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 32 中学 2023～2024 学年度上学期第一次月考 

语文试题 

（考试范围：考试大纲 适用班级：高三学年普通班艺体班  ）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共 18分) 

材料一： 

儒家人性论，根基于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

立一条基于现实之出路。作为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孔子之论“仁”，只

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何为“仁”、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

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 

孟子对于孔学之发展，主要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

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人之性，人之性所表征的是人

的先天性的因素，这种先天性的因素实际上亦是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和本性在很大意义上是

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的。人性所表征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

本，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人性。“无

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因此，人之

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

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道家的人性论不过是其道论的自然延伸。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即强调自然与真诚，诚

的基础是自然。道家强调自然，突出的正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的性质。在道家看来，道是万

物之本原、本根，亦是万物之本体。道在具体物上之彰显，即“德”。德来源于道，得自道。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在老子看来，道之本性即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之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

为准则。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反对人之有为，因为有为破坏了人的原始的自然纯朴，造成了人格的

分裂，带来了虚伪、狡诈、贪欲、罪恶等社会丑恶现象。 

（摘编自罗安宪《儒道人性论之基本差异》） 

材料二： 

究竟以何种天赋因素为性，同一种叫作“性”的因素该称为善还是恶，孟、荀往往各执一端。蔡元

培认为“性善之说，为孟子伦理思想之精髓”。孟子的性善论着重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界定其人性概念的

内涵。 

首先，孟子从天人关系方面理解人性，主张人性是人的天赋中可以自主的成分，即与人成德作圣、

声色之好相关的欲求。孟子认为，上天化生人类时，不但赋予人以形体，而且赋予人以维持其个体生命、

种类繁衍和组成社会群体的本能。这些天赋本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追求仁义礼智、成德作圣有关

的道德属性，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其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自我决定与否；另一类是与人追求声色之好、

富贵利达相关的自然属性，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其能否实现由上天主宰而与主观努力无关。 

其次，孟子又从人禽关系方面解释人性，认为人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内在根据，即人所具有的能

派生伦理道德或仁义礼智的东西。有许多学者误以为，孟子所谓人性就是“人异于禽兽者”。其实，孟

子不以“人异于禽兽者”为性，而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为性。在孟子看来，圣人所有之性也就是

人人所有之性，人异于禽兽的共同特征在于人有相同的体貌、感性能力以及心对伦理道德或仁义礼智的

认同能力。其中，只有心对伦理道德或仁义礼智的认同能力，才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内在根据，即“人

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特殊本质，因而是人的本性。 

再次，孟子还从心性关系方面来界定人性，认为人性是心天生具备的并伴有确定价值取向的识别理、

义的能力，也是心在待人接物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能力。在孟子那里，所谓“心”具

有两重含义：一是能思维之器官，二是心在待人接物时所产生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当一个

人待人接物时，心灵趋向于善，人之本性使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油然而生。 

与孟子性善论的人性规定不同，荀子的性恶论则从下面的维度来规定其人性概念的内涵。 

首先，荀子从性伪关系方面解释人性，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的

缺陷在于混淆性、伪之分，把后天积习而成的仁义礼智当作性。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指出性、伪之

分，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伪则是通过后天学习而得来的东西。荀子说“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

伪之分也”。 

其次，荀子又从可能关系方面理解人性，强调性是排除一切后天积累和先天因素中那些可以为善的

能力的能力。为坚持性恶论，反对孟子以人天生可以为善的能力为性，荀子又强调可、能之别，认为可

以为善不等于真能为善。 

（摘编自蔡陈聪《孟荀人性论渊源、互补及其历史影响》）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主张仁义之道，他对何为“仁”、如何行“仁”进行了重点论述与说明，为仁



 

义之道奠定了根基，指明了方向。 

B．孟子认为，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他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论述了实行仁德的

途径，建立了自己的心性学说。 

C．老子认为，高层次的德不强调表面有德，因此才是真正有德；真正有德行的人，不会把德行挂在嘴

上以证明自己有德行。 

D．蔡元培认为对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荀子各执一端，孟子认为人先天具有恻隐之心，其性善学说

成为孟子伦理思想的精髓。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与禽兽的本性差异微小，在很大意义上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人之

所以为人就在于一个“善”字。 

B．在道家看来，道是万物之本原，它突出的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廉耻谦让的性质，德源

于道而又得于道。 

C．虚伪、狡诈、贪欲等社会丑恶现象源于人之有为，老子认为人之有为破坏了人原始的自然纯朴，违

背了万物之本的规律。 

D．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的天赋中可以自主的成分，一个人能否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完全取决于他自己；而

富贵利达等自然属性则由上天主宰。 

3．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人性论”范畴的一项是（  ）（3分） 

A．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B．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C．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D．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4．请结合材料内容，给“性善论”下一个简要定义。（4分） 

 

 

5．请简要梳理材料二的行文脉络。（5分）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共 18分） 

材料一： 

超脱人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

虽然没有阮籍那么高的阀阅地位，也没有那样身不由己地卷进最高层的斗争漩涡，但陶潜的家世和少年

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他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

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

人生社会的空寞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

禅宗、希图某种透彻了悟。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他仍然有着如《古诗十

九首》那样的人生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尽管他信天师

道，实际采取的仍是一种无神论和怀疑论的立场。老庄（无神论）并不能构成他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

在他的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 

与阮籍一样，陶潜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但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

蔑视功名利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

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

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从而，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

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平畴交远

风，良苗亦怀新”……春雨冬雪，辽阔平野，各种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

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

既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

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虽然处于魏晋风流的最后阶段，但陶渊明决不逊于那些赫赫大名的风流名士，甚至可以说他达到了

风流的最自然的地步。因为在陶渊明身上，颖悟、旷达、率真三者兼而有之，而且十分协调地融合在一

起。 

陶渊明说自己“性刚才拙”，其实他的“拙”处也正是他的“巧”处，也即颖悟之处。如果不是对

世事有极高的颖悟，怎能以“守拙”自命，而且坚守到底？在晋宋之际那种政治环境中，最聪明的办法

就是他所采取的守拙归隐了。陶的旷达，前人多有论及，无须赘言。我想强调的是，他的旷达既是其颖

悟的表现，又是其真性情的流露。颖悟是其内在的美，旷达是其外在的美，率真则是其为人的准则。而

这三者又统一在“自然”上，崇尚自然是他的最高的人生哲学。 

再换一个角度，人们所追求的任何人格美都不过是要祛除一些什么增进一些什么。魏晋风流也是如



此，不过它主要的功夫是在“祛”上。那么，魏晋风流要祛的是什么呢？就是“惑”与“蔽”。追求名

利属于惑，追求长生属于蔽。名利之心可以迷惑人的心智，长生之欲可以遮蔽人的眼睛，都使人失去生

的欢乐。“惑”与“蔽”都是“执”，祛惑、祛蔽也就是“破执”。能“破执”则能风流。用这样的观

点来看陶渊明的《形影神》诗，它蕴涵的意义固然很丰富，但其主旨用两个字便可概括，那就是“破执”

——由“神”来破“形”和“影”的“执”。“形”执于对长生的企求，长生不可得于是很苦恼：“天

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

期。”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好靠饮酒忘忧。这当然无济于事。“影”的苦恼不仅是生命短促，还

有名声不能久传：“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立善以求遗爱之久传：“立善

有遗爱，胡可不自竭！”但在“神”看来，饮酒也罢，立善也罢，都不是解除苦恼的真正的办法：人总

是要死的，无法抗拒。醉酒或能忘忧，反而会促龄；立善虽好，但在那个连善恶也不分的社会上又有谁

为你扬善呢？“神”的主张是听任自然化迁，不以早终为苦，也不以长寿为乐；不以名尽为苦，也不以

留有遗爱为乐，只要一切听其自然，就达到风流的极致了。当然，陶渊明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只是在

那个黑暗的封建社会，既要保持自身的高洁又要有所作为，实在太难了。陶渊明以崇尚自然为风流，似

乎是有点消极，但从不肯同流合污这一点看来，是很难得的。虽不能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能有所不

为谈何容易！因而陶渊明可谓是最风流的风流。 

（摘编自袁行霈《陶渊明研究》） 

6．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同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相同的是，陶渊明对人生怀有空寞之感的同时，仍对人生与社会抱有很高的

兴致。 

B．陶渊明将田园作为自己的归宿与寄托，将古人思想中人的觉醒提高到远超当世人的高度。 

C．陶渊明认为自己“性刚才拙”，但这恰恰表现出他极高的颖悟，因此他才能够在晋宋之交守拙归隐。 

D．《形影神》中“形”执于对于长生的企求，无法长生因而苦恼，陶渊明认为可以通过饮酒来解决这

个问题。 

7．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陶渊明信天师道，在诗作中常表现出对生死问题的执着与关心，但他实际上仍持无神论与怀疑论的

立场。 

B．陶渊明能够将颖悟、旷达与率真在自身协调融合，是因为他达到了魏晋风流的最自然的地步。 

C．陶渊明在政治上采取退避，归耕田园，又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将山水草木描绘得生意盎然。 

D．通过材料二的分析可知，陶渊明认为要达到风流的极致，脱不开一切听任自然。 

8．下列诗文中不能体现出“陶渊明身上颖悟、旷达、率真三者兼而有之”的一项是（  ）（3分） 

A．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B．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C．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D．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9．请简要分析材料二的论证思路。（4分） 

 

 

10．“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体现了陶渊明哪些思想情感？请结合材料

进行分析。（5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2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分） 

选文一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

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

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

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节选自荀子《劝学》） 

选文二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

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

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



 

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节选自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11．下列对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君子生．非异也        生：天性 

B．圣心备．焉          备：具备 

C．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        游：出游 

D．先达德隆望．尊        望：名望 

1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3分） 

A．青，取之于．蓝/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B．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录毕，走送之． 

C．木直中绳，輮以．为轮/无从致书以．观 

D．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13．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 

君子广泛地学习并且每天检验反省自己 

B．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顺着风向呼叫，声音没有加强，但听的人却听得清楚 

C．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二十岁成人以后，我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 

D．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 

或者遇到他的训斥，我的脸色更加恭敬，礼物更加到位 

14．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分） 

①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②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15．学习是永恒的话题，结合文本联系现实，谈谈给你触动最深的一个学习启示。（4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7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阴雨
①
 

白居易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 

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 

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 

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②。 

【注】①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诏授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本诗即作于赴

任途中。②北窗琴：晋陶渊明曾置无弦琴一张，又喜卧北窗下。 

16．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首联描写此时此地景象：清晨，山岚雾霭十分浓重；江山辽阔，此地却非常偏僻遥远。 

B．颔联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突出峡中滩急声响、秋意扑面，雾气弥漫、多阴少晴的特点。 

C．诗歌前四句寓情于景，在描写沿途所见美丽而险峻的景色中蕴含了诗人的复杂心情。 

D．尾联运用典故，流露出诗人欲立即效法陶渊明归隐田园而享受幽独、自由的生活的愿望。 

17．颈联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结合诗句简要分析。（4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8．补写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6分） 

（1）李煜《虞美人》中“                 ，                 ”两句写词人夜晚在春风里、月光

下深切怀念故国的情景，伤悲之情溢于言表。 

（2）《桂枝香·金陵怀古》说六朝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时只剩凄凉秋色，反映词人吊古伤今的

情绪的诗句是：                 ，                    。 

（3）《登岳阳楼》中描写洞庭湖浩瀚无际，可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相媲美的诗句

是：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2分） 

19．下面语段中加点的熟语，使用不当的一项是（  ）（3分） 

著名军事专家彭光谦少将表示，无论是美日军演还是美韩军演，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



日韩处心积虑．．．．，矛头所指的绝不仅仅是朝鲜，否则美国就用不着花这么大的精力，花这么大的代价，下

这么大的决心，到这里来舞枪弄棒．．．．。东亚地区的稳定是东亚地区所有国家和平发展的一个基础，中国要

和平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外部势力侵入这个地区，就是想破坏我们的和平发展战略，进行

军事讹诈，我们难以置而不问．．．．。 

A.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B．处心积虑     C．舞枪弄棒     D．置而不问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一说起“经史子集”，就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中国

传统文化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经，专指儒家文化。因为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儒家文化超越诸子百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流

意识形态，此后的历朝历代，儒家思想都被看作社会发展中的纲常伦理，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界

的            。史，便是史书。中国历史上的“正史”，从汉代的《史记》开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的史书《清史稿》，总称为“二十六史”。子部，就是指人们常说的“诸子百家”。百家之长与儒家

之尊共同盛放于中国文化的百花园中，才使得中国文化            、鲜活有力。集部，泛指一切文化

艺术，包括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等。 

综合来看，如果我们将国学比喻为一座            的文化大厦，那么：经，是这座大厦的钢筋结

构，有了儒家经典，就立起了中国主流思想；史，是大厦的水泥浇筑，水泥的巍然填充与钢筋的昂然挺

立，就构筑起了中国文化的坚实外形；（    ），所以，子部的百家思想，就如同为这座大厦开了

一扇扇的门窗，正因为有门窗的参与，才使得空气流通、阳光照耀；集部，像是大厦里一切装潢与内饰，

丰富多样，精彩纷呈。是“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全面支撑起了中国文化这座            的殿堂。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一说起“经史子集”，就在

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 

B．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而“经史子集”就在学术意

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 

C．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经史子集”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可

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D．“经史子集”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按照学问体系上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可

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2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3分） 

A．中流砥柱  栩栩如生  富丽堂皇  古色古香 

B．擎天之柱  生生不息  富丽堂皇  美轮美奂 

C．中流砥柱  生生不息  高耸入云  美轮美奂 

D．擎天之柱  栩栩如生  高耸入云  古色古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科学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糖友普遍比较关心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但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________①________。糖友在注意进食顺序的同时，也要选择合适食物，

只要这样控糖才能事半功倍。回想一下自己的进食顺序，很多人都是混合进食，一口饭一口菜混合吃；

或者是先吃饭，吃肉，最后再吃青菜，饭后再来一碗汤。其实这些进餐顺序对于糖友来说都是不对的。

正确的进餐顺序是吃饭前，喝一小碗汤，增加饱腹感，减少主食的摄入量。这里说的汤，一定要清淡，

少油少盐。不喜欢喝汤或高尿酸患者可以喝水代替。________②________，尽量吃绿叶蔬菜，蔬菜的热

量比较低，吃得多也不会让血糖升得太快。加上青菜的纤维素多，会有饱腹感。吃青菜的时候可以搭配

肉类，肉类的量控制在一个巴掌大小，即 150～200克左右，________③________，不然会增加总热量，

不利于血糖控制。最后吃主食，由于已经进食了蔬菜跟肉类，胃容量被占据了一大半，所以主食的量肯

定会相应减少。 

22．下列句子中的“自己”和“回想一下自己的进食顺序”中的“自己”，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3分） 

A．别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人，我才这么着。 

B．我记着这样的话：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C．部队却胜利地冲了过去，自己伤亡很少，倒把敌人打死很多。 

D．“乘早不必多那个事，我告诉你句好话！”他很“自己”地说。 

23．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0个字。（6分）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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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

意。（4分） 

 

 

六、写作（60分） 

2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荀子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口出善言，是我们在与人交往中应该珍视的美德，善于说话亦即

“善言”，也是为人处事之智慧，因此“善言”在写作、劝谏、冰释前嫌乃至化干戈为玉帛等情境运用

中屡试不爽。 

鲁迅身处风雨如磐的年代，曾慷慨激昂地说过：“青年人先可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

说话，勇敢地前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不难看出，在关乎国运、

解开蒙昧、推动社会进步等形势下，鲁迅先生更鼓励青年“敢言”。 

以上材料，对你有何启示？请联系生活实际，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思考。 

要求：题目自拟，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