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第一中学 2024 届高考适应性月考卷（一） 
 

语 文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清楚。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

其他答案标号。在试题卷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满分 150分，考试用时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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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社会思潮，它通过偶然性历史事件解读历史、摒弃崇高、拒绝

神圣、嘲笑目标、丑化追求，以偶然遮蔽必然，抽离掉了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精神追求。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有意识地从事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活动，大张旗鼓地想要实现某种政治诉

求，比如明目张胆地发表和从事否定革命、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行，这是一种属于实践层面的显性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有意识地从事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活动，主要借助思想研究和文艺表演等形式以碎片化、微观化、主观化的隐

性方式叙述历史，表达出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进步的否定。理论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拉拢民众

认可其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实践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印证，这种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即软性历史虚无主

义。 

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思潮披着思想文化传播的外衣而不断为历史虚无主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是从历史

虚无主义发展出来的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的变种。不论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使用何种障眼法，我们都要透过现象剖析

其本质和特点，认清其危害。 

第一，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关注的议题和领域更为广阔。显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表达比较直白，关注的领域主要有

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史、革命史、党史和国史等，议题和领域都较容易识别。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议题设置全面转

向社会底层，不断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容易被理论文艺工作忽视的边边角角延伸，目前有效识别这种具有广泛

性、日常性的议题确实存在一定困难。 

第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更为隐晦。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主要借助公众娱乐消费平台，

这种相对难识别的传播手段更容易“吸引和俘获”普通民众。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通过学术研究、文艺表演以及

宗教渗透等绵里藏针的形式传播：学术研究打着“学术”“学理”的旗号，借助学术论坛、学术期刊等载体，将个

体的偶然性事件表达得淋漓尽致，其终极目的是扭曲正确历史认知，折射甚至讽刺社会发展进程；大量的“伪”文

艺作品充斥于传统大众传媒和新兴网络载体，揶揄时代、解构历史、颠倒黑白、虚无主义的低级文化产品以剥夺和

摧毁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信心为目的；宗教渗透活动的目的更为明显，礼拜、聚会等实现心灵慰藉的宗教形式

活动负载着大量否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上帝、奉西方价值为圭臬的信息。 

总之，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叙述方式有着鲜明的碎片化、底层化特征，更关注底层、更贴近日常生活。与显性

历史虚无主义相比，其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邢中先《警惕软性历史虚无主义》） 

材料二： 

革命文物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历程中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它承载着厚重的中国革命历史，见证着革命历程中的

感人事迹，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凝结着伟大革命精神。革命文物，包括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

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不可移动和可移动革命文物。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源，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最真实可信

的见证，有着独特的史料价值和证史作用。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历史虚无主义则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

借“还原真相”“挖掘细节”等由头，力图通过戏说、恶搞、娱乐化等方式主观臆造地歪曲丑化党的历史，消解革

命的神圣和崇高。作为历史事实的原始记录者和承载者，革命文物的基本属性就是其“真实性”，具有很强的说服

力。这是革命文物能够成为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锐利武器的重要原因。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革命文物的背后，是无数革命烈士的视死如归、英雄人物的顽强奋斗、



先进模范的忘我奉献。例如，毛泽东留下的一元四角八分的“清廉账”浓缩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

道德品行；“半条被子”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最真实的写照；一双双旧军鞋、一件件旧军衣和简陋的

支前担架，见证着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军民鱼水深情······这些革命文物，从不同侧面和领域折射出无

数先驱先烈先辈、劳模英模楷模的奋斗精神、人格风范、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革命文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方志敏烈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可爱的中国》不断激

励着后来人为了祖国流血牺牲。共产党员杨靖宇、赵一曼等无数先烈抗击日寇，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白山黑水之间，

如今人们从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书写的文章和信件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中都能受到爱国主义的生动教育。人们通过

接触一件件感人的革命文物，走进历史深处，升华爱国情怀。 

作为红色遗产，革命文物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蕴含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团结奋斗、顽强奋斗、永远奋斗

的精神密码，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摘编自刘建军《革命文物告诉我们什么》） 

材料三： 

都市生活的复杂和喧嚣很容易引发焦虑感和不安定感，以至于人们更愿意通过怀念、回忆来缓解内心的紧张与

疲惫。于是“怀旧复古”的情结开始受到追捧，从艺术到生活、从大众文化到流行文化，俨然形成了一股风潮。特

别是在城市白领和中产阶层的群体中，“怀旧复古”不仅是慰藉心灵的良方，还是彰显思想格调或艺术品位的象征，

不可避免地渗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便由此进行“移花接木”。借助“怀旧复古”元素营造小资情

调、烘托文艺范儿，采取“艺术加工”“意象重现”等手法，有选择性地美化、拔高某些特定历史断面，将其渲染

描绘成温存美好的“流金岁月”，引发人们重温旧梦，留恋其中。 

（摘编自《警惕娱乐包装下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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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理论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相互证明，并囊括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所有现象 

B.相较于显性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高度隐蔽性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可能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更严重后果的危害。 

C.因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议题面向社会底层，并延伸至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目前有效识别这种议题是有困难

的。 

D.基于革命文物的基本属性，我们应保护好、利用好革命文物这一丰富宝藏，让其成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利

器。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充斥于媒体中的“伪”文艺作品以扭曲正确的历史认知为终极目的，实则是一些解构历史、颠倒黑白的“劣

质”表演。 

B.有些人通过观看低级无趣的文艺表演消磨时间，他们必然会不自觉地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毒害。 

C.软性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通过一些绵里藏针的方式传播，其中宗教渗透活动的目的性更为明显。 

D.革命文物是党和人民在革命历程中遗留下来的精神与物质遗存，是革命历史最真实可信的见证。 

3.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的一项是（3 分）（       ） 

A.海南某厅级官员所著《秦桧大传》这样描述秦桧：“为结束战乱造福苍生做出卓越贡献的南宋杰出政治家、

思想家、战略家……” 

B.小说《围棋少女》借主人公之口美化战争，将侵华战争的目的表述为“解救中国”，并宣扬“日本人是中国

人救星”的主旨。 

C.有学者发表文章称，中国选择抗美援朝是一个错误，是上了苏联的当，耽误了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得不偿

失。 

D.有人以邱少云被活活烧死却一动不动“不合生理学常识”为由，质疑英雄事迹，并发布以“邱少云被火烧的

笑话”为噱头的短视频供人娱乐。 

4.材料一和材料二所运用的主要论证方法有所不同，请简要分析。（4 分） 

                                                                                              

                                                                                              

                                                                                              

                                                                                             



                                                                                             

5.请依据材料内容，对以下文字中提到的现象作简要评析。（6 分） 

网络曾刮起一阵“民国风”，有不少网络文章和文艺作品将中华民国时代吹捧、美化成所谓“大师辈出”的“黄

金时代”和“自由浪漫”的“美好时代”，对同时期黑暗动荡、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和落后腐朽、压迫百姓的旧制度

却存而不论、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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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匹舞马 
冯伟山 

①长安城兴庆宫里张灯结彩，勤政楼前的大院里更是打扫得一尘不染。微风拂来，院中的几棵桂树轻轻摆动，

摇落一地的馨香，把整个大院都熏醉了。院子里鼓乐齐鸣，笙歌燕舞。 

唐玄宗坐在黄罗伞下，边品茶，边拈须望着不远处的一座木台频频点头。 

大木台上铺着厚厚的红毡，上面数十匹马儿正在表演。这些马儿体格健壮，精神抖擞，都披着火红的锦绣服饰，

脖子上挂着金铃，鬃毛上系着贵重的青玉，分几排均匀散开，在《倾杯乐》的节拍中尽情地舞蹈。乐曲欢快而悠扬，

马儿或摇头晃脑，或伸蹄摆尾，动作整齐，如一团团火烧云在木台上晃动。 

“好！”玄宗看得出神，忍不住大声喝彩。他身旁的安禄山更是看得两眼发直，如在梦中。直到周围的大臣们

纷纷叫好，才把他从梦中惊醒。 

一曲终。一个人在台前晃了一下手里的小红旗，喊道：“恭祝吾皇寿诞康泰，万岁万万岁！”马儿们立刻停止

了动作，前腿直伸，后腿弯曲蹲坐，马尾高扬，脑袋低垂，一副跪拜磕头的样子。 

“真神马也！赏酒！”玄宗眉开眼笑，高声说。 

不一会儿，上来一些人，手捧精致的乳色瓷碗放到马的嘴边，马竟一下咬住碗沿衔在嘴里，静等倒酒。酒满，

突然传来了“咚咚”的鼓点声。数十匹马一起仰头，碗里的酒徐徐倒入嘴中，竟点滴不漏。再一遍鼓点响起，马儿

竟将瓷碗轻轻放到一边，又一次脑袋低垂谢恩。 

这时，持旗的人把红旗换成了绿旗。他把旗一举，那些马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再次头舞足蹈。《倾杯乐》的曲

调婉转如黄鹂鸣春，欢快似小河淌水，在勤政楼前萦绕不止。马儿们随着乐曲的急缓，随意变换着动作和速度。有

的马不胜酒力，竟面色酡红，低头垂尾，舞动的节奏大变，在原地一个劲儿地转圈。那醉酒的憨态，惹人无限爱怜。

马脖子上的金铃“叮当”作响，鬃毛上的青玉在红服饰的映衬下闪着幽幽的珠光，炫人眼目。 

全场再次欢声雷动。众人纷纷喝彩，玄宗也高兴，把手轻轻一挥：“马儿累了，让它们歇了去吧。” 

有人打一声呼哨，马儿们立即掉头侧身，整齐地款款而去。马儿刚回到马厩，就有专人拿了温热的湿毛巾来擦

拭它们的全身。这时，小黑又一次想起了小白。那天，草原上的头人来了，还有几个马贩子和穿官服的人，后面跟

着数百名持刀拿枪的官兵，他们包围了草原上的野马家族。见势不好，头马一声招呼，群马扶老携幼向草原深处狂

奔。无奈，官兵们挥着套马杆和刀枪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紧，除了少量突出重围外，大多被生擒。这时，小黑

疯了般地朝身旁的几个官兵撞去，就在官兵们纷纷倒地之时，它对小白说：“快跑，跑得越远越好，总有一天我会

回来找你的。” 

终于，小黑它们被牢牢控制在一片草场上。那个穿官服的人哈哈大笑，说把这些马里面年轻精壮的都给老子送

到京城！ 

小黑无奈地走着，边走边仔细留意路边的标记，这里是一棵大树，那里是一座别样的宅院，或者什么地方是一

条弯曲的小河。它想，早晚有一天我会跑回草原的。 

可现在，小黑后悔了，后悔小白没有一起来。尽管当年野马家族的被虏者，经历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和皮鞭下训



练的磨难，可毕竟苦尽甘来，活得还算滋润。 

吾皇圣明啊！小黑在心里谢着玄宗，又想想小白，觉得对不起它。 

这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然造反，声势浩大，很快攻下了长安城。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安禄山进城的第一

天就想到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舞马，传下命令，要好好善待。 

安禄山喜欢舞马一点儿不逊于李隆基，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只要有空闲，他就看舞马表演。一帮吹奏手腮帮子

高高鼓起，随着《倾杯乐》的节拍，盛装的马儿们倾情演出，次次精彩，场场绝伦。安禄山兴奋得大呼小叫，就差

喊舞马亲爹了。 

两年后，安禄山被杀。 

一日，大将田承嗣意外发现了安禄山都城马厩里的舞马，对部下说：“怪了，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膘肥体壮的马

呢？太可惜了！都给我赶走，补充到队伍里！” 

是夜，田承嗣和一帮将士在院子里喝酒，酒到兴处，让人找来一些乐手和舞女助兴。当《倾杯乐》的曲子响起，

那些栓在不远处的舞马竟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守兵们吃惊，不知马儿们为何如此，吆喝着举鞭就打。马儿们疑惑

不解，就更加卖力地舞动起来。的舞马在皮鞭的抽打下舞得更欢了。田承嗣见状，惊叫：“妖精！这是妖精啊！快，

给我杀，都给我杀了！”霎时，刀光闪处，一匹匹舞马气绝而亡。 

其他舞马见状，拼命挣脱缰绳，四散奔逃。此时的小黑，早就奔出了院子，顺着一条大街拼命向城外跑去。它

听到了身后兄弟姐妹们凄惨的嘶鸣声，它知道它们再也回不了梦中的大草原了。小黑凭着记忆中那些模糊且清晰的

路标，拼命地跑啊跑啊…… 

下雨了，小黑一个激灵，微微睁开了眼。眼前是一匹白色的雌马，嘴里正含着水一点点地洒在它的嘴唇、额头

和身上。雌马看它醒了，一脸兴奋，朝天“啖儿、啖儿”地叫着。②它浑身酸痛，追寻着雌马的身影，看到了一片

绿色的草原，无边无际，空旷而恣肆。 

“小黑，你是小黑吗？还认得我吗？”它点了点头。两匹马头抵着头，目光里满是温柔。 

（有删改） 

6.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对安禄山看舞马时“两眼发直，如在梦中”的描写侧面衬托出舞马的珍贵，也暗示玄宗末年生活的骄奢淫逸。 

B.“小黑后悔小白没有一起来”是因为虽然失去自由，但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作者借此表达祸福相依的观点。 

C.与小黑历经曲折、险些丧命的不幸遭遇相比，小白虽然失去了安逸的生活，但也免于入“舞”，拥有自由。

作者通过对比二者的命运表达对自由的呼唤。 

D.田承嗣下令杀掉了舞马，是因为深知舞马象征着盛唐末年骄奢淫逸的风气，斩马正是为了杜绝这一陋习，与

开头描写舞马献艺的奢靡场景相呼应。 

7.下列对本文艺术特点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小说使用拟人手法让文章生动有趣，如“把整个大院都熏醉了”“或摇头晃脑，或伸蹄摆尾”“脑袋低垂

谢恩”“头马一声招呼，群马扶老携幼向草原深处狂奔”等。 

B. 小说构思缜密，如“小黑无奈地走着，边走边仔细留意路边的标记”与下文“小黑凭着记忆中那些模糊且

清晰的路标，拼命地跑”都用插叙的手法补充了重要内容。 

C. 小说通过补叙小黑被抓、期待回草原、以舞为乐、后悔当时帮小白逃跑而未能来到京城等内容，在丰富小

说内容的同时也让情节走势跌宕起伏。 

D. 小说聚焦一匹舞马的命运变化，既反映出大唐由盛转衰的宏观历史转折，也表现在历史洪流下个体生命的

生存现状，有点有面，引人深思。 

8.除采用传统的叙事角度外，文本还刻意选取了马的视角，这样安排有何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4 分） 

                                                                                              

                                                                                              

                                                                                             

                                                                                              

9.请简要分析文中两个画线句子的语言特色及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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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贤者也。”子贡曰：

“然则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耶，用力为贤耶？”子贡曰：

“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管仲也，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二） 

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

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三）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
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

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

与君陷难者也。” 

（四）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君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

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

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

为后也。”简主曰：“行人烛过年长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焉。”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

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节选自《说苑·臣术》） 

1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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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简主从 A 晋阳 B 之邯郸 C 中路 D 而止 E 引车 F 吏进 G 问 H 君何为 J 止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贵，指使显贵，《师说》“是故无贵无贱”中的“贵”表示地位高，显贵，两者用法不同。 

B.妄，指胡乱，与现在所说的“胆大妄为”中的“妄”意思相同。 

C.适，指到，至，与《石钟山记》“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中的“适”意思一样。 

D.御史大夫，秦始置，负责监察百官，代表皇帝接受百官奏事，管理国家重要图册、典籍，起草诏命文书等。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在孔子与子贡“今之人臣孰为贤”的对话中，孔子用鲍叔牙引荐管仲，子皮引荐了子产的例子表明引荐贤人

的人才为贤的观点。 

B.孔子认为甘愿为人之下的人，就像泥土一样，像泥土一样可以生长出五谷，奔涌出甘泉，让草木在其上生长，

禽兽在其上繁育。 

C.晏子认为，忠臣是能够给君主献出善计良谋，不让君主陷入灾难的人。如果臣下能够给君主献出良谋，君主

就会终身无难。 

D.董安于落在赵简主队伍后面的原因是他为赵简主堵塞秦、晋相连的道路，带上官府的宝玉，向行人烛过辞行

并致意。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4 分） 

译文：                                                                                      



                                                                                              

（2）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4 分） 

译文：                                                                                      

                                                                                              

14.通过《说苑·臣术》节选的对话，我们对古代“贤臣”的“贤”字可以有哪些方面的理解？（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5～16 题。 

满江红·仙姥【注】来时 
〔宋代〕姜夔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

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注】仙姥：神仙妇女。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满江红》这个词牌，原调用仄韵，多押入声字，声情激越豪壮；然而此词改为平韵，声情顿变，读之只觉

从容和缓、婉约清空。 

B.词的上片中的“旌旗共、乱云俱下”较为精彩：一面是乱云翻滚，一面是旌旗乱舞，景象壮丽，颇似王勃《滕

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 

C.词的下片叙写敌人进犯淮右，阻隔江南，国家面临危机，好在仙姥挺身而出，派出六丁神将携雷电扼守东关，

保国泰民安，彰显了领袖风范。 

D.结尾突换笔调，点出真正能够以“一篙春水”迫使敌人不敢南犯的却是“人在小红楼，帘影间”的仙姥，讽

刺了那些苟且偷安而又善于邀功请赏的奸臣。 

16.虽然词的上片对仙姥本身未着一墨，但其形象跃然纸上，试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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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典诗词都曾流露出某种消极情绪。当感到失落，想发泄内心的愁苦时，我们可以吟咏《梦游天姥

吟留别》中的“                            ，                          ”。 

（2）荀子在《劝学》中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与韩愈《师说》中的“                  ， 

                      ”的思想一致。” 

（3）《青玉案·元夕》中，通过视觉和嗅觉来写女子盛装出行，参加元宵赏灯活动的两句是：“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喧嚣，但我没有看出绿萝有什么不满。它只是专心致志地绿着，不动声色地绿着，绿得那般

沉静，绿得那般雍容，绿得那般气定神闲。新的茎往外伸展，新的嫩芽展开成叶片，舒展开来，嫩绿褪去鹅黄，成

为沉绿。静谧沉淀在每一片叶子里，每一片叶子因为静谧的沉淀，而显得更加深绿。 

绿萝，在我的眼中，成了一个禅定的僧人，披着一袭沉绿的布袍，在那儿打坐。面对外界的喧嚣， A   .   我

突然感觉到一种羞愧。这么多年来，我读《庄子》，翻佛经，念《圣经》，（    ①    )？这种宁静是持久的，

耐劳的，不会像孩子的球鞋一样被磨穿的，也不会像玻璃罐子一样被打碎的，这种宁静是坚实的，一劳永逸的，任         

B      ,也掀不起一丝涟漪的恒久的宁静。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宁静，但这么多年来，（       ②      ),我灵魂

的、偏狭的情绪像      C      的火山。但是，人还是可以有另一种样子，植物的样子，一如果我能做到，我能

做到的。为什么不能？（      ③     ),我为什么不能？ 

（摘自《读者文摘》《像植物一样安静》） 

18.请在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 分） 

   A                           B                           C                        

19.请在文中括号内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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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①                                      

   ②                                       

   ③                                       

20.文中面波浪线的部分，使用了排比、拟人的修辞手法，请简要分析其构成与表达效果。（4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中国的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这点谁都知晓。在历史上，风筝的用途曾有过多次转换。根据史书

记载，风筝的最初功用是用于军事。唐宋时期，由于造纸业的出现，风筝改由纸糊，很快传入民间，成为人们的休

闲娱乐的玩具，广受来百姓的欢迎。风筝自从成为一项大众化的娱乐活动，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在晴天外出

放风筝。明清时代是中国风筝发展的鼎盛时期，风筝在大小、样式、扎制技术、装饰和放飞技艺上都有了超越前代

的巨大进步。当时的文人亲手扎绘风筝，除自己放飞外，还赠送亲友，并认为这是一种极为风雅的活动。近年来，

中国的风筝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放风筝开始作为体育运动项目普及起来。 

21.下列句子中的“谁”和“这点谁都知晓”中的“谁”，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 

A.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B.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C.我已经深刻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D.“手机一开，谁也不理”是当今许多“零零后”的生活现状。 

22.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量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 （4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偏激的观点，难免有不成熟或不够完善的地方，甚至包含着错误，但毕竟比那些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四平八

稳、毫无棱角的观点好得多。 

偏激的思想往往有着“片面的深刻”，它较之于四平八稳的平庸，对于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有着更多的价值。它

带给我们的是警醒，是理智的挑战和内心的震撼，是新视界的凸现。 

与其重复一句正确的话，还不如试着说一句可能是错误的话。 

——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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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