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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十校高三第二次联考

语    文

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本试题相应的位置。

2.全部答案在答题卡上完成，答在本试题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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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题。

材料一

传统文论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的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凸显着鲜明的中

国特色，不仅蕴含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而且有着自身

独特的术语表达、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以及完善的演进、生长轨迹。

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闪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传统文论深受儒家思想

影响，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推崇作家培育

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戏剧家高明呼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刘熙载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强调作品的精神品格源于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应具

备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

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

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认为作者高尚伟大的人格是创造高尚伟大文学的先决条件，

屈原、陶渊明、杜甫与苏东坡正是这方面榜样。明朝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

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把作家的赤子情怀视为创作的基础性要求。

源于中国史学的发达，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

清代章学诚主张文史相通，提出“六经皆史”，并且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

学”，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史学”品性、中国史学的发达与历史叙事的深厚渊源。杨义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里写道：“考虑到中国作为史学大国，从《春秋》，尤其是《左

传》开始的史学作为‘小说之祖’的身份，是不应该忽略的。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

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诚哉是言。

传统文论包含着由中国术语、范畴与原理构建的话语系统，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

美思维与审美情趣。无邪、比兴、风骨、隐秀、意境、意象、兴味、性灵、教化等，都

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术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兴观群怨、立象尽意与情景交融等，构

成传统文论的基本原理。齐梁时期的钟嵘《诗品》等以诗性语言表达文学鉴赏，唐代司

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雄浑、典雅、洗炼、自然、含蓄、豪放、飘逸、旷达等风格，

是对中国人思维观念和审美方式灵动而精确的把脉。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

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话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自觉，

令人想到黑格尔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凸显中

华民族独到的审美观察和艺术眼光。

（摘编自吴道毅、吴行健《传统文论照亮当代文艺实践》)
材料二

在明晰传统文论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在如何贯通古今、让传统文论焕发当

代活力上下功夫，让传统文论以新的面貌真正走进当代、融入当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中的创新创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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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古今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打破古今的界限，从当代的理论眼光和视野去阐释和

开发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文论并非只是固态的文化遗产，

而是可以通过当代阐释使其意义通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中获得新的意义，焕发出当

代活力。比如传统文论中的诗教传统，其文化价值取向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

导作用。诗教传统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道德和育人成人的作用，以及“寓教于乐”的

教育方法与途径，在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中不仅要继续沿袭而且要发扬光大。又比如

“知人论世”和“知音”的批评理论，从作家与接受者两个方面切入，其理论价值是可

以直接进入当代文论的。“知人论世”讲的是以作家为中心，了解作家的身世、家世、

经历、个性、学识、情趣等，也了解他与社会、时代的联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他所创

造的文本，这比西方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割断文本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要来得更为全

面。“知音”则是从接受者角度，在审美的层面接通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联系，说的

就是接受者在欣赏和批评时必须具有“音乐的耳朵”问题，涉及接受者的艺术修养和理

解。“知音”在传统文论中早已不限于听琴者和操琴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艺术欣赏与批

评的美学术语，而“高山流水”也成为“知音”的代名词。

贯通古今要在接通今人与传统文论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从术语、概念

的转化和在当代文论中的运用上下功夫。传统文论所面对的文学类型与当代有差别，传

统文论理论表述的方式和语言与当代也有差别，如果硬搬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评论

当代文艺，显然有刻舟求剑之愚。但是，传统文论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依然有效，

并得到广泛运用，那就应该让它焕发当代活力，使之在当代文论中继续发挥作用。比如

“以形写神”“传神”“意境”“以虚写实”“有无相生”“情趣”“自然”等。而另一些术

语和理论命题，通过阐发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能为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理论参照，比

如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从当代符号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现代阐发，可以找到许多丰富

的理论启示。这一类理论命题的阐发还有很多，需要研究者多去探索。

（摘编自蒋述卓《传统文论富有鲜活而深刻的现代价值》)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为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传统文论经历了长期的演进、生长过程，已具有自身独特

的术语表达和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

B.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呼吁和刘熙载“诗品出于人品”的观点，体现了传统

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的特点。

C.传统文论中风骨、意境、意象等基本术语和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基本原理，反映了

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

D.“知人论世”从作家角度，强调深入理解文本须了解作家身世等；“知音”从听众角度，

强调听众需具有“音乐的耳朵”。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材料一第二段引用王国维之语，揭示了作家人格与作品品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了

传统文论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

B.严羽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而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两个迥然不同的观

点显示出诗与词在审美上有根本区别。

C.传统文论中的诗教传统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及教育方法与途径，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文化

强国仍有积极作用，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

D.对待传统文论中的概念、术语，不能生搬硬套，但部分术语和理论命题可通过阐发它

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以利于构建当代文论。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第三段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庄子·人间世》云：“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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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者也。”
B.《三国演义》经常被当作三国信史，故章学诚称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

往往为之惑乱”。
C.清代金圣叹指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

形状，人有其声口。”
D.刘熙载称赞《左传》的叙事经验：“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

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4.材料一和材料二均论述传统文论，两者的侧重点有何不同？请简要分析。（4 分）

5.“文以载道”是传统文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原理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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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题。

酱油王

孟宪岐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酱字，指的是大酱，酱油即是由大酱

演变而来的。大酱家家会做，可酿造酱油者却寥寥无几。

民国时期，热河有三王：一是酱油王，二是陈醋王，三是香油王。

说白了，就是做酱油的姓王，做陈醋的姓王，做香油的姓王。先说酱油王。

其实，热河做酱油的不止一家，但味道好的只此一家。啥叫味道好？人有百口，味

有百家。八成人都说好吃，就是味道好了，没啥统一标准。

人的舌头就是唯一的标准。

酱油王的店铺临街，门面只一间小屋，屋里放着一口大缸，缸盖木制，厚有寸许，

里面用棉花和布蒙上，盖上后严丝合缝，蝇子进不去。蝇子进去就糟了，下了蛆，酱油

就完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铁架，架上挂着三个打酱油用的提子，提子有一

斤装的，有半斤装的，还有一两装的。一般人家买酱油，也就是一斤半斤的，多了一时

吃不完，就变质了，只有饭馆买得多一些。

门面后院有三间房子，就是酿造酱油的地方。

酱油这东西，做多了不行。时间长了就长白酸，长了白酸的酱油虽说味道差不多，

但颜色变了。本来是纯酱紫色的，夹杂了些许白点点，一看就恶心人没来买，这酱油就

白搭了。做少了，又不够卖，这其中如何拿捏，就全靠酱油师傅了。

酱油王少年时流浪在山东平原县一家酱油铺当学徒。他忠诚老实，跟着师傅做酱油，

累活脏活抢着干，很得师傅喜爱。师傅只有一个女儿，见酱油王虚心好学，为人厚道，

就把女儿许配给了酱油王，同时也把酿造酱油的秘方传授给了酱油王。

后来，酱油王偕妻儿回到热河，也开了一家酱油铺。

酿造酱油，主要原料是大豆饼和麦子及麦麸混合制曲发酵而成。

热河这地方很少有麦子，但大豆谷子的质量相当好。酱油王摸索着用小米代替小麦，

酿出的酱油味道与众不同。后来，酱油王又将松蘑晒干后混在豆饼和小米里发酵，酿出

的酱油棕褐色，有光泽，用于给红烧菜肴上色最好。

此独家绝技，秘不外传。

酱油王的小店开了很多年，房子还是那么旧，丝毫看不出酱油王发达了。

有人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酱油王是装穷。

有人说酱油王这些年应该挣了不少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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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酱油王就抿嘴笑：“包子有肉是不在褶上，可我不是包子啊！”

酱油王乐呵呵地说：“我挣了不少这个！”他扬扬手里的记账簿。

大家都知道，来酱油王这里记账的人多，以物抵顶酱油账的人也多。

附近来酱油王这里买酱油的，有时钱不凑手，便说一声：“记账，年底一并算清。”

酱油王就说：“好！记账！”

有的记了好几年，人都没了，酱油王还记啥账，一笔勾销了

有的人买了酱油，记账，等秋后送来一升大豆或一串松蘑。酱油王也不计较多少，

随便就把账目清了。

老张头吃饭离不开酱油王的酱油。他喜欢用酱油泡饭，还喜欢用酱油腌大葱，反正，

餐餐必有酱油王的酱油佐饭。

②老张头每年腊月初五来结账，许多年都是这样。

这年腊月初五，老张头没有来。酱油王看看账簿，老张头也只有三块大洋的账，他

皱皱眉头，看看窗外飘飘的大雪，就往棉袍里塞了两块大洋，推门踏着大雪去了老张头

家。果然，老张头躺在炕上，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见酱油王来了，挣扎着坐起来，给

他作揖：“多有得罪了，王掌柜的，这厢赔礼了！”

酱油王忙还礼：“大哥何罪之有？”

老张头说：“今天是我还账的日子，可惜，不能前往。”

老张头从褥子底下摸出三块大洋：“嗯，早就准备好了！让你跑了一趟！”

酱油王没有收。酱油王从棉袍里掏出两块大洋：“大哥，不知你有病，过来看看，

一点心意！”

老张头高低不肯收。酱油王扔下便走了。没过五天，老张头撒手西归。

③酱油王叹一声：“人间又少一知己啊！”流着眼泪把老张头的账勾了，几滴眼泪洇

湿了账簿。

酱油王在热河有二三知己。老张头算头一个。老张头几十年如一日，只吃酱油王的

酱油。他曾说过，酱油王的酱油，是用心酿造出来的，从不勾兑水掺假，没有一点儿邪

味儿。人们闹不清老张头说的邪味指的是什么。

陈醋王算第二个。陈醋王也只吃酱油王的酱油，他说酱油王的酱油地道。

陈醋王走南闯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说的话，很有分量。不过，酱油王的酱油怎

么地道？人们却说不出来。酱油王也只吃陈醋王的醋，他也说陈醋王的陈醋地道。可人

们也说不出陈醋王的陈醋怎么地道。

香油王是第三个。香油王吃酱油王的酱油，吃陈醋王的醋。酱油王不但吃香油王的

香油，还抽香油王亲自种出来的旱烟。

酱油王说，香油王的旱烟都有一股子清香。酱油王做了一件事，令热河人刮目相看。

1933年 3月，长城抗战打响，酱油王请朱铁匠打五十把大砍刀，要亲自送往古北口。

见此，④朱铁匠也慷慨地说：“保家卫国，人人有份，我只收你铁钱，工夫白送！”

五十把大砍刀，被抗战勇士挥舞着，寒光闪闪，势不可挡。

热河人都对酱油王竖大拇指：“真爷们也！”

（选自《作品》，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的标题“酱油王”一语双关：既指“做酱油的姓王”，又指他做酱油技艺高超，做出

来的酱油味道地道，堪称业界之“王”。
B.小说较为细致地描写酱油王店铺以及其中的陈设、器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

的时代特征，读后使人如见其形，如临其境。

C.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的老张头躺在炕上，但见到酱油王仍挣扎着坐起来，给他作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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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礼道歉，可见老张头是一个诚信知礼之人。

D.酱油王和陈醋王都互相称赞对方产品“地道”，而人们却说不出来“怎么地道”，这是因

为两人的制作方法都是独家绝技，秘不外传。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句子①中酱油王的动作和语言，含有几许轻蔑之意，软中带硬，巧妙地回应了“装穷”
说法。

B.句子②表明老张头是酱油王的酱油的忠实客户，既照应前文，也为下文他没有来埋下

伏笔。

C.句子③借助酱油王叹息和流泪的细节，真实地表现出他对于失去知己老张头的痛惜与

悲伤。

D.句子④中朱铁匠的慷慨话语是在酱油王感召下说出的，凸显了人物形象，拓展了小说

境界。

8.小说题为“酱油王”，为什么还写了陈醋王和香油王？（4 分）

9.酱油王身上有哪些可贵的精神品质？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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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至于知其所欲说，迎而拒

之，然卒至于言听而计从者，又为难而可喜者也。秦伐赵，赵求救于齐，齐欲长安君为

质。太后不肯，曰：“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后盛气而揖之入，知其

必用此事来也。左师徐坐，问后体所苦，继乞以少子补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爱怜

少子乎？”曰：“甚于妇人。”然后及其女燕后，乃极论赵王三世之子孙无功而为侯者，

祸及其身。后既寤，则言：“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于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长安

君遂出质。范雎见疏于秦，蔡泽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泽天下辨士也彼

一见秦王必夺君位。”雎曰：“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夺我

位乎？”使人召泽，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对曰：“然。”即引商君、

吴起、大夫种之事。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泽以身名俱

全之说诱之，劝其归相印以让贤。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辩，敬受命，延入为上客。

卒之代为秦相者泽也。左师之计伸于爱，蔡泽之说激于理。范雎亲困穰侯而夺其位，何

遽不如泽哉！彼此一时也。

（节选自《容斋随笔·谏说之难》)
材料二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

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

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

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

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节选自《韩非子·说难》)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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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客 A 蔡泽 B 天下 C 辨士 D 也 E 彼一见 F 秦王 G 必夺 H 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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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恶，指何、怎么，与《齐桓晋文之事》“彼恶知之”中的“恶”含义相同。

B.故，指原来的、从前的，与《陈涉世家》“广故数言欲亡”中的“故”含义相同。

C.遽，指就、竟然，与《促织》“遽扑之，入石穴中”中的“遽”含义不同。

D.事情，指事物的真相、实情，与现代汉语“出了事情”中的“事情”含义不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要让长安君当人质，但赵太后不愿意，表示谁

再劝说就往谁脸上吐唾沫。触龙求见时，赵太后仍气呼呼的。

B.触龙坐下后，先询问太后身体状况，再请求为自己少子谋个差事，然后谈及太后女儿

燕后，进而指出赵王子孙无功封侯反遭灾祸，令太后醒悟。

C.蔡泽入秦后派人散布谣言以激怒范雌，范雌虽不以为然但仍召见蔡泽，蔡泽引用史实，

诱导他生命、名声都要保全，规劝他归还相印，让出相位。

D.韩非子认为，如谏说对象追求美名就不能用厚利去说服他，否则会适得其反，反之亦

然；但要注意的是，有人心口不一，这时就要用厚利打动他。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4 分）

（2）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4 分）

14.关于谏说之难，材料一、二的观点有何异同？请简要概括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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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梅  柳宗元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

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注】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参与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永州。本诗即作于此。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首联点题，将梅花置于高远碧绿的楚天这个大背景之下，突出早梅的不同凡响。

B.颔联描写早梅开放的恶劣环境，从嗅觉和视觉两个方面表现早梅的芳香与色泽。

C.颈联中“万里”与“杳杳”相呼应，极言距离遥远，因而无法获得远客的馈赠。

D.全诗以质朴的语言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然绽放的形象，物人合一，含蓄蕴藉。

16.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请简要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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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追求饮食的温饱和居住的安逸，而应

“________, ________”，这样才称得上“好学”。
（2）在《琵琶行》中，白居易以“________, ________”两句描写离别时的凄清景象，为

琵琶声的出现做铺垫。

（3）放学途中，小刚忽然听到天空中传来几声雁鸣，不禁想到古诗词中常用鸿雁或雁

来表达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如“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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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第 18～20 题。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

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

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

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

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

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

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

至于①、死生不问了。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_______”，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

“_______”，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_______”，是江

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_______”，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

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

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__②__，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

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2 分）

19.文中画横线的部分，如果写成：“冬日农村，一层白雨细得同粉，一层背景淡得几不

成墨，真够悠闲的。”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5 分）

20.在选文第二段的空白处依次填入诗句，最恰当的一项的（3 分）

A.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柴门村

犬吠，风雪夜归人

B.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寒沙梅

影路，微雪酒香村

C.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前村深

雪里，昨夜一枝开

D.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前村深

雪里，昨夜一枝开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1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自然界中，沙尘天气的出现并不是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随心所欲，__①__。监测数

据显示，春季是我国沙尘天气最为频发的季节。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沙尘天气的

形成需要沙源、动力条件和热力条件。对于我国而言，蒙古国东南部、哈萨克斯坦东部

以及我国内蒙古和新疆北部等地的荒漠为沙尘天气的形成产生了沙源。当大气处于层结

不稳定的状态时，大气的上下对流也比较旺盛，沙尘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低空进入高空，

然后借助大风的力量前往下游。

在冬季，荒漠中的沙尘常常被冰雪所覆盖，或者因为气温很低而处于冻结状态，此

时虽然常有凛冽_。随着的西北风呼啸而过，但很难将沙尘吹离地面，再加上冬季的空

气对流不太旺盛，所以__②__春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冰雪消融，荒漠中冻结的土

壤逐渐融化，变得松动起来，一旦遇到强冷空气入侵，沙尘便会离开大地的怀抱，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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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遥远的旅行。随着时令的推移，春季向夏季渐次过渡，西北地区的雨季到来后，冷

空气已成强弩之末，__③__，沙尘天气便渐渐消失了。

21.在上文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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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增删少量词语，

但不得改变原意。（4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心理学三元关系是指人际关系中的三个要素：自我、他人和环境。这三个要素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础，决定了人际关系的质量和发展。其实，

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上，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这三个要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青年学子，你对于“自我·他人·环境”有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结合自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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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