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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怀柔一中高二 10 月月考 

语    文 

考试时长：120 分钟  分值：150 分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动静之辩始于先秦。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都是主张积极有

为的。孔子被当时的隐士们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诲

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一传统为其门徒所继承，并在

《周易大传》中形成刚健自强的理论。在这个时代，主张柔静无为的只有道家。老子认为：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动静两方面，静是根本的。他的生活原则是“致虚极，守静笃，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他还主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的治国方针。庄子及其后学

更甚。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即忘掉人己物我的一切区别，停止身心的一切活动，

以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地。庄子的后学更以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方面，它对

“刚健有为”的思想有补充作用。其一，这种学说教人不以得失、祸福、毁誉、穷达扰心，

即教人脱除名利的思想。这在生活的失意者那里，可使人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而在推动

历史前进的人那里，可使人去掉种种的左顾右盼，增添勇往直前的锐气。一些宋儒之所以

主张静为动之本，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如“二程”说：“前日思虑纷扰，又非义理，又非

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

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其二，这种学说教人减

低欲望，勿过分地伤毁自然；保养自己的精力，勿胡乱消耗，也都有深意，可以救弊。其

三，先秦道家的政治思想，极力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干涉，反对专制，反对分等级；

先秦道家还对阶级社会里文明的虚伪性加以无情的揭露。反对干涉的思想在西汉初期的实

践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反对专制、反对等级划分的思想则在不同时期里引发过反抗意识。

其四，这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是教人重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如老子说：“涤除玄鉴，

能无疵乎？”早在先秦，这方面的合理因素就被主张“有为”的思想家吸收。如《管子》

一书中有所谓的“静因之道”，荀子有“虚一而静”。注重主体修养，是应该肯定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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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它与生活前进的潮流背道而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基

本上是消极的。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

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物，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

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

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

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

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廊，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杆，诗的节奏、韵脚，

窗户外的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

下诞生的美景。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

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

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

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

更能表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

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

意”。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著胜地”，这使人人自远的酒正能引人著胜地。这胜

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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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的相关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先秦的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都主张积极有为，于是形成了和道家“柔静无为”

相对立的刚健自强理论。 

B.材料一第一段举了老子和庄子的主张，并引用相关内容，是为了论证道家认为“静”

是动静两者中的根本的观点。 

C.在某些方面，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可以对“刚健有为”的

思想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D.《管子》中的“静因之道”和荀子的“虚一而静”等思想虽然有消极的成分，但注重

主体修养是其合理的成分。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是美学“静照”的起点，只要抵达这一起点，

人们就能静观万物而有所得。 

B.“柔静”思想虽然能够教人脱除名利、减低欲望、反对干涉、重视修养，但是它与生

活前进的潮流相悖，所以起消极作用。 

C.美感诞生于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之时，此时空明的觉心可以容纳万境，万境中也浸入

了人的生命与性灵，此即灵气往来时。 

D.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而精神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萧条淡泊、闲和严静的

心襟比刚健自强的追求更能带来美感。 

3.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李方叔词《虞美人》过拍云：“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B.李商隐词：“画檐簪柳碧如城，一帘风雨里，过清明。”（家家屋檐下插柳，绿色碧透全城。

簪柳：宋代风俗，寒食、清明家家户户门前插柳以庆春避邪。） 

C.韩持国的词句：“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 

D.李白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颦，皱眉，丑妇效颦）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了“静”，两者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7

分） 

5.材料二画线句提及“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请结合文本赏析陶渊

明《饮酒（其五）》中的“空”与“实”。（7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7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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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 

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

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

又或谓吾之爵禄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可以骄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又或

不求取用之道，以为天下实无材。此三蔽者，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

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治国而国安焉。上之人苟不能

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曰：“人之．

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

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廐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其所异者蔑．矣。及其引重

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然后骐骥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

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甲】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杰知，而用之不得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

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无不适其任者也。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

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

实也，而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

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所以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

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取材于王安石《材论》）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特．未知其故也 特：竟然，却    B．惟其遇事而事治．    治：处理得好 

C．求其所异者蔑．矣  蔑：微小      D．然后骐骥与驽骀[dài]别．矣 别：分辨 

7．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人之．有异能于其身       迩之．事父 

B．不患士之不欲为．         为．之于未有 

C．而其．将无不趋我         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D．尽其道以．求而试之       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荣辱忧戚在我：他们的荣辱忧伤令我挂怀。 

B．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这只是看到了锥子放在布袋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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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都能发挥他们的智慧，去尽力做一些小事    

D．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这就是我只讲寻求和使用人才方法的原因 

9．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5分） 

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 

10．下面三则材料中，哪一则最适合作为论据放在文中的【甲】处？请根据文章及所选材料

的大意简述你的理由。（6分） 

【材料】 

（1）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2）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

之佐来。 

（3）南越之修簳①，加强弩之上，而彍[guō]之千步之外，此天下之利器，决胜之所宝也。

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②。 

【注释】：①簳[gàn]：小竹，可做箭。②梃：棍棒。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题。（7分） 

11. 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 

②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 

③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④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简要概括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有哪些特点？就君子某一方面的特点，结合具体文句，谈

谈你从中得到的启发。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5分。 

阅读下面的词，完成 12-14题。 

绮罗香·红叶 

张炎① 

    万里飞霜，千林落木，寒艳不招春妒。枫冷吴江，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②、流水孤村，

似花绕、斜阳归路。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 

    长安③谁问倦旅？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漫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为回风、起舞尊

前，尽化作、断霞千缕。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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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张炎，出身南宋名门世家，宋亡后不仕新朝。本词当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其

年张炎应元政府的征召而被迫北行，栖止京城大都。②舣[yǐ ]，停船靠岸。③长安，借指元朝

京城大都。 

12．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千林落木”与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都营造了深秋时落叶飘零的肃杀景象。 

B．“寒艳不招春妒”“不入洛阳花谱”中“春”“花”都可理解为元朝新贵的象征。 

C．“长安谁问倦旅”，以一疑问句领起,“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又用自己烘托红叶。 

D．“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写自己现在正在夏木阴阴，夜雨潇潇的江南听

雨。 

13．张炎的这首词运用了借物寄托思想感情的手法。下列各项都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儿女

咏菊的诗句，其中没有运用这一手法的一项是（3分） 

A．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枕霞旧友史湘云《对菊》） 

B．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蕉下客贾探春《簪菊》） 

C．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潇湘妃子林黛玉《咏菊》） 

D．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怡红公子贾宝玉《种菊》） 

14．请结合具体词句，谈谈这首词中张炎借“红叶”寄托了哪些思想感情。（7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12分） 

①自见者不明，             ，自伐者无功，             。 

②合抱之木，           ；九层之台，          。 

③岂曰无衣？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           。 

④纵使相逢应不识，          ，          。 

⑤《大学之道》中的“             ”说明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而“             ”则说明

推究事物的原理后才能对外物之理认识充分。 

⑥在《论语》中，既强调榜样的良好作用，又强调自我反思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北京的树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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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北京以前胡同和大街上没有树，树都在皇家园林、寺庙或私家花园里。北京有了街树，

是民国初引进德国槐之后的事情。那之前，除了皇家园林，四合院里也是讲究．．种树的。如

今，到北京来，想看到真正的老树，除了皇家园林或古寺，就要到硕果仅存的老四合院了。 

②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还能够看到当年鲁迅先生住的补树书屋前那棵老槐树。那

时，鲁迅写东西写累了，常摇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

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那棵槐树现在还是虬干苍

劲，枝叶参天，起码有一百多岁了。 

③在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还能够看到当年沈家本先生住在这里就有的那棵老皂

荚树，树皮皴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的样子，让人想起沈家本本人，这

位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律大臣、我国法学的奠基者，他和这棵皂荚树的形象是那样吻合。

据说，在整个北京城，这么又粗又老的皂荚树屈指可数。 

④尽管山西街如今拆得仅剩下盲肠一段，但甲十三号的荀慧生故居还在。当年，荀慧生买

下这座院子，自己特别喜欢种果树。到果子熟了的时候，会分送给梅兰芳等人。唯独那柿

子熟透了不摘，一直到数九寒冬，来了客人，用竹梢头从树枝头打下邦邦硬的柿子，请客

人带冰碴儿吃下，老北京人管这叫做“喝了蜜”。如今，院子里只剩下两棵树，一棵便是

曾经结下无数次“喝了蜜”的柿子树，一棵是枣树。去年秋天，我去那里，大门紧锁，进

不去院子，在门外看不见那棵柿子树，只看见枣树的枝条伸出墙头，繁星点点，枣结得挺

多的。老街坊告诉我，前两天，刚打过一次枣。 

⑤在北京四合院里，好像只有枣树有着这样强烈的生命力。因此，在北京四合院里，枣树

是种得最多的树种。小时候我住的四合院里，有三株老枣树，据说是前清时候就有的，别

看树龄很老，每年结出的栆依然很多，很甜。所谓青春依旧，在院子里的树木中，大概独

属枣树了。我们大院的那三株老枣树，起码活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后来人们住房改造砍

掉了它们，起码现在还活着。如今，大院拆迁后建起了崭新的院落，灰瓦红柱绿窗，很漂

亮。不过，没有那三株老枣树，院子的沧桑历史感，怎么也找不到了。 

⑥在我所见的这些树木中，最难活的是合欢树。记得我读小学时，离我家不远通往长安街

的一条大道两侧，种满合欢树，夏天一街茸茸粉花，云彩一般浮动在街的上空，在我的记

忆里，是全北京城最漂亮的一条街了。可惜，如今那条街上，已经一株合欢树也没有了。 

⑦在离宣武门不远的校场口头条胡同的 47 号，是我们汇文中学的老学长吴晓铃先生的家。

他家的小院里，有两株老合欢树，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那年，我特意去那里，不是为

拜访吴先生，因为吴先生已经仙逝，而是为看那两株合欢树。合欢树长得很高，探出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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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茸茸的花影，斑斑点点地正辉映大门上一副吴先生手书的金文体门联，“弘文世无匹，

大器善为师”。那花和这字，如剑鞘相配，相得益彰。 

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着了迷一般，像一个胡同串子，到处寻找老院子里硕果仅存的老树。

都说树有年轮，树的历史最能见证北京四合院沧桑的历史。树的枝叶花朵和果实，最能见

证北京四合院缤纷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已经越来越少的老树，是老四合院的活化石。老院

不会说话，老屋不会说话，迎风抖动的满树的树叶会说话呀。记得写过北京四合院专著的

邓云乡先生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说北京十分春色，四合院的树占去了五分。他还说：

“如果没有一树盛开的海棠，榆叶梅，丁香……又如何能显示四合院中无边的春色呢？” 

⑨十多年过去了，曾经访过的那么多老树，说老实话，给我印象最深的，还都不是上述的

那些树，而是一棵杜梨树。 

⑩那是十二年前的夏天，我是在紧靠着前门楼子的湖北会馆里，看到这棵杜梨树的，枝叶

参天，高出院墙好多，密密的叶子摇晃着如天空浮起一片浓郁的绿云，春天的时候，它会

开满满一树白白的花朵，煞是明亮照眼。虽然，在它四周盖起了好多小厨房，本来轩豁的

院子显得很狭窄，但人们还是给它留下了足够宽敞的空间。我知道，人口膨胀，住房困难，

好多院子的那些老树，都被无奈地砍掉，盖起了房子。因此，可以看出湖北会馆里的人们

没有把这棵杜梨树砍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情。 

⑪那天，很巧，从杜梨树前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她已经 87 岁，

不到十岁搬进这院子来的时候，种下了这棵杜梨树。也就是说，这棵杜梨树有将近 80 年的

历史了。 

⑫那天我对她说您就不盼着拆迁住进楼房里去？起码楼里有空调，这夏天住在这大杂院里，

多热呀！她瞥瞥我，对我说：你没住过四合院？然后，她指指那棵杜梨树，又说，哪个四

合院里没有树？一棵树有多少树叶？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把扇子。只要有风，每一片树叶

都把风给你扇过来了。老太太的这番话，我一直记得，我觉得她说得特别好。住在四合院

里，晚上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真的是每一片树叶都像是一把扇子，把小凉风给你吹

了过来，自然风和空调里制造出来的风是不一样的。 

⑬日子过得飞快，十二年过去了。这十二年里，偶尔，我路过那里，每次都忍不住会想起

那位老太太。那棵杜梨树已经不在了，我却希望老太太还能健在。如果在，她今年应该是

99 岁，虚岁就整一百岁了。  

                                    （取材于肖复兴《北京的树》）                      

16. 下列语句中，“讲究”与例句中“讲究”意思相同的一项是（3 分） 

例句：四合院里也是讲究．．种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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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一次我们学校请的专家报告真好，非常讲究．．实效。 

B.北京人以茶待客，沏茶时茶壶嘴儿不能冲着客人，这叫讲究．．。 

C.写高考作文是很有讲究．．的，这里面的道道还真不少。 

D.明星走红地毯，总是穿着讲究．．的服饰，力求光彩照人。 

17.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开头写老北京树的历史，是为了引出后文对老四合院中老树的描写。 

B.作者写老皂荚树，只是因为这棵树枝干虬劲，在整个老北京城屈指可数。 

C.第 7 段中吴先生去世后，作者仍去看合欢树，表明在他心中树比人重要。 

D.文章第 12 段，作者用比喻和排比手法，写出了自然风胜过空凋风的好处。 

18.文中第 8 段说：“树的历史最能见证北京四合院沧桑的历史。树的枝叶花朵和果实，最

能见证北京四合院缤纷的生命。”请联系全文，简要概括文中的老树都见证了哪些历史和

生命？（6 分） 

19.作者说，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其他树，而是那颗杜梨树，这是为什么？请联系全文，简要

分析。（7 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6分。 

20.语言基础运用（6分） 

①《衣尚中国》是继《中国诗词大会》之后的又一个优质文化节目。②服饰是生活的必．

须．品，也是承载文明的艺术品。③《衣尚中国》节目聚焦于中华传统服饰艺术，旨在探寻服

饰背后的美学精神，唤醒观者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增强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④不仅节

目借助了歌、舞、剧等习见的文艺样式，还通过街舞、说唱、圆舞曲等舶来的艺术形式阐释

服饰文化，在表达形式上有所创新。⑤《衣尚中国》的成功再次表明：一个优秀的文化节目

既要          ，又要             。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①③两句中的“节目”都不可以删掉。 

B．②句中加点词语“必须”应为“必需”。 

C．③中画线的两个短语的顺序不能互换。 

D．④句中“不仅”一词所处位置不正确。 

（2）在⑤句中的横线上填写两个结构一致的短语，使语意连贯、完整。（3分） 

21.作文（50分） 

反思，意思是“回头、反过来思考”，常用来指对行为或思想等进行分析总结。有人这样

提炼反思，“它是对认识的再认识，对思想的再思想”；也有人说：“反思是指对人对事持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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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和独立精神。”以上这段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

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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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A.  

2.C.  

3.D.  

4.（7 分）材料一是从动静之辩的角度来谈各家的主张，强调道家的柔静无为主张以及部分

宋儒柔静学说对“刚健有为”思想的补充作用。（3 分）材料二是从美学角度谈到了静照产

生的条件是内心的空明，精神淡泊及静照对艺术美感诞生的重要作用。（3 分）     

语言表达（1分） 

5.①空：是指此刻陶渊明的心是暂时脱离了世务，没有挂碍，他即便结庐人世，也能够因

精神淡泊而守住内心的空明。（3 分）②实：是指精神淡泊的陶渊明以空明心在归隐生活中

体验到人生的广大与充实：体会到“日夕”“山气”“飞鸟相与”等万境之美，悟到生命本

真在于恬淡。（3 分）语言表达（1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7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分） 

6．A．  

7．C． 

8．A． 

9．等到它拉沉重的车子，择取平坦的道路，不用屡屡鞭策，不让人费力地驾驭。 

翻译 4分，语言表达 1分。 

及：等到。又如：及郡下，诣太守。及既上，苍山覆雪。 

10．（6 分）应选择材料三。本段的观点是要恰当地使用人才，不能“用之不得其方”，而要

“适其任”；材料三的意思是南越的竹子适合做箭而不适合做敲扑，强调要发挥事物真

正的功用，与本段的观点一致。 

【评分参考】6 分。能指出本段的观点 2 分，能解释材料三的大意并指出与本段观点一致 3

分；语言表达 1 分；意思对即可。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题。（7分） 

11.第一问：有德，笃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怀仁，博学，尊礼。（2 分） 

第二问示例：孔子认为君子不但要重视“行”，而且将“行”视作“言”的基础，即先行

而后言。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正所谓“敏于事而慎于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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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认真努力完成，然后再说，把实际的行动放在言论的前面才能取得切实的成绩。而光

说不做，夸夸其谈，最终只能欺骗了自己，甚至自食恶果。（4 分） 

语言表达（1 分）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5分。 

译文：秋霜已经降临大地，无数的树林落叶纷纷。为着不招致春花的嫉妒，红叶这时才呈现出冷艳的姿容。

冷瑟瑟的枫树，排列在吴淞江畔；我这个孤独的旅人，又吟出了愁苦的诗句。我的船儿正停泊在孤村流水

之间：在斜阳映照的归途上，红叶有似烂漫的鲜花，连绵无尽。啊，荒凉的水沟里，一片红叶凄凉地飘流

着。为什么柔情蜜意它载不去，只载去烦恼忧愁呢？ 

长安的人们哟，有谁关心一下这些疲倦的“旅人”？因为怕看见自己衰老的容颜，就一味喝酒，四处漂泊，

竞成了这个样子。它徒然把自己打扮得时新漂亮，可是却不能列入洛阳花谱之中。它只能在酒杯前随着旋

风飞舞，最后化作无数片碎断的红霞纷纷飞逝。啊，我是多么怀念江南的春天，到处呈现出一片浓绿。我

闲适地坐在窗前，倾听着夜雨的飘洒。 

12．D．  

13．D．  

14．①年华迟暮。结合词句：“千林落木”“甚荒沟、一片凄凉”“羞见衰颜借酒”等。②孤

独飘零。结合词句：“似花绕、斜阳归路”“长安谁问倦旅”“飘零如许”等。 

③不仕新朝，气节坚贞。结合词句：“寒艳不招春妒”“不入洛阳花谱”等。 

④江山沦落、心念故国。结合词句：“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等。 

【评分参考】答出①②③④中的任一点得 2 分，答出三点得 6 分。语言表达（1分）未结合

词句，酌情扣分。 

15．①自是者不彰；自矜者不长        ②生于毫末；起于累土 

③与子同裳；与子偕行               ④尘满面，鬓如霜 

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9 分。 

16. A 

17.A.  

18.（6 分）老槐树见证了鲁迅在绍兴会馆中写作乘凉的情景；老皂荚树见证了法律奠基者沈

家本先生住在吴兴会馆中的岁月；枣树和柿子树见证了荀慧生在甲十九号用果子和柿子招待

梅兰芳等朋友的生活场景；老枣树见证了四合院的沧桑历史；合欢树见证了校场口头条胡同

的 47 号吴晓铃先生在这里的学者生活；杜梨树见证了湖北会馆里 87 岁老太太日常的岁月沧

桑和朴实的生活风貌。（每点 1分，答出 5点即可，语言表达 1分） 

https://so.gushiwen.cn/authorv_487654addba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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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棵杜梨树枝叶参天，叶子浓密如云，花朵洁白耀眼，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 分）；

当时的人们没有因为住房困难而砍掉它，引起了作者的尊敬（1 分）；杜梨树有八十年的历

史，每一片树叶都会在夏夜扇起自然风，老太太的说法引起了作者的共鸣（1 分）；这一棵

老杜梨树代表的是老北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 分），作者希望这种历史文化能够得以传承，

因这棵树，作者也表达了某种隐忧（2 分）。语言表达（1 分）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6分。 

20.（1）A．  

（2）聚焦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方式（3 分） 

21.【审题指导】 

“反思”看似一个简单的词汇，但是我们的作文不能仅仅局限于解释和说明，重点还在

内涵的挖掘上。材料作文还是依旧要关注材料内容。 

本材料对“反思”有两个解释：①对认识的再认识，对思想的再思想。这种解释侧重在

进步的方法角度。②反思是指对人对事持有理性思考和独立精神。这种解释侧重的是人的品

质和境界。无论我们写哪种解释，确定一个方向就好。 

确定写作方向之后，就是对概念的挖掘了。几个角度要学会： 

1、说明是什么。这一点需要更加具体化。 

2、说明为什么。 

3、说明意义和作用。 

三者单论一点，或者结合起来都可以，重点是要扣住“反思”这个核心点，不能由反思

延伸到其他内容，延伸出去，就容易跑题了。 

【例文分析】 

反 思 

忙碌的工作，忙碌的学习，回到家，又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躺在床上也不忘刷个朋

友圈，闭上眼睛就已经坠入梦乡，太久没有反思过的我们已经忘记，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中心论点】 

反思，是一种自省。【分论点一】自古，曾子便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之语，反思自己是

否与人谋而不忠，反思自己是否与朋友交而不信，反思自己是否“传不习乎？”反思自己是

否犯下了什么过错，反思自己有哪里做的不好。在直升机驾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随时调整

状态，姿态不正，飞行就可能出现巨大的偏差。而反思，就是这样一种姿态的调整，防微杜

渐式的及时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才会避免在今后误入歧途。反思，是为了防止我们陷入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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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更是一种整理和消化。【分论点二】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

里的思，不仅仅是思考，更是对于已学已知的梳理。瞿秋白的一生都在觅渡，为自己的人生，

中国的革命探路。临死前，他记下了自己的反思，写成了《多余的话》。从中，我们不仅能看

到一位革命家高贵的人格，更是为后续的革命扫除了一片雷区，指明了一条路。当年，林则

徐虎门销烟后被贬，学生魏源反思了老师的失败，认识到当务之急在强国，写下了“师夷长

技以制夷”，启迪了晚清洋务派，才有了“洋务运动”。而严复作为福建水师学堂的学员，目

睹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反思之后写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发了胡适鲁迅毛泽东一代

人的救国之志。如果没有这样一代代人不断地对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又怎么可能真正找到一

条自强之路？反思成功的，是为了积累经验，反思失败的，是为了吸取教训，因为反思，才

让成功和失败都有了其独到的意义。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都不应该只是一场走马观花，

反思是一种沉淀，是一种积累，等待着再一次的厚积薄发。 

曾经，人们在星空下反思自我，反思世界。而如今，灯火亮过了星空，手机占领了每一

个夜晚，快节奏的生活让每一个人步履匆匆，反思既没有了时间，又没有了空间。当今天的

我们已经把反思当作了一项作业，不收不写，曾经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去哪儿了？ 

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放下手机，泡上一杯清茶，在茶烟袅袅间静静地想一想，我们做

过些什么。【结合现实，引发思考】 

【积累语句】： 

1.反思成功的，是为了积累经验，反思失败的，是为了吸取教训，因为反思，才让成功

和失败都有了其独到的意义。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都不应该只是一场走马观花，反思

是一种沉淀，是一种积累，等待着再一次的厚积薄发。 

懂得反思的生命具有更高价值 

苏格拉底曾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其中的“省察”是对人的探索，更

是对过去的反思。可以说，一个人只有懂得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反思自己对于社会的贡

献，才会成为更加丰富和高贵的人，生命也才能因之绽放出更为绚烂的光彩。【中心论点】 

儒家所谓“温故而知新”，即是对过去学习过的事物和经历过的事情进行反思。【分论点

一】这种反思可以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更可以是对失败和错误的回顾分析，对痛苦与磨练

的咀嚼和吞咽，对所做出的有违内心价值标准的行为的忏悔。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的巴金老先生，晚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注在剖析文革中的自己和那个理智尽失的时代，一

卷卷《随想录》正是他用“解剖刀”雕刻过去的自己，其间鲜血淋漓，苦难仿若重演。然而

这份超乎常人的坚毅与理智最终不仅让读者钦慕，更令他本身的生命得到解脱和重塑，让过

往行为中的肮脏污秽得到摒除，重获洁净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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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更是一种对自身原有思想的审视凝练与提升。【分论点二】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

荀子亦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足见及时反思自身思想的重要性。

其实人生就如同一次漫长的旅行，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设定了目的地，而反思正是我们在行

进过程中不断明确自身位置，并翻阅地图查看如何在漫漫长路中继续朝着目的地行进下去的

环节。没有反思，我们很可能偏离正轨甚至南辕北辙，如何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即对

高尚品格的追求呢？只有及时反思，我们才能不为路边的娇花鲜果诱惑，不为荆棘所阻挠，

勇往直前的坚定地走下去。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对自身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包含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会反

思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会反思自己和别人交往过程中是否无私、友善又坚持着自己的原

则，更会反思我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对人类有哪些价值。生命在不断延续中得到发展，

更加富有文明，具有更宏伟深远的意义，而人的反思正是其推动的原力。进而，如果社会中

的每个人都懂得反思自身与社会的联系，那么这个社会必将理性而睿智，博爱而充满正义，

更加趋近文明和真理。 

反思激发个体生命的清洁与光彩，更让群体生命如璀璨的星子般永不坠落。反思让我们

不沉溺于过去，却从“过去”中汲取力量，助我们追寻生命的价值，超越生命的束缚，让人

类在历史的进程中毅然前行！【结尾以“反思”的意义升华】 

【积累语句】： 

1.反思可以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更可以是对失败和错误的回顾分析，对痛苦与磨练的

咀嚼和吞咽，对所做出的有违内心价值标准的行为的忏悔。 

2.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懂得反思自身与社会的联系，那么这个社会必将理性而睿智，

博爱而充满正义，更加趋近文明和真理。 

拟题，也是提炼观点： 

电影夺冠展开了中国女排 30 年的沉浮图景，观影者感动于“中国女排”顽强拼搏、永不

服输的精神，感动于“中国女排”发现问题、解决困难的精神，感动于“中国女排”精诚合

作、改革创新的精神……“女排精神”在中国人心中已经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 

女排精神带给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联系现实生活，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文体不限，

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文章 

参考文题 

1、时代需要女排精神 

2、学女排精神，做奋斗青年 

3、女排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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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排精神永流传 

5、女排精神永驻心中 

6、疫情中的女排精神 

7、女排精神与我们同在 

不要这样拟题： 

坚持的力量、爱国的力量、 

拼搏 、知其不可而为之、奋斗 

女排精神  、夺冠、中国符号 

我的篮球梦、 

该不该以成败论英雄 

女排精神抗疫精神 

中国精神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是否重要 

存在即价值。 

下策：观电影《夺冠》有感，       ......的启发     小议女排精神 

 

 



专注北京高中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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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北京高考在线创办于 2014 年，隶属于北京太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地区极具影

响力的中学升学服务平台。主营业务涵盖：北京新高考、高中生涯规划、志愿填报、强基计

划、综合评价招生和学科竞赛等。

北京高考在线旗下拥有网站门户、微信公众平台等全媒体矩阵生态平台。平台活跃用户

50W+，网站年度流量数千万量级。用户群体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 31 省市。

北京高考在线平台一直秉承“精益求精、专业严谨”的建设理念，不断探索“K12

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尝试基于大数据理论为广大中学和家长提供新鲜的高

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等，为广大高校、中学和教科研单位提供

“衔接和桥梁纽带”作用。

平台自创办以来，为众多重点大学发现和推荐优秀生源，和北京近百所中学达成合作关

系，累计举办线上线下升学公益讲座数千场，帮助数十万考生顺利通过考入理想大学，在家

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推荐大家关注北京高考在线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京考一点通，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整

理分享最新的高中升学资讯、政策解读、热门试题答案、招生通知等内容！

http://www.gaok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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