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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广东省高三 12 月联考

语 文 试 题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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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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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古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大地等美誉。“夏，大也。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

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夏一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可见华夏之称，含有悠久礼

仪与精美服饰等内涵。《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说明服制在中国古代

社会的重要地位。悠远多姿的华夏服饰，不仅美观大方，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审美追求，而且蕴含着浓厚

的礼仪内涵，在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华夏服饰的文化内涵丰富，

主要体现在纪仪 道德和天人合一等方面。

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 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

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 同时，古

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比如，“六冕”“六服”

是古代尊者的服饰，成为贵族的重要标识，平民百姓只能穿布衣、裹黑巾，故被称为“布衣”“黔首”。

并且尊贵者的服饰亦有严格的区别，不同级别人员的服饰不同，不可逾制。 于是，在朝廷内部形成了以

服饰为重要身份标志的官场秩序。

礼服制度是古代中央集权社会的重要象征。帝王通过等级秩序统治四方，通过礼服展示严格的等级

之分。比如，冕服是王公贵胄祭祀时的专有服饰，不同等级的贵族配以不同规格的冕服。在传统社会，

礼服制度作为一种礼治之道，得到世人的认可，在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礼服服务于礼治，是华

夏服饰的重要特色。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礼制作为

权力等级划分的途径和形式，在服饰上主要表现为色彩、样式、图案、配饰、材质等有明确区别，不可

擅自使用，而且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服制规定。不同场合穿不同服饰，表明了服饰与礼仪的深度融合。

尽管在不同朝代礼仪有所不同，服饰也有很大变化，但其肉在的关系变化不大，故而可以说服饰是华夏

礼仪的重要标志之一。

华夏「唯德是命”的文化特色在服饰上有鲜明展现。道德包罗在万事之中，服饰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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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它蕴含的道德内涵

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服饰传达着道德情感。不同服饰传达的情感不同，吉服、丧服、祭服分别表达着喜悦、哀思、

敬慕之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放而历代帝王特别重视祭服，视祭服

为最尊贵的服饰，祭服做工精细而美观，以示对天地、鬼神、祖先等万物的敬畏和崇拜之情。 比如，孔

子赞美禹具有众多美好品德，其中一项为“恶衣服，而致美乎鰕冕”(《论语·泰伯》)，即他平时穿着

破烂，而祭祀的冕服很精美，说明他具有恭敬之情。

见服作为礼服的代表，是吉礼时所穿。 它精美端庄，纹章丰富，冤冠、玄衣、缠裳、白罗大带等绣

有多种纹章。不同纹章寄寓着不同的内涵和深意。以天子冕服“十二纹章”为例，其玄衣肩部织有日，

月、龙 1抽邵纹有火、华虫、宗彝……由此可见 华夏服饰的设计、纹章的表征充满着尊天、隆祖、明礼、

尚义等深厚意蕴，表达着人们的崇拜敬畏乏情，显示出穿着者谦卑恭敬的态度。

其次，服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深衣的这一特色最为显著。 它不仅设计典雅美观，而且具有深厚的

儒家更化内满和道德家花意蕴。据《礼记·深衣》记载，深衣的裁制方式蕴含多种意义：“快圆以应规

范圆形的袖口象征圆规，提醒人们要守规矩；方形的交领如矩，用以象征品行方正。 深农“规、矩、绳、

权、衡”的设计，形制，每一个细节无不是道德的告诫。

再次、服饰体现道德修乔。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既要重视

内在品德的修养提升，也要注意外在服饰的庄重得体，内外兼修，才是道德水平与素质品位的良好展现。

《礼记·曲礼上》写道：“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要求君子无坎不要脱帽，劳作时不要敞衣露

体，热天也不要敞开裙子。此外，佩饰是服饰的一部分，佩饰也内含道德意蕴。 古人配饰对“玉”情有

独钟，见服冠冕的挂玉更是精美绝伦。不是因为玉的贵重，而是源于玉的品格。孔子曾说“玉之美，有

如君子之德。”他认为玉具有仁、智，义、礼、德、道等君子的品节。

祭天礼是吉礼的重要部分，祭服：遂被视为“顺天道”之术，尤能反映“唯天为大”的天人合·思

想。尊贵隆重的皇帝冤服最能体现这一点。《礼记·郊特牲》记载：“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裁冕，璪

十有二旒，则天敛也。”祭祀时，天子披绣有日月星辰的龙袍，以对应天地乾坤；所戴冠冕挂玉璪十二

旒，与一年十二个月呼应；璪和玉为五色，以应五方。 由此可见，天子的服饰应天地之气、合四季之时，

充分展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通过服务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采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

信仰。不仅天子服饰如此，寻常服饰也具有这一特色。比如，深衣既展示了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

万物的东方美德，也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深衣袖根宽大，袖口收祛，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

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身穿深衣，能使人体悟天道之圆融，感受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

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从而实现人生的顺递圆满、怡然自得、

综上所述，华夏大地蔚为壮观的服饰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和特殊的文化章蕴。它作为礼的一种外在

呈现形式，可以用来分尊卑、治天下，体现了礼制的特色；它内蕴浓厚的道德内涵，具有劝诫警醒的作

用；它含有天人合一等哲学理念，表达人与天地相合的期望。可以说，华夏服饰不仅集历代完备的服饰

制度、多样的服饰品类、独特的着装艺术、精湛的制作工艺于一体，展现了服章之美，而且与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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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礼仪制度、道德规范、思想观念等紧密相连，具有深邃的儒家文化内涵，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节选自孔丽。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

材料二：

中国服饰美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成长土壤是一致的，都是在儒道文化的交互影响下不断成

长与发展起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对自然美作出真正的欣赏，刘勰将自己的美学思想的观点以

“自然”为基础敞开，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思想深植根于中国美学乃至服饰美学的土壤之中。受其影响

最深的尤其是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着装造型，呈剪宽衣型。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古代女性固有的传统美和

民族气质，也体现了女性的自然质补、宁静致远的风韵和个性——这就是中国服饰美学特有的儒道精神。

而之所以产生这种独特的服饰民族个性，是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的。 因为道家美学思想强调道法自

然。追求虚静，自然而然，这在中国传统服饰之中依然有着明显的体现。 即服饰也应如人一般，与自然

和谐相处，人与自然、服饰与自然和谐相长。 因此中国传统的女性服饰才呈以襄衣型，能给人以一种轻

松、愉悦、自由的感觉、同时体现融己于自然的脱俗境界。 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服饰特征，也确

证了儒家美学的“天人合一”理念。 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自然化的特征，正是“天人合一”思想观念

在服饰方面的丰富化体现。 这个特征的具体表现是注意服饰的纹样、色彩、款式等形式因素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体现中国人追求服饰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因素，也可激发人们的爱美之心，更是对中国传统服

饰美学思想此前一直以等级和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的过于单一化的补充。

另外，儒家重礼和秩序，以仁、义为道德典范，强调英和善相互统一的美学原则。在服饰上就体现

为宽衣的形式，与道家相比，以等级-、秩序、“礼”来规范和约束服饰的特点更加显着，作为统治者束

缚人们的正统思想，儒家的理想是将一切社会现实都与其所主张的社会正统伦理道德相统一，因此中国

传统服饰形式乃至服饰美学观念也不例外，都必须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功能。这是因为儒家

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中处正统地位，其对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念的深刻的浸润不言而喻，所以儒学观念对

中国的服装基本造型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中国传统服饰渗透着儒道两大思想内核。 中国传统服饰以社会伦理为标准、掺入自然美的因

素，这就是典型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表明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深刻认识，勾画

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节选自《青年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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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多姿的华夏服饰具有丰厚的文化蕴含，华夏之称的由来也与之密切相关，且在儒家文化中也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B.华夏服饰的设计、纹章的表征充满着尊天、隆祖、明礼、尚义等深厚意蕴.因此，作为礼服的代表

吉礼时所穿的冕服，精美端庄，纹章丰富。

C.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着装造型，呈其宽衣型，深受以自然为基础的中国美学乃至服饰美学的影响。

D.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不谋而合。

2.下列对材料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整体采用总分总论述结构，从礼仪、道德、天人合一三个方面对华夏服饰的丰富内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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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的阐释。

B.材料一，在论述华夏服饰与礼仪的融合时，说明通过服饰可区分尊卑，划分等级，且运用举例论

证加以强化，如一般贵族、平民百姓，只能穿布衣、裹黑巾，故被称为“布衣”“黔首”。

C.材料二论述了中国服饰美学特有的储道翻神，亦即中国传统服饰所渗透的儒道两大思想内核。

D.材料一和材料二都充分论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丰富蕴含，突出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观点鲜明，

论证严谨有致。

3.下列选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材料一中观点一项是(3 分)

A.“规者，行举手以为容。”(《礼记·深衣》)，用袖口象征圆规，是因为人们行为举止都是通过

举手来表示，提醒人们要守规矩，依礼而行。

B.玄端为先秦时通用的朝服及士礼服，每幅布都是正方形，无章彩纹饰，用玄色，暗合正直端方的

道德规范。

C.宋代男子常以服饰佩玉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品行，女子佩玉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要温和高

雅，做到大方得体，端庄淑惠。

D.我国传统服饰的行为主体方式是前开型的大襟或对襟款式，前开衣最开始始于我国，产生于轩辕

皇帝时期。

4.华夏文化“唯德是命”，请简述华夏服饰在“德”方面的论证思路。(4 分)

5.同是论述服饰与“天人合一”的关系，材料一与材料二的侧重点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说明。(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 6~9 题。

芦花深处是老家

走过那弯弯的河堤，在芦花村六组的路口下坡，是一条两边长满白杨树的小路。小路的尽头，有一

条静静流淌的松滋河；白杨树林尽头，小河边上，有一间破旧的瓦房。这瓦房，据说是当年在这块种地

的老李头留下的，老李头无儿无女，他过世后，这房子就一直废弃着。现在这瓦房里住着我的婆婆——

杨玉兰。

婆婆原先不是这边的人，是河那边杨家恼的姑娘。年轻时在河边洗衣服，识得芦花村的打渔郎曾哲

友，眉目传情，芳心暗许。

因为河两岸长久以来的土地之争，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有一个大家默许的“潜规则”——不

可通婚。那曾哲友，也是血气方刚少年郎，拒了家里安排好的亲事，撑着一只小渔舟，随波而去……

后来有人说，他的渔船翻了，五大三粗的个头被大鱼给吞了。还有人说，他撑着小渔船，搭上了人

家的大船，到了上海，做起了买卖，成了有钱的大老板。

且不说他，这人再也没出现过了。

河那边的杨玉兰，家境不错，读过几年私塾，不说是大家闺秀，也算得上是小家碧玉，偏偏心随那

打渔郎去了。杨玉兰有点小性子.过了适婚年龄，不想给家里添堵，卷了几件衣裳几本诗书，在冬季河水

枯竭的时候，半摸半趟地过了那条河，到了河这边，过了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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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也是我零零星星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婆婆从未对我提过。

婆婆其实也不是我的婆娑，我是婆婆捡来的孩子。不知是生来瘦弱难养，还是女孩遭嫌弃。婆婆把

我捡来的时候，是深秋，河边芦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当时婆婆正在砍芦苇杆子，准备回家扎晒花帘子。听见我嘤嘤的哭声，先是一惊，随后慢慢扒开深

深的芦苇丛，在芦花深处发现了我。 我躺在一只旧的竹编篮子里，身下垫着一件红被褥，小脸已经皴得

很难看。

婆婆丢下镰刀，在裤子上拍拍双手，小心翼翼地把我搂起来，亲我，抚摸我，像是在芦花地里捡起

了一颗珍珠，我笑了。

婆婆养了两头羊，我是喝羊奶长大的，婆婆还有一亩七分地，种点杂粮和棉花。

我们住在村子的最远处，好像与世隔绝，好像世外桃源，无非是日子艰苦一些。到了上学的年龄，

我也是上不起学的，婆婆便教我读诗写字。竟然不是从一二三写起，而是先学写名字‘玲珑”.太难了，

学了很久很久。

春天的时候，我与婆婆一起种棉籽。三月底的时候便开始培土，小河边有很多好的土，用小板车拉

到我们的田当头，堆好。

婆婆便用一种叫“栽钵器”的东西，插到土堆里，再提起来，用脚一蹬，一个圆圆的实心土筒子就

掉了出来，顶上还有一个窝窝，那儿专门用来放棉籽，这个圆土筒子叫“营养钵”。

婆婆年纪大了，一天蹬不了多少个，好在我们的田也不多。婆婆蹬，我就摆，把营养钵们摆成小方

阵，然后将买来的棉籽一粒粒放进窝窝里。直到每一个窝窝里有了一颗棉籽，婆婆就用一些碎土，在小

方阵上铺上薄薄的一层，为了保暖，最后还要给它们架起塑料薄膜，夜晚的时候密封起来，边上用土或

者砖压住，早上气温升了后，掀开塑料薄膜，让它们呼吸。

我每天蹲在田边等那些棉籽发芽，它们发芽了，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再慢慢长高，再开花，结棉

桃。等棉桃相继炸开成雪白的棉花，便已经是金秋十月了。

婆婆说.攒够了钱就送我去学校，而那时候我已经快十岁了。但上不上学的，对我来说真没多要紧。

那些在土地里学到的东西，夯实了我一生的力量。

我小的时候，婆婆总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比如她说大青虫和蛾子是庄稼的攻击者，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守护春天，守护好了春天，米缸才能满满的。她说棉花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我们采集星星去卖钱

是很有趣的事。

寒风刺骨的时候，她推开我们那吱吱呀呀的木门出去搬柴火进来，还要说一句：“好尖好尖的风啊，

辣得脸疼！”我就不明白了：风是看得见的吗? 是有形状有味道的吗? 为何不仅是尖的，还是辣的?

长大后，我发现，她真是天生的诗人啊！ 她的诗意，她不切实际的浪漫，在悲苦的一生里竟然越活

越浓烈，继而影响了我。

深秋的时候，地里没什么活了，婆婆便在河边静坐，抽叶子烟，时不时敲一下烟锅。 望着小河流去

的方向，河对岸是她的老家，她却一生没有再跨过去。那岸边的芦花都开了，轻轻盈盈的，随风摇摆，

沙沙沙。

我越来越大，她越来越老。我用采集星星挣的钱去上了学，由于她教我的很多字，还有许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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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追到同龄人竟也没有那么难。

等我念到大学，不用她种地供我了，我做家教，勤工俭学，寒暑假打工，我可以养活婆婆了。但彼

时的她也是八十有余，已到暮年。开始耳背，与她说话要用吼的才能勉强听得见。

“婆婆，你说我是你捡来的，真的假的哦?”

“你是芦花变的，小妖怪杂的 ”她又开始胡说八道。

“婆婆，他们都说你在等一个人，他是谁呀?”

我不止一次打探她年轻时候的秘密。

婆婆好像没听见，呆呆地望着小河流去的方向、吧嗒了一口叶子烟。她的脸已经皱得像当年被遗弃

在芦花地里的我了，但眼里还有光，大概便是那一丝光，支撑着她这一生的浪漫，这一生的诗意，这一

生的等待吧！不然她为何为我取名“玲珑”呢?玲珑骰子安红豆，这是入骨的相思啊！

我们都没有说话，风吹芦苇，沙……沙……沙……

(节选自农视网)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一个大家默许的“潜规则”毁掉了一桩本该美好的姻缘，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两岸土地之争的激

烈，矛盾的不可调和。

B.“杨玉兰有点小性子”，这“小性子”写出了婆婆的任性与执拗，也是导致她爱情悲剧的原因。

C.“在土地里学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劳动的本领，也不乏直面生活艰难的信心与勇气。

D.“我”称婆婆是“天生的诗人”，指生活中的婆婆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的诗人素养，如婆婆口中

的风有形状还有味道。当然，还有不切合实际的浪漫。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讲述婆婆的故事，娓娓道来，不徐不疾，亲切自然。

B.小说充分运用语言、动作描写等手法，成功刻画了婆婆这一大胆追求爱情、执着坚守的鲜明形象，

感人至深。

C.曾哲友撑小舟随波而去，人们的传言以及这个人再未出现过，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也给读者留

下了足够想象的空间。

D.小说里画横线句子中的“老家”，婆婆却一生都没有再跨过去，在表现婆婆决绝的同时，字里行

间也透露出些许的悲凉。

8.小说两次写到婆婆为“我”取名“玲珑”，请结合小说简要说明其作用。 (4 分)

9.与孙犁的“诗化小说”《荷花淀》相比，《芦花深处是老家》同样注重诗化意境！营造，请结合小

说进行赏析(至少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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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乙酉，以天神降，诏告在位，作《天圣降临视见记》。癸丑，(宋徽宗)诏：“天下应道教仙经不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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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许官吏、道俗、士庶缴申所属附，急递投进，及所至，委监郡守搜访。”丙申，令洞天福地修建宫

观，塑造圣像。

蔡京等奏甘露降侍郎厅、延福宫所奏竹生紫花黄蕊、秘阁槐枝连理。 御笔曰：“昨日仙鹤三万馀噎

盘旋云霄之上。”京又奏有仙鹤数万馀喤蔽空飞鸣。 又奏建州竹生花，结成稻米，搬入城市，货菜所收

数十万石。又奏穰县生瑞谷，安化县生芝草，都计五万本。蔡京导主上酷好祥瑞。自古物以罕见为奇，

岂有芝草五万本而仙鹤数万唑，竹生米数十万石以为祥瑞?此等诳诞之语，君臣同为诬罔．．、岂不贻笑于后

世哉?

上在藩潜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 及即位，谦恭雅尚，崇宁

中，始命官访古图牒宫中。 独观书临字，却去华丽之饰，玩味竹石而已。使命伯氏俾朱劫密取江、浙花

石，其初得小黄杨木三株，以黄帕覆之而进也，上大喜异。 每花石至，动数十舟，号成纲矣。勐之纲为

最，延福宫、艮岳诸山皆仰之。纲运所过，州县莫敢谁何．，殆．至劫掠，遂为大患。

(节选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材料二：

迹徽宗失国之由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

奢淫佚之志。 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昔西周

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责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栎丧

之余，而微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

为戒。

(节选自《宋史·徽宗本纪》)

10.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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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迹徽宗 A 失国之由 B 特恃其 C私智 D 小慧 E 用心 F 一偏 G疏斥 H正士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诬罔，指欺骗，材料一中指宋徽宗和其臣子一起做有关“祥瑞”的欺骗之事。

B.何，“何”通“呵”，缉查盘问的意思。与《过秦论》中“为天下者，何也”的“何”意思不同。

C.殆，接近，与《六国论》中“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的“殆”意思相同。

D.故，因果连词，所以。与《陈情表》中“凡在故老”的“故”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宋徽宗在位期间，迷信道教，修道观塑神像，且受蔡京引导过分喜欢祥瑞。

B.蔡京上奏说建州的竹子开出了花，还结成了稻米，当时确有其事。

C.宋徽宗因异常喜欢花石，朱勐大规模运输花石纲所经过的地方，州县没有人敢接近抢劫。

D.自古以来，有很多国君喜好享乐、玩物丧志，其中不少导致了亡国。材料中以宋徽宗的所作所为

引以鉴戒。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独观书临字，却去华丽之痂，玩味竹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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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

14.有评价说宋徽宗登基之初很是惊艳，声塑极高，请从材料中列举出他的“惊艳之处‘和当政在位

的不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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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题。

秋雨夜眠
①

白居易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
②
火，香添暖被笼。

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注】①背景：此时诗人体衰多病，官氛清用、亲密诗友谢世。②瓶：烤火用的烘瓶。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首联，诗人用气候环境给予人的“凉冷”感觉来形容深秋之夜，这就给整首诗抹上了深秋的基调。

B.颔联，“卧迟”写出老翁的特性。“灯灭后”窗外秋雨淅沥，屋内“老翁”安然“睡美”，说明

在秋雨朦胧的夜晚，他对美丽雨夜的赞美之情

C.颈联，夜已经过去，按理说老翁应该起床了，却还要“香添暖被笼”，打算继续躺着，生动地描

绘出体衰闲散的老翁形象。

D.全诗紧紧把握老翁秋雨之夜安眠的特征，写得生动逼真，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

16.尾联运用了村托的艺术手法，请简要分析尾联是如何表达作者情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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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中用“蚓”和“蟹”作对比，虽“ ，筋骨之强”，却能“ ，

下饮黄泉”，原因在于其“用心 ·也”。

(2)读史以明鉴，对于秦国灭亡的教训，杜牧、贾谊都认为应“施仁”。杜牧《阿房宫赋》中的

“ ，则递三世可至乃世而为君” 句说明秦若施仁爱民则可传万世；而贾谊在《过秦论》

中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 ”。

(3)在古诗文中，有许多关于飞鸟的意象，作者借它传情达意，读来意趣横生。诸如：《蜀道难》

“ ” 句中，它善于高飞却难以逾越蜀山，侧面烘托蜀道高险难行；《蜀相》

“ ” 句中，它叫声美好却无人赏识，暗含作者怀才不遇的深深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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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矿物——铌(ní)包头矿，这是一种富含战略性金属的新矿物，富含

的元素铌在我国核工业系统等领域具有重要用途。铌包头矿是一种富含钡、铌、钛、铁、氯的硅酸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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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的白云鄂博矿床，铌包头矿颜色呈棕色至黑色，形状为柱状或板状，颗粒大小

约为 20—80 微米。

2012 年，A 勘查人员取回的几块样品，发现了一个富含铌的矿物，其化学成分与原来矿区内发现过

的包头矿不同，由此开展了进一步研究。据工程师介绍，这种矿物的铌含量很高，有望用于提取铌元素。

铌除了在核工业系统有相当重要的用处，还可以用来制造超导材料、高温合金等。

据了解，发现铌包头矿的白云鄂博矿床，① ，监今已发现 170 余种矿物，铌包头矿是在该矿床

发现的第 17 个新矿物。截至目前，中核地质科技的科研人员共发现了 11 种新矿物。想要发现一种新矿

物，一共需要四步，·

第一步是化学成分分析。借助电子探针设备，将高能聚焦的电子束打到样品表面，测出各种元素的

含量，异确定化学式，从而实现样品化学成分的精准检测。 对于新矿物的研究，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② .想要确定其是否为新矿物，还需要对矿物晶体结构进行分析，这就要进入第二步——样品

制作。B采用聚焦离子束，切出大约一个 20 微米×10 微米×7 微米的矿物颗粒。因为要进行晶结构解析，

必须保证它的成分是纯的。

第三步，采集晶体结构信息。将颗粒放在仪器的样品座上，当光(X 射线)从晶体里面穿过、被接收器

接收的时候，就带晶体的结构信息了。最后解出来铌包头矿的结构是一个四方晶系的晶体，这是原子之

间彼此的排列方式。得到新矿物的化学成分和晶体结构，即完成了对新矿物的基本信息收集。

接下来；科研人员要进行光谱分析和物理特征检测，以完善新矿物的相关资料，最终将材料汇总.提

出新矿物申请，通过审查后就能得到国际批准。 ③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矿物的命名需要层

层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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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字。 (6 分)

19.文中画波浪线的 A、B 两句，各有一处表述不当，请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逻辑严密。

不得改变原意。(4 分)

20.文中第一段使用了哪些说明方法?请简要分析其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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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年味依然芳香而浓厚，在规模上远超既往，在内容上又有飞跃。如今邮政通信发达，拜年的

花样又有翻新。铃声响动，电话传来悦耳的拜年声，一声声祝福像一股暖流来自电话的另一端；信使敲

门，送来精美耐看的明信片，一句句祝福呈现眼前，让人备感欣慰；手机短信更加方便快捷，打开手机，

一条条拜年短信让人喜笑颜开；还有电视拜年，打开电视，一起电视拜年充斥于荧屏，处处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

如今，我国的城乡经济全面发展，年货市场繁荣活跃，各种年货应有尽有，只要口袋充盈什么稀有

的年货照样可以搬回家。腊月里来各大商场非常火爆，年货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商场顾客盈门，

大包小包采购回家。如今的年夜饭，也不局限于家里了，在各大宾馆酒店时常看到一家人把酒言欢共贺

新年。如今的年三十，鞭炮越放越大，关财门、开财门一般都要万响；还有烟花，“轰”的一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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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的烟花在空中爆炸.仿佛是一朵美丽的莲花在空中盛开，转眼间化成一串串珍珠、一颗颗流星闪耀在

半空，夜空顿时变得光彩夺目。

21.标点符号有利于增强文学作品的表达效果。文中大量运用份号，请分析其妙处。(2 分)

22.请赏析文中画波浪线句子的表达效果。(5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2023 年暑期有篇报道称，“今年暑期医美旺季的消费主力以毕业生等年轻群体为主.眼鼻整形等‘轻

手术’项目备受追捧。”

上述报道说明，国内医美整容已经趋向年轻化、低龄化。针对这种现象，你作为一名学生，产生了

哪些联想和思考?请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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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