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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朝阳高三二模 

语  文 

2022.5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满分 150 分） 

本试卷共 8 页。考生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

回。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

时间的流逝，这些年代久远的遗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腐坏。此时，文物修复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 

文物修复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修理。修理一般物品是为了能继续使用，所以要尽可能做到“修旧如新”。我们现在

视为文物的物品，古人当年制作目的也多是出于实用。但今天对文物进行修复就不再是为了恢复它们的使用价值，

而是为了恢复文物形貌，延长文物寿命，使其得以继续流传，因此在文物修复时应“修旧如旧”。 

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刚出土时拦腰折断、残破不堪，铜质已经腐蚀，表面密布锈斑。在

修复青铜大立人时，专家们采用的是低温焊接法，将锡和铅按一定比例熔化制成焊条，这种材料的熔点只有 183 摄

氏度。如果用气焊、电焊等高温焊接方式，不但青铜会熔化，其表面五颜六色的锈斑也会全部变黑。 

一件如此高大的文物，光用焊接处理，牢固程度显然不够。专家们想到了赵州桥的桥拱连结银锭扣工艺。银锭

扣的拉力很强，无论是拉伸还是扭聚，都能增强主体的承重能力。为了尽可能降低对文物的破坏，修复人员在大立

人身上没有花纹或花纹很少的地方开银锭锁口，用相当于器物壁厚的铜板做成相应尺寸的银锭扣，镶嵌之后严丝合

缝。主体修复完成后，大立人才真正“立”起来了。工作人员再把它清洗干净，然后风干、打磨，最后进行做旧，处

理好焊道和补配块的锈色，让它看起来像旧的一样，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 

为了让文物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有时少修甚至不修，是另一种“修旧如旧”。2010 年在圆明园陶瓷文物修复工

作中，专家就强调，基于圆明园文物所承载的特有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情感，出土的瓷器如同圆明园遗址一样，不

能完全修复、重新构建。除了对文物破损部分做好必要保护，突出它的残缺状也很重要。因为文物修复就是让文物

在记录历史信息的同时，能承载更多的文化和情感。 

（取材于王菁菁、田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物修复追求器物的完整性和气韵之美。古代的能工巧匠创造了多种修复工艺，如器物的矫形、补配,

书法绘画作品的全色、接笔等，使文物看上去形貌无欠缺。工匠们总是尽力选取与文物当初制作时相同的材料,并在

修复补配的部位涂上与残存部位相同的颜色,让人看不出破绽,从而带给观赏者一种整体美的享受。 

尽管传统文物修复者完美复原文物是为了达到天衣无缝的美学境界，但这样复原的文物客观上会影响观赏者对

文物的认识和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让文物修复可识别，在当代逐渐成为文物修复界

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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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注重形式上的整体和谐，在文物修复时，若补配物可轻易被识别，会造成视觉上的不协调，破坏美

感。为兼顾传统美学偏好与文物修复原则，修复专家通常采用“内外有别”的方法。作色时，将文物展示的一面做到

与周边颜色浑然一体，几乎没有差别，又在观众不易观察到的补配部位大体做上颜色，细心观察便能区分。部分专

家则推崇“仪器可识别”的方法，将已在取证学与印刷防伪等领域广泛应用的荧光技术用于文物修复，如在青铜修复

作色时加入荧光材料。修复后的青铜器，在日光照射下与周围颜色无异，但经紫外光照射，修复部位便发出耀眼的

荧光。 

（取材于余子骅、龚德才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残缺文物的修复是文物保护中的一道难题。修复人员往往需要凭借文物结构及自身经验脑补出缺失区域的几何

形状，修复过程主观性强，修复技术难度大，对文物修复人员的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利用现代技术精确

制造实物补块，实现破碎文物的高精度修复，为文物修复打开了新局面。 

长沙唐墓出土的鹊尾炉，炉身炉座均有残缺，炉身下部与炉座已完全断开，修复难度极大。修复人员查阅了大

量资料，并参考了馆藏的另一件鹊尾炉残件，力图复原其原貌。他们利用高精度三维扫描技术，建立鹊尾炉结构模

型，对其进行虚拟三维重建、复原，最后利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出缺损部件。经过打磨、上色等处理，成功完成了

修复。出于修复可逆的考虑，打印部件专门选用了一种既坚固稳定又能轻松剥离的材质，如果以后有了更好的修复

方案，还能随时拆卸还原。 

书画文物的易损性让修复人员更加小心谨慎。研究人员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开发了书画文物数字修复模拟系

统。这一系统可以把书画文物通过数字形式加以保存，还能运用软件模拟修复环境，给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修复人

员可以充分试错，反复修正，直至达到修复要求再开始实际操作。现代科技的运用为文物修复的可逆，提供了新的

技术支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全方位引入数字化技术。对于损坏严重且不知全貌的残缺文

物，修复人员通过数据分析和修复软件的辅助，可以模拟出它们的模样。这些模拟图像除了为修复提供参考，还能

作为展品供人们参观。这样，一些过去难以修复或无法展出的文物，也能发挥出更大的文化价值。 

（取材于史宁昌、刘亮、陈潇等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修复文物目的是恢复文物形貌及其使用价值。 

B．采用低温焊接法是为了避免破坏大立人形貌。 

C．修复大立人所用的银锭扣来自于赵州桥桥拱。 

D．修复大立人最后一道工序是清除焊道的锈斑。 

2．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传统文物修复时所用材料与文物原材料基本一致。 

B．当今人们对是否应该完美修复文物有了新的认识。 

C．文物修复可以借鉴取证学与印刷防伪领域的技术。 

D．用“内外有别”法修复的文物仅凭肉眼无法辨识。 

3．根据材料三，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过去修复残缺文物要求修复人员有空间想象力。 

B．依据资料和残件，鹊尾炉成功地完成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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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所有的文物中，书画文物的修复难度最大。 

D．现代科技的应用有利于书画文物修复、保存。 

4．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圆明园的历史特点决定其部分陶瓷文物应保留残缺状。 

B．矫形、补配和全色、接笔等工艺可用于修复文物残损。 

C．用紫外光照射的方法能够鉴别出拍卖会上文物的真伪。 

D．现代技术使一些过去难以修复的文物有可能得到修复。 

5．根据以上三则材料，说明下面链接材料中的晋侯鸟尊修复体现了文物修复的哪些原则，并简要分析。（6 分） 

链接材料： 

珍藏于山西博物馆的晋侯鸟尊属于西周青铜器，鸟尊全身布满纹饰，呈凤凰回眸的形

状，凤尾下却是象首造型。它出土时破碎成一百多块，修复后锈色斑驳，凤嘴锈蚀犹在，

古朴典雅。因为鸟尊尾部象首的鼻子部位缺失，专家便给鸟尊安了一个临时象鼻，并对这

段象鼻做了锈色处理，使之与鸟尊整体色泽保持一致，但没有仿制任何纹饰，以便于观赏

者识别。近年专家在整理相关考古资料时，发现疑似鸟尊尾部的残片。通过比对，确认疑

似残片正是鸟尊象鼻缺失部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修复人员将临时象鼻拆卸下来，再把

象鼻残片复原上去，晋侯鸟尊终于得以完整呈现。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1 题。 

（1）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

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
【1】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

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

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

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

学，弗若之矣。为．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取材于《孟子·告子上》） 

（2）孔子称古有博弈，今博独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其声可闻乎？或曰：北方之人，谓

棋为．弈。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

之在人，盖王政也。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至于弈则不然，高下相推，又有等级。或

虚设预置，以自护卫，盖象庖羲网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颓坏不振，有似

瓠子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危相劫，割地取赏，苏张之姿。三分有二，恝而不诛，周文之

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

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https://baike.so.com/doc/6486415-67001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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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班固《弈旨》
【2】） 

注释：【1】濯濯：光秃秃，没有草木的样子。【2】《弈旨》：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围棋理论的专著。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梏．之反复                 梏：束缚、压制 

B．则其违．禽兽不远矣         违：离 

C．今夫弈之为数．             数：技艺 

D．古今略备．                 备：准备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以其郊于．大国也           今博独行于．世 

B．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劣者．有侥幸 

C．操则．存                   象地则．也           

D．为．其智弗若与             谓棋为．弈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吾如有萌焉何哉 

    我对他刚萌芽的善心又能怎么样呢 

B．夫博悬于投 

   博戏的不确定在于投掷骰子 

C．盖象庖羲网罟之制 

   就如同伏羲结网捕鱼一样   

D．要危相劫 

    只要有危险，就相互劫持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短文一写曾经草木茂盛的牛山因砍伐放牧而变得光秃，类比善心被耗损。 

B．短文一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仁心易失，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养”。 

C．短文一中孟子认为自己见王的次数太少，所以对“王之不智”感到自责。 

D．短文二中孔子认为“博”“弈”不同，“博”有高下等级，故流行于世。 

10．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2 分） 

以为未尝有材焉 

11．以上两则短文都写到“弈”，但用意不同，请结合相关内容简要阐述。（6 分） 

 

三、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30 分。 

（一）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客至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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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客至 

李弥逊 

客至旋盥栉，出门惊两翁。 

山川十年隔，风雨一轩同。 

人事等飘瓦，生涯各转蓬。 

时危命如羽，忧乐酒杯中。 

客至 

陆游 

何处轩车客，能来桑麦村？ 

一奴先入市，此老自应门。 

野果尝皆涩，村醅压尚浑。 

残年亦何恨，治世作黎元。 

12. 下列对诗句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杜诗“盘飧”句写诗人因待客菜肴味道不佳而感到抱歉。 

B．李诗“客至”句勾画出有客临门，诗人梳洗迎客的样子。 

C．陆诗“何处”两句写有尊贵的客人来访，诗人不胜惊喜。 

D．杜诗和陆诗都交代了诗人居住在乡村，不在繁华的市集。 

13. 下列对诗句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杜诗“花径”两句采用与客谈话口吻，表现宾主相见的生活情景。 

B．李诗“出门”句生动描绘主客初见的细节，一个“惊”字见深情。 

C．陆诗“一奴”两句，“先”“自”两字写出诗人待客的不知所措。 

D．这三首诗都平白如话，看似信笔写来，其实结构紧凑，章法谨严。 

14. 三首《客至》都提到酒，但酒中“滋味”各异，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1）古人常用香花美草传情达意。《静女》中“    ①     ，洵美且异”借茅草表达爱慕之情；《涉江采芙蓉》中

“    ②     ？     ③     ”以设问的形式，表达采撷花草却欲赠不能的忧伤。 

（2）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皆可入诗。《春江花月夜》中“    ④    ，    ⑤    ”，张若虚借鸟和鱼来寄托思念之

情；《蜀道难》中“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⑥     ”，李白借鸟和兽来衬托山势的高危。 

（3）高考在即，班会课上老师用《谏太宗十思疏》中的“    ⑦    ，    ⑧    ”劝诫同学们，要善始善终，坚持到

底。 

（二）阅读《红楼梦》节选材料，完成 16－17 题。（共 10 分）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

《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

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

流出沁芳闸去了。 

（第二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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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

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

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三十五回） 

16．曹雪芹用“痴公子”评价贾宝玉，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谈谈你对宝玉“痴”的理解。（4 分） 

17．有人说“黛玉又胜宝玉十倍痴情”，你同意这个说法吗？请结合《红楼梦》的其他相关情节，简要谈谈你的看

法。（6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8－21 题。 

桃花鼓声安塞 

刘成章 

①安塞在延安正北，离延安只有四十公里，可是过去由于交通不便，我家的亲戚朋友，去过安塞的屈指可数。

只是听说，安塞有个真武洞，那洞很神秘，藏着无数故事，一说可以通到山西，一说可以通到靖边。春天的安塞，

满山桃花，老辈人说，每年三月从洞那头吹进去的桃花瓣，直到六月才能从这边飘出来。这个浪漫的故事，使我很

是着迷。我班上有个同学是安塞人，他告诉我，从延安西川流来的那条河，就源自安塞。所以那时候，满怀好奇心

的少年的我，常常望着滚滚而来的西川河水，充满遐想。 

②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终于有机会去安塞。安塞街道不长，宁静安谧，铺面好多都住着人家。这里只有一个

供销社和一座国营食堂，要不是挂着一块县政府的牌子，人们也许想不到它是个县城。此时的我，已经工作多年，

少年时代的浪漫情怀所剩无几，看见真武洞洞口时，觉得它无非是个较大的山洞。 

③这是我对安塞最初的印象。 

④其时我在延安歌舞团从事创作。有一天在院子里，我看见一些农村后生给舞蹈演员示范打腰鼓，那动作如霹

似雳，直击人心，顷刻把我镇住了。一问，那些后生全是安塞来的。他们打腰鼓的英姿，出神入化，震荡心魄，那

是任何演员都学不来的。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自愧虽然去过安塞，却不曾发现安塞还有这样一种灿烂的艺术。 

⑤我心旌摇曳，产生了创作冲动，想写一写安塞腰鼓。为此，我又专程去安塞看打腰鼓。安塞这时已修建起相

当气派的大礼堂。当时著名的民歌手贺玉堂，在他的窑洞前，为我放声高歌，那奇高的嗓音，让我叹服。他还就近

找了几个腰鼓手给我表演，我再一次被那腰鼓感染了，久久难以平静。然而，几次提笔，又搁下。从生活到艺术，

有时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后来我认识到，那是因为我内心的认知和感情，还未到火候。 

⑥又过了好几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人心大顺，万马驰鸣．．．．。我去关中西府千阳农村下乡，心里也鼓胀

着空前炽烈的激情。结果，只用了两个小时，我就把《安塞腰鼓》写了出来，不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就像以

前发表作品一样，心里浮起一阵快意，不过很快就烟消云散．．．．，一切如常。 

⑦后来，这篇文章不断被选入各种散文选本。而且，它好像变成了一群鸟儿，扑棱着翅膀，落上了如大树小树

一般的各种语文课本。此时我才意识到，它已成了我的代表作，贴在我的身上了，长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常常

会想起安塞。 

⑧去年我回到延安，受邀又一次来到安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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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现在的安塞，已是延安的一个区，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现代城市气象。市中心矗着一座金色雕塑，造型是鼓

手在捶击腰鼓，充满动感。他的双脚飞舞的场地，是一面大鼓的造型，鼓面光亮，鼓身鲜红。安塞人，已经用腰鼓

做了城市的招牌和名片。 

⑩而我的注意力，已经落在一些斜背腰鼓的小朋友身上了。他们在语文课上学过我的《安塞腰鼓》，听说我来

了，呼啦啦地跑到我的面前，要给我表演打腰鼓。他们的眼神，明亮而炽烈。他们那些好看的小脸蛋上，不知吸收

过多少阳光，甜美亮丽。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和袅袅上升的地气在一起。他们身上腰鼓的红、背带的红、流苏的

红，以及情绪的红，包裹着我，我成了喜庆的中心。 

⑪打起腰鼓的孩子们，腿脚欢蹦，精气神四射，鼓槌上的流苏飞舞，用语言极难形容。霎时间，我仿佛看见真

武洞里飘出漫天的桃花瓣！人道是“杏花春雨江南”，但这儿不属于江南，而属于北国，这儿是“桃花鼓声安塞”。这

北国的安塞、粗犷的安塞、强悍的安塞、谷子南瓜苹果飘香的安塞、“走头头骡子三盏盏灯”的安塞……在安塞，在

日头映红的安塞，孩子们忘情地歌舞。 

⑫杏花的气质是温婉秀丽清清浅浅，桃花的风度是激越轩昂风风火火。如果说杏花的魂灵是水，那么桃花的性

情就是火，矢志不渝地燃烧。迎着高原的阳光，那些桃花瓣，从真武洞里飘出极多极多，简直是喷出来的。花瓣一

片挨着一片，一片映着一片，上下翻飞；花瓣有如金的质地，铿锵劲舞；花瓣片片散发着香气，展示着这片土地的

芳华。而那些孩子们，则是一片环宇的光芒，一群火的精灵。 

⑬安塞的丘陵沟壑里，奔腾着不少河流：延河、杏子河、西川河、小川河、小沟河、双阳河……现在发现，在

它的地层下，有更多的石油河。整个安塞大地，是包着一团火的。世世代代的安塞人，也像这片土地一样，心底回

荡奔突着滚烫的热血。 

⑭早在古代，安塞就有“上郡咽喉”之称，常有重兵把守，山山岭岭都回荡过战鼓助阵的声音。唐朝“安史之乱”

期间，伟大的诗人杜甫，望着安塞的芦子关，写下了感时忧国的诗篇。在解放战争中，安塞出过一支英勇善战的游

击队——塞西支队，它的队长安塞人田启元更是威名远扬。1947 年，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正是在真武洞，彭德怀

将军召开了五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留下了一帧英姿勃发的照片。有人说，冲着安塞一眼望不到头的高山大峁一

声喊，随时都会出现九路烟尘、八百悍将、三千五百雷霆。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腰鼓艺术，哪能不高迈劲健、威震八

方？ 

⑮眼前是桃花鼓声安塞，是打腰鼓的安塞。这腰鼓的磅礴气势，来自唐宋元明，来自长河落日，来自“天苍

苍，野茫茫”，来自中华古老的优秀传统，也寄托着我们新的希冀。想起老人们说的，娃娃们若成了优秀的腰鼓

手，一辈子都会蓬勃向上，永不沉沦。 

（有删改） 

18．下列对加点词语在文中意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举步维艰：说明作者创作过程的艰难。 

B．万马驰鸣：比喻社会各方人才尽显其能。 

C．烟消云散：形容因发表作品的快感很快消失而沮丧失望。 

D．鳞次栉比：形容如今的安塞高楼林立，富有现代气息。 

19．下列对文意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②段写作者看见宁静安谧的安塞县城和真武洞，浪漫情怀顿失。 

B．第④段写作者看到安塞的后生打腰鼓的场景，激发出了创作冲动。 

C．第⑨段对金色雕塑的描写和第⑩段对打腰鼓娃娃的描写相映成趣。 



 8 / 13 

D．第⑭段写安塞厚重沧桑的历史，孕育出这里气势磅礴的腰鼓艺术。 

20．作者曾写过一篇被选入课本的文章《安塞腰鼓》，本文也写安塞腰鼓，但为什么题目是“桃花鼓声安塞”？请结

合全文加以分析。（6 分） 

21．文章结尾写道：“想起老人们说的，娃娃们若成了优秀的腰鼓手，一辈子都会蓬勃向上，永不沉沦。”请结合本

文内容，联系生活实际，谈谈某种艺术形式或地域文化对人精神成长的作用。（5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2．语言基础运用（5分） 

①“天宫课堂”第二课日前．．在中国空间站开讲。②航天员又．给全国中小学生讲了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③太空

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各种科学实验，由“太空教师”以天地互动的形式进行了演示。④在课堂上，航天员们还

惟妙惟肖．．．．地介绍了空间科学设施。⑤这场充满奇思妙想．．．．的太空授课，再．一次撒下科学的种子，在亿万青少年的心里

生根发芽。⑥是的， 

      浩瀚宇宙，      航天事业，      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⑦希望青少年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高科

学素养，在追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①句中的加点词“日前”不能改为“目前”。 

B．第②句的“又”和第⑤句的“再”使用恰当。 

C．第③句引号使用恰当，画线部分有语病。 

D．第④句和第⑤句加点的四字词语使用准确。 

（2）将下面三个词语，按恰当的顺序填入第⑥句的横线处。（2 分） 

建设          发展         探索 

23．微写作（10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50字左右。 

（1）上学放学时，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往往造成学校门口严重拥堵。针对这种现象，请你以学生会的名义，

给家长写一封倡议书。要求：理由充分，语言得体。 

（2）最近北京周边开发了一些短途游目的地，将远方的“风景”搬到附近，如江南特色小镇、少数民族风情

园。请你写一段话，谈谈对“附近的远方”这一现象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言之有理。 

（3）请以“桥”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情感真挚，语言生动。 

24．作文（50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1）2022 年 4 月 16 日，随着神舟十三号飞船平安降落，太空出差半年的三名航天员顺利回到地球怀抱。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光彩夺目的“显功”离不开几代航天人的呕心沥血、累积潜绩，也离不开无数无

名英雄的深藏功与名。其实，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如此，既有“显功”，也有“潜功”。 

材料中“既有‘显功’，也有‘潜功’”，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联系现实生活，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

文。 

要求：论点明确，有理有据；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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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除夕年夜饭餐桌上，在扶贫攻坚工作者的脚下，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短片里……

在这里，能读懂中国。 

材料中“在这里，能读懂中国”，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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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B 

2．（3 分）D 

3．（3 分）C 

4．（3 分）C 

5．（6 分）答案要点： 

①修旧如旧：修复后的晋侯鸟尊锈色斑驳，凤嘴有锈蚀；临时象鼻做锈色处理，与鸟尊整体色泽一致，古朴典

雅。 

②可识别：临时象鼻没有仿制任何纹饰，以便于观赏者识别。 

③可逆：临时象鼻可拆卸，缺失残片找到后被复原回原位，文物得以完整呈现。 

【评分说明】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6．（3 分）D 

7．（3 分）A 

8．（3 分）D 

9．（3 分）D 

10．（2 分）参考答案：认为这山不曾有过树木 

11．（6 分）答案要点： 

①短文一借助学“弈”的故事论证说理。阐述人的“不智”是因为三心二意，不肯认真学习，不能坚持养心。 

②短文二围绕“弈”展开论述。阐明弈棋理论，及弈棋中包含的政事、人文等道理。 

【评分说明】每点 3分。意思对即可。 

三、（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30 分） 

12．（3 分）A 

13．（3 分）C 

14．（6 分）答案要点： 

杜诗：有友来访，宾主尽欢，兴致盎然。 

李诗：时局危难，人事飘零，命途难测。 

陆诗：向往安定生活，期待太平盛世。 

【评分说明】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5．（8 分） 

①自牧归荑 

②采之欲遗谁 

③所思在远道 

④鸿雁长飞光不度 

⑤鱼龙潜跃水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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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猿猱欲度愁攀援 

⑦有善始者实繁 

⑧能克终者盖寡 

【评分说明】每句 1 分。有错别字或多字、少字，该句不得分。 

16．（4 分）答案要点： 

对美好事物的痴情；不为世俗理解的痴呆。 

【评分说明】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7.（6 分）【评分说明】结合相关情节 3分，分析 3分。（言之成理即可）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7 分） 

18．（3 分）C 

19．（3 分）A 

20．（6 分）答案要点： 

①安塞满山桃花和桃花瓣的故事，让少年的作者着迷，充满遐想，也展现了安塞独特的美。 

②腰鼓是安塞的一种灿烂的艺术，让作者感到震撼，促使他写作安塞腰鼓。 

③“桃花鼓声安塞”和“杏花春雨江南”形成对仗，突出桃花和安塞、安塞腰鼓的精神气质高度相似。 

④题目高度概括文章内容，富有诗意，引发读者阅读兴趣。 

【评分说明】①③2分，②④1分。意思对即可。 

21．（5 分）答案要点： 

①结合本文内容：高迈劲健的安塞腰鼓能为娃娃们的一生奠定下积极昂扬的生命底色。 

②联系生活实际：举例恰当，合理阐发。 

【评分说明】①2分，②3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2．（1）（3 分）D 

（2）（2 分）探索   发展   建设                    

23．（10 分）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以 5 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 

24．（50 分） 

    【评分参考】 

第①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

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充实、论证合理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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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较充实、论证基本合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论点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 分。 

每 3 个错别字减 1 分，重复的不计。 

字数不足，每少 50 字减 1 分。 

第②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想象丰富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

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想象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

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想象较合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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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3 个错别字减 1 分，重复的不计。 

字数不足，每少 50 字减 1 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1）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因为它长在大都市的郊外，老用斧子去砍伐，还能够茂盛吗？当

然，它日日夜夜在生长着，雨水露珠在润泽着，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放羊牧牛，所以变成那样

光秃秃了。大家看见那光秃秃的样子，便认为这山不曾有过树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在某些人身上，难道没有

仁义之心吗？他之所以丧失他的善良之心，也正像斧子之对于树木一般，每天去砍伐它，能够茂盛吗？他在日里夜

里发出来的善心，他在天刚亮时所接触到的清明之气，他的好恶与一般人有了一点点相近，可是到第二天白昼，所

行所为又把它压制消灭了。反复地压制束缚，那么，他夜来心里所发出的善念自然不能存在；夜来心里所发出的善

念不能存在，便和禽兽相距不远了。别人看到他简直是禽兽，因之以为他不曾有过善良的资质，这难道也是这些人

的本性吗？所以假若得到滋养，没有东西不生长；失掉滋养，没有东西不消亡。孔子说过：‘抓住它，就存在；放

弃它，就亡失；出出进进没有一定时候，也不知道它何去何从。’这是指人心而言的吧！” 

孟子说：“王的不聪明，不足奇怪。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再长的。

我和王相见的次数也太少了，我退居在家，把他冷淡得也到了极点了，我对他刚萌芽的善心又能怎么样呢？譬如下

棋，这只是小技术，如果不一心一意，那就学不好。弈秋是全国的下棋圣手。假使让他教授两个人，一个人一心一

意，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呢，虽然听着，而心里却以为，有只天鹅快要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它。这样，即使和

那人一道学习，他的成绩一定不如人家。是因为他的聪明不如人家吗？我会说;不是这样的。” 

（2）孔子说古时有博戏和弈棋，现在只有博戏在社会上流行，弈棋却很少流传。博戏的意义已被广知，弈棋

的意义却没人论说，它的意义还能被听到吗？有人说：北方的人，称围棋为弈。棋盘方方正正，和大地一样；棋盘

上的线路正而直，和（人的）德行一样；棋子分为黑白两色，与（天地间的）阴阳之别一样；棋子罗列在棋盘上，

取法的是日月星辰。这四点设置后，如何下棋就要看下棋的人了，这应该和治理国家是类似的。博戏的不确定在于

投掷骰子，采用何种方法并不重要。水平高的人，有可能投不中，水平低的人也可能是侥幸取胜。弈棋就不同了，

高低是按序更换的，而且是等级分明的。下棋有时要预先采取措施提前布置，就像伏羲结网捕鱼一样。要在四周设

防护的屏障，防止淤塞决口，像夏禹治水一样。一旦出现一点破绽，可能局势就难以挽回，就像瓠子因一孔而溃败

一样。要预设伏兵欺骗对手，突出重围，就像田单出奇兵一样；利用关键之处威胁对手，要求对手割地退让，具有

苏秦张仪一样的风采。三分之势已拥有其二，却淡然处之不马上诛杀，这就跟周文王（在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归

附他，他尚不肯马上起兵伐纣）一样。要谨慎行棋，斯文慢行（走得扎实），守住角地，靠边行棋，退却后要主动

考虑补棋，即使出现败势也不会死棋，就如同秦穆公（被晋军打败能养精蓄锐，终于打败晋军）一样。弈棋最高深

的地方可显示天地玄妙，其次可显示帝王治国之术，还可以展示春秋五霸的权谋计策，最低也可展示战国纷争的态

势，看弈棋胜负成败，古今（兴废之理）都能完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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