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联盟学校 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情调研

高三年级语文试卷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部分共 5小题，19 分）

1.（3 分）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唐代之前并没有出现固体糖”错。从文章最后“赋中与沙糖并列的尚有‘石蜜’，这是汉唐时代对

异国所产固体糖的叫法”可知，唐代之前已经出现了固体糖。

2.（3 分）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C.“宋代熬制沙糖的工艺相当简单，因其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糖霜生产后遗留下来的糖水”强加因

果关系。工艺相当简单，与其使用的原材料没有直接关系。且宋代熬制沙糖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糖霜

生产后遗留下来的糖水”缺少依据，原文说的是“《糖霜谱》指出，沙糖是用甘蔗浆熬就”。

3.（3 分）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宋代的甘蔗种植只集中在这五个地方”错。原文说“当时甘蔗种植在宋朝的境内非常普遍”。

4.（4 分，1 点 1 分）①作者由宋人王灼的《糖霜谱》考证出宋代存在的固体蔗糖——“糖霜”

和今天的“砂糖”不是同一种事物，所以宋人不可能消费“砂糖”；

②依据《糖霜谱》的记载可知宋代境内“糖霜”的产量低，且境外不生产“糖霜”，所以“宋

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

③贺威、刘伟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宋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态糖”，所以“宋

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

④作者从《糖霜谱》《农桑辑要》考证出宋代的“液态糖”的专有名称是沙糖，沙糖不是固体

糖，所以“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由原文“很清楚，在王灼时代的制糖体系

里，沙糖与糖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商品”“所以，在王灼那里，沙糖不是固体糖，尤其不是今天的砂糖”

可知，作者考证出宋代存在的固体蔗糖——“糖霜”和今天的“砂糖”不是同一种事物，所以宋人不

可能消费“砂糖”；由原文“《糖霜语》记录了当时糖霜与沙糖的制作工艺。前者的生产过程辛苦漫长，

而且出品率很低”“《糖霜语》介绍，当时边境以外的很多地区都出产好甘蔗，但却没听说有糖霜的生

产”可知，依据《糖霜谱》的记载，宋代境内“糖霜”的产量很低，且境外不生产“糖霜”，所以“宋

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由原文“贺威、刘伟荣在《宋元时代福建制糖技术的影响》一

文中指出，宋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态糖’”可知，贺威、刘伟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宋

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态糖”，所以“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由原文“从《糖

霜谱》可知，不仅福建，同时期的其他蔗糖产地也是如此，这就显示了宋人消费蔗糖的情况。如此重

要的历史情况，却在糖史研究中常受忽略。同样受到忽略的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作为糖制品

主力的液态糖，拥有一个指定专用名称——沙糖”“《农桑辑要》中很明确地展示了‘熬沙糖’的技术

过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简单分离过糖蜜的稠浆就是沙糖的最终形态，并没有进一步晒干等更多步

骤，因此成品是流质的胶饴”可知，作者从《糖霜谱》《农桑辑要》考证出宋代的“液态糖”的专有名

称是沙糖，可见沙糖不是固体糖，所以“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不可能存在。

5.（6 分，每点 2分）①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

②研究中要尽可能研读更多的文献资料，善于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

③从事学术研究不能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要理性谨慎地进行求证。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答案不唯一不固定，

分清角度、言之成理即可。由原文“当时我误以为进入宋代以后，固体的砂糖便成为主流。直到读

到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里的一则材料，我才意识到，以为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这是一个

普遍流传的误会”可得，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由原文“直

到读到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里的一则材料，我才意识到……”“这里有必要提及《糖霜谱》。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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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灼的《糖霜语》是一部严谨惊人的科学史著作，由之后人知道，在北宋时代，固体的糖已经出现

了”“季羡林先生《蔗糖史》中关于唐代的一章让我们明白，宋代并非沙糖的起点，唐人对这种形式的

蔗糖颇为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应用。真正惊人的是，如《演繁录》指出，早在东汉时，张衡

《七辩》里已然提到：‘沙饧石蜜，远国储珍。’”可得，研究中要尽可能研读更多的文献资料；由原文

“贺威、刘伟荣在《宋元时代福建制糖技术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宋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

态糖’”“季羡林先生《蔗糖史》中关于唐代的一章让我们明白，宋代并非沙糖的起点”可得，在考证

过程中，作者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善于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作者在文中指出“很多从自己

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而望文生义”，结果得出错误的观点，由此可得，学术研究不能只从自己的经验出

发，要理性谨慎地进行求证。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部分共 4小题，16 分）

6.(3 分)本题考查学生对散文的内容、主题思想的分析鉴赏能力。

答案：B【解析】A.“因此‘我’迫切想得到这顶礼帽”错误，原文是先想得到礼帽，后来戴上后发

现“如玉”“如绒”，前后颠倒，强加因果。C.父辈年轻时艰辛生活的真实再现”错误，“一根扁担能睡

三个人”是夸张的说法，并非真的一根扁担上睡了三个人，而且原文也无此类描述，望文生义，无中

生有。D.“是因为‘我’的性格浸润了父亲的脾性、思想”错误，原文是“基因相承，血浓于水，繁

华落尽，露了本色”，选项却说成“‘我’的性格浸润了父亲的脾性、思想”，偷换概念，归因错误。

7.(3 分)本题考查学生对散文的技巧、语言的分析鉴赏能力。

答案：D【解析】“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与父亲阴阳相隔的痛苦之情”错误。我们要能够读懂散文

的技巧、语言。“阴阳相隔”，无中生有，文章并没有交代父亲已经去世，也并无“痛苦之情”，而是表

现了对父亲的思念、感恩与牵挂之情，曲解文意。

8.(4 分)【解析】考查学生掌握物象的作用的能力。

【答题思路】物象的作用：物象本身特点+对内容+对结构+对情感

答案：①礼帽代表了父亲的气派与风度，在儿时作者的心中意味着成年；礼帽吸引着“我”，

包含着“我”对父亲的仰慕和对成长的向往。(2 分)②扁担是父辈努力打拼的见证，是家风

传承的象征；老一辈人用扁担挑起生活的重担，扁担也指引“我”，助“我”渡过困境。(2

分)③从礼帽写到扁担，层层深入，由外到内呈现父亲在儿子心中的形象，使父亲形象更加鲜

明，同时展现“我”追随父亲不断成长的过程。(2 分)

【评分细则】每一处 2分：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失分剖析】1.未掌握物象作用答题思路；2.要点不全；3.未扣文本分析，回答肤浅化。

9.(6 分)【解析】考查学生结合文本分析筛选信息“家学”的能力。

【答题思路】“家学”主要是针对家人体现出的人物特点。

答案：①父亲有一家之主的风范：父亲慈爱宽容，不发脾气，不打骂孩子，家庭气氛温馨和

睦。(2 分)②父亲对孩子的教育引导重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讲故事教导“我”要宽容；

对人笑颜相对，对曾经与四弟发生矛盾的小朋友好言抚慰；当“我”遇到苦难时，父亲写信

鼓励“我”咬紧牙关，给“我”力量。(2 分)③父亲重视家风传承：家中保留着曾祖父用过

的扁担，它见证过父辈的成长与坚持，父亲又用“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鼓励“我”像父辈

一样不怕困难。(2 分)

【评阅细则】每点 2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失分剖析】审题不准，理不清答题思路，分不清从哪几个维度解答；2.要点不全；3.回答

肤浅化。

【结合教材分析】必修上册第二单元大都是谈论立身处世之道的，研习任务为：学习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应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比如《〈论语〉十二章》，或阐述持身以道、以礼、以仁、以恕、以

义的道理，或辨析君子、小人，或论述经典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都富于启发性。学习时，要

梳理单元各篇课文所讲的立身处世的道理，并思考它们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展开讨论。《扁

担那头的父亲》从“家学家风”建设传承的角度，与必修上册第二单元的研习任务是高度一致的，“家

学家风”是立身处世的重要方面，因而这道题与教材密切相关。

{#{QQABCQCAogiAAAAAAQhCAwHgCgIQkBECCKoOBFAMMAIAABFABAA=}#}{#{QQABAQoAogAIAAIAAQgCEwGQCAAQkBACCAoOhFAEIAIAAQFABAA=}#}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分）

10.(3 分)DFH【解析】“三石”是“不过”的宾语，故在其后断开；前一个“左右”是“示”的宾语，

故在其后断开；“之”只能做“引”的宾语，不能做“中关”的主语，故在“之”后要断开。

11.(3 分)D【解析】文中的“责”意为要求，并非责备。

12.(3 分)A【解析】错在“就报告说齐军还很远”。原文说的是“殊不知齐军之所在”，即不知道齐军

在哪里。

13.(8 分)答案：

(1)君主不可以直言相谏，过失就无法听到，贤人就无从到来。[把“直言”所包含的“劝谏”

的意思补充出来1分，“过”(过错，过失)1分，“无道”(没有途径，无从)1分，句意1分。注意：如

果考生把“善无自至”译作"善言就无从听到",也算正确的译法。]

(2)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那些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即使是为他用尽气力、竭尽忠诚，

他也不知道。[“暗”(昏庸，糊涂)、“卑贱”(地位低贱)各1分，补出“不能知”的主语1分，句

意1分]

14.(3 分)答案：①观点上的相同之处：君主要善于听别人的意见。②主要论证方法的不同：

材料一主要运用举例论证，材料二主要运用比喻论证和对比论证。(第一点 1分，第二点 2分)

【解析】第一问，从两则材料的议论句可以看出，材料一的主要意思是"亡国之君不可以直言相谏”,

说的是亡国的君主不能听取意见；材料二的主要意思就是其第一句"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

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其中“以天下之耳听”所包含的观点就是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

见，它与材料一都是讲君主听取意见之事，此即两则材料在观点上的相同之处。第二问，把两则材料

的论证方法指出来，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大区别，材料一只是举例子，而材料二则既有比喻，又有对比。

【参考译文】

材料一：

亡国的君主，不可以直言相谏。君主不可以直言相谏，过失就无法听到，贤人就无从到来。贤人无从

到来，君主的思想就会壅塞不通。齐国进攻宋国，宋王派人去侦察齐军到了什么地方。派去的人回来

说：“齐寇已经临近了，国人已经恐慌了。”左右近臣都对宋王说："凭着宋国的强大，齐兵的虚弱，怎

么可能这样?”于是宋王大怒，把派去的人屈杀了。接着又派人去察看，派去的人的回报仍与前一个人

相同，宋王又大怒，把他屈杀了。这样的事接连发生了三次，之后又派人去察看。被派的人路上遇见

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问：“国家已经十分危险了，你要到哪儿去?”弟弟说：“去替君主察看齐寇。没

想到齐寇已经离得这么近，国人已经这么恐慌。现在我担心的是，先前察看齐军动静的人，都是因为

回报齐军迫近而死掉了；如今我回报真情是死，不回报真情恐怕也是一死。这该怎么办呢?”他的哥哥

说：“如果回报真情，你将比国破后被杀的人先被杀，此国破后逃亡的人先逃亡。”于是被派的人回报

宋王说：“根本没看到齐寇在哪里，国人也非常安定。”宋王十分高兴，就赏赐这个人钱财。齐军一到，

宋王自己奔到车上，赶着车急急忙忙逃跑。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说他能用硬弓。他平时所使用

的弓力量不过三石，拿给左右侍从看，侍从们试着拉这张弓，都只拉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说：“这张弓

的弓力不低于九石，除了您，谁还能用这样的弓!”宣王的实际情况是所用的弓不超过三石，但一辈子

都自认为用的弓是九石，这岂不可悲吗?给国家造成祸乱的君主，他们的弊病就在于用的弓实有三石而

自以为用九石啊!

材料二：

做君主的，借助天下人的眼睛观察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

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因此，贤

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

作而不懈怠。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在于君主掌握了正确的用人方法，而不专靠君主一个人的

才能。所以借助于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

大海。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

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有不使自身遭困的。(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假使那些言论是正确的，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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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假使那些言论是错误的，即使是卿相在朝廷上拿出的策略，也不一定非

用不可。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的意见，那策略如果可以使用，就不以拿出策略的人地位低微为羞耻；

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不要求他的言辞漂亮。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那些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

即使是为他用尽气力、竭尽忠诚，他也不知道。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15(3 分)B（报国无门之愁怨，于文无据）

16(6 分，每点 3分)①“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写出战争胜利后，皇帝下诏赏赐将士，将

士们踏着丹梯上朝的景象。②用将士获得功名结尾，激励处在恶劣环境中的将士们奋勇杀敌，

建功立业。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1）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

（2）山川相缪，郁乎苍苍

（3）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

（6分，每答对一空给1分，有错别字该空不给分。）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小题，8 分）

18.(4 分）答案：①无所畏惧②以退为进

19.(4 分）答案：a.但后者未必就是逃避(后者的态度却是沉稳）b.作为诗意的栖居地（意思

近即可）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小题，12 分）

20.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的能力。A、B、C三项使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

D项是比喻。

21.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文中的破折号表示解释说明。A.表示递进。B.

表示解释说明。C.表示转折。D.对前文内容的总结。

22.(6 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语言表达效果的能力。每点2分。

①三个重叠词语“牢牢”常常”轻轻”与“牢”常”轻”相比，语意得到了强化。

②“牢牢”是牢固的意思，比“牢”的程度更甚，能突出家的踏实感之重。

③“常常”是经常的意思，比“常”频率更高，突出了妈妈的叮咛、唠叨对孩子的影响之深。

④“轻轻”是轻微之意，突出了家给我的踏实感被颠覆的偶然性，颠覆在不经意间。

四、作文（60 分）

23.【文题解析】材料是一句富有内涵的话。

“参考答案仅供参考”,这句话意味着给出的答案只是一种参考，而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它表明答案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同一个问题可能有多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观点和经验。这也提示我们在接受他人的建议或意见时，要理智并充分地思考，不盲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句话说明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个性和背景，

这使得每个人对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提醒我们应尊重他人的观点态度，尊重事物

的多样性，认识到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适用于所有人。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观点中学习，但最终

需要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为依据。

整句话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如：价值观的多样性、自由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推崇独

立精神、尊重他人的选择，等等。考生可以选择一个有体悟、有感触的角度立意成文。

参考立意：①独立思考，成就精彩人生；②推崇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差异；③拒绝盲从，

走独立创新之路；④吸纳他人智慧，展现独特之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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