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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高三语文模拟试卷（一）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5道大题，10道小题，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选择题请用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请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

效。

4.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1题，共18分。

1.  (18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题。

材料一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

物。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雅”“清

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与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

所讲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

境合而为一，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

后世的典范。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于是成连带领伯

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

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

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红楼梦》第八十六

回，贾宝玉得知林黛玉会弹琴时，便要妹妹为自己演奏一曲。林黛玉这时讲到：“若要抚琴，必择静室

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

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

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林黛玉的确不愧是一介才情女子，她深谙琴道，才识

过人。

儒家与道家是中国哲学的两大支柱。在中国众多的音乐形式中，古琴应当说是儒道两家在音乐中体

现的集大成者。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儒家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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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古琴首

先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唐代薛易简在《琴诀》中讲：“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

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

者也。”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道家最理想的音乐应该是“大

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从某种程度上看，道家是反对音乐的。究其实质，他们主要是反对艺

术形而下的层面。强调艺术形而上的境界部分。庄子进一步将音乐分成“天籁”“地籁”与“人籁”三

类，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乐。这深深

影响了以后的琴人思想，如白居易、陶渊明、欧阳修、苏轼等。陶渊明的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张琴，既无

弦也无徽。每当他酒酣耳热、兴致盎然时，总要在琴上虚按一曲。后来李白有诗写道：“大音自成曲，

但奏无弦琴。”从中我们不难悟出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

材料二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是汉文化中

的瑰宝。它以其历史久远、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

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里得到印

证，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这说明古琴至少在春秋

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

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现存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百余种，琴曲三千首，还有大量关于琴

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遗存之丰硕堪为中国乐器之最。

关于古琴的起源，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

说，可不必尽信，但既然传为先古圣贤所作，古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因此，其

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例如，古琴的形状以前宽后狭为标准，其实是象征尊

卑的意涵。《风俗通》中记载：“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

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说明了古琴最初的尺寸象征四时五行，到后来文王、武王

加的二弦，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

君王，象征闰月。另外，古琴有“泛音”“按音”和“散音”三种音色，则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

合。

所谓“焚香操琴”，对琴乐艺术的欣赏，讲究的是一种“净”与“静”的体现。古琴音乐之所以能

够给予人们一种曲调高古的意境，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心情、仪容以及气氛，甚至在对象的

选择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有所谓“六忌、七不弹”之说。“六忌”是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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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以及大雪六种天气气候，“七不弹”则是指闻丧者、奏乐时、事冗时、不净身、衣冠不整、不焚香以

及不遇知音等七种情况，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

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

之径。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棋术、书

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古琴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圭臬，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圣人

与君子的风范，一律不准弹琴。班固在《白虎通》中记载：“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

也。”可见古琴又有禁止淫邪以匡正人心的蕴含。因此，比起其他中国乐器，古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君子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

（选自中国国学网，有删改）

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古琴”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雅”“清淡”是琴乐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

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B.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才能达

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C. 伯牙面对蓬莱仙境，心弦被触动，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他明白成连先生要他体会的正

是这种天人交融、人琴合一的意境。

D. 古琴作为“圣人之器”首先担负起禁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林黛玉关于弹琴的言论

恰恰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论述。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古琴是儒道两家在音乐中体现的集大成者”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讲究中正平和，不追求声音华美富丽的外在效果，而“和雅”的琴乐正是

这一审美情趣的体现。

B. 庄子认为只有“天籁”才是音乐的最高层面，其根本也是提倡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音

乐。这深深影响了以后的陶渊明以及唐代的薛易简、李白等人。

C. 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无为和逍遥，反对人们强加于自然的各种行为。“清淡”的琴乐与道家

的追求正好合拍。

D. 儒家主张入世哲学，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强调艺术对人伦的教化作用。古琴首先担负起禁

止淫邪、端正人心的道德责任。

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章首先阐明了琴乐的审美情趣和深远意境，论述了古琴的内在韵味以及演奏时应有的规

范，深入地阐述了古琴对儒家和道家的巨大影响。

B. 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所以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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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

C. 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问题的哲学主张，使弹琴者在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唐代

薛易简在《琴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D. 道家思想对琴乐的渗透与融合是古琴“和雅”审美情趣形成的原因，作者引用古人的诗句，

增强了说服力。

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文中“古琴”的描述，恰当的一项是

A. 古琴除了作为雅乐出现在许多重大神圣的场合外，还被人们用来抒情咏怀，是一件在民间非

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

B. 古时，琴、棋、书、画并称，用以概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作为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

器，古琴在先秦之后才开始流行。

C. 关于谁最早制造了古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

歌南风”等追记的传说中找到确切的依据。

D. 古琴在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特殊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如在《风俗通》中就有“泛

音”“按音”和“散音”三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的记载。

材料二文末认为“比起其他中国乐器，古琴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君子修

身养性的精神境界”，为什么？根据材料二内容说明理由。

二、本大题共2题，共25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题。（共18分）

2.  (18分) 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

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

初，菜园有 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可栖

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医取资于人，而 其处立寝

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其

徒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浸渐积累， 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

盖十年矣。

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

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捃

摭 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

学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

籍.
即.

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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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 ，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

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

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巩记。

（选自《唐宋八大家合集》卷十七）

【注】①捃摭：采取，采集。

对下列加点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菜园有 于尚书                        籍：登记

B. 而 其处立寝庐                        即：立即

C. 月而用以足                           期：整、满（年、月）

D. 为教化之                                渐：熏陶

下列加点词用法和意义相同的一组是

A. 吾得之 老，斯足矣                     属予作文 记之

B. 亦愧吾道 不行也已                     哀吾生 须臾

C. 遂以医取资 人                            此所谓战胜 朝廷

D. 及 任天下之事                            出人也远矣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建佛殿的菜园原来是一片荒地，草木满地，牛羊践踏，也没有可以住人的房屋。

B. 菜园院佛殿主要是僧众们向民间化缘募捐建成的，是菜园院耗资最多的建筑。

C. 佛法之所以被天下人推重，就在于他们善于注重细节，愿意接受一切赞助。

D. 作者写这篇记，不单表彰了佛家的才智，也反思了儒家之道不再通行的根源。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相薰以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

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作者认为佛法的智慧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

渐.

籍.
即.

期.
渐.

以. 以.
之. 之.

于. 于.
其. 其.

（二）根据要求，完成下题。（共7分）

3.  (7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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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

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唯酒无量，不及乱。”（《论

语•乡党》）

【注】①齐：通“斋”，祭祀时的斋戒。②饐而餲：噎与啈同义，指食物腐败变味。③食气：气同

“饩”，食气指主食。

小如饮食者也常蕴含着大道理，如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孔子认为“肉虽多，不使胜

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简析其中蕴含的孔子的思想。

上述材料中，孔子一方面明确批判“耻恶衣恶食者”，大加赞赏颜回“箪食瓢饮”；另一方面

又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饮食极为讲究。你认为这两者是否矛盾，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① ②

③

三、本大题共3题，共24分。

（一）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下题。（共12分）

（ 1 ）

（ 2 ）

4.  (12分) 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刘长卿

古台摇落 后，秋入望乡心。

野寺来人少，云峰隔水深。

夕阳依旧垒 ，寒磬 满空林。

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

【注】①此诗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陷落，刘长卿被迫流亡到江苏扬州一带时。②摇落：零

落，凋残。③旧垒：指当年南朝留下来的包括吴公台在内的防御工事。④磬：寺院中敲击的鸣器，这里

指寺中报时拜神的一种器具。

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这是一首吊古诗，将凭吊古迹和写景思乡融为一体，写出了对古今兴废的咏叹。

B. 本诗由台上落叶起兴，触景生情。秋风飒飒，落木萧萧，使人顿生悲凉之意。

C. 全诗“巧不伤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含蓄蕴藉，回味不尽。

D. 全诗前三联着力写景。首联“摇落”“秋”字挈领全篇，奠定情感基调；颔联由远及近，景

中含情；颈联视听结合，意境悄怆幽邃。

下列对具体诗句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秋入望乡心”，“入”字揭示了诗人情随景迁，微妙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愁苦与怅惘。

B. “野寺来人少”，“少”字暗示了诗人高雅脱俗的情怀。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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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C. “夕阳依旧垒”，写远景，通过西风残照，寂寂废垒等意象，写出了吴公台四周苍茫的暮

色。

D. “寒磬满空林”，把听觉感受转化成触觉感受，将诗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己内心感受巧妙

地融合了起来。

有人认为，这首诗最后两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气韵。请你说说它们在

内容与情感上的异同。

（ 1 ）

（ 2 ）

（ 3 ）

（ 4 ）

5.  (8分)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明确提出：“            ，可以无悔矣，            ？”指出只要“尽吾

志”，虽然不能达到目的，也可以无讥无悔。

在《永遇乐》下阕中，辛弃疾提到刘裕的儿子刘义隆轻率举兵北伐，妄想取得霍去病追击匈

奴、筑坛祭天的功业，结果吃了败仗只能狼狈南逃的句子是：元嘉草草，            ，            。

古人登高，常常产生诸多对人生的感慨。比如杜甫《登高》“            ，百年多病独登

台。            ，潦倒新停浊酒杯”四句表达了作者的个人之悲与家国之忧。

生机盎然的春天，王羲之与文人雅士在兰亭集会，那天“            ，            “，他们“仰观宇

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二）根据要求，完成下题。（共4分）

6.  (4分) 果戈里说：“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高明的作家形象描写也是能揭示人物性格的。请阅

读下面形象描写，说说描写的是哪位人物，揭示了什么性格。

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

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装

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八回）

四、本大题共1题，共18分。

7.  (18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题。

顺着石板街走到从前

游淮安河下镇，运气出奇的好。一路豪雨，临近镇子时，却住了雨脚。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青砖黛

瓦的建筑。古巷弯弯曲曲，旧宅瓦椽不整，老店铺面半朽。随便走进一处宅院，都能在弥漫的湿气中嗅

到浓郁的历史气息。雕花窗棂、檐兽、陶缸、红木桌椅和青花瓷器，隐隐透出了往昔的热闹和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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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铺路的石板。

古镇里的许多铺路石板，久已废弃，被随便丢在巷子深处，或者就摆在窗前屋下。有些石板磨损严

重，呈现出柔和的曲线。它们大都是土黄，或者透出点红色，一块一块，像固体的阳光，带着一点温

暖，一点黯淡，与镇子的青灰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石板皆非本地产。当初盐运兴盛时，大运河、淮河上来往的舟船，去时载盐，返回时捎带石板

压舱，卸于河边，富有的盐商便购来铺路。数十年下来，这里的街道上就铺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板。

原来，这些石板都曾随船只，压着波浪，伴着涛声，最后落户在这里，成了古镇的“居民”。

这曲折的石板上，走得最多的是盐车。明朝中叶以后，淮盐全部运到河下，经检验抽税后再分运到

各地销售。这么一个小镇子，成了全国食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狭小的巷子里，竟然曾滚动过影响国民

经济的商业洪流。

除了盐，还有粮，还有竹木铜铁……自明代起，湖广、江南等省漕粮必须经此地停留，等待漕署官

员查验成色数量后，方可北上，而回程之船携带的商品也在此集散。永乐年间创办造船厂以后，这里更

是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如今，在河下镇还可以看到打钢巷、钉铁巷、竹巷、绳巷等街巷。

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多少尘世浮华。“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

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即今河下镇）这是明朝邱浚描写古镇盛况的诗句。琵琶刘街、花巷街、菜

巷街、西湖嘴街、粉章巷、干鱼巷等众多见于典籍的街巷记载，都是从前的生活画卷留下的印痕。

富庶还养护了这里的深厚文脉。从元朝起，山阳县儒学就建在这里。《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也生活

在这里。想想吧，曲折深巷的院子里，曾飘荡过多少朗朗的读书声。而当报喜的骏马跑过，伴着清脆的

马蹄声，又有多少人的心也像这石板一样，迸发出烨烨的火星。

这石板上也曾有皇家的辇乘招摇而过。康熙、乾隆两帝数度南巡都经过这里。

这些石板还见证过更久远的历史。这里是古代名将韩信、梁红玉的出生地。韩世忠、梁红玉曾驻兵

于此与金兵对峙。金戈铁马的杂沓之声，给这座古镇平添了许多壮怀激烈的铁血内涵。

所有的烟云都过去了，只有这座镇子还留在这里，只有这些老石板还留在这里。坑坑洼洼的石板

上，踩来踩去的已经是现代人的脚步。要经多少脚步、车马的磨损，才能造成这些坑洼？岁月是峥嵘

的，而这些石板的外表却越来越随和、温婉，棱角都已失去，像磨损了边角的古籍。

我们顺着一条小巷走到尽头，登上几十级台阶，就站到了古运河的大堤上。运河水在静静流淌，虽

然多日下雨，河水也不见汹涌之势。一条古老的河，由于见过太多，也许已变得宠辱不惊了吧。回头看

镇子，许多屋脊已落在脚下。古镇的地势低于运河，这该是镇子得名的原因吧。

雨又下起来了。我们顺着来路往回走，镇子重新变得空阔。迷蒙的雨雾中，那些饱经风霜的古宅，

在江南的氤氲中显出别样的风致。石板也全都湿漉漉的，晃动着明亮的水洼，像是不断闪回的古镇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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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2 ）

（ 3 ）

（ 4 ）

忆。物换星移，一切都变了，不变的只是江南的雨。丝丝的细雨依然洒在亘古千年的石板上，默默地见

证着石板曾经承载的荣耀与辉煌。脚下的石板静静地延伸着，连缀成通向新时代的路……

下列加点词语在文中的意思，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岁月是 的                                  峥嵘：高峻突兀

B. 也许已变得 了                    宠辱不惊：把得失置之度外

C. 在江南的 中显出别样的风致       氤氲：烟云弥漫

D. ，一切都变了                     物换星移：比喻时间的变化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作品以“石板”为线索贯穿全文，使文章衔接自然，脉络清晰。

B. 第①段总写河下镇古色古香的风貌，由面及点，引入对石板的描述。

C. 第⑨段提到皇帝的辇乘曾经过古镇，揭示了石板给作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原因。

D. 第⑪段的第一句话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将笔触从历史转向现实。

第⑪段画线句有何表达效果，请作赏析。

纵观全文，分析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峥. 嵘.
宠. 辱. 不. 惊.

氤. 氲.
物. 换. 星. 移.

五、本大题共3题，共65分。

（ 1 ）

8.  (5分) 语言基础运用

人们早已发现，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如果我们把具象化的旅行，抽象化为人生的旅途，我们不

分彼此，都是苦旅者。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到

处流浪、走向前方时，又时时刻刻地牢记着久已不见和正在远去的家、家园和家乡。

就如同一首歌唱到的那样：回家的心思，总在心头。中国古代诗歌，有许多篇幅是交给思乡之情

的：                      。                      。                      。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

望乡。”（李益）“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人无法还家；更

在于，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之中。那位崔颢，本可以凑足盘缠回家一趟，用不着那样伤

感。然而，他深深地知道，他在心中想念的那个家，只是由家的温馨与安宁养育起来的一种抽象的感觉

罢了。那个可遮风避雨的实在的家，并不能从心灵深处抹去他无家可归的感觉。他只能望着江上烟波，

在心中体味一派苍凉。

从内容的关联性看，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诗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①“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古诗十九首》)

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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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④②①③ B. ②④①③ C. ②④③① D. ④②③①

（ 2 ）

③“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卢纶）

④“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

文中画线句有语病，请修改。

（ 1 ）

（ 2 ）

（ 3 ）

9.  (10分) 微写作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150字。

《边城》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试选择其中一个人物形象加以分析。要求：结合作品情

节。

请你以鲁迅《呐喊》中的一个人物为例，谈谈鲁迅在呐喊什么。要求：结合人物特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至美的“你”，写一段抒情文字（可以写诗），描绘你心中的至美。要

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

（ 1 ）

（ 2 ）

10.  (50分) 作文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

墙是用砖石等砌成承架房顶或隔开内外的建筑物。墙有有形无形之分。有形如房屋隔墙、古代

城墙、庭院围墙等，有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以色列的哭墙等；无形如人与人之间的心墙，像鲁迅

《故乡》中“我”和闰土之间的厚障壁，还有如城乡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人群之间

的隔阂、障碍等。请你以“墙”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阐述你的观点和看法。

要求：自主立意，自拟题目；观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具有逻辑性；语言得体。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既承载了悠久的历史，又记录着我们美好的生活，对每个中国人

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请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写一篇记叙文，记录你的经历和感受。

要求：主题健康积极，有文化内涵；写现实生活，有细节描写；语言得体。

专注北京高中升学

官方微信公众号：bj-gaokao 咨询热线：010-5751 5980

官方网站：www.gaokzx.com 微信客服：gaokzx2018



专注北京高中升学

官方微信公众号：bj-gaokao 咨询热线：010-5751 5980

官方网站：www.gaokzx.com 微信客服：gaokzx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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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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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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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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