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南中学 2023--2024 学年度高三第一学期第二次月考 

语文参考答案 

1．C “不可调和”的理解不正确，费孝通提出的“双重性格”的命题是解决两者冲突的方案 

2．B 根据材料一第 4 段，“科学性和主动性”是指能够让被调查者感到“温暖和亲切”明白并相信调查者是为他

们服务的，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实现他们的愿望，这就是材料二第 2 段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将心比心”“ 推

己及人”的直 觉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 “ 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

义” 且根据材料二第 1 段 ,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具有理性、定量 、普遍性等特点; 而费孝通所指的 “社会科学

的新境界”具有  “适用于特定地域的地方性”  的 “人文性”方法论特点. 

3.D 根据材料一， “人民的人类学”指的是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工具 ，为解决人民对社会发展变革等需求提

供方法，以服务于广大人民利益的科学.A 项，该项研究属于科学研究范围; B 项，该项研究没有指向具体要解决的

问题; C 项，该项研究没有为解决人民对社会发展变革等需求提供方法. 

4.①人民中国建立后，费孝通开展了一系列的量化研究，为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事实根据；

(2 分)  ②他  “将心比心”，让当地人民理解并认识到研究的目的，调查双方能在友好的氛围中交流 ，又“推己

及人” ，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意见.  (2 分)[4 分. 每点 2 分 ,  意思对即可. ] 

5.①坚持人民立场的策略，他也由此迈入社会学殿堂、投身民族研究；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策略，早期为认识中

国社会投身马林诺斯基门下，解放后则致力于民族地区的发展；③坚持理论创新的策略，晚年提出 “社会学应当

具有科学和人文学‘双重性格’”的创新主张，有力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6. D 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 

“击筑时故意唱起《易水歌》”错误，根据原文“我和燕惜都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那首荆轲曾经唱过的《易水歌》”可

知，应是“不由自主地唱起”。故选 D。 

7．C “他放弃尊严自甘堕落”错误。根据原文“看着他的心在一点一点破碎开来，我躁动不安”“直到中间那根长

弦在燕惜沉重的叹息声里砰然抻断，我才有了暂时的安静”“昏迷的心不会死去，它们注定还会被持续的筑声所唤

醒”可知，高渐离一直没有忘记亡国之痛，并没有因为生活放弃尊严自甘堕落。 

故选 C。  

 8．（每点 2 分）①有政治远见。从好友荆轲的死和燕王的行为，能预知燕国不保。②怀念故友，眷恋故国。忆起

荆轲刺秦失败的伤感，对燕国的眷恋，以及知音难觅的孤寂，此时从心底发出的音乐没有人能真正地听懂，回忆里

的荆轲和燕国再次撞击他的心灵。③以死报国，刺杀秦始皇。忠于燕国，从刺秦失败的遗憾，对燕国不变的忠贞可

看出。    

 9．（每点 2 分）①从人物形象上看，让静物“筑”开口。通过对“筑”的动作和心理描写，衬托了高渐离惜情重义、

忍辱负重、壮心不已的形象。②从主旨上看，用“筑”讲述历史人物真实的遭遇，充分表现了历史文化中深层的悲壮

与厚重，增添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文化的沧桑感。③从表达效果上看，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物以人的感情，视角独

特，引人入胜。 

10.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句意:李公简生平不沉迷于名声利益，不悲伤于穷苦简约，对于遇到的事物能

够安然处之并且终身以此为乐，几乎具有陶渊明的率真。“于声利”是“不眩”的状语，中间不应断开，应在“利”

后面断开，排除 AC:“终身”是“乐之”的状语，而“者”表示停顿。所以应在“者”后面断开，排除 D。故选 B。 

11.B  A.宾语前置的标志/定有后置的标志:句意:不能供给稀粥。/越过那茫茫的江面。B.什么/为什么;句意:还有什么

值得追求的呢?/何不利用盛时扬弃秽政，为何还不改变这些法度? 

12.D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D.“苏轼将孔孟与陶渊明作对比”“李简夫有陶渊明的君子之风”错误。

苏轼未将陶渊明与孔盂比较，赞李简夫有陶渊明之“真”。故选 D。 

13. (1) 我一向/平素认为李简夫品行高尚，赞许他知止知足，而又担心自己不能践履他的道路/学习他，以他为榜样。 

(2)陶渊明想要做官就去追求，而不认为追求仕途就令人生厌；想要归隐就归隐，而不认为归隐就显得清高。 

14. 相同点:苏辙与苏轼赞美了李简夫品行高尚，不追求名利，生活简朴甚至贫困而能随遇而安。不同点:苏轼认为李

简夫像陶渊明一样率真自然；苏辙认为李简夫如白居易一样，为官则为国效力，归隐则身无忧患，作诗则名满天下，

这样的人生无憾。 

15．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赏析诗歌内容及艺术手法的能力。 

D．“以静衬动”分析错误，此处是以猿啼的声音以及洗钵的动作来衬托此地的宁静，应为以动衬静，写出山中生活

的宁静闲适。故选 D。 



16．示例一：同意。 

①匡山优美的风景和闲适的生活让诗人无比留恋，表现出诗人的隐逸情怀；②诗人想把自己的文才武艺奉献给清明

的时代，体现出诗人入世的志向。因此这首诗表现了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每点 3 分） 

示例二：不同意。 

①虽然匡山风景优美，生活闲适，但作者已无心留恋，决心离开匡山施展抱负，在隐逸和入世之间作出了选择。②

写匡山美景和闲适生活是为了衬托作者远大的志向和入世的决心。因此这首诗没有表现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

（每点 3 分） 

16．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中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能力。 

如果同意： 

首联“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

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颔联“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

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颈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

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

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

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

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因此这首诗表现了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 

如认为此诗中作者并无此矛盾，可以分析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

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展现出作者入世的决心。 

17.（1）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2）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况吾与子渔樵于

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 

18. ①层峦叠嶂②若隐若现③宁死不屈 

19. 天子山脚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清澈见底的溪水中，鱼儿在欢快地游动，各色鹅卵石也闪烁着绚丽的光

泽。 

20. （示例）我环望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苍翠，忍不住停下脚步，举起相机，连连按下快门。本题考查学生辨

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三处语病： 

一是搭配不当，“苍凉”与“映入眼帘的”不搭配，应将“苍凉”改为“苍翠”； 

二是成分赘余，“忍不住”“不禁”语义重复，保留其一即可； 

三是语序不当，“举起相机”应在“连连按下快门”之前。 

21．C 本题考查学生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的能力。 

文中加点词语“杀手”比喻青光眼对人们健康的损害，这里是比喻义。 

A.“道路”是从现实道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引申，这里是引申义。 

B.“粉墨登场”指演员化妆上台演戏比喻京剧票友们纷纷大展拳脚，这里是基本义。 

C.“抓辫子”在这里比喻抓住他人缺点或错误，作为把柄，这里是比喻义。 

D.“深”在这里是由海拔高度的深引申到内容艰深、深奥，这里是引申义。故选 C。 

22．（每句 2 分）①双眼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眼睛也会受到损伤/眼睛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②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    ③而眼部疾病却易被忽略 

本题考查学生情境补写的能力。 

第一空，根据后文“因此，用眼健康越来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可知，长期使用电子产品会对用眼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填“双眼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眼睛也会受到损伤/眼睛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第二空，根据后文“青少年也要养成自我管理的习惯”可知，“比如学习时做到‘一拳、一尺、一寸’”指的是用眼

方面的良好习惯。而“比如”一词则是对前文的举例，所以空格处可填“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第三空，根据后文“尤其青光眼这一隐形杀手，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可知，眼部健康问题并未被人们关注重视，因

此可填“而眼部疾病却易被忽略”。 



【参考译文】 

李简夫少卿诗集引 

[宋]苏辙 

熙宁初年，我跟随张安道教授陈地的读书人和官吏。那时候，朝廷指定府县完成徭役、农田水利的任务，陈地虽然

没有多少任务，但官吏奔走忙碌，为不能完成为忧。只有我凭借诗词文章讽谏议论在其中无所事事领取俸禄，虽然

庆幸能从公文中脱身，但没有可以与之交往的朋友，所以也没有什么快乐。 

当时太常少乡李简夫妇告老还乡，在当地居住已经十五年了，间或与他来往交游。他的生活起居简约而不粗陋，丰

盛而不多余。听他的言语，从来不涉及世俗之事;(我)慢慢吟诵他所写的诗，(他的诗)旷达闲适，常常不拘束于法度，

有物我两忘的情思。问他和谁交往，大多是庆历年间的名士，晏殊非常了解他。探求他生平志向，他说:“白乐天，

我将他当作自己的老师。我仰慕他的为人，所以学习他的诗歌，担心不能比得上他罢了。”我回来后询问他的同乡

人，同乡说:“他少年好学，精通为吏的方法，所以曾经出使到朝廷各部。还没有年老却患疾病，没有到不能理事的

地步却辞去官职。他的家四壁空空，稀粥都不能供给，但是他身处其间安然自得。他的儿子李君武，辞去官职谋求

财富以赡养父母，在乡里劳碌，不辞辛苦，没过多久家里就因为丰衣足食而广为人知了。”陈地的百姓喜爱种花，

和洛阳一样。每年的春夏季节，游览的人整月接连不断。他带着酒壶和朋友，没有一天不在花间，嘴里从来不谈及

家事。晚年，他的诗作更加高妙，神似白乐天。我当时正因为宦游在外而感到劳累。认为读书人即使没有通达的际

遇，就像白乐天一样，入仕就作了君王的近臣，凭借直言讽谏名声显赫，被贬为州郡的长官，凭借奉公守法而闻名，

老年归隐山水间，忧患不能够加诸其身，文章诗歌足以扬名后世，可以老死而没有遗憾了。李简的仕途虽然比不上

白乐天，但开始和结局都和白乐天相似，还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 

而我还没有离开陈地他就亡故了。之后过了十七年，元祐六年，我凭借幸运的际遇而参与国政，俸禄比以前多，但

声名却不被人知晓。快到暮龄了，国家的恩德还没有报答，不敢说要挂冠到归田。大概是曾经担心力不从心吧。李

简的孙子宣德郎李公辅拿着他的诗集来央告我，希望得到我的文章放在诗集的前面。我向来仰慕李简夫的品行，赞

赏他的知止知足，却怕(自己)不能践行，所以全部道出往昔的心意来授予他人(知晓)。李简一共有古诗若干篇，分为

二十卷。 

书李简夫诗集后 

[宋]苏轼 

众人认为微生高直爽、坦率，孔子认为他不符合这种修养。孟子不认同于陵仲子穷不苟求，不食不义之食，厌恶他

们不情愿。陶渊明想要做官就去追求，而不认为追求仕途就令人生厌;想要归隐就归隐，而不认为归隐就显得清高。

陶渊明饥饿的时候就敲开别人家的家门乞求食物，能够充饥的时候就拿出鸡和小米邀请客人，是古代的贤人，可贵

之处在于率真。李公简从天圣年间以来凭借文学和政绩闻名，而在嘉佑末年、熙宁初年辞去官职隐居。李公简生平

不沉迷于名声利益，不悲伤于穷苦简约，对于遇到的事物能够安然处之并且终身以此为乐，几乎具有陶渊明的率真。

熙宁三年，苏轼我经过陈地，想要请求拜见陈公简，但是陈公简生病了。二十年之后，从他的孙子陈公辅手中得到

他亲手记录的七十篇诗文。读了之后，叹息着说:“君子就应是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元祐六年十

二月初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