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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上期中语文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10 小题，共 20 分。 

1．B 

解析：A．要誉(yāo)；C．呺然(xiāo)；D．累土(léi)。 

2．C 

解析：A．敏：勤勉；B．忍：狠心对待；D．攻：攻打。 

3．A 

解析：A．内－纳；B．－纩，然－燃；C．行－形，亡－无；D．泮－判，当－尝。 

4．D 

解析：D 项都是连词，表目的，来。A．连词，表假设，如果/连词，表承接；B．助词，调

节音节/助词，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C．形容词词尾，......的样子/连词，于是。 

5. C 

6．B 

解析：例句和 B 项都是状语后置句。A．判断句；C．宾语前置句；D．省略句，“或以(之)

封”。 

7 A 

解析：《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孔子并未参与。 

8.C    9. A    10.B 

二、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 分。 

【答案】11. A    12. D    13. B     

【解析】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B.“可见‘浩然之气’说是由中华传统文化中一往无前、勇敢奋斗的精神发展而来的”错，

原文“‘浩然之气’说，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种一往无前、勇敢奋斗的精神，成为民

族精神的宝贵财富”，这种说法并非从《过零丁洋》诗中充分体现了“浩然之气”而得来，



“可见”一说强加因果。 

C.“是因为”强加因果，原文“此后，董仲舒特别突出了自我内心中‘养义’的重要性”

“在董仲舒看来，儒家追求的‘义’的人格担当和道德精神非常必要，甚至把这种精神看

作是儒家人格特征中‘真精神’的体现”，可见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D.“在孟子看来……即应具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信念”张冠李戴，原文“正如

郑板桥在《题画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

尔东西南北风。’”，可见应具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和信念并非孟子所认为的，而

是作者的观点。 

故选 A。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多个信息进行比较、辨析的能力。 

D.“说明今人在这一领域仍需加强对古人的学习”错，原文“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

时至今日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们的古人却能够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提出观天法地的理

论，将自然与社会进行综合的互动的考察，这是十分宝贵的”，并非将古人的研究与今人

对比，更不能得出“今人在这一领域仍需加强对古人的学习”的结论。 

故选 D。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 能力。 

材料一所论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浩然之气”，是一往无前、勇敢奋斗的精神，是博

大胸襟、宽容的气度，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A.论述未雨绸缪、未兆易谋的道理，告诫人们要见微知著，在危险没有发生之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不符合材料中论述大中国民族精神。 

B.强调树立了目标就要坚持做下去，一点一点努力，终会成功。符合材料中论述大中国民

族精神。 

C.强调仁义礼智对于人修养品性的重要性。不符合材料中论述大中国民族精神。 

D.阐述有用无用的道理，事物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用途，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善用不

的



同的事物。不符合材料中论述大中国民族精神。 

故选 B。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答案】14. D    15. B    16. B或 D  17.C   

18. ①先摆明态度，只要主张能行之有效就行了； 

②接着用比喻论证，用草根之药治病和农民交税贵族享用打比方，反驳“贱人所为不用”

的观点； 

③最后举例，以车夫彭氏之子的故事证明观点。 

【解析】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现在士坐着道说义，没有关卡的艰难，没有盗贼的危险，即使这样还不实行。那么

士人计算利益，不如商人明察了。 

“义”作“言”的宾语，构成动宾结构，不应断开，故排除 AC。 

“计”作“利”的宾语，构成动宾结构，“不可胜计”句意完整，应在其后断开，故排除 B。 

故选 D。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意思及古代文化常识的理解和识记能力。 

A. “万事莫贵于义”的“于”，介词，比。句意：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 

“耻学于师”的“于”，介词，向。句意：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辱。 

B.“与射、礼、书、乐、数并称为‘六义’”说法错误。应是与射、礼、书、乐、数并称

为“六艺”。 

C.“因下彭氏之子”的“下”，使……下去。句意：于是叫彭氏的儿子下去，不让他驾车

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明”，使……彰显。 

D.“彼苟然，然后可也”的“然”，这样。句意：如果惠王能像（商汤）这样，以后就可



以采纳普通百姓的主张了。 

“非恶其声而然也”中的“然”，这样。句意：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

种惊惧同情心理的。 

故选 B。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B.或 D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写作特点的分析的能力。 

墨子“说穆贺”的推理过程，首先说“唯其可行”，表明态度，认为只要主张能行之有效

就行了。 

接着，墨子运用比喻论证，“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

而不食哉”，用草根之药治病和农民交税贵族享用打比方，反驳“贱人所为不用”的观点。 

在最后，墨子又举出车夫彭氏之子的故事，“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

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后可也”，此处运

用举例论证的方式，以车夫彭氏之子的故事证明观点。 

【参考译文】 

墨子说：“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假如现在对别人说：‘给你帽子和鞋，但是要砍

断你的手、脚，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帽、鞋不如手、脚珍贵。

又说：‘给你天下，但要杀死你，你干这件事吗？’那人一定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天下

不如自身珍贵。因争辩一句话而互相残杀，是因为把义看得比自身珍贵。所以说：万事没

有比义更珍贵的了。” 

墨子从鲁国到齐国，探望了老朋友。（朋友）对墨子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仅

仅让自己受苦来行义，你不如停止。”墨子说：“现在这里有一人，他有十个儿子，但只有

一个儿子耕种，其他九个都闲着，耕种的这一个不能不更加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吃饭

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你应该勉励我行义，为什么还制止我呢？” 



墨子南游到了楚国，去见楚惠王，惠王借口自己年老推辞了，派穆贺会见墨子。墨子

劝说穆贺，穆贺非常高兴，对墨子说：“你的主张确实好啊，但君王是天下的大王，恐怕

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百姓的主张而不加采用吧！”墨子答道：“只要它能行之有效就行了，

比如药，是一把草根，天子吃了它，用以治愈自己的疾病，难道会认为是一把草根而不吃

吗？现在农民缴纳租税给贵族，贵族大人们酿美酒、造祭品，用来祭祀上帝、鬼神，难道

会认为这是普通百姓做的而不享用吗？所以虽然是低贱之人，向上比农夫，向下比药，难

道还不如一把草根吗？况且惠王也曾听说过商汤的传说吧？过去商汤去见伊尹，叫彭氏的

儿子给自己驾车。彭氏之子半路上问商汤说：‘您要到哪儿去呢？’商汤答道：‘我将去见

伊尹。’彭氏之子说：‘伊尹，只不过是天下的一位普通百姓。如果您一定要见他，只要下

令召见而问他，这在他已蒙受恩遇了！’商汤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如果现在这里有一

种药，吃了它，耳朵会更加灵敏，眼睛会更加明亮，那么我一定会喜欢而努力吃药。现在

伊尹对于我国，就好象良医好药，而你却不想让我见伊尹，这是你不想让我好啊！’于是

叫彭氏的儿子下去，不让他驾车了。如果惠王能像商汤这样，以后就可以采纳普通百姓的

主张了。” 

墨子说：“世俗的君子，看待行义之人还不如一个背粟的人。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背着

粟，在路边休息，想站起来却起不来。君子见了，不管他是少、长、贵、贱，一定帮助他

站起来。为什么呢？说：这是义。现在行义的君子，承受先王的学说来告诉世俗的君子，

世俗的君子，即使不喜欢不实行行义之士的言论也罢，却又加以非议、诋毁。这就是世俗

的君子看待行义之士，还不如一个背粟的人了。” 

墨子说：“商人到四方去，买卖的价钱相差一倍或数倍，即使有通过关卡那种艰难，碰见

盗贼那种危险，也一定去做买卖。现在士坐着道说义，没有关卡的艰难，没有盗贼的危险，

即使这样还不实行。那么士人计算利益，不如商人明察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4 分。 

【答案】19. D   20.B 

 21. ① 本诗由阵阵松风想到诸葛亮吟唱《梁甫吟》及慨然出山的场景，表达出对诸葛亮

的仰慕之意； 



②苏词想象明月照在亡妻坟墓上的情景，表达对亡妻深沉的思念。 

【解析】 

【1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 

D.“即便登上武侯书台也不明白读书的意义”错，诗人是嘲讽俗儒不明白诸葛亮为何能够

建立这样的功业，还在纷纷猜测当年诸葛亮在这高台上读的是什么奇书。 

故选 D。 

【2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中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能力。 

“松风想像梁甫吟，尚忆幡然答三顾”意思是这墓前的松风还在怀想当年诸葛亮吟诵《梁

甫吟》的情景，以及回忆诸葛亮慨然应允出山，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此句借“松

风”抒己怀，向往诸葛亮的风采，表达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意。 

“料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想象明月照在亡妻坟墓上的情景，料想长眠地下的爱

侣，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推己至人，作

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此处推己及人，

表达对亡妻深沉的思念。 

【诗意理解】 

这首诗词描述了陆游游历到诸葛亮武侯的书台时的情景。诗中通过描绘沔阳道上离离

草色和废弃的祠堂，表达了诸葛亮已逝去的遗憾。诗人回忆起诸葛亮当年被称为猾贼的时

候，内心深感敬佩，觉得自己无法与其相比。他提到了定军山前的寒食路，以及至今仍有

人祭奠诸葛亮的墓地。松风吹拂之下，诗人想象诸葛亮像梁先生一样吟诵诗篇，回忆起诸

葛亮在三顾茅庐后的豪情壮志。最后，诗人自谦地说自己的才华无法与诸葛亮相比，诸葛

亮的功绩远远超过了管乐的壮丽音乐。他用这首诗词来质问世人，为何现在的人们只顾追

求俗丽的锦绣而不再办理类似于高台这样的事情，高台上当年读过的书是何书？ 

22.（1）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2）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3）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4）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5）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6）尘满面，鬓如霜 



五．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2 分。 

23.（3 分）D 

24.（3 分）B（不是不解，应是太多的敬仰） 

25.（6 分）孔子生长于斯，有着深厚的情感；（1 分） 

水触发了孔子思考，给予其灵感。“仁”、“中庸”等思想都是从自然的体悟中获得的；（1

分） 

两者有相似品质：（每点 2 分，共 4 分） 

①泗水的发源地陪尾山，在双重挤压下喷涌泉水；孔子在时代挤压下奔走呼号，知其不可

而为。 

②泗洙二河分合变化，流向有序，动态变化中自我净化与自我修复；孔子思想流动不居，

儒家文化不断交融、创新和升华； 

③泗水流域的普通村民与孔子有相似点，热爱与坚守。 

26．D.“可惜黛玉并不明白宝玉的心思”错误。根据文中“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

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竞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

着他”可知，黛玉并非不明白，只是故作糊涂，表明了黛玉的清高，窗户纸捅破就没意思

了，两情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心的默契，也是最美的境界。而且最后一段黛玉说“有什么可

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 

27．B.“可见宝玉骨子里也有公子哥的骄矜之气”错误，宝玉对湘云发火，并不是使性子，

而是因为宝玉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言语不和，而是人生态度和追求的势不两立，矛头指向的

不仅仅是史湘云，还是封建科举和封建官场制度。 

28．①厌恶世俗事务。不热心于应酬为官为宰的人，不热衷于读书和科举高中，把关于仕

途经济的话视为混账话，排斥说“混帐话”的人。②行事不拘礼法。在人前热诚颂扬黛玉，

毫不避讳；黛玉落泪时，他情之所至，伸手就要去替黛玉拭泪。 

六、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9.略 

30.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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