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高三考试 

语 文 试 题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复兴洪流、壮丽多彩的人民史诗、敢于斗争的英雄气魄、革故鼎新

的文明画象都富有崇高之美，都应当成为当代作家重点关注和着力表现的重要内容。作家也有责任

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彰显崇高之美。 

 崇高的书写向来是与宏士叙事紧密联系的。 书写崇高，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然而，现

实中一些宏大叙事在表现崇高方面却出现了钝化、断裂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细节的

忽略。 

 事实上，宏大叙事与细节叙事之间往往是相互交融的。一些凸显崇高的宏大叙事作品如《平

凡的世界》《三体》等之所以屡屡掀起阅读热潮，与其内容丰富、真实生动的细节是分不开的。细

节叙事具有凸显崇高的独特作用，可以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这很大程度正是因为细节叙事本身所

具有的超清视野和常知角。 

 蕴含崇高价值的伟天故事往往有着十分激烈的冲突。作者对矛盾的描摹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读者对故事或人物崇高的感知。正如康德所说，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

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在这方面，细节叙事常常更具有独特的作用。《谁是

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就善用细节刻画矛盾.如在讲到一支志愿军部队的战斗时，他描写道：“敌人

为了逃命，用了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配合着发起了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

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是故事人物完成从常人到英雄身份转变的“决然一跃”，承载着垩凡铸

就伟大、平常生发崇高的实质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者描写的关键选择越艰难；故事就越伟

大，人物就越崇高。细节叙事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用饱满的心理细节和行为细节把读者拉进故事

人物的主体视角<沉浸式地感受故事人物的蝶变。这种对崇高人物关键选择中思想感情的充分挖掘，



是其他叙事方式所容易忽略和难以企及的。 

 与宏大叙事相比较，细节叙事不直接阐述事物的发展全局和故事整体，也不直接阐明这一文

事或人物的崇高意义。细节叙事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似丰富典型细节的铺陈来聚焦特定的上程、放

大所需的局部、抓住锚定的截面，提供给读者具有引导性的超清刻画，让读者沉浸在叙的氛围之中，

得以进一步深入思考。 

 现实中，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常用挑选、截取、放大、曲解历史细节的手段，消解崇高、扭

曲高，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否定细节叙事的价值，反而需要我们更好地用好正、鲜

活的细节，还原完整、真实的细节。 

 在用什么样的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

示人间正道。在如何用好细节方面，作家需要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

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作家需要真诚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用美善的细节鼓励人们战胜丑

恶。 

 同时，细节是琐碎的，而故事的呈现却需要完整的逻辑。在文学作品中，有时细节越丰富，

情节反而越延宕，故事越显支离。作者要想在拥有斑斓细节的同时保持崇高叙事的逻辑性，就不能

简单地让细节成为主场景、主色调，而是注意好整体故事情节细节的精巧铺排，并与宏大叙事充分

融合。 

(摘编自沈壮海、蒋从斌《细节何以彰显崇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当代作家重点关注和着力表现的应都是能反映当代中国崇高之美的事物和社会现象。 

B.作家在书写崇高之时要与宏大叙事紧密联系，宏观思维和整体视野也是不可缺少的。 

C.细节叙事之所以能够体现崇高，跟其本身具有超清的视野和常人的视角有很大关系。 

D.细节与故事的呈现有时是有一定的矛盾的，细节丰富有可能让情节拖沓，故事支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开头指出作家有责任书写当代中国的崇高之美，彰显了此文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B.文章紧扣“细节叙事”与“彰显崇高”的关系，运用了举例、引用、比喻等论证方法。 

C.文中所举《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例子通过数字细节和情景细节体现敌我矛盾之激烈。 

D.文中从正反两面阐释了细节叙事对于书写崇高存在的有利与不足，体现了辩证思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现实中，宏大叙事在表现崇高方面出现了钝化、断裂现象完全是因为对细节的忽略。 

B.常人转为英雄身份需你家对细节叙事和宏大叙事做出选择，选择越难；人物越崇高。 

C.细节叙事不直接阐明人物的崇高意义，因此只能通过充分挖掘崇高人物的情感来体现。 

D.挑选、截取、放灰、曲解历史细节等行为影响恶劣，是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常用的手段。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 

 2022年，第六次全国荒漠化、沙化调查结果对外发布，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连续

４个监测期保持“双缩减”，首次实现所有，调查省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逆转”。沙漠、沙地

植被盖度和固碳能力持续“双提高”纱区生态状况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态势，荒漠生态系

统呈现“功能增强、稳中向好”态势。 

我国防沙治沙有哪些新成就? 

3.05亿 

全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3.05 亿亩 

2707.65万 

全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达到 

2707.65万亩53.1% 

全国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53.1% 

41个 

建立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41个 

99个 

建立国家沙漠公园99个 

(摘编自《善治善为，荒漠化防治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材料二：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不仅严重威胁全球生态环境安全，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发

展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存在荒漠化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荒漠化面积达到了 

3600万平方公里。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发了乔木树种深注水造林技术和膨润土改良剂保水灌

木造林技术，解决了人工造林过程中的土壤水分损失及亏缺问题，有效提高了该地区造林的苗木成

活率，实现了半干旱地区沙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亿利集团创新研发的微创水汽种植法，相比传统

造林种草方法可省水50%以上，成活率提升至85%。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加强介绍，建立高抗逆性的荒漠植物种质资源库

是发展节水林草的基础，还要遵循植物需水和耗水规律进行因需灌溉、精细灌溉，同时运用技术手

段抑制干旱地区土壤水分蒸发。此外，还应加强防沙治沙的水利设施建设，重视防沙治沙生态渠道

的工程建设，加强生态堤坝、生态闸等基础设施的维护力度。 

 荒漠化防治应坚持“近自然恢复”的科学理念。 目前，我国保存乡土物种质资源2200种6万

份，蒙草生态为选育抗逆性强、经济效能好的乡土草品种提供种源保障。 此外，还要合理配置林草



植被婴型和密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在树种选择上，因地韵宜，坚持科学规划。在风沙严重、冰

源缺乏的流沙扩展区，重视配合机械沙障种植沙生灌水和固沙草本植物，形成阻隔风沙的第一层防

护体系。在灌草植被隔离风沙区的后方，适当种植经济林果等耐旱、抗旱的优良品种。在最内层绿

洲区域，可以培育针叶和针阔混交林带，最终形成由外到内全域圈层防护结构的生产—生态格网化

防护体系。 

 我国许多沙区因地制宜发展饲料x经济林果、沙漠旅游等林沙产业，建立了一批特色林沙产业

基地。据统计，沙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 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4，年总产值达 1200 亿元，重

点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50%以上。 

 “荒漠化防治工作还应与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有机融

合。”卢琦表示，在继续推进沙区种植业、养殖业，培育沙区绿色食品产业、开发利用砂基材料、

发展沙区生态旅游产业等基础上，加大力度开发“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产业，启动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工厂化农业、光合工程等工程项目。 

 科技创新是防沙治沙的利器。我国科技工作者紧密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开展

了沙漠形成演变与环境变化、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流沙固定、干旱区生态建设、沙区资源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总结出了 100 多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荒漠化防治技

术，在非洲、亚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摘编自《科学治沙，筑牢绿色屏障》) 

材料三： 

 多年来，中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义务，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交流合作，

建立国际荒漠化防治知识管理中心，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非洲国家官员和专家在30多年前访问中国时，看到了三北防护林的作用和三北地区的生态恢

复成果，决定着手建设非洲“绿色长城”。 中国除在经济上支持建设非洲“绿色长城”外，还派出

科研人员展开技术交流。 目前，中国已经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展开大数据应用和规划的技术合作，利

用卫星等手段观测和收集、计算、分析数据，帮助其他国家及地区了解其土地、气候等方面特征与

规律，推动当地荒漠化治理。 

(摘编自《中国治沙经验有益于世界绿色发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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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可治理沙化土地的治理率已过半，在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和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方面成效显著。 

B.荒漠化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面积广，后果严重，对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经济发展以及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危害大。 

C.防沙治沙的关键在于建立高抗逆性荒漠植物种质资源库，不然遵循植物需水和耗水规律进行

精细灌溉就没什么作用。 



D.中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义务，和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合作，从多个层面来

推动当地的荒漠化治理。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经过治理，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各地都首次实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逆转”，

荒漠化防治卓有成效。 

B.相比传统造林技术，乔木树种深注水造林技术和膨润土改良剂保水灌木造林技术有一 

定优势，解决了其中的某些问题。 

在荒漠化地区；形成由外到内全域圈层防护结构的生产―生态格网化防护体系，有利于荒漠治

理达到“近自然恢复”。 

D.30多年前，我国三北地区的防护林和生态恢复成果得到非洲国家官员与专家的好评，他们决

定着手建设非洲“绿色长城”。 

6.我国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哪些具体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请结合材料二简要说明。(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文本一： 

这是一间囚屋。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

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

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

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 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

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

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靠内囚人每日排泄下

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像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

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

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

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的确，就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这看守所分为两部必部是优待号，一部是普通号。优待号是优

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他们因各种原因，犯了各种的罪，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

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都是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的；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

里去，不要一天两天，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那是万要不得之事。 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住着，

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

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 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



人，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心里总不免要生发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之感。 

 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

到优待号来。 

 祥松先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 现在是孤零一人，整日

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借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

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

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

现在，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

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真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

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踱着步；再或者

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呼的柳树。

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

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 

(选自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有删改) 

文本二： 

 啊，近了，近了，看清了，看清了l。那是长江大桥，千万盏明晃晃的灯光，灿如群星、艳似

云霞。这庄严、这瑰丽，使秦震一下想到当年江上大桥爆炸燃烧的情景。今昔对比，看我们把这个

新世界已经装点得多，柔丽了。轮船引吭长鸣穿过桥下，停泊码头，装煉加水。秦震看看手表，已

经是夜间时了，这时月明星稀，秋露正浓。秦震颇觉寒意，便缓缓走回舱内，他坐在沙发上，全身

感到困乏，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他在武汉这个地方有什么牵挂，一时又想不清，因此挣扎

着不想瞌睡。渐渐，他觉得江浪拍船的声音隐约可辨，周围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像。慢慢定睛看时，

忽见白洁②从大江之上缓缓走来……是的，是她，是白洁。她向前伸展着两臂，她是那样陶醉、那

样舒畅，她飘飘而至，恍惚不定……秦震很想拉住她的手，但自己的手怎样也够不着她。 忽然之间，

白洁又向远处飘然而去了。秦震心中一急，便一惊醒来，朦胧中还在想着：“白洁到哪里去了? 白

洁到哪里丢了?”……只见四周灯影茕然，渺无人迹。他靠在沙发背上，无限惊异，无限惆怅。他c

站起来，走出舱门，黎明的江风猎猎拂面，原来轮船不知何时已驶离武汉，正在浩荡东去的大江走

顺流而下。他走到前甲板上，扶栏而立，向东眺望。但见清冷的晨曦之下，簇拥着墨蓝色的云霞，

从中透露出几小片红光，红得透明，红得发亮。 然后，这几片红光扩大、溶化、显现……轮带着火、

热、生命、光明的红日，突然飞跃而起，金彩闪闪，灿烂夺目。 

 是的，白洁在那里，白洁在太阳光里微笑，是的，如果说大自然创造的太阳光华、美丽，那

么，人创造的太阳就更加光华、更加美丽了。 



(选自刘白羽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有删改) 

 [注]①秦震：小说主人公、兵团副司令。②白洁动入敌营的地下工作者，秦震的女儿，在新

中国的黎明刚刚到来的时候，倒在了敌人的屠人。 

7.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本一写马桶时用到了“躲藏”“承受”，写到痰盂时用到了“比赛”“张开着口”，这种

拟人化的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B.文本一的主人公祥松是个爱读书、满怀愁绪又渴望着自由和解放、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形象，

他没有因为敌人的伪善而表现出任何“感恩戴德”。 

(`文本一结尾部分，作者写到祥松要么闭目养神，要么在室内外踱步，要么写他望着雨天出神，

要么望望绿叶，这些行为表现了他内心的极度焦虑。 

D.文本二多用短句，语气语调比较灵动，充满了激情；同时又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把主人公

的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都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8.文本二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请简要赏析。(6分) 

9.文本一开头部分关于囚室的环境描写和文本二结尾画横线部分的环境描写各有什么作用?请结合两

则文本简要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₁4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3题。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

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①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

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

《传》②。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

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

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

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

反受嗤于拙目也。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

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

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y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

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故曰“废兴，时也。 穷达，



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嘴，《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

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选自《史通·鉴识》，有删改) 

[注]①孔宣，孔子。②之传》，指《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谷梁传》。 

10.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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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互有 A 修短 B 递 C 闻 D 得失 E 而大抵同 F 风 G 可 H 为连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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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意思是遇到或者碰上。与《出师表》中“后值倾覆”的“鼋”含义相同。 

B.踵武，踩着前人的足迹走，比喻效法或继承前人的事业。武，半步，泛指脚步。 

C.“类长卿之飞藻”与“俯察品类之盛”(《兰亭集序》)两句中的“类”含义不同。 

D.“若斯流者，可胜纪哉”与“刑人如恐不胜”(《鸿门宴》)两句中的“胜”含义不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受见识、神智的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毁誉爱憎就有所不同，想要求得对事物的恰如其分的评

价研核也是很难遇到的；品评作为文献的史传要探求辨别。 

B.作者认为左丘明从身为鲁国史官的孔子那里接受了经书《春秋》，与孔子所处时代相同，思

想观念与孔子相同，他注解《春秋》的《左传》是最好的传。 

C.作者认为《史记》与《汉书》是同类著作，风格类似，班固遵循过去的惯例，非常合适恰当，

费尽神思创作出来的著作，不应受浅薄之人的讥笑。 

D.作者认为那些辞藻华丽、描写漂亮的文章一般是不能成为实录性的史书的，史书的命运就像

人受命运主宰，受时运影响一样，要遇到知音才能扬名后世。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5分) 

(2)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俾，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5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14~15题。 

发华州留别张侍御[注]  刘禹锡 

束简下延阁，买符驱短辕。 

同人惜分袂，结念醉芳樽。 

切切别弦急，萧萧征骑烦。 

临岐无限意，相视却忘言。 

 [注]此诗写于刘禹锡与张侍御分别之射。 当时，刘禹锡自洛阳西上长安，巧遇朋友张侍御奉

调华州，于是一起到华州，后刘禹锡继续赴长安，与张侍御分别。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一、二句通过几个连续的动作刻画，表明将要离开华州之事，照应了题目中的“发”。 

B.颔联先以“同人”表明双方关系，再写分别饯行场面，“惜”“醉”二字彰显情感至深。 

C.末句用“相视却忘言”的细节写送别双方都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暗示两人心情的激动。 

D.诗歌用“分袂”“醉”“岐”等表示离别之意的词语，强化了离别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15.本诗颈联在用词和抒情上富有特色。请简要赏析； (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荀子·劝学》中的“  ▲  ”是说君子的天赋本性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学识却

超过一般人，是因为“  ▲  ”，说明了善于利用客观条件可以弥补自身不足的道理。 

(2)李白《蜀道难》←诗中引用神话传说为其增添了浪漫气息，如“             两句引用了

“五丁开山”的神话。 

(3)猿的叫声哀婉，催人泪下。古诗文中猿的叫声常与愁苦、悲伤有关，如“    ▲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7~19题。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对今天的人们而言，透过方方圆圆的窗口可以窥见古人的生活、

科技、艺术和审美情趣。甄选的200多面形态各异、风格精绝、涵盖从战国到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

的主要镜种的院藏铜镜的展览展示出铜镜延续数千年的旺盛生命力。 

华夏先祖临水照影，所用的水鉴逐渐演变为青铜制作的镜鉴。在隋唐时期，中国迎来铜镜 

发展史上的鼎盛期。隋代铜镜 ① ，其中十二生肖纹镜、团花纹镜最有特点，前者脱胎于新莽时期，

而后者又为唐朝铜镜业争相模仿。宋金时期，商业发达，市井生活丰富多彩，铜镜采用含锡量较低

的黄铜，同时增加铅和锌的含量，这就使得铜镜更注重实用。在纹饰表现上，随着政治的清明，民

间商业的繁荣，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文化艺术发展的 ② ，铜镜上出现了商标铭文等内容，'展现

出的现实生活题材活泼生动，并富有人文气息。 

 明清时期的铜镜铸造呈 ③ 之势，缺乏汉唐镜的神韵。清代中晚期，更加明亮的玻璃镜逐渐

取代铜镜，进入 ④ 。然而，伴随了中国人数千年的铜镜已成为一种文化意象，源自镜鉴的思想光

芒一直映照至今。 

17.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4分) 

18.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几个较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 

(4分) 

19.下列选项中，加点的词语和文中“窗口”所用修辞手法不同的一项是(3分) 

A.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B.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C.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D.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20~21题。 

在三伏天，太阳的位置不是最高，日照不是最长，却成为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为什么呢? 

 虽然地球被浓密的大气层所包裹，但是，太阳光并不是直接加热靠近地面的表层空气， ① 。

地面再通过红外辐射、空气对流和水分蒸发把热带给空气。 每平方米的地表上面，有：约10吨的空

气，可以储存大量的热。 这就使地表的温度不会太高。 到了晚上， ② 。 这，地球上的昼夜温差

只有几摄氏度到十几摄氏度。 因此，每天的平均温度就不完全取决于从.阳得到多少热量， ③ ，

即积累的热量的净变化。 

 三伏天，地球每天接收到的热量还是超过散失的热量，所以温度不断升高。夏季雨水多，空

湿度犬，水的热容量比干空气要大得多，这也是天气闷热的重要原因。加上七八月，西太平洋热带

高压加强控制中原大部分地区。 高压内部的下沉气流，使天气晴朗少云，有利于阳光照地面辐射增

温，天气也就更热。 

（1）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20

个字。 (6分) 

（2）请根据第三自然段内容简述“三伏天”成为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的原因。(3分) 

四、写作(60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请根据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与评价，体现新时代青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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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