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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十一中高一（上）期中 

语    文 

2023.11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5 分 

1. 下列加点词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 木讷．（nè）   着．恼（zháo）   慰藉．（jiè）   包扎．（zā） 

B. 百舸．（gě）   守拙．（zhuó）   执拗．（niù）   半晌．（xiǎng） 

C. 吐哺．（fǔ）   掇．取（duō）    契．阔（qiè）   渌．水（lù） 

D. 纶．巾（guān）  大弦．（xuán）   休戚．与共（qī）   封狼居胥．（xū） 

2. 下列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 廖阔   阑干   樊笼   书生义气 B. 樯橹   扭怩   铮嵘   摧眉折腰 

C. 仓惶   仟陌   譬如   霞蔚云蒸 D. 激扬   洪涛   脂膏   磕磕绊绊 

3. 下列加点词语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 枉用相存．（问候）              虚室．．有余闲（空室） 

B. 挥斥方遒．（强劲有力）          艰难苦恨．．繁霜鬓（极恨） 

C. 渌．水荡漾清猿啼（绿色的）      低眉信手．．续续弹（随手） 

D. 故国．．神游（赤壁古战场）        如今有谁堪．摘（忍受） 

4. 下列句子所用的修辞手法，不相同．．．的一项是（   ） 

A. 误落尘网中 B. 天姥连天向天横 

C. 大珠小珠落玉盘 D. 卷起千堆雪 

5.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 

A. “三曹”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与慷慨悲凉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

骨”。 

B.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同时，他又是山水诗的创始人。 

C. 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近体诗于唐代以后出现，我们学过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属

于近体诗。 

D. 在中国诗词史上，苏轼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陆游与李清照同为“婉约派”的代表词

人。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

“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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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

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

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

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

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

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

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

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

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

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

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

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

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

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

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

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

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

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

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

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

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

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

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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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

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

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

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

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

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

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

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

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

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

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

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

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

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6. 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面对面的社群”是个熟人社群，人们在生活上互相合作，不必见面便知对方是谁。 

B. 文字的“走样”是指在异时异地对文字的理解很难尽合于它所记录的当时当地的情意。 

C. “行话”作为一种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由声音、表情、动作共同构成其象征体系。 

D. 在乡土社会中可以使用表情或者动作来实现交流，文字和语言都不是唯一的交流方式。 

7. 将下列三段文字填入材料一中【A】【B】【C】三个位置，正确的一项是（   ） 

（1）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

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

一个大声的“我”。 

（2）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

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 

（3）在广西的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

救。 

A. 123 B. 231 C. 132 D. 312 

8. 下列不具备．．．“亲密社群”语言表达特点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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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B.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C.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D.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9. 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人和人的情意传达，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于是诞生了文字打破这种阻碍。 

B. 和人相比，其他动物欠缺以一套自身行为方式为模型，来改造本能方式的过程。 

C. “词”作为象征体系的一部分，能帮助人学习，“词”可以不是文字，只是语言。 

D. 在定型生活中，人们因为觉得记忆多余，所以靠生理习惯适应日复一日的生活。 

10. 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概括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看法并说明理由。 

三、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一）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曹彬，字国华，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

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 

五年，使吴越，致命讫即还。私觌
【注】

之礼，一无所．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至于数四，彬犹不

受。既而曰：“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归，悉上送官。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群居燕会，亦所罕预，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

平阳召归，谓曰：“我畸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臣为周室亲，复忝内职，靖恭守

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 

七年，将伐江南。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归服。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

“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明日，

稍愈。又明日，城陷。煜与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彬以数骑待宫门

外，左右密谓彬曰：“煜入或不测，奈何？“彬笑曰：” 煜素懦无断，必不能自引决。“煜之君臣，卒

赖保全。 

初，彬之．总师也，太祖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副帅潘美预．以为贺。彬曰：“不然，夫

是行也，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极品乎！”美曰：“何谓也？”彬曰：“太原未

平尔。”及还，献俘。上谓曰：“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之。”既闻此语，美窃视彬微笑。

上觉，遽诘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实对。上亦大笑，乃赐彬钱二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

不过多得钱尔。”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驾临问，手为和药，仍．赐白金万两。六月薨，年六十九。上临哭之．恸。 

（取材于《宋史·曹彬列传》） 

【注释】觌（dí）：相见 

11.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遂受而籍．之以归          籍：登记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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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太祖典．禁旅              典：主管，掌管 

C. 副帅潘美预．以为贺         预：参与，加入 

D. 仍．赐白金万两            仍：于，又 

12.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项是 （） 

A. 观其所．取                一无所．受 

B. 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      待以．宾礼 

C. 汝何．故疏我              吾何．功哉 

D. 彬之．总师也              上临哭之．恸 

13. 对下列文中语句的解释，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使吴越，致命讫即还 

B.  

出使吴越，传达旨意完毕即刻返回 

C. 吾终拒之，是近名也 

D.  

我如果一直拒绝收礼，就会得到好的名声 

E. 请煜入宫治装 

F.  

请李煜进入宫殿收拾行李 

G. 上觉，遽诘所以 

H.  

皇帝察觉了，急忙追问其中的缘故 

14. 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曹彬拒绝借公务而取私利，不过他做人处事也讲究变通，收下礼品后如数上交。 

B. 曹彬为官清正，对宋太祖不巴结逢迎，对同僚也不结党营私，深得太祖的赏识。 

C. 曹彬突然称病，意在要求部下破城后不妄杀一人。他尊重降者人格，以礼相待。 

D. 曹彬富有智慧，才能出众，宋太祖虽然器重他，但是又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 

15. 文中第 5 段写道“美窃视彬笑”、“上亦大笑”，请分别简述两处“笑”的缘由。 

（二） 

16. 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孔子谓季氏
①
：“八佾

②
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注释：①季氏，鲁大夫季孙氏。②佾，古代舞蹈奏乐，八个人为一行，一行叫一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

六佾，大夫用四佾。 

“忍”有三个义项：①容忍，忍受；②忍心，狠心；③愿意，舍得。请选择一个你认为恰当的义项，翻译

画线句子，并说明理由。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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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              。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7. 请将横线上的诗句填写完整。 

18. 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联和颔联共写了八个意象，抓住深秋景物特征，营造阔大明净的意境。 

B. 颈联点明诗旨，诗人在“悲秋”中慨叹羁旅漂泊、暮齿衰疾，自怨自艾。 

C. 尾联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更因病断酒，悲愁难遣。 

D. 本诗前四句景，后四句情，八句皆对，一气贯穿，只觉悲凉，不嫌呆板。 

19. “酒”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很多诗人都以酒来传情。下列对诗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人生逢乱世，渴望建功立业，改变乱世局面，怎奈人生苦短，只有借酒浇

愁、及时行乐。 

B.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春江花朝秋江月夜那样好的美景，诗人常常取酒独酌独饮，然

而美景和美酒也无法排解贬谪的愁苦。 

C.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喝三杯两杯淡酒，怎能抵得住傍晚的寒风紧吹？疾风欺人，淡

酒无力，也许未必酒淡风急，可能只是愁绪太浓太重，化不开。 

D. “浊酒一杯家万里”。边饮浊酒，边思念家里的亲人和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杯”与“万里”数字之间

形成悬殊的对比，一杯浊酒，怎能消得了乡愁？ 

20. 本诗尾联中说“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故国神游，多情应笑

我，早生华发”，这两处运用的共同意象是什么？简要说明这两处在抒情方式上有何不同。 

21. 在横线处写出诗文原句。 

（1）月明星稀，____________________。（曹操《短歌行》） 

（2）____________________，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 

（3）____________________，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4）大弦嘈嘈如急雨，____________________。（白居易《琵琶行》） 

（5）____________________，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 

（6）人生如梦，____________________。（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7）想当年，金戈铁马，____________________。（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8）寻寻觅觅，冷冷清清，__________________。（李清照《声声慢》）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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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①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

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一句可以不断被注释的名言，注脚层叠，但于我来讲是陌生的。有一个

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其中最难抹去的，

当属鲁迅先生了。 

②2017 年岁尾，在某文学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在太热闹的时刻，我很想独自出去走走。有天上午得

空，吃过早饭便直奔四川北路，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 

③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入园处有个水果摊，苹果、橘子、草莓等钩织的芳香流

苏，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红男绿女穿梭其间，踏着热烈的节拍，跳着整齐划一的舞。身上热了，多数人

将外套脱掉。我努力避让着舞者，走进广场。文豪们的铜像都是全身像，或坐或站。托尔斯泰右手握着手

杖，此时手杖被挂上了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使他显出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手握鹅毛

笔，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缀着色彩艳丽的轻薄羽绒衣。只有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人们便

难以附着，因此雕像成了一首流畅的诗。 

④走出世界文豪广场，向前是卖早点的食肆，等候的人从屋里排到了门外。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

带，有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调．

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

条，还能包裹出那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⑤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各路声响汇聚起来，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在世俗生活

的长轴画卷渐次打开的时候，我也领略了背景上的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满身红红黄黄的彩

叶，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看上去激情饱满。耐寒的杜鹃绽放着，那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

尔滨十二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漏撕的春日，透着春的消息。 

⑥鲁迅墓很好寻，位于公园的西北角，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

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

人。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天然藩篱，因而墓地显得肃穆庄严。不过基座太

高了，那端坐其上的雕像，如一团阴影挡在鲁迅墓前。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都要面对自

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⑦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

着它走向鲁迅先生的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权当鲜花吧。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

花儿的，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写到腊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对所描述

的花儿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写的，是《药》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无名之花。  

⑧相比鲁迅的杂文，我更偏爱他的小说，尤其喜欢《故事新编》。其中的《铸剑》惊心动魄，我是把

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鲁迅是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中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

的回声。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动人的光芒——悲凉的诗意之光，如《孔乙己》《阿 Q 正传》《风波》

《药》《伤逝》《明天》等堪称经典的篇章，是作家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

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上的那些雕塑，如果换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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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孔乙己、单四嫂子、九斤老太、眉间尺、吕纬甫，也是极相宜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 

⑨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

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

言中表达了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能如愿——怎么可能如愿呢？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

快收殓 ，埋掉，拉倒”，也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

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绝非故作超拔，符合他的脾气。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

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离开。我想鲁迅被葬在

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

该享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里所有的树，此时

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湮灭了嘈杂的人声。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

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22. 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调侃：自嘲 B. 默然：鄙视的样子 

C. 块垒：郁结的不平或愁闷 D. 筋骨：力量 

23.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段以“旧书”“名言”为喻，形象说明上海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独特魅力。 

B. 作者笔下的世界文豪广场上的雕像，栩栩如生、各具美感，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C. “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中，有广场上的舞者、排队买早点的人们和练习格斗的男人。 

D. 第⑩段写鲁迅墓虽有绿树青草等相伴，但缺少宁静清寂的气氛，这让作者感到遗憾。 

24. 作者在写拜谒鲁迅墓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插入第⑧段对于鲁迅小说的感受？ 

25. 从最后一段画线句看，作者认为鲁迅先生对“敬仰和怀念”有着怎样的态度？请从文中找出两处依据

并加以分析。 

六、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55 分。 

26. 语言基础运用 

①在呈现汉字书写的生动性与丰富性方面，毛笔居功至伟．．．．。②殷商时代，先民已经使用锥体毛笔作为

书写工具。③现在所见最早的古笔，是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毛笔。④出土时，毛笔套在一

枝小竹管内，竹制笔杆长 18.5 厘米，径 0.4 厘米，笔毛长 2.5厘米，笔锋尖挺。⑤毛笔是有弹性的软笔，

能写出各种形态的点画，呈现生动丰富的笔势，所谓“笔软则奇怪生焉”。⑥书写时，笔毫会变形——笔

头弯，笔锋分叉或扭绞，又可谓“笔软而麻烦生焉”。⑦何况．．，习书练字也是训练使用毛笔，学会控制毛

笔。⑧书家书法水平的高下，也由用笔的能力见分晓。⑨书写有“法”，法是通行的规则；书写有

“道”，道通书者的意趣。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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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句中加点的“居功至伟”使用无误。 

B. ⑤⑥两句中的画线语句可以互换位置。 

C. ⑦句中的“何况”应该换为“因此”。 

D. ⑨句中的两处画线语句不能互换位置。 

（2）不改变句意，请用“取决于”改写文段中的⑧句，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27. 写作。 

现在的生活处处离不开密码，上网课时需要密码，网上购物支付时需要密码，银行转账时需要密

码……你的生活中是否发生过与 “密码”有关的故事，它们或有趣、或尴尬、或惊险……   

请以“       密码”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记叙文。将题目补充完整，抄写在答题卡上。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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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 

1.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常用字字音的能力。 

B.“守拙”的“拙”应读作“zhuō”；“半晌”的“晌”应读作“shǎng”。 

C.“吐哺”的“哺”应读作“bǔ”；“ 契阔”的“契”应读作“qì”。 

D.“ 大弦”的“弦”应读作“xián”。 

故选 A。 

2.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字形的能力。 

A.“书生义气”的“义”应写作“意”。 

B.“扭怩”的“扭”应写作“忸”；“铮嵘”的“铮”应写作“峥”。 

C.“仟陌”的“仟陌”应写作“阡”。 

故选 D。 

3.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B.苦恨：极其遗憾。句意：历尽了艰难苦恨白发长满了双鬓。 

C.渌：清澈。句意：清澈的溪流水波荡漾。 

D.堪：能够，经得起。句意：如今还有谁能够去摘取赏玩？ 

故选 A。 

4.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的能力。 

A.比喻，把“官场”比作“尘网”。 

B.夸张，极言天姥山的高大雄伟。 

C.比喻，把“琵琶清脆的声音”比作“大珠小珠落玉盘”。 

D.比喻，把“扑打到岸上的雪白的浪花”比作“雪”。 

故选 B。 

5.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的能力。 

B.“山水诗的创始人”错误，应是“田园诗的创始人”。 

C.“《梦游天姥吟留别》就属于近体诗”错误，应是“古体诗”。 

D.“陆游与李清照同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错误，陆游不是婉约派代表词人，应是“柳永和李清照同

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 

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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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答案】6. C    7. C    8. A    9. D     

10. 费孝通不赞成把文字下乡简单化。理由：（1）根据材料一，从空间角度上分析，①乡土社会是“面对面

社群”，人与人可以直接交流（语言，动作，表情），不需要文字。②文字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文

字作为传情达意的工具是有缺陷的）。（2）根据材料二，从时间角度上分析，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C.“由声音、表情、动作共同构成其象征体系”理解错误，根据材料一第 7 段“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

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

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中的“除了……还有”可知行

话并不是由声音、表情、动作共同构成其象征体系。 

故选 C。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补写文段内容的能力。 

A 空，根据前文“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和后文“这是说，你得用声气

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可知，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在这

种环境里，可以用声气辨人。题干（1）中的“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

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正是由大声的“我”的声气“报名”的。所以此处选（1）。 

B 空，根据前文“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和后文“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

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可知，这里强调的是记号的作用，题干（3）“在广西的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

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就是用“铜钱”代话的。所以此处选

（3）。 

C 空，根据前文“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

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

他象征原料的”可知，这里强调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的重要性，题干（2）“同时眉毛一皱，嘴

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

法’‘失望’的意思了”正体现了“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此

处选（2）。 

故 132 的顺序正确。 

故选 C。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 

A.诗句是对自己居住地的介绍，这是对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情况，不属于“亲密社群”语言表达特点。 

B.从材料一第七段“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可知，诗句中的人物

表达情意时并没有使用语言，而是用表情动作来表达。属于“亲密社群”语言表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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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中，是用“放白鹿”“行即骑”这些动作表明

自己的意思。属于“亲密社群”语言表达特点。 

D.从材料一第七段“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可知，诗句中“把酒话桑麻”

是用农民之间的语言来讨论农业问题，属于行话。属于“亲密社群”语言表达特点。 

故选 A。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D.“人们因为觉得记忆多余，所以靠生理习惯适应日复一日的生活”因果倒置，根据材料二第 4 段“他们

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

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可知题干把因果说反了。 

故选 D。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从材料一第 1 段“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

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和最后一段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可知费孝通认为乡土

社会是“面对面社群”，人与人可以直接交流（语言，动作，表情），不需要文字。 

从材料一第 3 段“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

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可知，费孝通认为文字作为传情达意的工具是有

缺陷的。 

从材料二最后一段“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可知，作者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分析的乡土文学

的语言与文字，材料一是从空间角度上分析的。 

从材料二第 1 段“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可知，材料二是从时间角度分析的乡土文学语言与

文字。 

从材料二第 4 段“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

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

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

是保存”可知，作者认为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 

材料二最后一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

下乡”是作者观点的总结，作者费孝通不赞成把文字下乡简单化。 

三、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答案】11. C    12. D    13. B    14. D     

15. ①“美窃视彬微笑”：曹彬已经料到太祖不会兑现许诺，甚至预见到太祖要说的理由。潘美会心的一笑，

表 达 了 对 曹 彬 的 钦 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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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亦大笑”：太祖被臣下猜透了心思，大笑中含有自嘲和对曹彬的赏识。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的能力。 

C.预：提前、预先。句意：副统帅潘美预先向他道贺。 

故选 C。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 所，结构助词，加动词变为名词性结构。句意：看他选取什么。/一点都不接受。 

B.以，介词，用。句意：吴越人驾小船追上送给他。/用宾客的礼仪相待。 

C. 何，疑问代词，什么。句意：你为什么故意疏远我？/我有什么功劳呢？ 

D. 之，主谓之间助词，取消独立性，无实义。/代词，代曹彬。句意：曹彬率军出征李煜的时候。/皇帝哭

得很悲伤。 

故选 D。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B.“近名”是“追求名声”之意。此句是判断句，句意：我若一直拒绝，就是在追求虚名了。 

故选 B。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但是又心存戒备，并有所防范”错误。由原文“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尝造门，群居燕

会，亦所罕预，由是器重焉”，可看出是太祖器重他，不断委他以重任。 

故选 D。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第一处“笑”的是潘美私下看着曹彬微笑，是因为当初攻打南唐时皇帝曾许诺封他为使相，潘美预先恭喜

他时，曹彬说过皇帝还不会封他为使相，因为太原刘继元尚未攻克。果然被曹彬说中，皇帝以此为缘由暂

缓封相。据此得出：潘美会心的一笑，表达了对曹彬的钦佩。 

第二处“笑”是皇帝听了他们的解释之后也大笑，是因为曹彬的确猜中了自己的心思，大笑中含有自嘲和

对曹彬的赏识。同时也有自我解嘲之意，为了补偿曹彬，之后赏赐曹彬钱财。 

参考译文： 

曹彬字国华，曹彬刚满一周岁时，他的父母把各种玩具摆在席子上，看他选取什么。曹彬左手拿盾牌

戈戟，右手拿礼器，一会儿又拿起一枚官印，其他什么东西都不看，人们都认为他不寻常。 

（后周显德）五年，出使吴越，传达旨意完毕即刻返回。私人相见赠送的礼物，一件也没有接受。吴

越人驾小船追上送给他，送了好几次，曹彬仍不接受。然后说：“我若一直拒绝，就是在追求虚名了。”

于是接受下来登记带回，全部上交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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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太祖赵匡胤（当时还不是太祖）掌管禁军，曹彬保持中立，不偏不倚，没有公务不登门拜访，

大臣们在一起宴会聚饮，也很少参与，所以太祖很器重他。建隆二年，太祖从平阳把他召回来，对他说：

“我过去经常想亲近你，你为什么故意疏远我？”曹彬叩头道歉说：“我是后周皇室的近亲，又是朝廷重

臣，恭敬地任职，还唯恐招致过错，哪里敢随便结交呢？” 

（北宋太祖）开宝七年，征伐江南。在长期围城期间，曹彬常常延缓军队的进攻，希望李煜出降。城

池即将攻破之时，曹彬忽然称病不处理军务，部下诸将都来探望。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愈的，

只要诸位诚心诚意地发誓：在攻下城池那天，不随便杀害一个人，我的病自然就会好了。”诸将答应了。

第二天，曹彬的病情稍有好转。第三天，金陵被攻陷。李煜和他的大臣一百余人来到军营门前请罪，曹彬

安慰他们，以宾客的礼仪相待，请李煜回皇宫收拾行装，曹彬率数人骑马守候在宫门外。旁边的人悄悄对

他说：“李煜进宫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曹彬笑着说：“李煜向来懦弱没有决断，必定不会自杀。”

李煜和他的大臣终于得以保全性命。 

当初，曹彬率军出征李煜的时候，太祖对他说：“等打败李煜，一定封你为使相。”副统帅潘美预先

向他道贺，曹彬说：“不可能。这次出征，依仗皇上的天威，遵循朝廷的谋略，才能成功。我有什么功

劳，更何况使相是最高的品级啊。”潘美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曹彬答道：“太原还没有平定呢。”

等到回师还朝，献上俘虏。太祖对曹彬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是刘继元还没有平定，暂时还得等

等。”听到这话，潘美偷偷地看着曹彬微笑。太祖察觉了，急忙追问其中的缘故，潘美不敢隐瞒，于是照

实回答。太祖也大笑，于是赏赐给曹彬钱二十万。曹彬退朝后说：“人生在世何必位至使相，好官职也不

过是多得些钱罢了。” 

咸平二年，曹彬患病，真宗乘车亲临府第探视病情，亲手为他调药，又赐给他白银万两。六月去世，

终年六十九岁。真宗亲临吊唁，哭得很悲伤。 

（二） 

16. 【答案】选择①：我认为应解释为“容忍，忍受”。翻译为：这样的事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事不可

以忍受呢？理由：季氏是鲁国大夫，八佾是天子所用礼制，季氏使用八佾属于僭礼行为；而孔子一向注重

礼制在社会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所以对这种“僭礼行为”难以“容忍”。意思对即可。 

选择②：我认为应解释为“忍心，狠心”。翻译为：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

理由：季氏是鲁国大夫，八佾是天子所用礼制，季氏使用八佾属于僭礼行为；礼制是为了约束人的外在行

为，季氏实际是在肆无忌惮地破坏礼制，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分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文实词在文中的意义的能力。 

“忍”可以理解为“容忍、忍受”。季氏，春秋末期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贵族，也称季孙氏。当时，鲁国

季、孟、叔三家，世代为卿，权重势大；尤其是季氏，好几代都操纵着政权，国君实际上已在他们的控制

之下。鲁昭公曾被他们打败，逃往齐国，鲁哀公也被他们打得逃往卫国、邹国和越国；到鲁悼公，更几乎

只挂个国君的空名了。季氏不仅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而且甚至自比天子，以当时宫廷的舞乐队来说，按制

度是：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卿、大夫四佾

（三十二人）。可是季氏却故意打破老规矩，偏要设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孔子是注重社会规范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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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所以他谈到季氏的时候，就愤怒的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这件事情能

容忍，那还有哪件事情不能容忍！也就是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忍”可以理解为“忍心、狠心”。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违犯周

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

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对此事的基

本态度，是季氏实际肆无忌惮地破坏礼制，孔子批判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参考译文：孔子谈到季孙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都狠心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不能狠心做出来呢？”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2 分。 

【答案】17.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8. B    19. A     

20. ①共同意象：白发。②抒情方式不同：“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直抒胸臆，表达了年老漂

泊、潦倒多病的愁苦之情。“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间接抒情，借用古代的人和事（或：通

过自嘲早生华发），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感慨。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注意以下字的书写：萧、滚。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内容、情感及艺术特色的能力。 

B.“自怨自艾”错，颈联诗人自伤身世，抒发了飘泊无定，老病孤愁的感情，但并非“自怨自艾”。 

故选 B。 

【1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综合理解和赏析能力。 

A.“只有借酒浇愁、及时行乐”理解错误，“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诗人生

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

叹，并非借酒浇愁、及时行乐。 

故选 A。 

【2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的意象及抒情手法的能力。 

从意象上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意思是：深为憾恨鬓发日益斑白，困顿潦倒病后停

酒伤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意思是：如今我身临古战场神游往昔，可笑我有如此多

的怀古柔情，竟如同未老先衰般鬓发斑白。可见两处运用的共同意象是“白发”。 

从抒情方式上看，《登高》尾联中，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

酒，悲愁就更难排遣。“艰难苦恨”“潦倒”直抒胸臆，表达了年老漂泊、潦倒多病的愁苦之情。《念奴

娇∙赤壁怀古》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词人从“神游故国”跌入现实后，思绪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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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生感慨，而情不自禁地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了。仕路蹭蹬，壮怀莫酬，使词人过早地自感苍

老，这同年华方盛即卓有建树的周瑜适成对照，借用古代的人和事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感慨。 

21. 【答案】    ①. 乌鹊南飞    ②. 暧暧远人村 

    ③. 霓为衣兮风为马    ④. 小弦切切如私语    ⑤. 别有幽愁暗恨生    ⑥.  一尊还酹江月     ⑦. 气吞万里如虎    

⑧. 凄凄惨惨戚戚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注意以下字的书写：暧、霓、幽、酹。 

五、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答案】22. B    23. B     

24. 第⑧段中，①作者说鲁迅先生用生命之血进行创作，他小说中的人物具有象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②表

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深切的怀念与敬仰，凸显了拜谒鲁迅墓的意义，启迪人们思考如何怀念和敬仰鲁迅等

文化先哲的问题。     

25. 第一问：淡然，不在意。 

第二问：文中有三处依据：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译作原稿被用来包油条时说的话；雕像太高而形成阴影挡在

鲁迅墓前面时，作者对于鲁迅先生心理的猜想；鲁迅先生对自己后事的意见或在《病后杂谈》中表达的对

于追悼、怀念自己一事的态度。 

【2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B.“默然望着往来的人”是写鲁迅塑像在热闹的广场中的状态，“黯然”并非鄙视的样子，此处是指情绪

低落、心情沮丧的样子。 

故选 B。 

【2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综合赏析能力。 

B.“世界文豪广场上的雕像……各具美感”曲解文意。这些雕像身上挂着包或围巾之类的东西，哪还有美

感可言。 

故选 B。 

【2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重要情节、语段的作用的能力。 

从内容上看，本段是写鲁迅先生用生命之血进行创作的，如文中写道“是作家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

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他小说中的人物具有象

征性，影响力巨大。 

从主旨上看，“鲁迅是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中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

声”“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等句则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深切的怀念与敬仰，凸显了拜谒鲁迅

墓的意义，同时引发人们思考该怎样怀念和敬仰鲁迅先生。 

【25 题详解】 



 

第17页/共18页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文章内容的能力。 

第一问： 

“我似乎听到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其中“略含嘲讽”和“是

一场风，让它去吧”能表明鲁迅对此种“敬仰和怀念”是淡然的，不在意的。 

第二问，文中有三处依据： 

由“萧红在这一带，有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

先生却淡然，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可见，鲁迅先生对“敬

仰和怀念”是淡然，不在意的； 

由“不过基座太高了，那端坐其上的雕像，如一团阴影挡在鲁迅墓前。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

每天都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可见，雕像太高而形成阴影挡在鲁迅墓前面时，作者对于鲁迅先生心

理的猜想，说明鲁迅先生对“敬仰和怀念”是淡然，不在意的； 

由“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可见，鲁迅先生对“敬仰和怀念”是淡然，

不在意的。 

六、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55 分。 

26. 【答案】（1）B    （2）书家书法水平的高下，也取决于用笔的能力的强弱。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A.“居功至伟”，赞美人功劳十分伟大。这里用来赞美毛笔功劳大，使用无误，判断正确。  

B.⑤句中“笔软则奇怪生焉”对应“能写出各种形态的点画，呈现生动丰富的笔势”，⑥句主要讲“笔软

而麻烦生焉”对应“笔头弯，笔锋分叉或扭绞”，对应正确，所以⑤⑥两句中的画线语句不可以互换位

置，选项说法错误。 

C.⑦句中“习书练字也是训练使用毛笔，学会控制毛笔”是对前文笔软的回应，因为笔软，所以要训练使

用毛笔，学会控制毛笔，“何况”应该换为“因此”，选项说法正确。  

D.⑨句中“法是通行的规则”“道通书者的意趣”前后是递进的关系，两处画线语句不能互换位置，选项

说法正确。 

故选 B。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改写语句的能力。 

本题要求用“取决于”的句式，注意前面的“高下”属于两面，后文也应该是两面，可以把“也由用笔的

能力见分晓”改写为：也取决于用笔的能力的强弱。 

最终可改为：书家书法水平的高下，也取决于用笔的能力的强弱。 

27. 【答案】略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半命题材料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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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首先说明我们的生活与密码紧密相关的现实，并举了上网课、网上购物支付、银行转账等几个典型

例子。而材料最后，“你的生活中是否发生过与‘密码’有关的故事”这一个问句里，说明文章选材一方

面应与自己有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密码”元素。而“我”与密码相关经历的情感方向，可以有

趣、可以尴尬、可以惊险，甚至也可以是喜怒哀乐的任何一种情感。 

试题要求以“    密码”为题，补充题目并写一篇记叙文。在这里，所补充的内容可以是动词，比如“忘

记”“找回”等，这样行文时就应当围绕自己因为密码而产生的诸多举动而加以串联，比如可叙述自己因

长时间不用而忘记自己笔记本电脑的开机密码，因为着急而产生的诸多滑稽举动，最终却偶然发现自己当

初根本没设密码的滑稽经历。此外，标题中也可以补充形容词成分的内容，而对密码的性质加以界定，比

如可以补充“开心”“亲情”等，将“密码”抽象化，展现自己保持开心状态，或维持与家人的情感的独

特方法。 

立意： 

1.叙述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回密码的经历。（找回密码） 

2.叙述自己辛勤奋斗终获奖项的经历。(我的成功密码) 

3.叙述自己与妈妈维持亲情的独特秘方。（我的情感保鲜密码） 

 



北京高一高二高三期中试题下载

京考一点通团队整理了【2023 年 10-11 月北京各区各年级期中试题

&答案汇总】专题，及时更新最新试题及答案。

通过【京考一点通】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期中】或者点击公众号底

部栏目<试题专区>，进入各年级汇总专题，查看并下载电子版试题

及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