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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房山高三（上）期末 

语    文 

本试卷共 12页，共 150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的对应位置

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试卷自行保存。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题。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一个出现得很早并富

有深广文化底蕴的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撞而契合的产物，其在文艺创作

和文学鉴赏中的作用与地位都是不可忽视的。 

将“意”和“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

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和“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

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

“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

的中介；在艺术欣赏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读者

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重要概念、范畴，它经历了由哲学、文化概

念向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演变的过程。以“意象”品评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表述作家构思

谋篇过程中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呈现在作品中的形态与情态，也更能准确地表述读者阅读鉴

赏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

“象”的融合，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

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

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

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取材于雷江红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意境为什么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 

“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首先在于它含有生动的形象。意境中的形象集中了现

实美中的精髓，也就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能唤起人某种情感的特征，意境中的景物都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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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过滤，是情中景。艺术家抓住了自然形象中那种富有诗意的特征来创造意境，所以意

境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 

意境之所以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还因为形象中寄托了艺术家的感情，形象成为艺术家

情感的化身。意境中的形象来自自然，又能超脱自然，从属于表现情感。自然的特征和艺术

家情感的特征是统一的，而且前者从属于后者。当自然景物被反映在艺术作品中时，它就不

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艺术语言，透过自然景物表现了艺术家的思想感情。 

意境是一种创造。“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这个“闹”字，就体现了运用语言技巧的创

造，这个“闹”字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既反映了春天杏花盛开，雀鸟喧叫，自然从寒冬

中苏醒，一切都活跃起来，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心中的喜悦。如果没有笔墨技巧，只有思想感

情，只有胸中对景物的感受，也形成不了作品的意境。意境的形成是艺术家的创造，正是这

种创造使得意境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 

意境中的含蓄，给人以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强烈的艺术美感。意境的这种特性是

和它对生活形象的高度概括集中分不开的。所谓“意则期多，字惟求少”，这是说以最少的

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至于如何才能做到用以少概多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关键在于抓

住境中那能够唤起人的情感的特征，而不必罗列全部细节。所以在意境中既能做到形象鲜

明，又不是一览无余。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体验，抓住了景物中那些能唤起特定

情感的特征，就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发挥意境感人的力量。 

（取材于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 

材料三 

意象是关于美的本体形态的指称。审美主体对自然物象、社会事象和艺术品等的鉴赏，

以意象的创构为旨归。陆时雍说：“诗之可观者，意象之间而已。”把意象看成诗歌可观的

风采。罗庸则将其推及一切艺术，认为：“意象是一切艺术的根源，没有意象就没有艺

术。”在文艺创作中，艺术家的感发在意象创构中起着主导作用。意象中的象，既包括艺术

家感官所感受到的物象和事象，也包括艺术家的拟象。意与象交融为一，正是艺术家的情意

与艺术家所体悟的物象、事象和拟象的浑然一体。 

审美主体通过意象建构的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就是意境。境在审美对象中通过“象”

得以呈现，经由审美主体基于感性又不滞于感性的超感性体悟在心中成就意境。境既有疆

域、界限的意思，也有层次的意思。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的整合可以营造出独特的意境，

并在意象所依托的时空中得以体现。意境中的形象包含着真情实感，创作者情真意切，方能

创构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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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意境是意象的境界，是审美主体在欣赏中由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所创构的

整体效果。艺术家通过情景交融创构了意象，而意境则是意象或意象群作为具体感性形态在

特定时空氛围中所呈现的整体效果。意境以意象的具体感性形态为基础，乃是艺术家即心即

境、即象即境的产物。意境侧重于意象内在的度，是对其抽象特质的指称，从而有力地拓展

了意象范畴。 

（取材于朱志荣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有关“意象”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意象”的作用与地位体现在文艺创作中，也体现在文学鉴赏中。 

B.早在晋代，挚虞就提出了“意象”这一概念，可见它出现得很早。 

C.“意象”先是哲学、文化概念，后演变到了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 

D.“意象”不是那种一般意义的具体形象，而是有意味的具体形象。 

2.根据材料二，下列的理解或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没有经过情感的过滤的景物不能成为意境中的景物。 

B.意境中的形象来自自然，所以自然是它的根本特性。 

C.意境创造中，只要有思想感情，自然会有笔墨技巧。 

D.意境的高低，关键在字数的多少，字数少则意境高。 

3.根据材料三，下列诗句或词句中不能体现“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的整合可以营造出独特

的意境”的一项是（3 分） 

A.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白居易《琵琶行》） 

B.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 

C.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D.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 

4.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三中，罗庸认为意象是“一切艺术”的根源，可见材料一从文学评论角度来谈意象有

些狭窄。 

B.材料三中谈到的“拟象”可以理解为材料一中所说的艺术家们营构审美意象过程中的“胸

中竹”。 

C.材料三中所说的意境中的形象所包含的“真情实感”与材料二里形象中寄托的艺术家的感

情暗合。 

D.材料三中谈到的意境是“即心即境、即象即境”的产物，印证了材料二中运用技巧创造意

境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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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综合以上三则材料，概括地说明杜甫《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这句诗给人以强

烈的艺术美感的原因。（6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分）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
【1】

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闵愚吏民触法

抵禁，比．年大赦，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此殆

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今天下

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不改其原，虽岁赦

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

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

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

暴，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

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

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

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

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嘉祥见。今长安天子之

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

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

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

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宫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

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

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

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取材于《汉书·匡衡传》） 

注释：【1】上：汉元帝。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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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比．年大赦              比：接连地、频繁地 

B.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    务：要领 

C.则民不争．              争：争辩 

D.或见侈靡而放．效之      放：通“仿”，仿效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A.所遇之．时异也          由此观之． 

B.奸邪不为．衰止          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 

C.陈之以．德义            人自以．将见太平也 

D.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    然后民知所．法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而民淫祀 

于是百姓就大肆祭祀 

B.非家至而人说之也 

不是传到每一家，人们就都会谈起它 

C.是以百姓安，嘉祥见 

因此百姓安乐，喜庆吉祥的气象出现 

D.偃武行文 

停止武力，推行文治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匡衡指出元帝大赦天下之举并没有改变社会不良风气。 

B.第三段引孔子语表明凭礼治谦让治国就没有什么难事。 

C.如果不先端正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不利于治国。 

D.匡衡认为朝廷的混乱所引起的异象会减损元帝的寿命。 

10.根据全文内容，用自己的话概述匡衡为皇帝提出了哪些中肯的建议。（6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 11题。（共 10 分） 

11.阅读下面五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 10分） 

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②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③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④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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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⑴《论语》中，“文”是一个多义词，请结合上述五则材料，用三个词或短语罗列出《论

语》中“文”的三个含义。（3分） 

⑵对材料①，程子作注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请立足原材料并

结合该注答出“文”与“行、忠、信”的关系。（3分） 

⑶孔子在不同情境下谈到“文”时有不同的认识与见解，请结合材料②至材料⑤，用自己的

话对这些认识与见解作一梳理。（4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一）阅读下面唐诗，完成 12—14 题。（共 12分） 

别舍弟宗一
【1】

 

柳宗元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
【2】

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
【3】

树烟。 

注释：【1】柳宗元因其参与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而先后三次被贬，第三次被贬为柳

州刺史。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的堂弟宗一从柳州（今广西柳州）到江陵（今湖北

江陵），柳宗元写下这首诗送别堂弟宗一。【2】桂岭：五岭之一，在今广西贺县东北，山多

桂树，故名。柳州在桂岭南。这里泛指柳州附近的山岭。【3】荆、郢：古楚都，在今湖北江

陵西北。 

12.以下对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零落”句写出了诗人在被贬及堂弟将远离的双重打击下倍加伤感。 

B.“一身”句写堂弟将只身前往距国都六千里的蛮荒之地，生死难料。 

C.“桂岭”句借写桂岭一带恶劣的环境与天气，表现诗人处境的险恶。 

D.“长在”句以描摹别后梦境中郢地的迷离之景道出了兄弟间的深情。 

13.以下对诗歌的赏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高度凝练地写出了诗人在即将分别时对堂弟的不舍及殷殷嘱托。 

B.颈联借景抒情，以洞庭湖明媚的春景来反衬诗人现实中的不幸处境。 

C.本诗首尾均以写别情呼应标题，前者实写，后者则是在想象中虚写。 

D.全诗即事抒怀，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清新明快，情感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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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

感动激发人意。”请结合全诗分析柳宗元的这首诗中包含着哪些能够“感动激发人意”的

情感。（6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 15题。（共 8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⑴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用“  ①  ？  ②  ”两句写到了月夜下漂泊的游子和楼上的

思妇，道出了天下游子的离情别绪和世间思妇的相思之苦。 

⑵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通过“  ③  ，  ④  ”两句词写出了词人驾一只小船在

月光下那皎洁、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上徜徉的景象，有一种物我和谐之感。 

⑶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的“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  ⑤  ，  ⑥  ”表明了弄清

名实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⑷归有光在《项脊轩志》的文末以“庭有枇杷树，  ⑦  ，  ⑧  ”表达了对亡妻不尽的思

念之情。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题。 

厮守，一眼千年 

敦，大也；煌，盛也。我第一眼见到敦煌——黄昏中古朴庄严的莫高窟，听到远方铁马

铜铃的铿锵铮鸣，我好似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窃窃私语．．．．，窥见了她那跨越千年的美。 

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

文杰先生等，敦煌是神话的延续，那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当时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

跑进石窟，看到那些壁画就惊呆了，感叹不已，只剩下几个词重复地说，因为所有的语言似

乎都显得平淡无奇，简直失色了，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虽然说我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

鼠，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到处都是沙，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还没满，我就因生病提前返

校了，后来也没想着再回去。可是没想到，命中注定要和敦煌“厮守”一生，一年后我大学

毕业又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若说当时心里没有犹豫惶惑，

那是假话，因为敦煌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那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无

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窟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也没有楼梯，就用

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去。可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原路再爬下来，很可

怕。对于我被分配到敦煌去工作这件事，我父母自然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给我写了封

信，让我转交给学校领导，请他们给我换个工作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哪里允许这样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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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刚建立十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这些都是青年人应该具有

的人生价值观。 

一开始，在如此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犹如相见初恋对象一般惶惑不安。

经过一阵子相处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作了“意中人”。 

文物界的人，无论是谁，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它。所以能

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太自豪了，太高兴了。晴天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

和彩塑上，洞窟里立刻金碧辉煌，闪烁夺目，让人惊叹，两只脚好似被钉子钉进了地上，实

在是挪不动。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无比的藏满金银珠宝的宝库，就是我可爱的“意中

人”，她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能舍得离开她呢？于是我执着的爱好和

厮守的想法，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他也是我大学的同学，他理解我，他支

持我，也了解敦煌。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来到了敦煌，

来到了我的身边。从此，我们俩相依相伴，相知相亲，共同守着敦煌。老彭热诚地投身到敦

煌学研究的行列，直到生命的最后。 

随着西部大开发，这里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大发展。从 1999年开始，来敦煌莫高窟欣赏壁

画的人愈发多了，但壁画渐渐模糊了，颜色也慢慢褪去了。对此，我一半是高兴，另一半又

是担忧。因为我已真的把洞窟当作“意中人”了，我担心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会让洞窟的

容颜不可逆地逝去。 

每天清晨，太阳冉冉升起，红彤彤的阳光普照着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像披上了红

色纱衣的新娘，依旧安静从容地沉睡着。但是仰望着这美景，我莫名地感到心疼：她已静静

沉睡了一千年，她那美丽的容颜，她那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曾无人可识，而现在

这么多被她的美所吸引的游客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褪色。古往今来，有不计其数没有留

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他们用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创造着洞窟，修复着洞

窟，守护着洞窟，一代又一代，坚持了一千年，与莫高窟“厮守”一生。所以莫高窟带给人

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的壁画和彩塑，更是深厚文化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但这种力量也决不应该消失，所以我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让她活下

来。 

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永久保存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因为我可以让我的

“意中人”容颜永在。于是我立即向甘肃省、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研

究的申请，结果被批准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虽然国家经

济刚刚恢复，但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 100 多万元专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后来国家更是给

了充足的经费，让我们首先进行数字化技术的实验研究。现在敦煌已经有 100多个洞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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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字化——壁画的数字化、洞窟 3D 模型和崖体的三维重建，而且 30个洞窟的数字资源中

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了敦煌全球共享。我和敦煌“厮守”下去不是只在梦里，已真真切切

成为了现实！ 

敦煌艺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汇合交融了太多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

文化的多元、创作技法的多元，她具有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的研究也

一直在进行着，但更多的是对壁画的临摹。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

围变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

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祖

国的改革开放之风，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我很喜欢中唐第 158窗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我都忍不住走进这个洞窟，

瞬间便忘却了一切烦恼。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我和她已经融为一

体，不可分开。 

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文字：“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

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还想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孤独，毫不畏惧，披星戴月，坚持

不懈，前赴后继．．．．。他们担负起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与莫高窟终生“厮守”，代代相传，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断。 

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仁们一样，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 

（取材于樊锦诗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敦煌与历史千年的窃窃私语．．．．    

窃窃私语：低声私下交谈 

B.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心有余悸：想起过去的事，到现在心里还放不下 

C.我欣喜若狂．．．．                 

欣喜若狂：形容高兴到了极点 

D.坚持不懈，前赴后继．．．．         

前赴后继：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紧跟上去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就因石窟里的壁画而震惊，以至于只重复地说几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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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苦水和“蜈蚣梯”分别表现了大西北生活环境的艰苦与莫高窟工作设施的简陋。 

C.第七段开头写晨光下的莫高窟，使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她的安静从容。 

D.倒数第三段作者引用季羡林的话，表明自己对敦煌的感情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 

18.请结合全文简要说明作者对敦煌莫高窟情感变化的过程。（6分） 

19.“厮守”一词在文中反复出现，意蕴丰富。请结合全文内容，从内涵与表达效果两个方面

分析作者反复写到“厮守”的妙处。（6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 6分） 

①“听那丁零零的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来吧，来吧，来吧，大家都来轻松轻松。”②

充满欢声笑语的课间活动，是不少人的温暖回忆。③近年来，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不少学

校更加重视学生课间活动，促进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④保障课间休息和活动的

时间，既是尊重教育教学规律的体现，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⑤丰富多彩的课间活

动，帮助学生们在紧张专注的课堂学习之后，更好地投入下一节课的学习中，放松身心、缓

解疲劳。⑥在运动游戏中锻炼身体、愉悦精神，在谈天说地中发现自我、了解社会，默契、

友情通过自由玩耍得以培养、增进，短短的十分钟，给了孩子们释放天性、强健体魄、结交

朋友和探索世界的宝贵机会。 

⑴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②句中的“温暖”可以换为“温馨”。 

B.③句中的“教育改革”之前应添加“随着”。 

C.④句中的“体现”和“要求”可互换位置。 

D.⑤句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应移至“缓解疲劳”之后。 

⑵不改变原意，改写⑥句中画横线的部分，使之与前面的句子结构基本一致。将改写后的答

案写在答题卡上。（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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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露学校及个人信息。  

⑴我们接触到的文学名著中有很多描写人物“笑”的经典场景，如：《红楼梦》中描写

王熙凤笑的场景，《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笑的场景，《呐喊》中描写众人笑孔乙己的场

景……请你从读过的名著中选取一个，概述该场景的内容并对其进行赏析。要求：内容符合

原著，赏析条理清晰。  

⑵学校每年一度的“校园科普节”即将到来。请你为本年度科普节拟定一个主题，围绕

该主题设计几个活动，并写出设计理由。要求：富有创意，条理清晰，理由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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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请以“我是远方的    ”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要求：把题目补充完整，语

言生动，思想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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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700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

露学校及个人信息。 

⑴所谓“德”，一般是指人的品格德行；所谓“才”，一般是指人的能力学识。关于

“德”与“才”的关系，见仁见智，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 

请以“德与才”为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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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生活中，个人的思想、情感凝结在某个具体的植物、器物上，于是，该物便具有了某

种寓意，成为个人的志趣、情感或理想的寄托。 

请以“最是此物寄深情”为题目，联系日常生活，展开联想和想象，自选角度，写一篇

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第12页/共16页 
 

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B（挚虞并没有提出“意象”这一概念，他是只将“意”和“象”这两者分着

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人，而南朝梁代的刘勰才是第一次将“意”和

“象”合为一词而又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的人。） 

2.（3 分）A（B项，意境中的形象虽然来自自然，但又能超脱自然，它从属于表现情

感，所以说“自然是它的根本特性”错。C项，思想感情与笔墨技巧之间不存在这种条件关

系。D项，虽有“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之说，但字数的多少不是评判意境的高低的标准，

至少不能说“关键在”，字数少而意境低甚至无意境的文字也是有的。） 

3.（3 分）A（该选项主要是客观地叙述了主、客的行踪及状态，虽隐含着一定的

“意”，但缺少“象”，不能体现“意象或意象群及其背景的整合可以营造出独特的意

境”。） 

4.（3 分）C（A项，材料一中不只是从文学评论角度谈意象，也包括从文学创作角度谈

意象，而该选项却说“材料一从文学评论角度来谈意象”，这是该选项的第一个错误点；再

有，材料一主要是从文学创作及鉴赏角度切入来谈意象的，这是作者对谈该问题的角度的选

择，与材料三中谈到的罗庸将意象推及到一切艺术不在同一个出发点上，不顾出发点的不同

而随意地将二者放在一起谈论是该选项的第二个错误点。B项，据材料三中将“物象”、

“事象”、“拟象”并列地提出，及前面的“主体所体悟的”这一修饰语来看，这里的“拟

象”应指材料一中的“眼中竹”，而不是“胸中竹”。D项，材料三中谈“即心即境、即象

即境”是在表明心、象、境之间的关系，而材料二中谈到的运用技巧创造意境是在说创造意

境需要语言技巧，二者并无关联。） 

5.【参考答案与赋分建议】这句诗中，诗人营构了急疾的风、高远的天、哀切的猿啸声

等能唤起读者审美感受的意象，（1 分）读者在欣赏这句诗时通过这些密集的意象建构了一

个满含真情的意境，（1分）这意境中包含着风、天、猿啸等生动形象的情中景，（1分）寄

托着诗人感时伤世的感情，（1分）是诗人用三个紧凑的主谓短语组合起来的艺术创造，（1

分）含蓄而意蕴丰富，所以这句诗能引起读者强烈的艺术美感。（1分） 

【评阅建议】6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6.（3分）C（争：争夺，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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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分）D（A项，相当于现代汉语助词“的”，放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语气助词，

无义。B项，介词，因为；动词，认为，在句中与其前面的“以”合用。C项，介词，把，

用，拿；动词，以为，认为。D项，代词，放在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短语。） 

8.（3分）B（不是每一家都要到，对每一个人都去说教） 

9.（3分）D（“朝廷的混乱所引起的异象”、“减损元帝的寿命”均错。） 

10.【答案要点】①明晰风俗的重要性，制定适宜的行为规范，根除世风之弊。②以崇尚

道德的行动教化百姓，让百姓有所效法。③通过减省靡费、考订制度、治理内外、重用忠良

等举措弘扬正风正气。 

【评阅建议】6分。共三个要点，每答对一个要点得 2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1.⑴【答案要点】《论语》中，“文”有①历史文献（文献知识、文化知识）、②文采

（文饰）、③礼乐制度（礼乐文明、礼乐文化）等方面的含义。 

【评阅建议】3分。共三个要点，每答对一个要点得 1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⑵【参考答案与赋分建议】用文（学文）来指导行（修行、实践）（认为学文与修行是

并列关系亦可），（1分）在学文、实践中实现心存忠信的目标，（1分）其中忠信是根本，

学文、实践是途径。（1分） 

【评阅建议】3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⑶【参考答案与赋分建议】在学文问题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广泛地学习，（1分）而年

轻人则要在行孝悌仁爱等之余来学文。（1分）在文采和质朴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认为二者

要恰当配合。（1分）在看待周礼问题上，孔子认为周礼借鉴于夏商两代，是丰富而有文采

的。（1分） 

【评阅建议】4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3分）B（不是“堂弟……之地”，而是诗人在写自己离开国都有六千里之遥；另

外，选项中的“蛮荒之地”、“生死难料”等说法在诗中也难以找到相应的证据。） 

13.（3分）C（A项，不包含对堂弟的“殷殷嘱托”。B项，“洞庭春尽水如天”主要是

表现诗人遥想堂弟所去之地春色已尽，天高水远，山川相隔，表达了很难再次相见之意。D

项，没有议论的手法，“清新明快”错。） 

14.【答案要点】①诗人送别堂弟时泪洒江边的不舍与伤感之情。②诗人因被贬而远离国

都、九死一生的愤懑与愁苦之情（不平与无奈之情）。③诗人设想与堂弟分别后只能在梦中

相见的依恋与牵挂之情。 

【评阅建议】6分。共三个要点，每答对一个要点得 2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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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答案】⑴①谁家今夜扁舟子 ②何处相思明月楼 

⑵③玉鉴琼田三万顷  ④着我扁舟一叶 

⑶⑤名实已明  ⑥而天下之理得矣 

⑷⑦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⑧今已亭亭如盖矣 

【评阅建议】8分。每填对一空得 1分，出现错别字或其它错误则不可得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3分）B（心有余悸：回想起过去危险的事依旧感到害怕） 

17.（3分）D（该项说作者对敦煌的感情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原文中没有根

据。） 

18.【答案要点】①初见敦煌，因窥见了她那跨越千年的美而惊叹。②在敦煌实习之时及

工作之初，因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艰苦而无奈、而犹豫惶惑。③工作之初，又因敦煌庞大

深邃而羞怯、而惶惑不安。④经过一阵子相处后，因对文物的爱而产生了与敦煌共生之情。

⑤游客愈发多了后，有着一半高兴一半担忧之情。⑥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敦煌文化永久

保存时而顿生欣喜之情。 

【评阅建议】6分。共六个要点，每答对一个要点得 1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9.【参考答案与赋分建议】内涵：①作者（与丈夫）要与敦煌相互陪伴，“厮守”一

生；（1分）与敦煌文化、敦煌研究“厮守”一生。（1分）②古往今来的塑匠、石匠、泥

匠、画匠创造、修复、守护着洞窟，一代又一代，与莫高窟“厮守”一生。（1分）③作者

的前辈、同仁们与敦煌莫高窟“厮守”一生。（1分）表达效果：①传达出了作者对敦煌的

钟爱与敬慕之情，有引发读者喜爱、向往敦煌情感的表达效果。（1分）②“厮守”是本文

的线索，贯穿全文，有使全文脉络清晰、结构完整的表达效果。（1分） 

【评阅建议】6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⑴（3分）C 

⑵【参考答案】在自由玩耍中培养默契、增进友情 

【评阅建议】3分。没有改变原句句意且改写后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结构基本一致即可

得分。 

21.答案从略。 

【评阅建议】10分。评阅时，树立一个以 7分为平均分的意识。 

22.答案从略。 

【评阅建议】50分。评阅时，树立一个以 35分为平均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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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这时，发生了日食、地震等灾异变化，皇上询问这些变化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匡衡上疏

说： 

臣听说五帝的礼教不同，三王的政教各异，民情风俗很不同，（原因在于）所遇到的时

代变化了。陛下亲施圣德，怜悯触犯了法律禁令的愚昧官吏和百姓，连年频繁地大赦，天下

蒙受着大大的幸事。（然而）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猾邪恶之人没有因之减少，今天大

赦，明天又犯法，这大概是劝导百姓不得要领吧。一般说来，教养百姓，“把道德仁义陈述

给他们听”，“把好坏标准公布给他们看”，观察他们的过失而制定适宜的行为规范。现在

天下的风俗（是）贪取财利鄙视仁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靡费，廉洁知耻的节操淡薄，邪

恶邪僻的意念放纵，伦理法纪失去秩序。（如果）不改变它的根本，即使每年都大赦一次，

刑法仍然很难使（它被）放置而不用。 

臣愚浅地认为应该一概地、全然地改变这种风气。孔子说：“（如果）能凭礼治谦让治

理国家，（还）有什么（难事）呢？”朝廷，是支撑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间（如果）相

互遵循礼节，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互相争斗；（如果）爱好仁义，乐于施舍，那么下

位之人就不会使用暴力；（如果）崇尚道义，高扬节操，那么百姓就会注重品行；（如果）

宽宏柔顺，和悦仁爱，那么百姓就会相互爱护。以上四点，是开明的君主之所以不行使严厉

的刑法而能改变天下风气的原因。当今庸俗的官吏治理国家，都不遵循重礼谦让（的原

则），而推崇苛刻暴力，贪取财利并倾慕权势，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制止，即使使

用严厉的刑法，仍然不能改变。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有原因导致这样的。 

我私下里研究《国风》，其中的《周南》、《召南》受圣贤之人的教化很深，因此在行

动上显得忠厚，在脸色上显得正直。郑庄公崇尚勇武，于是其国人就空手搏虎；秦穆公注重

信誉，于是士人就大多以死相从；陈夫人爱好巫术，于是百姓就大肆祭祀；晋侯喜好节俭，

于是他的百姓就积财聚物；周太王躬行仁义，邠国人就崇尚宽恕。从这些来看，治理天下的

人只需审察社会所崇尚的事物而已。时下的虚伪浅薄、忌恨损害，以及不谦让（之风）到了

极点。我听说教化的普及，不是每一家都要到，对每一个人都去说教。（只要）贤德的人处

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适合的职位，朝廷崇尚礼节，百官慎重谦让。道德教化的推行，由

内到外，从身边开始，这样之后百姓才知道所要效法的，一天天地向和善的境地发展而不知

不觉。因此百姓安乐，喜庆吉祥的气象出现。现在长安是天子的京师，亲自承受圣上的教

化，但是长安的习俗却与僻远之地没有什么区别，从所辖郡国来（长安）的人没有所效法

的，有的看到奢侈靡乱的风气反而仿效它。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是应该先端正

的。 



 

第16页/共16页 
 

我听说天地与人之间，在下面（地面上）的人所做的事在上面（天上）会有征兆，阴阳

相对的两个范畴之间的变化规律是各自应和它感受到的，干旱或洪涝灾异随着同类事物到

来。现在关东年年饥荒，百姓贫乏穷困，有的地方到了人与人相食的地步，这都是由于赋税

太多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官吏安顿百姓工作做得不称职的结果。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爱惜

怜悯百姓，自己大力节减（支出），减省甘泉、建章宫的卫兵，停罢了珠崖郡的建置，停止

武力，推行文治，将要继承尧舜那样的盛世，而避免像殷周那样的衰落。大家看到罢置珠崖

郡的诏书后，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看到太平盛世了。（陛下）应该立即减少宫殿

皇室的规制，省却奢靡华丽的装饰，考察修订规章制度，整治朝廷内外，亲近忠良正直之

臣，来推崇至高无上的仁政，匡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看重的欲望，让全国上下都清楚地

知道朝廷所推崇重视的事物，（让）道德之风在京师弘扬光大，好的名声远播到国外，这样

之后，宏大的教化就可以实现，重礼谦让之风就可以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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