这属于“停顿”。

B.《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者没有描写别里科夫病倒在床到死前一个月的故事，这属于“省略”。

C.《边城》中用“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叙述故事背景，这属于“概要”。

D.《祝福》中描写的“我”与沦为乞丐的祥林嫂的谈话过程与故事时间基本相等，这属于“场景”。

4. 在小说创作中，节奏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4分）

5. 请指出以下文本体现了脂砚斋的哪种叙事思想，并结合文本简要分析其效果。（4分）

第六回，凤姐接见刘姥姥，一面与刘姥姥闲谈，一面打发周瑞家的去请示王夫人。又一面继续闲谈，

一面处理管家事务。刘姥姥正欲述家中疾苦之时，偏有小厮通报蓉大爷来了，凤姐忙阻止刘姥姥不必说了。

紧接着引出蓉大爷向凤姐借玻璃炕屏事件。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8题。

文本一： 

紫禁城的鲥鱼汤 

蒙福森 

康熙三十一年春日，树木葳蕤，草长莺飞，春意盎然。一大早，江宁渔民刘老六和儿子在大江上捕鱼。

这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依旧是斜风细雨，江水苍茫，远山如黛。大江两岸的屋舍、田野、丘陵、树木都笼

罩在雨霭之中，烟岚缥缈，若隐若现，恍如一幅杏花烟雨江南的水墨画。刘老六父子箬笠蓑衣，在白浪滔

天的大江中撑一叶渔舟，撒网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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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网，一无所获。 

第二网，捞到一些小鱼小虾、几根水草。 

接着，第三网、第四网……第十五网，渔网刚拖离水面，突然间，刘老六心跳加速，手脚颤抖——渔

网中，一条罕见珍稀的鲥鱼在挣扎着。 

“鲥鱼！鲥鱼！鲥鱼！”刘老六连声惊叫，手脚无措，几乎跌坐在船舷上。 

这确实是一条鲥鱼，一条价值不菲的鲥鱼！算起来，江宁的渔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捕捞到鲥鱼了。 

渔船随即撑回岸边。“鲥鱼——鲥鱼——”刘老六向长年守候在江边等候鲥鱼的几名官差大声喊叫，“捕

到了一条大鲥鱼！” 

不一会儿，官府的大批人马携带着冰块策马奔驰而来。岸边，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刘老六父子小心

翼翼地捞起这条有两斤多重的鲥鱼，交到官差的手中。 

鲥鱼娇贵，离水很快就会死掉。官差们把鲥鱼放入一个放满冰块的盒中，盒子外再淋上一层猪油，以

防止冰块过快融化。随后，数匹快马立刻如离弦之箭，沿官道快马加鞭，一路驰奔京城。 

刘老六随后到官府，领到了一笔丰厚的奖赏——十五两银子。这笔银子，相当于刘老六打鱼一年的收

入。 

几个官差，背插令旗，一个马背上绑着放鲥鱼的盒子，两个护卫，一前一后，最前面还有一个官差手

举令旗，一路不断大呼：“八百里加急，闲杂人等立刻避让！” 

他们出了江宁城，一路狂奔，不想，路边有几个孩子在玩耍，突然见到几匹快马飞奔而来，吓呆了，

不知避让。几匹快马迎头踩踏过去，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被一匹快马撞倒，另一匹马踩中他的头部，顿

时，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官差们仅犹豫一下，随即，快马加鞭，飞驰而过。 

从江宁到京城，有三千多里路，沿途官府接到快报，早已准备了大批快马，等候从江宁送鱼上京的官

差。每一处驿站，都煮好蛋汤，等官差们一到，端上来，匆忙喝上几口。每一处驿站，换一次马，换马不

换人。每两处驿站，换一次人。如此日夜不停，向京城疾驰。晚上，沿路官府点起火把，为他们夜奔照明，

一路火光映照，不耽误片刻。马蹄声急，尘土飞扬，泥水飞溅。嘚嘚嘚，嘚嘚嘚，马蹄声在寂静的深夜里

显得特别清晰。 

三日后，鲥鱼送到了京城。御膳房总管吩咐：“立刻交给御厨张和烹制。”张和打开盒子，一看，一闻，

点点头：“好。”鲥鱼虽死，有冰块保鲜，依然像刚从江里捕捞到一样。张和跟御厨们说过，鲥鱼之味，世

间罕有，贵在鲜美、滑嫩，无腥，无泥味，肉如凝珠，其色如玉，非寻常鱼可比，极其珍贵。古诗有云：

“青杏黄梅朱阁上，鲥鱼苦笋玉盘中……”总之，鲥鱼之味，人间至味也。 

张和刮鱼鳞，除内脏，洗净，冷水泡浸，去杂味；剔去鱼骨和鱼刺，切鱼片，此时需万分小心，一丝

不苟，容不得有一根鱼刺存在，否则，有杀身之祸；放入陈皮、花椒、香蕈、姜片、蒜瓣、八角、香油等

多种作料腌制；加上鸿兴楼送来的鲜豆腐，切块，再放入白果、红枣、草果、笋丝等一起下砂锅，文火炖

熬，豆腐和鲥鱼水乳交融，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出锅后，撒上少许葱花，一道色、香、味、鲜俱佳的鲥

鱼豆腐汤做好了。正好，到了皇上用膳的时候，侍膳太监轻轻地揭开锅盖，一股浓香立刻飘散开来，洇入

鼻翼，沁人心脾。 

这次，张和烹制的是鲥鱼豆腐汤。如果红烧鲥鱼，又是另一种做法。据说，张和有十多种烹制鲥鱼之

法。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味道，各有特色，皇上百吃不厌，喜欢着呢。可惜，鲥鱼只产于南方浙江、福建

等地，珍稀昂贵，少之又少，很难捕到。朝廷定鲥鱼为皇宫贡品，南方各地捕捞到的鲥鱼，不论大小，一

律送入京城。张和烹制鲥鱼水平之高，他人望尘莫及。京城里久负盛名的八大楼、八大居、八大春等大酒

楼的名厨，烹制鲥鱼的水平远远比不上张和；甚至，皇宫中所有的御厨，跟张和比，都差了一大截儿。 

张和自小在江宁乡下长大，祖上出过御厨，家学渊源，而他聪明勤学，饱读诗书，悟性甚高，厨艺比

祖上更胜一筹。 

张和的父母妻儿留在江宁，耕田种地。他有一子一女，儿子今年七岁了，聪明伶俐。做鲥鱼汤的那晚，

张和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哭着向他跑来。张和跟御膳房总管请假两个月，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回家了。 

从京城回江宁，到枣庄古禾时，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张和在岔路口，和从江宁老家日夜

兼程赶去京城报信的堂弟擦肩而过，差一点儿就碰上了，可惜还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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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弟去京城，有一个悲痛欲绝的消息要告诉张和：十几天前，张和的儿子被送鲥鱼上京的官差的快马

踏破头颅，不治身亡。 

文本二： 

小说虽然跟戏剧有区别，但小说的有些情节也很有“戏剧性”，所以这类反讽手法也就叫作“戏剧反

讽”。小说中的反讽最初就是来源于戏剧。“它发挥作用在于观众（读者）的全知全能与剧中人物之间的张

力。在戏剧中，台下的观众知道事情的本来来由，但台上人物却被蒙在鼓里，任由事情发展。”（郑弢《论

反讽的几种形式》）如《祝福》这篇小说，站在读者的视角来看祥林嫂捐门槛这件事，谁都知道祥林嫂的

努力是徒劳的，她是得不到原谅的，她的处境是无法改变的，她的悲剧也是无法避免的，只是祥林嫂自己

不知道罢了。但她还不惜花费将近一年的工钱，满怀信心，去捐门槛，而且捐了门槛后就像换了一个人。

从这些戏剧性变化可以看出捐门槛这件事对祥林嫂的重要意义。在她眼里这种意义越重要，读者感觉到的

悲剧气氛就越浓烈，悲凉感也就越强，这就是小说中“戏剧反讽”的作用，也就是“当事件发生时，行为

者不了解真相，没有悲剧意识；但了解真相的观众（读者）却能感受到巨大的悲剧效应”。所以戏剧反讽

能引起读者对悲剧者命运的忧虑，也能促使读者对悲剧原因进行深入思考与探讨，也使小说有了更深的蕴

藉感。                       

 （选自王力《小说<祝福>中的反讽手法》，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标题中的“鲥鱼汤”是贯穿整篇小说的线索，文章围绕捕鲥鱼——送鲥鱼——做鲥鱼汤等而展开。 

B. 小说中写刘老六捕到鲥鱼后的状态，运用了语言和动作描写，写出了鲥鱼不同于一般鱼类的珍贵。 

C. 张和厨艺高超，本应过着幸福的生活，却因皇上爱吃的一碗鲥鱼汤而痛失爱子，揭示了小说主旨。 

D. 小说叙述以顺叙为主，中间补叙张和的家庭情况，结尾的插叙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耐人寻味。 

7. 请赏析小说第一段在语言运用上的表达效果。（6分）                                                                                           

8. 文本二中王力提到“戏剧反讽”，请结合文本一，谈一谈“戏剧反讽”的作用。（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8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3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3题。 

材料一：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

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

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

之略耶？ 峨大冠、 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

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

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选自刘基《卖柑者言》） 

材料二：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

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

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 

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基慷慨有大

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

不言。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

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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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明史·刘基传》） 

9. 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分） 

若 A 所 B 市 C 于 D 人 E 者 F 将 G 以 H 实 I 笾 J 豆 K 奉 L 祭 M 祀 N 供 O 宾 P 客 Q 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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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指经过。与《归去来兮辞》中“园日涉以成趣”中的“涉”字意思相同。 

B. 虎符，指调兵遣将用的兵符，劈为两半，皇帝和将帅各持一边，合并使用才能调兵遣将。 

C. 固，指坚决、坚定，与《阿房宫赋》中“日益骄固”的“固”字意思不相同。 

D. 子房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字，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取“字”，女子十五岁行及笄取“字”。 

11.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因为能长期储藏柑子并使它们保持光鲜的外表，所以即使售价高昂，人们也争

相购买他的柑子。 

B. 卖柑者用外表光鲜、内里干枯如破棉絮的柑子来比喻当时官场上无真才实学、无所作为的文武官员，

具有讽刺意味。 

C. 刘基辅佐太祖平定天下，他料事如神，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与他人多有触犯。还乡隐居后，他只

饮酒弈棋，不提功劳。 

D. 皇帝任用刘基做心腹重臣，每次召见他，总是屏退旁人再秘密交谈。刘基也认为自己是不世出的天

才，所以知无不言。 

12.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5 分） 

（2）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5分） 

13. 材料一与《种树郭橐驼传》都具有寓言性质，借普通人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的事理讽刺社会现实，请

分别分析。（4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题。 

书愤二首（其一） 

陆游 

白发萧萧卧泽中①，只凭天地鉴孤忠。 

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②嚼齿空。 

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 

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注]①泽中：陆游居镜湖，故称泽中。②张巡：唐南阳人，安禄山反，张巡守睢阳，被围数月，城破，骂

贼不屈。贼断其舌，落其齿，张巡嚼齿吞食而死。 

14.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从首联可知，诗人此时年事已高，身居镜湖，对朝廷仍怀忠心。 

B．颔联承上联“孤忠”而来，提及历史上的苏武牧羊与张巡嚼齿。 

C．颈联实写诗人所见，沦陷的上林苑与洛阳宫尽是一派残败景象。 

D．全诗笔力雄健，气壮山河，表现出了诗人一以贯之的英雄本色。 

15. 请结合全诗分析诗人是如何书写“愤”的？（6分） 

 

（三）名句名篇默写（本题共 1小题，6 分） 

16. 补写出下列句子的空缺部分。（6分） 

（1）《庄子·逍遥游》中认为，小物有小物的凭借，大物有大物的凭借。比如“            ”，就只能

拿芥草作舟，而蜩与学鸠不理解这个道理，所以用“            ”表达对大鹏高飞的质疑。 

（2）近现代诗人柳亚子在《次韵和陈巢南岁暮感怀之作·其二》中写道“青衫有泪哭琵琶”，此句化用了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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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代文人常用“江”这一意象来抒发各种情感，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Ｉ（本题共 2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8题。 

秋高气爽的季节，来自 15 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心向北京，参与“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本

届论坛尽显“学术中国”通联“学术世界”的文明交往新气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当今世界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

育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变得越来越

少。时常会打破利益相关者的平衡局面的损害彼此信任与合作的导致国际关系愈发紧张的侵略、剥削、压

迫等行为证明了良好的交流在对外交往中格外重要。 

世界向何处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历史长河时而     ①    ，时而波涛汹涌，但总会奔涌

向前。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②    ，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人类命运     ③     ，唯有守望

相助、合作共赢才能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17.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8.请把文中画线的句子改写成 4个短句，可适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小题，1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9～21题。 

ChatGPT 一经推出，便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最近一段时间，ChatGPT 的爆火，不仅让很多人参与

到跟风使用当中，    ①    。 

其中，    ②    ，就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会写作业、写论文、写演讲稿……ChatGPT 的确在很

多领域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能力。它的这种“超能力”若完全被无差别地应用到教育活动当中，的确

值得警惕。一方面，它可能会给“作弊”增加一层保护色，    ③    ，在眼下看可能仍是一个问题；另

一方面，当 ChatGPT成为学习中的一种依赖，它还可能矮化教育的价值，从而弱化学生解决问题及批判性

思维。因此，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针对 ChatGPT在教育中的应用作出一些否定性规定，就目前看是很有现

实针对性的。 

不过，面对 ChatGPT所象征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对于它可能给教育界带来的影响，显然还需

要更深刻的思考和必要行动。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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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6分）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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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下列句子中的“让”和文中画波浪线处的“让”,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 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 

B. 抱歉，这件事让你为难了。 

C. 让我看，这事八成能成功。 

D. 他还真是神勇不让当年啊！ 

 

四、写作（60分）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有人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如何应对“变”之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以上材料对你有什么启示？请结合材料，联系现实，以“识变·应变·求变”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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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