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中原名校联盟 2024 届高三上学期 9 月调研考试 

语    文 
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

的指定位置。 

    2．请按题号顺序在答题卡上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

题区域均无效。 

    3．选择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选答案的标号涂黑；非选择题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上

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4．考试结束后，请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5．本卷主要考查内容：必修上册；选择性必修上、中、下册。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现代科学。希腊科学

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

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现代科学继承了希腊科学的确定性理想，但增加了主体性、

力量性诉求，成为今天具有显著的实际用途、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导力量。

现代科学的主要代表是数理实验科学。数理实验科学通过人为设置的特殊条件对自然过程进行干

预，如同对自然的“拷打”，从而发现自然规律，使得人类有效地征服和控制自然，但也引发了环

境危机、生态危机。 

    为此，有必要关注另一种已经被边缘化的科学类型，即博物学。它是着眼于事物的具体性（而

非抽象概念）、探讨事物的直接经验特征（而非一般本质）的科学。在人类的诸种文明中，每一种

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传统。博物学亲近自然、鉴赏自然，比数理实验科学更少侵略性，可

以用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摘编自吴国盛《什么是科学》） 

    材料二： 

    王安石曾写过一首《残菊》诗，其前两句为“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意思是黄

昏风雨大作，使得满地都是残菊的落英。欧阳修则针对“残菊飘零满地金”发表自己的看法：“秋

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也不甘示弱，用《楚辞》之中“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

明自己是正确的，反讽欧阳修不学之过。于是，二人拉开了菊落之争的大幕。因争辩双方闻名遐

迩，所以之后不断有士人加入辩论队伍之中，冀求为菊落之争作出评判。我们从争辩中可以看到

宋代士人引经据典来证明菊有无落英。但也注意到，宋学逐渐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

方法改变了他们中的部分人追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使其从故纸堆中走出，用亲事壅培的事实来佐

证菊有无落英。这与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的宋代博物学不谋而合，也使得大量与中国传统博物学

特征相契合的植物学专著涌现出来。 

    其实，严格说来，王安石的“残菊飘零满地金”本没有错，南宋人史铸便在《百菊集谱》中

列举前人诗句来证明菊有落英。同为南宋人的史正志也以亲身实践来说明菊花瓣扶疏者多落、结



密者不落。实际上，后来学士也多未在王安石自吟的诗句上做文章，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他所持

论据即“夕餐秋菊之落英”上。确切地说，大家将重点放在了诗句的“落”与“英”二字上。经

文献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落”乃始意，“英”作叶解，合起来意为初生

之苗叶，并非王安石所理解的落地菊英。 

    诸多士人在详考“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后便戛然而止，原因或是众士人虽多为饱学之士，钻

研儒家经典却不务农事，使得他们在园艺领域缺乏基本常识。即使像撰写了牡丹专谱《洛阳牡丹

记》的欧阳修，也因没有亲身事稼穑而有失客观地作出“秋英不比春花落”的结论。看来，没有

实践经验的众士人在故纸堆中究事理，凭借名物考证还能辨析出“夕餐秋菊之落英”的真意，而

菊落与不落因无前朝文献考证，他们就只能徒增为之奈何的感叹。士人们也退而求其次，认为既

然王安石可用“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证明自己所吟“残菊飘零满地金”是正确的，那么证明了“夕

餐秋菊之落英”非王安石所解之意，不就可以反证其所写之诗的错误吗? 

    事实上，从逻辑学上来说，王安石的情况应属于虽错解古意但并不影响结论的正确。而众士

人却将焦点聚集到论据上，冀求论据的错误来导出结论的错误。殊不知，论点的正确与否才是这

个逻辑公式中的关键，只纠缠于论据对错难以撼动结论的正误。综合来看，菊落之争的双方各有

“一对一错”。双方的“一对一错”，相辅相成，互为呼应，使后人既知菊有落英，亦解“夕餐秋

菊之落英”中“落英”之意。 

    中国传统博物学是对自然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的一门知识，是关于自然各类知识的总

汇。按阶段划分，中国传统博物学大致经历了先秦至晋、晋至宋、元至清中叶、清末四个阶段。

其中，因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博物学到了宋代逐渐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药学、动植物学和农学

著作。而像前述史正志的《史氏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等观赏类植物专著的大量出现，是中

国传统博物学兴盛的集中体现。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将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作者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在特殊植物资源丰富的地

区任职的官员；第二类是专门负责征集和运输政府贡品的官员；第三类是对某些栽培植物有很大

热情的官员；第四类是退休的文职人员，他们把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奉献给园艺事业；第五类是艺

术家；第六类是 16 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欧阳修被李约瑟归为第一类，史正志则被归为第四

类。其他四类，除第六类“16 世纪后期明末出现的学者”外，在宋代植物学专著的作者群体中都

能一对应。这其中不乏像欧阳修、陆游、范成大这样的士大夫领袖。从其著作内容来看，儒者士

子具有博物意识，追求知识的方式也不断变化。 

    （摘编自郭幼为《从“菊落之争”重新审视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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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理实验科学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科学对希腊科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显著的实际用

途。 

B．“菊落之争”中的王安石、欧阳修二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少士人参与到这场辩论

之中。     

 

    C．南宋的史铸和史正志，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证明了王安石的诗句“残菊飘零满地金”的正

确性。 

    D．参与“菊落之争”的众多士人中有不少饱学之士，他们沉迷儒家经典因而缺乏园艺领域的

常识。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由材料二可知，加入“菊落之争”辩论的宋代士人中，支持王安石的人数比较多。 

    B．依据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观点，中国古代植物学专著的作者多是儒者士子或官员。 

http://www.henanjk.com/
http://www.henanjk.com/


    C．博物学可以用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因而当今社会不需要发展数理实验科学。 

    D．“菊落之争”中，宋代部分士人主动借鉴宋代博物学的治学方法，影响了宋代的学术追求。 

3．某中学学生组成的博物学研究小组对博物学研究范畴进行讨论，下列各项中不适合作为博物学

研究范畴的一项是（3 分） 

    A．与当地山脉形成有关的神话        B．当地杨树的种类 

    C．当地候鸟迁徙的时间              D．当地夏天不同鸣蝉的体型 

4．材料二中画横线句子提到菊落之争的双方各存在的“一对一错”具体指什么? 请简要说明。（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代儒者士子探求博物知识的方式与西方现代科学家了解自然物种性质的

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种差异的理解。（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树    碑 

史  鑫 

    这碑不是石的，而是木的。具体来说，是一棵树，一棵柏树，立在村前的南山上。 

    故事已经很老了，至少有八十年。故事里的人们，先是褪去了名，后来又褪去了姓，再后来，

只剩下了性别。但那棵树，那棵柏树，越长越高，四季葱茏。站在树下，必须仰望，才能看见不

断向天空延伸的树梢。 

    故事的主角．是我大姑。 

    小伙伴问我：“恁大姑叫啥?” 

    “她没名。”我回答。 

    “没名? 俺不信，没名还认定为烈士?” 

    “真的没名，我大姑牺牲的时候，才六个月，还没来得及起名。” 

    “那么，她就是无名烈士了?” 

“当然不是。她是我大姑，我亲大姑!”我有点儿急眼了。 

…… 

    我气呼呼赶回家，跟父亲谈及此事，我问父亲：“我大姑是怎么牺牲的?”父亲并未立刻作答，

而是点燃一根烟，吧嗒吧嗒抽了起来，①我把那烟雾缭绕的形态暗暗地比作硝烟弥漫。 

    “我也是听你爷爷讲的。由于汉奸通风报信，你爷爷所在的连队遭到鬼子追击。你奶奶怀里

抱着你大姑，那时，你大姑才六个月，估计是饿了，你大姑哇哇大哭。这还了得，鬼子正追得紧，

这一哭，岂不暴露目标了啊!” 

    “那怎么办?”我追问道。 

    “战士们都盯着你奶奶和她怀里的孩子，然后，又看看你爷爷，他的眉头蹙成一个疙瘩。说

时迟，那时快。只几秒钟的工夫，你爷爷便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你奶奶瞬间泪如雨下……” 

    “什么决定? 后来，到底怎样了?”我急得抓耳挠腮。 

    “唉! 我那可怜的姐姐啊!”父亲的话里带了哭音，“你爷爷的原话是，‘舍小家，保大家’，

用你大姑的命，换整个连队的命。否则，整个连队不仅走不脱，而且将会全军覆没!”②说到这里，

我看见父亲把烟头掐灭，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喉咙。“你爷爷把你大姑从你奶奶怀里抱过来，对大



家说，你们穿过这片密林，朝东走，我往西去，天黑前，咱们在弥河滩会合。说完，他大步流星

向南山方向奔去。” 

    后来，我证实了父亲的说法。南山的东北方向，确实有一大片苹果林，以此为界，穿过苹果

林往东，是蜿蜒流淌的弥河以及河两岸密密匝匝的杨树林；苹果林的西面，则是乱石岗，越过乱

石岗，就是南山。南山上杂木丛生，尤其是每年霜降前后的红叶，像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又像

层林尽染的血海，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红啊! 很容易令人溢出眼泪来。 

    我看见，爷爷抱着他的第一个孩子，穿过乱石岗，走进红树林，像走进了火海，走进鲜血染

成的红树林。孩子啼哭不止，枪声吆喝声也越来越近了，他不由得加快脚步，登上南山的一处高

坡，这才停了下来。他把孩子搁在一块石板上，因为啼哭，孩子小脸通红，任由鼻涕眼泪在脸上

滂沱。爷爷摸摸孩子的脸蛋，抹了一把泪，然后，迅速离开。有那么几秒钟，孩子似乎不哭了，

可能因为不再颠簸了，又或许因为爷爷摸了一把她的小脸蛋，可是爷爷一走开，她的哭声更大了。

鬼子很快就围了上来，定睛一瞧，原来只是个婴儿，这才发觉上当被骗了，穷凶极恶的鬼子端着

明晃晃的刺刀，挑起地上的婴儿，然后狠狠地朝山石上摔去，随着一声凄厉的哭嚎，婴儿的声音

消失在红树林里…… 

    毫无疑问，连队安全转移了，③但天黑前，爷爷并未跟连队会合。入夜之后，爷爷借助皎洁

的月光，返回了南山，在那块大石板附近，他看见了被鬼子杀害的孩子，他浑身颤抖，掩面而泣

啊。爷爷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他遵循入土为安的古训，把孩子就地掩埋。次日，附近的村民

上山砍柴，发现了山石上凝固了的血迹，发现了一棵柏树下新添的一抔黄土。再后来，他们才了

解到，我大姑牺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从未见过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也过世了。关于他们的故事，大都是从父亲或村里

人口中了解到的。对我大姑的事情，他们所知甚少，毕竟那是一个仅在世上存在了六个月的婴儿；

但是，她也是我所知道的我们那个地方年龄最小的烈士。 

    八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和事都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但是，我跟父亲当年的那段对话，却

牢牢地记了下来，当然，话题仍是关于我大姑的。 

    “如果我大始能够活下来，不知道爷爷会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你二姑叫金穗，你三姑叫银穗，你大姑……应该叫玉穗吧!” 

    “玉穗? 这个不好听，不如叫麦穗。” 

    “小孩子，你懂什么? 一边儿去!”父亲瞪着眼珠子，大声呵斥我。 

    我想，虽然是假设，但是爷爷给我大姑起什么样名字，都是有道理的。我大姑牺牲时葬在柏

树下，我们四代人居住在南山下的村庄里，长久地守着这片土地，都是有道理的。 

    正如，红叶的红，是有道理的。 

    我把那棵柏树当作我大姑的墓碑，逢年过节，我都登上南山看看我大姑，也是有道理的。 

④您说，对吗? 大姑。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篇写南山上的一座碑“不是石的，而是木的”“是一棵树，一棵柏树”，给人以新奇

之感，并紧扣小说的题目“树碑”。 

    B．小说写小伙伴对大姑的“质疑”以及村子里的人对爷爷、大姑的事迹的不了解，意在提醒

人们赓续红色传统刻不容缓。 

    C．“他的眉头蹙成一个疙瘩”，写出了爷爷此刻内心的煎熬；几秒钟之后，爷爷“便做出一个

决定”则凸显他的牺牲精神。 

    D．小说描写红叶“像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又像层林尽染的血海”，营造出悲凉的氛围，暗



示了大姑悲剧性的结局。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句子①中“烟雾缭绕的形态”被比作“硝烟弥漫”，暗示接下来父亲所讲之事弥漫着战争

的气息。 

    B．句子②中关于父亲的一系列动作描写，体现了父亲的刻意停顿和特别强调，引出下文父亲

讲述爷爷的做法。 

    C．句子③中爷爷并没有按约定在天黑前和部队会合，是因为大姑被敌人杀害，他悲痛难当，

深感愧对亲人，不愿前去会合。 

    D．句子④使用第二人称代词“您”，转为面对面的倾诉，没有距离感，表现了“我”对大姑

的无限的敬意。 

8．小说回忆与现实交织，这种叙述方式有哪些好处? 请简要分析。（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读书小组要为此文写一则文学短评。甲组提出一组关键词：祭奠·颂扬·拷问；乙组提出一组

关键词：柏树·载体。请任选一个小组加入，围绕关键词写出你的短评思路。（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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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书史。太宗践阼，授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今。

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

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

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

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

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

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

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

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馀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颉利

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 

    孙子曰：“死间者，为诳于外。”靖因唐俭使虏而袭破突厥是也。 

    （节选自张预《十七史百将传》，有删改） 

    材料二：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
①
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以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

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孙子》
②
，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

善间，安可用乎? 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 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 灼无疑矣。” 

    （节选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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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靖：指李靖，唐代名将，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②《孙子》：指《孙子兵法》。 

10．材料二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非仁义不 A 能使间 B 此 C 岂纤 D 人所为乎 E 周公 F 大义灭亲 G 况一使人乎?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蹀血，形容激战而流血很多，其中的“蹀”理解为踏、踩。 

    B．行人，指使者，与现在所理解的“在路上走的人”并不一样。 

    C．“卿因击而败之”的“因”与成语“陈陈相因”的“因”意思相同。 

    D．束发，古代成童的代称和标志，文中理解为年轻的时候。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突厥各部叛离．李靖率领强劲的骑兵由马邑直奔恶阳岭，颉利可汗对此做出推测，认为唐

军此次是倾国而来。 

    B．定襄一战，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脱身逃到碛口。唐太宗认为此战足以洗刷自己在渭水

之役所受到的耻辱。 

    C．颉利可汗退守铁山后请求举国归附。虽然唐太宗已派遣使者前去抚慰，但李靖认为应抓住

机会袭击攻破突厥。 

    D．关于“用间”之策，李靖的观点与《孙子兵法》相左，他认为“用间”是最为下等之策，

君臣同心足以应对此策。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材料一最后一段为张预的观点。从材料二看，李靖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请简要说明。 

（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 题。 

齐  天  乐 

姜  夔 

    丙辰岁，与张功父
①
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

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

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
②
，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

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 候馆迎秋，离宫
③
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

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
④
，一声声更苦。 

    【注】①张功父：词人的好友。②庾郎：指庾信，南北朝文学家，著有《愁赋》。③离宫：皇



帝出巡在外住的行宫。④词人自注：“官政间，有七大夫制《蟋蟀吟》。”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序内容较为丰富，除了介绍本词的写作缘由，还介绍了蟋蟀的“善斗”的特点及当时养

蟋蟀的风气。 

    B．词人以庾信“吟愁赋”引出蟋蟀的鸣叫；“凄凄”句中，词人以“私语”写出蟋蟀鸣叫声

细碎而凄切。 

    C．“露湿”三句，词人以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蟋蟀鸣叫声传播范围之广，很多地方

都可以听到。 

    D．词人由蟋蟀的鸣叫声写出不同人的愁思，如失眠的思妇等，整首词呈现出一种哀怨凄凉的

艺术境界。 

16．南宋词人张炎认为“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此词的过片“西窗又吹暗雨”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请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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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赋》中，苏轼与客人月下泛舟，客人不由发出慨叹：当年曹操率军顺流而下，战船

千里，声势浩大，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谓一

世英雄，如今已成过眼烟云。 

   （2）古代诗人多借山水意象状形色之美，如黄庭坚《登快阁》中的“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描绘诗人登阁所见天地阔远、江水如练 

的胜景。 

   （3）唐人于诗中写时事，常托之于汉朝，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者“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 题。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巨变为社会背景，①以边塞诗人

高适的回忆为主线，②以高适等唐代举世闻名的著名诗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为载体，③传递的

诗人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的家国情怀。④截至到 7 月 31 日，该影片的票房已破 15 亿。

⑤取得这样的成绩，⑥除了影片自身的综合质量之外，⑦还得益于影片前期的营销方式——跟着

电影背唐诗。 

    电影中的唐诗无疑是观众欣赏影片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    A    ，恐怕不能全面地领略

其中的诗意和其背后的意蕴。著名学者王宁说：“唐代诗歌繁荣既是乐舞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其

现象表征。”这种观点说明了诗乐舞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启示我们在欣赏这部影片时，    

B    。影片中，音乐、舞蹈与唐诗共同诉说着诗人的情怀与命运以及大唐的辉煌与没落。 

    唐代很多诗人都熟悉乐舞，在吟诗时常会奏乐起舞。这种诗乐舞结合的表演场景在影片中很

常见，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李白拨奏琵琶为舞动的胡姬伴奏并吟诗。这种场景

将李白豪放洒脱、豁达不羁的性情刻画得    C    。诗人还会借助乐舞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等。

在流传至今的唐诗中，描写乐舞表演的诗句    D    。在影片《长安三万里》选用的四十八首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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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二十首都包含与乐、舞有关的诗句。例如，高适目睹了汪伦与一群舞者踏歌送别李白的

场景，正如李白《赠汪伦》诗中所写：“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8．请按照要求完成下面两小题。（6 分） 

   （1）请在文中 A、B 两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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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在文中 C、D 两处填入恰当的成语。（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文中第一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不

得改变原意。（6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承平已久，又多丰衣足食，坊间烹茶，闻香，藏石，抱琴，行游，悠闲气日见浓郁。我平时

喝茶比较简单，拿一只玻璃杯，放些茶叶冲泡即可。 

    每次喝茶，总想起故乡——皖南大地。地气升腾，花红茶绿。得了桃花、杜鹃花的渲染衬托，

满山明媚，处处喜气。新茶上市之际，暖暖的春风殷勤为媒。有一年年初，天气不同以往，清明

前后雨雪时有，皖南大地的新茶迟迟未上市，如出嫁之女久不现身于宾朋面前。新茶露面后，茶

客才解了一腔渴盼。春日饮茶，重在新味。因了暑气浓烈，夏日饮茶多是直奔主题，大口解渴，

大汗淋漓最为畅快。秋日饮茶。亦因天高气爽，品茶之人心境愈发平和。冬日饮茶，若是窗外飞

雪，围炉闲谈或夜读都恰如其分，但凡一盏热茶入腹，暖意便流转全身。 

20．对文学作品来说，标点标示的停顿，有时很有表现力。请分析文中画横线部分的逗号是怎样

增强表现力的。（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文中的重叠形式“处处、暖暖、迟迟”，和“处、暖、迟”相比，语意上各自有什么不同? 请

简要说明。（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语言文字运用Ⅰ和Ⅱ中画波浪线部分，都有“如……”，但用法不相同，请简要说明。 

（3 分） 

   （1）如李白拨奏琵琶为舞动的胡姬伴奏并吟诗。 

   （2）如出嫁之女久不现身于宾朋面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一期如期上演，节目围绕《永乐大典》的都总裁陈济立志、悟道、

修书的过程进行演绎，展示他对文化的热忱及坚守之心，同时也体现他和父亲、恩师动人的情谊。

陈济自幼博学强记，虽读遍天下典籍，却从未考取功名，被称为“两脚书橱”。他说：“别人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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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我啃两样东西——啃书、啃老子。”正是靠父亲精神和财力上的全力支持，陈济才得以读遍天下

典籍，从而成为皇皇巨著的都总裁，统领群儒，修撰了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 

    陈济这样的文化先贤居然也曾经是一位“啃老族”，读了以上材料，你有怎样感悟和思考? 请

结合材料并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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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