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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丰台高二（上）期末 

语    文 

2024.01 

考 

生 

须 

知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先将答题卡上的学校、班级、姓名、教育 ID 号用黑色字

迹签字笔填写清楚，并认真核对条形码上的教育 ID 号、姓名，在答题卡的

“条形码粘贴区”贴好条形码。 

2. 本次练习所有答题均在答题卡上完成。选择题必须使用 2B 铅笔以正确填涂

方式将各小题对应选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除干净后再选涂其它选

项。非选择题必须使用标准黑色字迹签字笔书写，要求字体工整、字迹清

楚。 

3. 请严格按照答题卡上题号在相应答题区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

效，在练习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 

4. 本练习卷满分共 150 分，作答时长 150 分钟。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5 小题。 

材料一 

北京，一座拥有 870 年建都史的古都，是中国古迹最为密集的区域所在。其实，北京也是 4 万株古树

的乐园，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 

北京的古都光环，使人们的视线往往聚焦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忽略了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众多古树。

如果你留心观察，在北京名胜古迹、寺庙宫观等地，可以见到一些树上挂着红色、绿色或者白色的铭牌，

那是古树的“身份证”，记录了树龄、习性、历史等信息。从种类来说，北京市古树共分 33科 56属 74种，

数量最多的是侧柏、油松、桧柏、国槐。知名度上，天坛公园“九龙柏”、北海公园“白袍将军”、潭柘寺

“帝王银杏”等，不仅为市民耳熟能详，也令不少来京游客流连忘返。北京古树大多是“大隐隐于市”地

点缀在房前屋后，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 

元朝著名学者熊梦祥所著的《析津志》中提到：忽必烈兴建元大都之时，总设计师刘秉忠以丽正门外

（约在如今前门箭楼位置）的一棵大树为基准，确定了北京中轴线的方位。之后，这棵大树被称为“独树

将军”，中轴线周边成为北京古树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在卫星图视角之下，从景山到故宫，再到南

端的天坛，这条线掩映在两旁绿色的海洋中。 

密云新城子镇“九搂十八杈”是北京最古老的柏树，树龄超过 3500 年。前不久，这棵古柏长出新叶，

生机勃勃，引起广泛关注。“九搂十八杈”一度遭遇生存危机：省级公路从树旁经过，加上不透气不透水

的挡墙，使得其根系伸展不开，难以吸收足够养分。为给古树充分的生存空间，当地不但拆了挡墙，还将

影响它生长的公路“挪”远了。如今，古树焕发新生，当地也建立起古树文化旅游线路。在北京城市建设

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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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打造出西城鼓楼西大街、海淀八里庄街道世纪新景园、昌平康陵等 40余处古树街巷、古

树社区、古树乡村。保护一棵古树、植下一方绿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展现生态之美，是建设宜居城市

的题中应有之义。 

（取材自贺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古树是生长百年以上的树木。古树是大自然的“绝代风华”，是“有生命的文物”，是自然与文化的

“双遗产”。 

一棵树就是一个生态聚落，是生物的栖息地。古树苍劲挺拔、亭亭如盖．．．．，从树根到树冠，昆虫、真菌、

脊椎动物、鸟类等各寻乐土，与树木相伴相生。古树根深叶茂、冠大荫浓，带来固碳释氧、保持水土、降

温增湿、阻止烟尘等环保效益。古树经过自然界千百年的风雨洗礼，是研究自然的标本，我们分析古树，

可了解当地气候、水文、植被、环境的变迁，为众多领域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古树以它们漫长的生命，为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乃至整座城市遮风挡雨。古树既是生态的维护者，同

时又记录了历史的演替变迁，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回忆与乡愁情思。 

《国语》的《单子知陈必亡》一文中有说到：“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以此可见，我国在道路两

旁种树的传统，至少是从周朝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早已形成制度。一棵棵参天乔木，不仅拥有表道、护路

的作用，更在成百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后，沉淀成一部部绿色史书，铭刻着“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

鹉洲”的杳然怅惘，“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安逸闲适，“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的思君别情，

将古人至臻之情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文脉肌理。 

就北京这一城市来说，古树不可或缺地与鸽哨、老院落一起，成为北京文化符号。古时的北京城还没

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站在圜丘上举目四望，只能见到头顶的蓝天与脚下松柏的森林，仿佛是被这片绿

色的海洋托举在天地之间，这便是古人孜孜以求．．．．的“天人合一”。 

而在庙堂之外的市井街巷之中，古树更是成为了一种民间故事留存的载体。中学语文课本曾收录有文

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相传在文天祥被关押之时，他所亲手栽种的树木也受

到这种气节的感召，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 45°指向南方。这棵 700 多年的枣树，如今就位于北京府学胡同

的文天祥祠之中。与古树相关的类似传说在北京简直比比．．皆是．．，在夏日的胡同口，要是我们找个树荫下乘

凉的大爷聊起这些故事，说一下午都不会重样。 

如今，北京计划再建 20 处古树公园，一方面实现古树生境的保护提升，另一方面拓宽更多居民活动场

所，让古树在时代光影里、在与居民和谐共生的新模式中，枝繁叶茂、焕发生机；让绿色乡愁不断赓续、

文明记忆恒久绵长。 

（取材自杨翘楚、王禹欣、张璐等的相关文章） 

1．原文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当．．的一项是（3 分） 

A．休戚相关   B．亭亭如盖   C．孜孜以求   D．比比皆是 

2．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北京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古树名城。 

B．北京古树大多生长于人迹罕至的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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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北京城布局与“独树将军”关系紧密。 

D．北京的城市建设频频为保护古树让路。 

3．材料二第四段中引用了古诗文，下列对引用目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证明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植树表道的传统。 

B．证明古树成为了记录历史变迁的绿色史书。 

C．证明古树承载了人们丰富多样的情感寄托。 

D．证明树木是我国诗人眼中不可或缺的意象。 

4．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的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新城子镇从古树保护中找到了发展新思路。 

B．古树的环保效益使它成为科学研究的依据。 

C．古树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的重要讲述者。 

D．与北京古树相关的故事，数量多，传播广。 

5．古树与北京城有怎样的关系？请结合上面两则材料进行概括。（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一）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

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
①
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

②
是也。故人

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

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

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

不恤贵贱，惟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

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

“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

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

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

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

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

言矣。 

（取材于《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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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綦[qí]：极。②齐湣：齐国国君，后为淖齿所杀。宋献：宋国国君，为齐湣王所灭。 

6．下列句中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得道以持．之      持：掌握 

B．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白：明白  

C．身能相．能       相：帮助 

D．安不恤．亲疏      恤：顾虑 

7．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   非铦于．钩戟长铩也  

B．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   新沐者．必弹冠 

C．则莫若．聪明君子矣     若．知我不降明 

D．其．用知甚简      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8．下列文中画线语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 

掌握政权的君主，不能只依靠自己 

B．惟诚能之求 

确实只为求取有才能之士 

C．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 

王良和造父，是善于驾车马的人 

D．甚易处而綦可乐也 

君子做事情很容易，心情很愉快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荀子认为治国的方法有三：义、信、权谋。其中权谋治国，会导致国家灭亡。 

B．荀子认为与举贤任能相比，国君自身能力更重要，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存亡。 

C．荀子认为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可以称王天下，驳杂地用人也可以称霸诸侯。 

D．荀子认为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权势也便随之而来，这是王者之术。 

10．选文第三段说“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请结合选文与《屈原列传》，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6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 题。（共 10 分） 

11．阅读下面四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 

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

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②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③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尧曰》） 

④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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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①②③则材料，请说明加点词语的内涵。（3 分） 

 

（2）请理解④则材料中“三仁”的具体表现。（3 分） 

 

（3）在以“学习与道德”为主题的班会课上，一个同学发言时引用《阳货》篇中“好仁不好学，其蔽也

愚”。你认为这句话符合班会的主题吗？请发表看法。（4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1 分。 

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古大梁行
①
 

高适 

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魏王宫观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 

忆昨雄都旧朝市，轩车照耀歌钟起，军容带甲三十万，国步连营一千里。 

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余草木根。 

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侠客犹传朱亥
②
名，行人尚识夷门

③
道。 

白璧黄金万户侯，宝刀骏马填山丘，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 

【注】①此诗作于高适隐居之时。②朱亥：本为屠夫，后为信陵君击杀晋鄙，夺兵抗秦救赵。③夷门：魏

大梁城东门，侯嬴曾在此守门并自杀。 

12．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城”四句，写驱马古都，见荆棘莽苍、王宫荒芜之景，“愁”字奠定全诗情感基调。 

B．“全盛”四句，写高台曲池荡然无存，狐狸奔窜，古地寥落，与“忆昨”四句形成对照。 

C．“暮天”四句，通过游侠之口写昔日朱亥与侯嬴的豪情壮语，间接表达诗人的悲痛之情。 

D．“白璧”四句，诗人伫立水边，联想曾受重用之人，感慨往盛今衰，表达无限怅惘之情。 

13．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与赏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诗“魏王宫观”“信陵宾客”两句今昔对比，写眼前之景，画面感强。 

B．本诗实写游大梁之景，追忆往昔人事，虚实结合，格调古拙，意味悠长。 

C．本诗为七言古诗，是一首描写惨烈战争的边塞诗，抒发复杂深沉的情感。 

D．本诗形式讲究。音韵和谐，韵脚多变，四句一转；重章叠句，回环跌宕。 

14．唐代殷璠评价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请结合本诗和《燕歌行》中任意一句．．．．，简析殷璠的评

价。（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9 分） 

（1）《锦瑟》中，以锦瑟起兴，写诗人追忆华年往事的诗句是：“锦瑟无端五十弦,           ”。 

（2）《书愤》中，描述宏伟征战场面的诗句是：“           ，铁马秋风大散关”。 

（3）《李凭箜篌引》中，用拟人手法写花朵形象，写出乐声时而幽咽、时而欢快的诗句是“           ”。 

（4）《燕歌行》中以环境描写衬托出战事惨烈，唐军伤亡惨重的两句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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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屈原列传》中，指出《离骚》借寻常事例阐发深远意蕴的语句是：“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 

（6）《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告诫人们要防微杜渐，不要沉溺于喜爱的人或物的语句是：“           ，而智勇

多困于所溺”。 

（7）《过秦论》中写陈涉出身贫寒和地位低贱的语句是：“然陈涉           ,氓隶之人，           ”。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文章，完成 16—19 题。 

江南江北，尽是潇湘意象 

那天写永州，突然发现，“潇湘夜雨”不该是一景，而应是一曲。尤其在没电的古代，舟灯如豆，远

看似萤，完全撑不起一江夜景。这时，耳朵比眼睛要管用得多。与其让眼睛独对一江黑魆魆、两岸墨坨坨，

心事茫然，行举无措，不如像白居易诗中说的“睡美雨声中”，当然，这需要足够定力：不管朝堂远近，

身世浮沉，我自一苇渡江，天马行空。 

但这何其难也。大多数人只能像马致远写的那样：“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

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寒气夜侵，五更惊醒，发现美梦误人，家遥万里。拥衾扁舟，夜雨如泣，江流

如诉，山风如叹。油灯扑闪，风来暗，风止明。自己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了。 

所谓“潇湘夜雨图”完全不是眼景，而是烦乱的雨声、孤寂的心境，是由飘零、清冷、凄凉、离忧、

寂寥、渺茫、惶然……多种意绪组成的“遗世孤独图”。 

继而我发现，所谓的“潇湘八景”，很多都看不见。即便可见，能见度也很低。此八景，更多的是一

种心灵体验。比如“江天暮雪”，薄暮冥冥，江天一色，世界混沌，大片大片的雪花，如飞絮漫舞。这时

披蓑戴笠，独立江畔，能看到什么呢？只能看见纷乱如麻的往事、沉浮难料的命运和诸路尽失的未来。 

潇湘八景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只有后世那些把光影、配音、表演、意境拿

捏得恰到好处、糅杂得炉火纯青的抒情小视频，或可表现其七八分。而只讲究光影效果的印象派油画，最

多只能表现出四五分。中国画单凭线条和墨色，其实很难把主题的意境表现出来。只能靠构图的精妙和着

墨的浓淡，来表现主题中深藏的人生况味和处世禅机．．，算是内化于心，寻找神似。至于外化于形，可能二

三分都没有。 

这样的潇湘意境画，不但去了日本、朝鲜、东南亚，还去了南北美洲和欧洲。国内则有定论：“中国

山水画，半源起潇湘”。也有这么说的，“潇湘意境是中国山水画永恒不变的母题”，“潇湘八景图是中国山

水画的摇篮”。 

从此，“潇湘情结”，或者说，“潇湘意象”就这样呈现出了越来越清晰的面貌。那么，何为潇湘意象？ 

潇湘意象是一种清冷幽深、低沉凄迷的审美旨趣。 

舜帝南巡，崩于苍梧，娥皇女英，泪化斑竹，投湘殉情。这是潇湘情结的源起。南巡其实是战败南逃。

之后屈贾被贬，忧怨不已。再后来，无数官员被贬潇湘，形成了一派消极而隐逸的诗风。 

潇湘八景图，正是宋迪被贬后的作品，与其说他画得最好，不如说这些意境最能熨帖．．失意人的心灵，

因此也最能唤起被贬官员和落魄文人的共鸣。这八景从夕夜交替的时辰选择来看，是孤独失意的情绪宣泄；

从雁落帆归的主题景物来看，是思乡怀远的悲情表达；从晴岚雨雪的天气变幻来看，是抒发了一种人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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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意风雨的哲理禅机；从平远山水的构图来看，则是表达了一种平淡冲和、隐逸逍遥的空灵心境。 

种种这些，构成了潇湘意象的全部。自此，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江南和潇湘，便加快了它们分道扬镳的

脚步。唐之前，江南是包括湖湘的。从宋朝开始，江南多指东南江浙一带，包括皖、赣、闽一部分。而湖

南则被单独拿出来，冠以“潇湘”的标签。 

江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隐约喻意着富饶水乡，充满了柔情和梦幻，是国人的心灵憩栖地。而潇湘

一词，则喻意遥山远水，带着淡淡的忧愁和哀婉，是国人的伤心失意地。看着这两个名词，就好像看到林

黛玉三字，脑袋里就有了约定俗成的印象。 

由画而诗、而词、而曲、而文。潇湘八景之后，不但以潇湘为题材的山水画多了，连诗词曲赋文章也

在大量增加。其中以“潇湘八景”为题的词曲更是爆增。陆游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这里的“潇湘”除了地理意义上的，显然还有审美意象上的。不但要得其形，还要得其魂。失意之心，借

助遥山远水，诗情才会呈井喷式爆发，所谓文章憎命达是也。诗人以山水开头，用比兴的手法，来诉说心

中忧思。或用比德的手法，将山水风物，比作自己的身世品性。 

其后，对“潇湘意象”的审美又扩展到音乐、建筑、园林、戏剧、书法、宗教、风俗等各领域。这样

隐隐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美学旨趣。身世浮沉雨打萍，从一种抑郁情绪开始，到遗世孤独、前路茫

然，转而寄情山水、梦托桃源，自甘以局外人、边缘人的角色去打量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世间万物，如

光阴寄客，在社会的大潮中从流飘荡，任意西东，最后结束这蜉蝣般的匆匆一生。这大抵便是潇湘意象群

的心路历程。无非是流放文化、贬谪文化、隐逸文化和禅意文化的结合体，借潇湘山水诉衷、自慰、抒情、

明志而已。 

人世间的悲情，总容易引起人的共鸣。谪官的诸多情怀，酝酿出的“潇湘意象”，从影响官场开始，

继而影响文人，再侵袭各个人文领域，最后全体国人都浸淫在这种抑郁的审美旨趣中。直到明末清初思想

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出“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主张，湖湘人物才稍微

从“潇湘意象”的审美文化中挣脱．．出来，努力从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新派湖湘文化中吸取力量，“睁

眼看世界”，终于在清末民初，迎来了举世瞩目的湖湘英才潮，一振千年来被失意情绪笼罩下的人才颓势。  

而到今天，我们要趟一条文化的新路，要回头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从固有的文化中寻找自信。那

么，肯定要避开无数因时空格局而形成的诸多文明陷阱，再不能让过去某类人过于幽凄的审美情趣来影响

新时代的整体国民性。 

“潇湘意象”作为一种文化审美现象可以去解剖研究，也可以借助现代科技的光影效果去复原欣赏，

但——切不可再去迷恋深陷，以彼意象来标榜自己的高洁品行，从而掩饰自己在现世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无

能表现。事实上，在这个只争朝夕、缩地成寸的地球村，“潇湘意象”已失去了它的存在时空。弹丸之地，

高铁呼啸而过，从北到南，只要个把时辰。山遥水阔、道阻且长等字眼，跟潇湘再无关系。这时还要去追

求“潇湘意象”，无异于隔靴搔痒，缘木求鱼。徒增人笑料耳。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民族也一样。如今的潇湘，定有崭新的风物．．，与这个时代三湘儿女的情

怀相契相融。你会发现，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湖湘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灵归往究竟是怎样…… 

                                              （取材于谢宗玉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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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来表现主题中深藏的人生况味和处世禅机．．   禅机：禅法机要 

B．不如说这些意境最能熨帖．．失意人的心灵   熨帖：抚慰安定 

C．从“潇湘意象”的审美文化中挣脱．．出来   挣脱：用力摆脱 

D．定有崭新的风物．．        风物：风光面貌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中指出“潇湘夜雨”不该是景，而应是曲，意在表现作者此时的心境。 

B．作者认为相比起表现潇湘八景的外形，中国画更擅长表现其意境及神韵。 

C．潇湘与江南的喻意对比，突出了潇湘意象的忧愁与哀婉，这与黛玉神似。 

D．新派湖湘文化去粗取精，与时俱进，追求新时代的审美情趣与精神面貌。 

18．文章前两段写面对“潇湘夜雨”时不同人的不同感受，请概述其感受并说明其作用。（6 分） 

 

19．作者认为“再不能让过去某类人过于幽凄的审美情趣来影响新时代的整体国民性”，请结合上下文分

析这样说的原因。（6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①当代书法讲究形式美，鲁迅是研究现代美术与形式美的先驱者，他的著作，基本都是由他自己设计，

A 书法字体的选择，B 图案设计的有无，都是相当用心。②如果看看《野草》，看看《且介亭杂文》，看看

《南腔北调集》这些书的封面，都能感觉到一种雅致之美，一种空白之间的那种极简约的意味，让人想．到

了八大山人的书法和绘画。③《鲁迅手稿全集》和《鲁迅手稿丛编》中，他的手稿有的是红茧行路，并且

很多是花信笺，有腊梅、海棠、荷花、牡丹、牵牛花，还有人物、山水等等，炫丽多彩，无形中在宁静和

穆的字体中有了一种背景，一种形式感的衬托。④他的手稿书信，放在明清诸大家的信函之中相比，丝毫

不逊色。⑤从鲁迅的书稿中，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书法不能仅仅只是书法，书法是一种综合的修养，书法

是和一个人的精神情趣一脉相承．．．．。只有博古通今，只有在不断地积淀实践之中，书法与个人性情才能完全

地统一起来。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①句中 A 与 B 两处可以互换位置。 

B．②句中加点的词语可换成“联想”。 

C．③句中横线处逗号可改为省略号。 

D．⑤句中的“一脉相承”不合语境。 

（2）不改变原意，对④句进行修改，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2 分） 

 

21．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 字。 



 

第9页/共12页 
 

（1）2023 年 12 月 9 日，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送给当代年轻人一句话“忙碌的蜜蜂

没有悲哀时间”。请结合现实生活，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理由充分。 

（2）文学社社刊拟开设以“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为主题的人物专栏。请选择一个人物，结合《红

楼梦》后四十回中相关情节，写一段文学短评。要求：符合作品内容；条理清晰，语言简洁。 

（3）请以“奋斗的青春最美”为开头，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题目自拟。要求：感情真挚，

语言生动，有感染力。 

22．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在答题纸上把所选序号涂黑。不少于 700 字。 

（1）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似乎每年高考前夕，朋友圈、微信群里就有人在寻找丢失的准考证、身份证……似乎每到高校毕业季，

各大网络平台就会出现“白眼狼女大学生”一类话题……接着就被证明，这不过是“无主谣言”。 

“无主谣言”是流布在网络各大平台、发布者不明、真实性无法考证的信息。“无主谣言”的流布有

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请以“我看‘无主谣言’”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人生在世，总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生活中，你是如何缓解压力的？ 

请以“解压”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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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A  

2、（3 分）B  

3、（3 分）D  

4、（3 分）B  

5、【评分标准】（概括出 3 个角度，每个 1 分；每个角度答出对应的 1 点文本支撑得满分。答案合理

即可。）  

①城市面貌：古树点缀在北京的市井街巷，与古迹相伴而生。北京中轴线周边古树分布非常集中。  

②城市建设：古树是确定北京中轴线方位的基准。因保护古树，北京城市建设方向会作出相应调整。打造

古树街巷、社区、乡村，为北京宜居城市的建设提供路径。  

③城市发展：古树文化旅游为北京发展带来新方向。以古树为主题的公园，为居民提供了更多活动场所。  

④生态环境：古树丰富了北京生物的多样性。古树为北京带来诸多环保效益。古树为北京自然生态研究提

供科学依据。  

⑤文化传承：古树是北京文化符号。古树是北京民间故事的记载者。古树是北京发展变化的见证者，承载

了市民的回忆与乡愁。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8 分。  

（一）（共 18 分）  

6、（3 分）C  

7、（3 分）B  

8、（3 分）C  

9、（3 分）B  

10、（6 分）  

①这句话的意思是：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2 分，意思对即

可）  

②选文中谈到聪明的君主懂得“求能”治国之策，不论亲疏贵贱，举贤任能，借用能者辅佐自己，称王天

下。（2 分，策略 1 分，阐释 1 分）  

③《屈原列传》中的楚怀王不懂任人唯贤的治国之策，有能者屈原而不用，被张仪、郑袖等奸佞蛊惑，终

客死于秦。（2 分，策略 1 分，阐释 1 分）  

（二）（共 10 分）  

11、  

（1）①修身行仁：行仁五要。②为学行仁：博学笃问、切问近思。③为政行仁：民本思想。（意思对即

可，每点 1 分）  

（2）“三仁”具体表现：微子去君守仁；箕子隐忍尽忠；比干舍身求仁。  

（3）略（语句理解正确，表明态度，观点明确，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QQABRYSEoggAAhBAARhCUQEYCkCQkACCCIoORAAEMAAAARNABCA=}#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1 分。  

12、（3 分）C  

13、（3 分）B  

14、（6 分）  

【参考示例】“多胸臆语”指抒发真情，语言质朴。（1 分）“兼有气骨”指雄健豪壮。（1分）《古大

梁行》中“抚剑悲歌对秋草”一句，写诗人面对枯黄的秋草，抚剑悲歌，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情感。（1 

分）语言质朴，豪壮雄健。（1 分）《燕歌行》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描写白刃上的鲜血，流露出诗人内

心的悲痛与对将士的深切同情；（1 分）敌我双方对峙时短兵相接，此时的场景惨烈悲壮。（1 分）  

【评分标准】（理解 2 分，一句 1 分；结合诗句，有合理的解读与阐释；意思对或言之成理均可得分）  

15、（9 分）  

（1）一弦一柱思华年 （2）楼船夜雪瓜洲渡  

（3）芙蓉泣露香兰笑 （4）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5）举类迩而见义远 （6）瓮牖绳枢之子 而迁徙之徒也  

（7）夫祸患常积于忽微  

四、本大题区 4 小题，共 18 分。  

16、（3 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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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分）D  

18、（6 分）开篇作者面对潇湘夜景时更注重听觉与视觉相结合，强调内心平静从容。（2 分）白居易与

作者感受相同。（1 分）面对同样场景，大多数人与马致远只关注到黑夜中雨景的凄冷，常有凄凉落寞的

愁绪。（1 分）  

作者与白居易的感受与大多数人的感受形成反差，目的是引出大多数人的愁绪，而这种愁绪正是后文潇湘

意象的审美意趣。自然引出后文，成为后文的铺垫。（2 分）  

19、（6 分）过去某类人过于幽凄的审美情趣使得全体国人浸淫在这种抑郁的审美旨趣中，难以积极奋

进。（1 分）新时代会出现新风物，新的审美心态。传统文化中的抑郁旨趣不适合新的时代情境与新国民

思想的审美情境。（1 分）当下出现用传统意象进行自我标榜，甚至将其作为逃避理由来自我麻痹的怪

象。（2 分）号召后世人在新情境中摸索、主动追求新情趣、且大胆创新新文化。（2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0、（5 分）  

（1）（3 分）C  

（2）（2 分）他的手稿书信与明清诸大家的信函相比，丝毫不逊色。  

21、（10 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2、（50 分）  

（1）议论文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

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基本合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

以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论点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2）记叙文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想象丰富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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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想象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

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

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主题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没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扣 1 分。 
 

{ 

附：课外文言文参考译文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

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

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

的了，齐湣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

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遵循义就可以称王天下，恪守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权术就会灭亡。  

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

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

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

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知寻

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只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

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

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

顾贵贱，确实只为求取有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

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

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

王天下，驳杂地用人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

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

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

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

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好的

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

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

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

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

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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