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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广东省四校高三第一次联考
高三 语文

本试卷共 8页，23 小题，满分 150 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填写在答题卷上。

2．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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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卷各题目指定区域内

的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

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卷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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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计成在《园冶》一书中曾讲到中国古代造物的最高境界当为“虽由人作，宛若天

开”。这种观点与我国古代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李耳的《老子》中“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的美学观点相似。其意为真正灵巧优美的东西应是不作修饰的。老子所谓的“大

巧若拙”，我们可以理解为那种高超的技艺，即通过人为的艺术加工之后并不露痕迹，而更

显自然稚拙、富有生气，恰似天造。“这种巧是大巧，绝非一般的技巧、技能。一般的巧可

凭借人工的力量达到，而大巧作为最好的巧，是最一般的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

巧。大巧就是不巧，故在此老子以‘拙’来表达这种高度的巧。”

所谓的美在“自然”，其表现在工艺美术作品之上，即为造物材料的天然性、无毒无害、

绿色环保，不逆自然之法。在其装饰方面，切不可为装饰而装饰，忽视功能本体的重要性；

也不可一味地重视功能性，忽视其本身的材料、造型的特殊美感。如，西汉霍去病墓前的《伏

虎》石雕，采用一种整体写意的表现手法，巧妙利用石材的天然形貌，因势造型。虎的身躯

借助了石料自然起伏的形态变化。虎身蜷曲的毛皮则是石料天然的纹理，斑纹则运用线刻手

法刻出，线条明快、简练自然，整体气势磅礴，再现了猛虎伏击时的精彩瞬间。

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喜欢吟诗作赋，以抒发胸中之情。如，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的《天

净沙·秋思》里罗列了枯藤、老树、乌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等

一些具体的物象，这些物象联合起来，含蓄深挚地表达了“天涯沦落人”的凄寂、苦闷和无

法解脱的“断肠”之情。这种平淡中见真情、朴素中见深刻的手法，体现的正是一种“大巧

若拙”之美，是美在枯槁的朴素的表现。吴鸣的《大语系列》，其创作融合传统紫砂造型工

艺，运用单纯的划痕纹理来演绎现代性的装饰手法，风格朴素，单纯自然。这种枯槁朴素之

美，表现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多地涉及对作品精神性的分析。

中国艺术推崇老境，老境也是一种拙。也可以这样说，老境是对婴儿般活力的恢复，是

对生命童稚气的回归。“老”，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中代表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然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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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对的则是“嫩”，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嫩到老的一个过程，技术技巧亦然。老境

意味着成熟和天全、绚烂和厚重、苍茫和古拙。这种老境之美，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多地

表现为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但这种历史感和沧桑感能使作品焕发出盎然的生命力。

当然，自然之美、枯槁之美、老境之美表现在工艺美术领域均有其独特的面貌，但对它

们的再认识有助于今后相关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与革新，也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生

活中的重要性，为传统文化植根于现实生活提供了一个参考。

（摘编自郭明《浅析“大巧若拙”的工艺美学思想》）

材料二：

“巧”和“拙”在本义上是一对反义词，在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中得到了辩证的

统一。《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

造为异端，故若拙也。”也就是说，“大巧”之所以为“大巧”，其核心和本质在于遵循自

然规律，保持事物本来的面貌和状态，而不是人为地破坏事物固有的属性，即“不造异端”。

而“拙”恰恰是不事修饰的，它外拙而内秀，体现出了“大巧”朴实无华、自然浑成的特质，

此时的“拙”，它似笨而非笨，似陋而非陋，表现形式上给人以稚拙的感觉，但实质彰显的

却是一种朴素、简淡、纯真之美，是巧夺天工的大美。由此可见，“拙”并不是真的“不巧”，

而是具有工巧所不及的清新自然之美，是“大巧”的外在显现。至此，“拙”已脱离了它的

本意，上升到一种艺术美的高度。

老子哲学观的核心是“道”，并将“道”与“自然”联系起来，“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但是老子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是自然界，更是指“自然而然”，顺应

万物的天性，不以人为的力量去改变它本身的规律。正因为“道”的本性是纯任自然，因此，

“拙”与“道”有相通之处。“大巧若拙”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道法自

然”这一大的美学观念的小分支，同时也反映了老子重视“质”美，欣赏深刻内蕴美的思想。

当然，“大巧若拙”的“拙”也离不开“巧”，它建立在人为之“巧”的基础上，同时

又是对人为之“巧”的超越与升华。因此，“拙”体现出一种炉火纯青、浑然一体、归真返

璞的境界，具有深刻的内蕴美，是一种“大巧”和“天巧”。这是道家最高的审美追求。

（摘编自易菲《老子“大巧若拙”的美学分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明代的计成继承了老子“大巧若拙”的美学观点，认为“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是中国古

代造物的最高境界。

B.霍去病墓前的《伏虎》石雕，巧妙利用石材的天然形貌，又运用线刻手法刻出虎身斑纹，

线条明快，简练自然。

C.吴鸣的《大语系列》运用单纯的划痕纹理来体现枯槁朴素之美，所以欣赏时要对作品精神

性进行仔细分析。

D.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但他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即顺应万物的天性，不人为

地改变万物自身的规律。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工艺美术作品在创作时必须处理好外在装饰与功能本体之间的关系，不应为装饰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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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重视功能而忽视装饰，否则就会失去作品应有的自然美感。

B.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大巧若拙”一直在探寻“自然”之美，也在寻求一种对于历史

性和沧桑感的回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当代的文化生活。

C.“老”是中国美学中的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嫩”意味着活力与稚气，老境则截然相反，

它意味着成熟、厚重、古拙，因此老境也是一种“拙”。

D.老子的“道”的本性是纯任自然，与“拙”有相通之处，“大巧若拙”也是老子“道法自

然”这一大的美学观念的小分支，反映出老子重视内蕴美的思想。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对“大巧若拙”中“巧”与“拙”的关系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巧”和“拙”是辩证的统一，“大巧”的核心和本质在于遵循自然规律，“大巧”与

“拙”相通。

B.“拙”为外在的不事修饰，是内秀的朴素表达，能体现出“大巧”朴实无华、自然浑成的

特质。

C.“巧”和“拙”都体现出一种艺术之美，但“巧”具有“拙”所不及的清新自然之美，是

“拙”的外在显现。

D.“拙”虽是对人为之“巧”的超越与升华，但它离不开“巧”，两者之间互为依存，密不

可分。

4．材料一从“工艺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大巧若拙”之美，但第三段却以马致远的《天净

沙·秋思》为例进行论证，请简要分析这样安排的好处。（4分）

5．右图为苏轼的水墨画作《枯木怪石图》，该作品很好

地体现了“大巧若拙”之美，请简要分析。（4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莽昆仑

田洪波

凌厉的风裹挟着雪花，纵横肆虐，北国天地一片苍茫。在浩渺的大兴凯湖和小兴凯湖之

间，雄阔的浑然一体的雪幕中，缓缓移动着几个小黑点。

他们没按既定的两个大小湖之间的湖岗路行进，而是从兴凯湖泄洪闸出发，蜿蜒斜插于

小兴凯湖的冰封湖面。他们的目的地是距此近 20 公里的地处蜂蜜山脚下的知青农场三连队

部。为驱寒气，他们刻意选择在午饭后出发，尽管天地依然混沌无序，根本见不到阳光。

他们是兴凯湖农场总部的十一名知青，大多是文艺宣传员。全会召开，他们连夜写好了

大红喜报，编排了节目，要在短时间内把盛会召开的喜悦分享给战友。

一夜狂飙，冰上积雪已半尺盈余。此刻，大颗的雪粒依然在天地间飞舞，他们尽管几乎

武装到了牙齿，都穿着厚重的棉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耳包及棉手闷子，穿着军用大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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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或棉乌拉，但依然抵御不住刺骨的寒冷，蜷缩着身躯艰难前行。

孙红梅向天空喊出一声高八度。她是宣传队的顶梁柱，此刻只有她有这样的底气。向面

而来的雪花与呼出的热气相遇形成冷霜，几乎把她的眼睛凝住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有人抬头向天吟诵伟人的诗句。

孙红梅的笑声刺破天宇：“接着来！”

于是有人呼应：“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孙红梅挥展两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紧接着响起众人的朗诵声：“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

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

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澎湃和激昂的情绪浸染了他们，他们脚步轻巧了，刚刚还肆意妄为的雪粒，此刻似乎也

一下缩减了纷扬的频率，变小了。他们继续前行，开始讨论还有多少公里，感叹幸亏穿插走

小兴凯湖，如若走湖岗路，指不定何时才能到达呢。有人提醒说还不是孙红梅的主意，大家

起哄乱嚷，北京妞儿就是不一般！

距离在不觉间缩短，似乎明天的太阳就要在前方升起，引得众人忘了寒冷，倍添活力。

不知谁起头，又高声吟出：“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这回不待引领，早有人接上：“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孙红梅笑吟：“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犹如亲人间的默契，大家又一起吟诵：“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

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大家把“环球同此凉热”一声高过一声吟诵了好几遍，然后齐刷刷看向远方的蜂蜜山。

此时的蜂蜜山白雪皑皑，与正在阔大冰面上行走的他们形成强烈反差。在他们眼里，它不就

是莽莽昆仑山一样，令人难以企及吗？在它面前，人是渺小的，可若较起真儿来，他们并不

惧怕它的高度和遥远。

“等一下！”孙红梅突然声音颤抖着喊了一声。

大家定睛看孙红梅。孙红梅摩挲着戴着棉手闷子的两只手，脸上的表情僵硬，嘴角微微

抽搐。有人问她怎么了，孙红梅示意别出声，然后，他们似乎共同听到，脚下的冰面传出一

声清脆的断裂声。这声音让他们头皮发麻，他们四肢无力地杵在原地，呆若木鸡。

“不会吧？”孙红梅颤着声音像在问众人，又似自语。没人回应她。奇怪的是，那断裂

之声再未出现，这让他们迷茫，莫不是出现了幻听？再次辨识，确认刚才听到的就是冰层的

断裂声，这让他们又躁动起来。

孙红梅让大家静下来，她似乎已思考出对策。她让大家拉开前后距离，减慢行进速度。

特别是不要扎堆走在一起，要散开。交代到最后，她说出自己的判断：现在是 12 月底，冰

面应已冻实，只要不垂直重压，应该没问题。

大家点头称是，脚下依然令人胆战，他们不敢再用力走，似乎每踩一步，都会把冰面压

裂一层，从而加速冰面的坍塌。

没人敢掉以轻心，小湖与大湖迥然不同，大湖水底平坦丝滑，游至百米才齐腰深，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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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则水草丛生，且多为沼泽地，一旦陷进去，将无能为力。

孙红梅停下脚步，提议帮她把身上背的黄书包解下来：“喜报在包里装着呢，宁肯我掉

下去，也不能毁了喜报。若真要是掉下去了，你们就把我理在蜂蜜山下吧，让我看着你们改

天换地。另外告诉我爸妈，让我妹妹也来下乡，算是实现我的理想吧。”

有人带着哭腔说，别胡说，我们还指望你演节目呢。在孙红梅心事重重的笑声中，大家

蹒跚着，默默前行。笑声不再，也没人再诵读诗句，他们形成的小黑点，像印在大地上的惊

叹号，直指蜂蜜山。

不知何时，风力似乎小了，抬头间，蜂蜜山已遥可相望。

走出小兴凯湖冰面那一刻，孙红梅瘫在了雪地上，几个女孩子抱在一起痛哭。

不久，蜂蜜山下的三连队部响起欢呼声，惊得雪花一时间满天飞扬，乱了分寸。

（

有删改）

注：文中知青们吟诵的两首诗词分别为毛泽东《沁园春﹒雪》《念奴娇﹒昆仑》。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听到全会召开的消息后，知青们连夜写喜报，编排节目，冒着大雪赶路，直接说明了这

次会议的重要性。

B．知青们此行遇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改变了既定的路线，这说明知青们缺乏生活经验，对

危险预估不足。

C．孙红梅听到冰面的断裂声能很快镇定下来，是因为她知道 12 月底的冰面已经冻实，不会

发生危险。

D．从孙红梅的“遗言”可以看出她的尽职尽责，从她想让妹妹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可以看出

她为国家做贡献的初心。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雪花”贯穿文章始终，既照应了标题“莽昆仑”，也触发了知青们吟诵诗歌的热情，

同时也表现出自然环境的恶劣。

B．文章两次把在雪中行走的知青们说成是小黑点，生动形象，突出表现了人在面对大自然

时显得格外渺小，点明了文章的主题。

C．本文在人物塑造上运用了点面结合的手法，其中对孙红梅的描写是“点”的描写，通过

她的言行展现出当时知青们的精神面貌，具有时代特色。

D．本文结尾颇具特色。运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雪花漫天飞舞的情形烘托出大家听到

喜报极度兴奋的心情。

8. 请结合送喜报的经过简要分析文中知青们的心理变化。（6分）

9. 小说用知青们吟诵毛泽东的两首诗词来代替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有怎样的文学效果？

谈谈你的理解。（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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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楚灵王．．．即位，欲为霸，会诸侯，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君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唯

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修德以待其归！若归于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适淫

虐，楚将弃之，吾谁与争？”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

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对曰：“恃马与险，而虞邻之难，是三殆也。恃险与马，不足以

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

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有何能济？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

侯哉？君其许之。”乃许楚灵王，遂为申之会，与诸侯伐吴，起章华之台，为干溪之役，百

姓罢劳怨怼于下，群臣倍．畔于上，公子弃疾作乱，灵王亡逃，卒死于野。故曰：“晋不顿一

戟，而楚人自亡。”司马侯之谋也。

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挟弓而干阖闾，阖闾曰：“大之甚，勇之甚。”为是

而欲兴师伐楚。子胥谏曰：“不可，臣闻之，君子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

义，复父之雠，臣不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

于是拘昭公于郢。数年而后归之，昭公济濮水，沈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

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兵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

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兵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故

春秋．．美而褒之。

（节选自《新序·善

谋》）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

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B.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

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C.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

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D.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狄亦

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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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A. 楚灵王，是楚国国君熊围的谥号，从这个谥号可以看出后人对他的同情。

B. 其，表祈使语气，与《烛之武退秦师》中“吾其还也”的“其”含义相同。

C. 倍，同“背”，与《鸿门宴》中“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的“倍”含义相同。

D.《春秋》，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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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晋君起初不愿意答应楚灵王的请求，司马侯劝谏晋君暂时迎合楚灵王，静观其变，晋君

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B. 司马侯认为晋国必须要“修政德”，将纣王和文王进行对比，论证了君王修明政事和德

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性。

C. 楚灵王召集诸侯会盟后发动战争，兴建宫室，导致众叛亲离，这恰好印证了司马侯“淫

虐将遭弃”的观点。

D. 蔡昭公因一件美裘触怒楚国贵族，被囚数年才获释。在回国途中他立誓报仇，后求救于

吴，吴最终打败楚国。

13.请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对曰：“恃马与险，而虞邻之难，是三殆也。

（2）数年而后归之，昭公济濮水，沈璧曰：“诸侯有伐楚者，寡人请为前列。”

14. 吴王为了伍子胥想要伐楚，最终被伍子胥劝止了；而当蔡国向吴国求救时，伍子胥又劝

谏吴王“兴兵伐楚”。请结合文本说明伍子胥劝止伐楚和支持伐楚的理由分别是什么？（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唐诗，完成 15～16 题。

高都护骢马行①

杜甫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

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②道。

【注】①高都护，即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天宝六载（747 年），高仙芝率军万人，平定小勃

律国，因这次战功，入朝升官。此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八、九载（749、750 年）间杜甫困居

长安时。②横门，长安城北西起第一门，横门道，是去西域的必经之道。

15．下列对诗句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此马”二句，补叙骢马曾在边地立过战功，它有着人的感情，一心助主人建立大功，

称颂了骢马的品德。

B．“雄姿”二句，借用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意，称誉骢马的品格，写青骢马不屈服于被

束缚的命运，总怀念战场的胜利。

C．“五花”二句，“五花”是骢马毛色，散在各处，如满身云锦。这匹骢马是汗血马，奔

驰万里，才能见到身上汗流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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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青丝”二句，照应“雄姿未受伏枥恩”，写出骢马向往西域战场，戴上青丝络头，老

死在槽枥间，这并非它的志向。

16．托物寄情是古诗常用的手法，结合诗句说说作者借“马”寄托了怎样的情感？（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王安石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中，运用比喻修辞描绘长江和山峰的美景的两句是

“ ， 。”

（2） 《阿房宫赋》中，杜牧运用铺陈排比来论说“秦爱纷奢”，最后得出结论，这些“纷

奢”的行为使百姓“ ”，而秦朝统治者却“ ”。

（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二十八星宿经常出现在古诗文中。如

“ ， 。”

三、语言文字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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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题。

无论是诗史之诗，还是新世界诗，都有一条红线 其中：反帝爱国、变法图强。你

被诗界誉为诗歌革命的旗手，不仅在于一新诗风，抛弃了烦琐的形式；更在于为诗歌赋予了

崭新的思想内容。与其说你是以诗推动诗歌革命，毋宁说你是以诗为炬火，引领时代前行的

脚步。你的诗是近代新派诗的天花板，你亦是文坛顶流。因为你的存在，诗界革命的旗帜才

能 ，中国近代文学史才会花团锦簇，你也 地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

之首。

你不以诗为荣，诗却成全了你。你的喜怒哀乐在字里行间不时显现，你变得鲜活、生动、

立体而饱满。不但我们可以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顺着诗句走进你宽阔的心海,还可以

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你像一位渔人，驾着用心血筑成的诗之舟，引领我们去穿越人生的风

浪与绮丽。你的悲愤瘦如秋风，把一路感悟堆积在我们心里；你的思考又如夏日流萤，不时

点亮海上迷人的风景。

1905 年 3 月 28 日，一代人杰黄遵宪郁郁而终。他的名字 在了历史的纪念碑上。

18. 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贯注 屹立不倒 当仁不让 书写

B．灌注 屹立不倒 当仁不让 镌刻

C．贯注 迎风招展 当之无愧 镌刻

D．灌注 迎风招展 当之无愧 书写

19. 画波浪线的句子存在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我们不但可以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还可以顺着诗句走进你

宽阔的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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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但我们可以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还可以顺着诗句走进你

宽阔的心海。

C. 不但我们可以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还可以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顺着诗句走进你

宽阔的心海,

D. 我们不但可以看清你脸上的每一道皱纹，抚摸你的每一根白发，还可以顺着诗句走进你

宽阔的心海。

20.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善于化无形为有形，这一表达效果是如何取得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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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题。

狗真的有计算能力吗？ ，但动物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进行了一项特别的实验，测试对象是一条以擅长“计算”而著称的达克斯猎

犬，这是条“身经百战”的猎犬，在此前的测试中每次拿到算式卡片后，它总是会仔

细观察主人，然后顺利从几个答案卡片中挑选出正确的。但这次实验的方法很“奸诈”：

不是向“算数”的狗传达错误答案，而是让狗的主人得出错误的答案。动物学家做了

一套卡片，在卡片的正面写着一道简单的算式。可有一点是主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卡

片用几层透明纸制成，最后一层上印了另外一个算式，从背面是能看见的，卡片的背

面对着主人，卡片的正面对着狗。毫无疑心的主人看到 ，以为就是

狗要“计算”的算式，就不自觉地把这个算式的答案传递给了狗，殊不知这个答案和

卡片正面的问题完全对不上，于是狗接二连三地答错。

因此，动物学家的结论是：狗， ，但它们敏锐的观察能力让人惊叹。

21.下列各句中的引号，与上文划横线句中“身经百战”的引号作用相同的一项是（3分）

A.《窦娥冤》属于元杂剧中的“本色派”作品，说白凝练而又生动流畅，唱词优美而又节奏

鲜明。

B.《雷雨》通过展现周家这个“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所暗藏的污浊和腐朽，暴露了封

建大家庭的罪恶。

C. 哈姆莱特登台念“生存还是毁灭”这段台词时，奥菲利娅一直待在舞台上装作正在读书。

D. 然而，就那么几秒钟，当我把它放回池水之后，这位鲤鱼“科学家”便突然冒了出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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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字。（6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对于驾驶员来说，掌握住油门、刹车、方向盘，就成功了 99%。意思是，驾驶

要善于踩油门，也要适时刹车，还要掌握方向盘来选择和调整方向。同时，面对不同的情况，

驾驭员要加以调整，灵活采取这三种操作行为，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以上材料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强华中学高三年级将举办一次以“如何高效复习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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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经验交流会，请你结合材料写一篇发言稿，谈谈你的思考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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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