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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 2024 年高三期末考试

语文试题答案与评分细则

1.C（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C 项京剧改革唱腔，于文无据。

京剧改革在于打造了《沙家浜》《红灯记》等十来出现代样板戏。故选 C。

2.D（3 分）本题考查概括和分析材料相关内容的能力。“说明我们在河北梆子的创新发展上探索出了

一条新路径”错，河北梆子《瓦桥关》《荷花淀》作为新剧目，是改革创新的一种举措，但还谈不上探索

出了河北梆子的创新发展新路径。故选 D。

3.B（3 分）本题考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B项符合材料一提倡的“推陈出新”，在改革创

新中舍得花时间精力去组织创作、打磨好的文学脚本，对唱腔设计进行改革、出新。A 项是老戏重演，C

项是老艺术家演出，D项是政府资金支持。故选 B。

4. ①论证思路严谨有序。文章先总后分，先总写河北梆子的地位价值与突出特点，再分述河北梆子

的产生发展过程、发展困境及原因、改革路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②论证语言严谨。从“近”“几乎”

“大多”等限定词语可看出语言严谨。③论证方法得当。为了论证观点，作者运用了举例、对比的论证方

法，增强了说服力。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论证严密性的能力。不少同学对此问题不熟悉，导致审题不清，答非

所问，遗漏要点，失分严重。本题问的是论证的严密性，一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角度：①思路严

谨有序，具有逻辑的力量；②语言准确严密，具有精确的力量；③论证方法得当，具有说服的力量；④材

料选择确凿，具有真实的力量。答题时，要有观点，要有分析。

【评分细则】共 4分，一点 2分，答出两点即可；每点中，概括 1 分，举例 1 分，不限于答案示例，

其他例子符合观点、解说正确也可，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即可酌情给分。

5.①守正创新，打造精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改革唱腔、创新剧本，打造精品，才能使之重现

辉煌。②政府关注，人才传承。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说明戏曲党中央高度关注戏剧发展与

人才建设，为戏剧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源泉。③多元传播，拓展宣传。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直播，编写普及

读本，加强宣传，扩大其影响力。④源自生活，服务人民。从时代生活中取材创新剧本，采用观众投票的

方式进行直播，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解析】本题考查整合文章信息和理解、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根据材料一“还有就是剧本的推陈出

新问题”“剧本要出新，唱腔要改革”“进行适度的调整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河北梆子发展改革的良路，

多出精品”可概括出第一点“守正创新，打造精品”；根据材料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对中华文化瑰宝戏曲

的看重及后边期许嘱托等影响可概括出第二点“政府关注，人才传承”；根据材料一“宣传空间的拓展”

和材料二的第二、三段，可概括出第三点“多元传播，拓展宣传”；根据材料一京剧改革“打造了《沙家

浜》《红灯记》等十来出现代样板戏”和材料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可概

括出第四点“源自生活，服务人民”。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评分细则】共 6 分，每点 2分，答出三点即可；每点中，观点概括 1 分，展开解说 1 分；只有观点

概括的给 1 分；如没有观点概括，解说中包含观点、观点与解说相匹配的可给 2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

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6.B（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分析文学作品内容的能力。B项指引“他”冲破黑暗、向正确的方向前

行的是心火，灯塔作用也不明显，天明后的日光不对（他在沙滩上看到禽兽的脚迹，失却了勇气，想耐守

到天明，再去辨认方向，后来又想等候也不是办法，最后“等天亮再走的念头打消得精光”，这些说明天

明后的日光并不能指引他冲破黑暗，找到正确的方向）。故选 B。

7.C（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的能力。C 项“光明之路”并非真的“光明之路”，

而是鬼火排成的，是魔鬼们引诱欺诈的伎俩。故选 C。

8.①发现光点排成“光明之路”四个大字，他兴奋、欢呼；②进而发现“光明之路”是鬼火排成的，

他内心失望；③在电光下看到人样的脚迹，他重燃希望；④仔细辨认后，发现是妖魔的足印和小孩儿的脚

印，他内心警惕；⑤最后在重叠的的脚迹中辨认出真人的足迹，他充满信心，更加坚定。

【解析】本題考查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的能力。題目要求分析鉴赏前进过程中

的内心变化过程，这过程可根据小说中的相关描述进行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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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细则】共 4分，每点 1分，答出四点即可，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9.①他在黑暗中艰难寻找、辨认真人的足印，坚定前行，（或：他靠着心火照明，沿着真人的足迹，

坚定地前进，）启示我们要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执著地向前进。②在前进道路中，他抵制夜叉、人鱼

与鬼火排成的“光明之路”的威胁、诱惑与欺骗，启示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仔细分辨，要能挡住诱惑，

识破欺骗。③他点燃心火对抗黑暗，哪怕用尽最后的一分力，启示我们不怕牺牲、敢于牺牲，才能认清方

向、永远前进。④“锯齿形的闪电”带来瞬间的光明，使他能仔细分辨出眼前的一切，启示我们认清方向

还得靠外力。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作品意蕴进行解读的能力。

“他”在黄昏中来到沙滩，周围一切已模糊一片分辨不清。可是，“他”只有一个念头，“踏上那些

该是过去人的脚迹”向前进。他认出禽兽的脚迹、见到了夜叉、妖娆的人鱼，又险些上了鬼火排成的“光

明之路”的当，终于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文章以“他”在沙滩上的一段故事，显示出

对前进目标执著的追求。由此得出第一个点“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执著地向前进”。

“他”急于向前进。当他看见“满满的纵横重叠的脚迹”时，“他”兴奋、“他”狂喜；可是“他”

还是“抠着腰”去认真辨认那脚迹。原来，这只是禽兽的脚迹。青面镣牙的夜叉、妖娆的人鱼，“他”没

加理睬。鬼火组成的“光明之路”使“他”兴奋、欢呼；可是，“他”认出了真相。在黑夜中，“他”还

是辨出了“真的人的足迹”，从而“坚定地前进！”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二点：在寻找道路中，一定要

头脑清醒、仔细分辨，要能挡住诱惑，识破欺骗。

在黄昏的沙滩上，在白茫茫、黑漆漆中怎样才能找到前进的踪迹呢？文章从一开始就交代：“他，用

心火来照亮了路。”接着，又写道“心头的火光更加微弱”“用最后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来”“从心

里射出来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以及“靠着心火的照明”，等等，由此，可总结出第三个点：寻找得靠自己

努力，这就是掏出一颗心来加以点燃；为了前进，这点牺牲应该是在所不惜。

文章中几次提到“锯齿形的闪电”“直要把这昏黑的天锯成了两半”。“他”光凭“心火”是不行的。

正是“锯齿形的闪电”，带来了瞬间的光明，而使“他”才能仔细分辨出眼前的一切。我们可以得出第四

点：人的前进，个人努力、奋斗固然需要，但这是不够的，还需凭借时代风云、环境氛围等等外界条件。

【评分细则】共 6分，每点 2分，答出三点即可；每点中，文意概括 1 分，启示 1 分，意思对即可。

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0.ADF（3 分）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正确断句方式为：“凡出师，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

或步骑前后已定，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意思是：凡是出兵，骑兵没有遇到敌人不允许骑马，或是步兵

骑兵前后阵形已确定，不能逾越军人职分来躲避危险。（每选对一处给 1分，超过三处不给分。）

11.C（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词语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C 项文中的“恨”意为遗憾，

而“恨恨那可论”中的“恨”意为愤恨，两者意思不同。A 项文中的“尔”意为你们，“率尔”中的“尔”

意为轻率、草率，两者意思不同。B项文中的“治”与“明于治乱”的“治”都是安定、太平之意，两者

意思相同。D项文中的“期”意为约定，“帝乡不可期”的“期”意为期求。故选 C。

12.D（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激发他们必胜的信心”错，根据文意，李克用没

有激发将士必胜的信心，而是制定了严苛的军法，三军因惧怕军法而尽力，都能够以一当百。

13.（1）（次日）清晨大雾，晋军进兵直达夹寨。后梁军没有侦察放哨的士兵，也没有预料到晋军到

来。（诘旦，清晨；斥候，侦察兵；意，预料。）

（2）刘仁恭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因为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最终没有答应他。（状语后

置句，向李克用请求救援；返覆，反复无常；竟，最终。）

【解析】本题考查文中重要语句的翻译，对实词、虚词词语意与语境意的理解与分析的能力。（1）

句翻译中，侧重考查学生的固定词语的积累，如“诘旦”，平明，清晨；“斥候”，侦察兵；除此之外，

也侧重考查学生结合前后文的意识，如“意”，根据前文交代“有大雾，梁军没有侦察兵”，所以梁军就

没料到晋军会到。很显然此处的“意”为预料之意。（2）句主要考查开头的状语后置句，固定词语“返

覆”以及“竟”的语境意。状语应该修饰动词，放在动词前边，但本句却放在了动词“求救”的后边，我

们翻译时需要将“于李克用”放在“求救”的前边去，翻译成“向李克用请求救援”；返覆，作为固定词

组翻译为“反复无常”；而“竟”的含义很多，根据前文可知，刘仁恭遇到问题了前来求救，但是李克用

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所以面对他的请求最终都没有答应。

【评分细则】共 8 分，每句 4分。（1）句中，“诘旦”，清晨；“斥候”，侦察兵；“意”，预料；

每点各 1分，句意 1分。（2）句中，状语后置句，向李克用请求救援；“返覆”，反复无常；竟，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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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点各 1分，句意 1 分。

14.①善用奇兵，骁勇善战。②思深虑远，长于谋略。③军纪严明，战斗力强。④为政清明，后方稳

固。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分析和归纳概括能力。命题角度：一为概括人物性格品质，

二为筛选概括原因，三为提炼事物特点，四为概括作者观点，五为比较分析概括。我们作答时需要审清题

干，抓住问题的关键，确定答题范围，整理好找的关键词句，忠于原文，用自己的话分点作答。本题是概

括原因题。需要结合两则材料来看，注意答题从不同方面入手。本题共四点，从“李存勖在次日清晨大雾

之中，出其不意发兵，打得梁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跑”可得出“善用奇兵，骁勇善战”，

从“如刘仁恭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时，他分析当前形势，晓以利弊，最终劝服李克用答应”可得出“思深虑

远，长于谋略”，从“李存勖成为晋王之后，严明军队纪律，军队士兵大部分都能够以一当百，军队的战

斗力十分强大”可得出“军纪严明，战斗力强”，从“他罢斥了贪婪残暴的官吏，减轻田租赋税，抚恤那

些孤寡穷民，申雪冤案，禁止奸盗，境内太平”可得出“为政清明，后方稳固”。

【评分细则】共 3分，每点 1 分，答出任意三点即可得满分，意思对即可。（2）点如答“顾全大局，

长于谋略”也可；除以上四点外，答“立志高远，志在天下”也可。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后唐庄宗李存勖，小名亚子，是代北沙陀人，晋王李克用的儿子。他精擅音律，爱读《春秋》，略通

微言大义，善于骑射。晋王李克用头上长了个毒疮，病情十分严重。晋王李克用下令他的弟弟李克宁等人

拥立他的儿子李存勖为嗣，并说：“这个孩子从小志向远大，定能完成我的事业，你们可要好好教导他啊！”

等到李克用死后，亚子继承了晋王位。五月辛未朔日（初一），晋王埋伏军队在三垂冈下，（次日）清晨

大雾，晋军进兵直达夹寨。后梁军没有侦察放哨的士兵，也没有预料到晋军到来。晋王李存勖命令周德威、

李嗣源分兵两路，填沟烧寨，擂鼓呐喊而入。后梁兵溃不成军，向南逃跑。后梁太祖听说潞州夹寨没有守

住，大惊失色，过了一会儿长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克用家业可以不亡了！”晋王李存勖回晋阳，

休整军队，进行赏赐。诏命州县举荐有才德的人，罢斥贪婪残暴的官吏，减轻田租赋税，抚恤孤寡穷民，

申雪冤案，禁止奸盗，境内太平。龙德三年，进攻并灭掉后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而死。当初，李克用活

着的时候，刘仁恭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因为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最终没有答应他。他的儿子

李存勖说：“现在天下的形势，归降朱全忠的藩镇已经十之七八，自黄河以北，能成为朱全忠忧患的，只

有我们河东与幽州、沧州了！现在幽州、沧州被朱全忠围困，我们不与他们协力抗拒朱全忠，不符合我们

的利益。打天下的人不顾念小的仇怨，况且他们曾经围困我们而我们却解救他们的急难，用恩德安抚他们，

这才是一举而名实相符合啊。”李克用认为他说的对，于是答应与刘仁恭讲和，并召请他的军队。

材料二：

庄宗即位后，立志渡过黄河，只是遗憾河东地域狭小，兵力较少，心中想要多加训练士兵，以便在争

夺天下中取得胜利，就发布了命令说：“凡是出兵，骑兵没有遇到敌人不允许骑马，或是步兵骑兵前后阵

形已确定，不能逾越军人职分来躲避危险。如分兵行军，在约定的地方会合，不得延迟片刻。且在进军路

上胆敢说困难的，都处死他们。”所以三军都惧怕军法而尽力，都能够以一当百，所以后梁用尽天下的力

量却不能抵御，最终被他灭掉，的确是有原因的。

15.D（3 分）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容，赏析诗歌语言的能力。应为“下片写词人对挚友贬谪于瘴

疠之地的担忧、同情和关怀”。“天涯客里多岐路”写道路艰难，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南去的忧虑和同情，

“须君早出瘴烟来，江南山色青无数”写作者盼望友人早日北归，表达了关怀之情。下片中唯有“天涯客

里多岐路”句隐含了仕途坎坷之意，但不能过度解读为对被贬的不平与对朝廷不识人才的不满。故选 D。

16. （1）本词叠词绘景摹声，融情于景，写愁云的广漠沉寂，风吹树叶的萧萧之声，渲染了空寂凄

凉的氛围，表达了作者的离情别绪与对友人的眷恋之情。（2）李词叠词写人的动作、感受、心境，直接

抒情，写出了词人自己遭受不幸后的怅然若失、孤寂凄惨的精神状态，为全词定下悲伤的基调。

【解析】本题考查品味诗词中字的妙处。古人作诗讲究炼字，这种题型是要求品味这些经锤炼之字的

妙处。答题时不能把该字孤立起来谈，得放在句中，并结合全诗的意境情感来分析。炼字的角度：动词、

形容词(重叠运用的、活用作动词的、表色彩的)、数词、虚词等。通常我们可以按照以下三步作答才能够

较完整地答题。释义：解释该字在句子中的含义。述景：展开联想把该字放回原句中描述句子所传达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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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作用：点明该字烘托怎样的意境或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

【评分细则】共 6分，每点 3分；第（1）点中，总体概括、写景解说、情感各 1 分；第（2）点中，

总体概括、精神状态解说、作用各 1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7.（1）汶水、徂徕如画 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2）扪参历井仰胁息 徘徊于斗牛之间 （3）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短歌行》）/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短歌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赤壁赋》）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

【解析】本题考查默写常见的名篇名句的能力。

【评分细则】每空 1 分，若有漏字、错别字、语序错误等，该空均不得分。第（3）小题若有其他符

合语境的答案，也可得分。注意这些易错字形：徂徕、扪、参、历、仰、胁、惟、蜉蝣、沧、粟。

18. A“萝卜刀”是怎么开始流行的 B 也引来不少争议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之情境补写的能力。

A 处，由后边的标点问号可知，本句要填问句。后文“就如同《孤勇者》或手指盘串儿一般，突然就

风靡开了”表达的是《孤勇者》或手指盘串儿突然地就风行（流行）了，说不出是为什么会风行（流行），

而“如同”，说明萝卜刀也是一样，再根据 A 空的末尾是问号，就可以得出“‘萝卜刀’是怎么开始流行

的”这样的句子了。

B 处，根据 B 空前文“在……同时”，可知该空需填写一个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比如“也”。该空

后文主要在谈“萝卜刀”流行后的“两种声音”，即争议，说明该空是对这“两种声音”的总结，故填：

也引来不少争议。

【评分细则】共 4分，每点 2 分，答题意思或方向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9.语句①，可修改为：“萝卜刀”的流行现象引发了我们对青少年安全问题的关注。

语句⑦，可修改为：对青少年进行（加强）必要的教育和引导/加大必要的教育和引导的力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辨析修改病句的能力。①处成分残缺，缺少与“关注”搭配的介词“对”。⑦

处搭配不当，“加大……教育和引导”应改为“进行或加强必要的教育和引导”“加大必要的教育和引导

的力度”。

【评分细则】共 4分，每点 2 分；每点中，指出序号 1分，修改 1 分，修改正确即可。

20.C（3 分）本题考查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只有……才……”是典型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有两

种有效的推理形式，分别为否定前件、肯定后件。②句否定前件 ③句肯定后件。①句改成充分条件，不

是必要条件，意为只要具备前面的条件，就能达成后面的结果，而原句的前半句是只是达成结果的必要条

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不能改成充分关系。④句推断绝对，不能达成结果，未必是“每个部门都不能把

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是有些部门没有做好或其他条件未达成。故选 C。

21.①此处破折号的作用是解释说明。②破折号和后面的话不能删掉。因为这句话为后面鸳鸯和王熙

凤捉弄刘姥姥做了铺垫，并且引出了后文的情节。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分析标点符号作用的能力。破折号的作用常见的有：表示解释说明，表

示语音的延长，表示意思的转换、跳跃或转折，表示插说、分行举例、补充说明、引出下文，表示意思的

递进，表示总结上文，表示话未说完等。本语段中筷子为什么会沉甸甸的不伏手？因为凤姐和鸳鸯商议定

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中间用破折号连接，说明破折号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

用。破折号和后面的话为下文凤姐故意捉弄刘姥姥、偏拣鸽子蛋给刘姥姥的情节做铺垫，同时引出了后面

刘姥姥的言行与众人的反应。

【评分细则】共 3 分，第①点 1 分，第②点 2 分，两个原因各 1分，只答“不能删掉”不得分，意思

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2.①爽直率真，不拘小节 ②娇憨妩媚，身体柔弱 ③地位尊崇，顽皮放肆

【解析】本题考查小说中分析人物形象和概括特点的能力。①湘云笑得毫无拘节，尽显其豪爽率真的

性格特点。②黛玉笑得娇媚，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和“嗳哟”一声显现出其身体柔弱的形象特点。③宝玉

笑时还不忘和他的老祖宗撒娇，贾母对宝玉的撒娇则是恩爱有加，可见宝玉在贾府身份特殊、地位尊崇的

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宝玉性格的顽皮放肆和其在贾母心中宝玉般的地位。

【评分细则】共 6分，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它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3.（60 分）

【材料解析与写作指导】

本材料的中心话题是“种树与育人”，即以种树之道来比喻“育人”，也就是用种树方法来培育人才。

该话题，由课文《种树郭橐驼传》引申而来，较好地体现了教考衔接理念。材料涉及三个信息点：

一、“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此语出自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意思是，要按照树木的客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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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规律来种树，使树的本性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才能使其茁壮成长。推衍至人才培养方面，则体现出顺

其自然、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语出自《管仲-权修》，“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

树人……一树百获者，人也。”意思是说，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多的

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

得以接续、繁衍、传承。而往往培育人才，收获也是丰厚的。

三、“小树要砍，小人要管”。此语为民间俗语，意思是说，小树只有砍掉多余的枝杈，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同样，对孩子要从小严格管教才能成才。

三者之间，内容上是有关联的，但是有主次之分的。以“一”为主，“二”、“三”为辅。

可以以“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单独立意。如 2014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习总书记指出：“要按照人才成长规

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

也可以结合后两者立意。如，一二结合，培育人才要遵循规律，顺应天性；同时育人是一个漫长艰巨

的过程，要一以贯之。一三结合，培育人才既要顺应天性又要严格管教。

【参考立意】

1.天性养才能，规律致远方；

2.于天性中成长，于德才中盛开；

3.让规律规范人生，让德才千里通明；

4.始于天性，久于规则，成于品德；

5.与天性同行，与规律同在，方能德才兼备。

附作文等级评分标准（60 分）

题意 评分等级 文章特征

符合

题意

一类文

54～60 分

A.立意准确、集中、鲜明：能扣紧材料内涵，依据题干任务指令，选准角度，

立意鲜明，主旨集中、明确。B.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思路清晰。C.能严格

执行题干写作任务指令限定的主题要求。D.所选文体特征鲜明。

二类文

48～53 分

A.立意准确、集中：能结合材料内涵，依据题干任务指令，选准角度，立意

明确。B.内容具体，结构完整，思路基本清楚。C.能执行题干写作任务指令

限定的主题要求。D.符合所选文体的特征要求。

三类文

42～47 分

A.立意基本准确：能联系材料内涵，依据题干任务指令，选择角度，确立主

旨，符合材料内容及含意范围。B.内容具体，结构大致完整，思路基本清楚。

C.基本能执行题干写作任务指令限定的主题要求。D.基本符合所选文体的特

征要求。

基本

符合

题意

四类文

36～41 分

A.立意不够准确：能联系材料内涵，依据题干任务指令，选择角度，确立主

旨，局部观点游离材料的主要思想内涵。B.内容大致具体，结构存在明显缺

陷，如残缺、思路混乱。C.未能执行题干写作任务指令限定的主题要求。D.

不符合所选文体的特征要求。

偏离

题意

五类文

35 分及以下

完全脱离材料内容，完全忽略写作要求，完全不符合文体要求，仅选取材料、

要求或背景的只言片语展开写作，思想不健康，观点错误。

补充说明：

(一)错别字等扣分

缺标题扣 2分；不足字数，每少 50 个字扣 1分；每 1 个错别字扣 1分，重复的不计；标点错误多的，

酌情扣分。

(二)字数等扣分

1.400 字以上的文章，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少 50 个字扣 1分)

2.400 字以下的文章，2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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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字以下的文章，1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4.只写一两句话的，给 1 分或 2分，不评 0 分。

5.只写标题的，给 2 分，不评 0 分。与作文完全无关，甚至是调侃考试、调侃评卷老师的内容，可以

打 0分。

6.完全空白的，评 0 分。

(三)其他问题扣分

1.完全偏离题意的作文：最高不超过 25 分。

2.未结合材料的作文：未结合材料但扣题的 36-45 分之间，一部分扣题的不超过 30 分，完全偏离题

意的不超过 25 分。

3.套作：对已有文章简单改写，按五类文评分(35 分及以下)。

4.抄袭：需要提交被抄袭文章，10 分及以下评分。

5.对于抄试卷材料：抄 100 字以内的正常打分；抄 100 到 300 字的，40 分-25 分之间评分；抄 300 到

500 字的，25-10 分之间评分；抄 500 字以上的，10 分及以下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