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 2019 届高三第二次统练

语文试卷

本试卷共 8 页，150 分。共 26 道小题。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

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7 题。

【材料一】

中医子午流注在我国历史悠久，其理论基础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

中就已经奠定，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中最具特色的宝贵理论。

中医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的生活习惯应该符合自

然规律。子午流注理论，就是把一天 24 小时分为 12 个时辰，对应人体 12 脏腑的气

血运行，在不同时辰中，人体气血首尾相衔，循环流转，盛衰开合，十分有序。具体

来说，所谓“子午”是以子、午两个时辰代指整个时辰，“流”是指流动，“注”则

是灌注的意思。

现代时间生物学已经证明，人体生命现象、生理活动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时间节律

性，包括季节、昼夜等节律。有人称此为“生物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

在源远流长的中医临床实践活动中，子午流注的学术理论伴随着它独特的临床疗效而

被肯定并流传下来。同时，中医的经络、穴位已经被西方发达的现代检测技术确认，

并且发现经络确实是“活”的，象流水一样具有“走向”性，这与中医所说的子午流

注学说恰恰相符。

今天，子午流注理论尽管式微，但在中医临床上，仍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根据子

午流注理论，通过对人体内部活动节律性的认识，中医总结出择时用药的重要性，认

为给药时间与疗效高低及毒副反应的轻重有密切的关系。临床可根据不同药物的药性

特点，按照脏腑经络的盛衰及气血运行的生理时钟，择时用药。当药物的药性特点与

人体生理活动的昼夜节律相同步，也就选择了病人的最佳用药时间给药，就会使药物

充分发挥药效，病情就会更快好转，从而获得药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阳药用于阳长之时，阴药用于阴长之时；升药用于升时，降药用于降时。

凡是需要借助人体阳气来扶正祛邪的，如扶阳益气，温中散寒，行气和血，消肿散结

等方药，宜于早晨或上午服用。心率过缓者或心率过速者可在午时服药。凡需要借阴

气祛邪的，如滋阴补血，收敛固涩，镇静安神，定惊息风，清热解毒等方药，宜于午

后或傍晚服用。临床证明，寅时（3 点—5 点）肺经旺，有肺病的，如剧咳、哮喘，

寅时给药比白天服药效果好。皮肤病人的外用药晚上用药比白天用药效果显著。昼阳

夜阴，用滋阴药治失眠不寐，入夜时服用效果佳。若分为早晚两次服，不但夜里睡不



好，白天精神也不好。服用解表药时如病情不是急症，可于中午以前阳分时间给药，

顺应阳气浮升有助于药力驱邪祛病。而泻下药则遵“日晡人气收降”之论，入夜前服

用。

又如子午流注抗癌疗法，也是利用了这样的理念。在治疗上，强调因时、因病、

因人、因地从而准确、有效地调整患者气血，协调脏腑阴阳，在特定的时间点杀灭癌

细胞，恢复患者气血运行的正常规律，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1.下列对材料一“子午流注”理论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3 分）

A.属于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历史悠久。

B.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一脉相承。

C.符合现代人体“生物钟”的科学认识。

D.至今仍在中医临床上被广泛地应用。

2.根据材料一，下列说法符合“子午流注”理论的一项是（3 分）

A.一天之中，人的气血运行有序地循环流转。

B.午时阳气旺盛，适合滋阴补血、镇静安神。

C.寅时肺经旺盛，因而肺病的症状往往加重。

D.急症的解表药物，以午前时间给药为最佳。

3.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子午流注理论已经被现代医学验证。

B.用药时间必须与人体气血运行协调。

C.子午流注理论特别注重阴阳的区分。

D.子午流注的理论可以用来根治癌症。

4.下列对材料一中加点词语的解说，有误的一项是（3 分）

A.“式微”意思是衰落、衰微，该词源于《诗 ·邶风》中《式微》一诗。

B.“药半功倍”与成语“事半功倍”异曲同工，“功”都指功效、成效。

C.“阳长”“阴长”中的“长”，都读“zhǎnɡ”，意思同“消长”的“长”。

D.“扶正祛邪”的“祛”也可以写成“去”，二者读音、用法完全相同。

【材料二】

人体内药物浓度的动态变化和机体的反应，往往受到机体节律的影响。相同剂量

的药物，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用药，其疗效和毒性可能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因

此，根据疾病的昼夜节律性波动，设计出合理的给药方案，选择最佳时刻用药，才能

得到最佳疗效，从而避免某些药物因持续高浓度而产生耐受性及不良反应。因此，掌



握正确的用药理念，合理安排用药时间，就成为保证药物治疗效果的要素之一，也是

患者用药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比如 2015 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创制并获诺贝尔奖的新药青蒿素，作为抵抗疟疾

的特效药，救治了数以亿计疟疾患者的生命。但用药方法，就很有讲究。青蒿素主要

作用于疟原虫的泡膜、表膜-线粒体、内质网，对核内染色质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

是干扰疟原虫表膜-线粒体的功能。口服后，由肠道迅速吸收，血药浓度达高峰，4

小时后下降一半，72 小时血中仅含微量。由于青蒿素在体内代谢迅速，排泄较快，代

谢物 24 小时可排出 84%，所以必须连续用药，才能保证药效，达到治愈目的。

就日常生活来说，像铝碳酸镁这样的护胃药，服用后会中和胃酸，还能给胃部形

成一层保护膜，应尽量选择在饭前吃，这样就能起到减少食物对胃的伤害。又如抗生

素（如头孢类、霉素类、沙星类等）药物，主要用于对抗细菌导致的炎症，进食食物

可能会影响身体对它们的吸收，所以最好在饭前吃。此外，一部分降糖药物应该放在

饭前服用，比如磺脲类药物，因为它们主要是通过胰岛的某一类细胞发挥作用，所以

应该在饭前吃，等到食物里的糖被分解吸收的时候，药物正好发挥效用。而那些缓解

消化不良症状的助消化药品，如复方消化酶，这样的药物应该在饭后马上吃，药物与

食物可以同时到达胃部，能更好地发挥药效。

有关研究表明，人体内胆固醇的合成有昼夜节律性，在午夜至清晨之间合成最旺

盛，所以洛伐他汀、普伐他汀和辛伐他汀等他汀类血脂调节药物，最好在每日睡前服

用。有些药物，如盐酸氟桂利嗪，因作用于前庭神经中枢，服用后容易瞌睡、疲惫，

最好在晚上服用。对于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来说，一般都是下午血压升高，晚间降低，

清晨又出现一个小高峰，如果治疗药物浓度在血压相对较高时处于峰值，就能显著降

低发作率，所以高血压药物早晨服用疗效更好。

总之，药物的吸收与药效的发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实际生活中应重视遵医嘱服药，同时也要依据人体的生物节律和药物作用的时辰节

律，科学选择最佳用药时刻。对医生来说，正确地指导患者合理用药，不仅能提高临

床疗效，还可以节约经济、人力成本，使临床用药更加有效，既安全，又经济合理。

5.根据材料二的“用药理念”，下列服药方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依据人体的反应节律

B.依据药物毒性的大小

C.依据药物对人的影响

D.依据医生的嘱咐服药

6.根据材料二，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人体对青蒿素的代谢快，因此须连续给药。



B.铝碳酸镁在胃中形成保护膜，不利于消化。

C.抗生素主要作用是杀菌，应该在饭前服药。

D.消化酶能缓解消化不良症状，应饭后即服。

7.根据你对以上材料的理解，联系生活实际，回答下面问题。（5 分）

王奶奶今年八十多岁了，独自一人居住，周日晚上感觉头昏眼花，恶心眩晕，血

压升高。你陪着她去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下面两种药，口头交代了服药时间，叮嘱

按时服药。

苯磺酸氨氯地平（降压药） 1 次 1 片（5mg）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西比灵） 1 次 1 粒（5mg）

现在，请你想出一个恰当的办法，以便你离开后，奶奶自己能正确服药。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8—14 题。

太湖石记

白居易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①嗜书，嵇中散②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

章公③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我

独知之。昔故友李生约有云：“苟适吾志，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

所嗜，可知之矣。

公以司徒保厘河洛，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

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

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

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

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

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

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

行若骤，将攫将斗者。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颏，若欱云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

者。烟霁景丽之旦，岩堮霮，若拂岚扑黛，霭霭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旦之交，名状

不可。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

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

尝与公迫视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

然而自一成不变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

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宾友，视之如



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将尤物有所归耶？孰不为而来

耶？必有以也。

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

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

转徙隐见，谁复知之？欲使将来与我同好者，睹斯石，览斯文，知公嗜石之自。

会昌三年五月丁丑记。

（取材于白居易同题散文）

【注释】①玄晏先生：皇甫谧，西晋学者，自号玄晏先生。晋武帝时上表借书，武帝赐书一车。

②嵇中散：嵇康，三国时期文学家、音乐家，曾官中散大夫。③丞相奇章公：牛僧孺，唐朝宰相，

封奇章郡公。

8.对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古之达人，皆有所嗜 达：通达

B.公以司徒保厘河洛 保厘：治理

C.罗浮、天竺之徒次焉 徒：门徒

D.必有以也 有以：有原因

9.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公之所嗜，可知之矣

此其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

B.今公之所嗜者甲也

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

C.坐而得之

无胫而至

D.诚哉是言

惟石是好

10.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众皆怪之，我独知之

大家都觉得奇怪，唯独我能够理解。

B.奉身无长物

自身没有一技之长。

C.公于此物，独不谦让

奇章公唯独对于这种东西（奇石）毫不拒绝。

D.不知精意有所召耶？



不知道是不是奇章公内心的精诚招来的？

11.将下面句子译为现代汉语。（4 分）

①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

②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

12.对牛僧孺的嗜石，白居易是怎么看的？你如何评价这种对外物的痴情？请结合下

面《论语》中的材料，借鉴其中的观点或语句，说明你的看法。（5 分）

①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②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③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

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

13.填空（7 分）

古人为排遣心中郁闷，常常寄情外物，如文中提到的靖节先生（陶渊明）就“嗜

酒”，《归去来兮辞》中“携幼入室， ”“ ，

眄庭柯以怡颜”就是他嗜酒的证明；宋代周敦颐独爱莲，在《爱莲说》中，他写出了

莲“ ，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认为莲花是

“ ”。此外，欧阳修寄情山水，认为山中“ ，

而乐亦无穷也”；刘禹锡栖身陋室，自得于“ ， ”

的交际生活，丝毫不以为“陋”。

14.某次笔会上，一位画家在宣纸上画了几枝荷花，在荷花下面的水里又画了一条鲜

活的鳜鱼，想以“和为贵”或“香远益清”为题词。拿不定主意，让你帮助选择一下。

你选择哪一条？简要说明理由。（3 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诗歌，回答 15—19 题。

水口行舟
①

朱熹

其一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水多。

其二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鹈鴂②两山相对鸣。

【注释】①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大兴党禁，朱熹被列入“伪学党”并削职，与门生从闽北乘船南

下古田，本诗即此间感时之作。水口，地名。②鹈鴂：即杜鹃，春末夏初而鸣，声如“不如归去”。

15.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绝句”“律诗”都是近体诗。

B.这两首诗，全都属于“七绝”。

C.绝句对联语的对仗不作要求。

D.绝句可以四句，也可以六句。

16.下列对《其一》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雨一蓑”，与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同，表现出诗人思绪的浩渺与心胸的旷达。

B.“昨夜”“夜如何”的“夜”意义相同，但所指具体时段不同，后者是指入睡之后。

C.“试卷”，意思是“尝试着卷起”，表明作者内心想看又不敢看的极度矛盾的心态。

D.“依旧”，交代出虽经一夜风雨，而眼前的景色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是“青山绿水”。

17.下列对《其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郁郁”写出了两岸山峦色彩的青翠。

B.“无声”一词隐约透漏出作者的心绪。

C.“一棹”意为单桨行船，喻处境危险。

D.结尾“鹈鴂相对鸣”一语，耐人回味。

18.对这两首诗的赏析，不当的一项是（3 分）

A.《其一》时空穿梭回旋，曲尽其致。

B.《其二》全由眼见写起，表现胸臆。

C.两首诗都受到所见景物感发。

D.两首诗都流露出归隐的情绪。

19.钱钟书《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

诗以情韵擅长，宋诗以思理见胜。”按照这个标准，朱熹这两首诗哪一首可算“唐诗”，

哪一首可归于“宋诗”？试选择其中一首，写出你的看法及理由。（6 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2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0—24 题。

羊皮扇鼓

崔子美

①在陕北寒雪匝地的季节，我挤在涌动的人群中，热热地观看旷野上羊皮扇鼓方

阵精彩的表演，心底因之而强烈地嘭嘭作响。



②开阔的山脚下，列立了百十号男女，他们身穿白羊皮褂大红裤子，在群山为背

景的大地上等待声音的召唤。有了，是唢呐声，像是从天上忽然落下来的，又仿佛是

从地下陡然冒出来的，游丝般苍凉悠婉地响了起来，恍若无影的手指弹在人们的心尖

上。鼓手们一惊一动，犹如春天里出圈的羔羊，哗的一下冲散而出。在浑亮的鼓乐声

中摆首起舞，扭身踏浪。他们挥动百十面扇形羊皮手鼓，嘭嘭敲打，跳起来、缠起来、

绕起来、腾踏起来、歌吟起来。忽而似嫩柳在春风间交错、忽而如茂密草地里一群蹦

跳的蚂蚱，忽而像身醉心不醉的武士……天色由此一暗，羊皮扇鼓的群体舞蹈灿亮如

焰。鼓声如雨，一重再重。左手鼓，右手槌，昂首向天，脚下旋转，轻轻地轻轻地敲

出一片细语，那是对天的问候，那是对无所不能的上苍的敬畏；再看，鼓手们弯腰行

地，状如收割，慢节奏打出一片浑厚之响，应该是他们对大地的感激，是对生长五谷

的原野赤诚的祈愿。又一番鼓声激烈，鼓手们踢腿扬臂，阴柔中见刚硬，摇首蹈足，

宛转中现强悍。面对面，手挽手，打得狂放，打得自由，打得似雨似风，春潮阵阵，

歌颂人的伟大，鞭策着心灵的无边。那訇然而起的呐喊声，泼洒着一种胆气，犹是敢

在虎口拔牙，亦能在权贵面前挺胸，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充满了拥抱生活的坚定，洋

溢着处逆境而不懦弱的奋争。

③羊皮扇鼓是一种藏刚于柔、纳火于水的舞蹈，它不仅跳动出了粗犷古朴的美，

而且让我体味到了生命的深沉和负重、容忍和期盼，它实实在在渲染了陕北人生存在

高梁大峁之间，直面困苦的豁达脾性。无论是巫师手中曾经挥舞过的羊皮扇鼓，还是

人员众多的群舞，都能压人心魂。在我童年的山村长夜里，时不时地听到阵阵古奥凄

怆的鼓声，鬼魅一般久久飘浮，冷森森地怵人心胆。那天，我跟大人们看了巫师“跳

神”，满脸胡茬的汉子，裸着上身，一手执了羊皮蒙制的扇形手鼓，一手使劲而优美

地敲打。随着鼓点身不由己地舞蹈吟唱，他在努力拯救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巫师时

而如虎如豹，飞跳扑闪；时而癫狂如痴，浪移醉步；时而吼喊如雷，跺脚有声；时而

哀歌不止，一唱三叹。我看见头蒙红布的女人，端坐在小方桌上，痉挛哭泣。巫师的

歌唱是那样的悲伤，那么的感人——

半崖上开花半崖崖红，你为什么半路上惹闪人？扯不长的荞面剁不断的水，

你为甚绝情坏良心？为你的爹娘为你的儿，吃苦受罪奴家无怨意。不要你的金不

要你的银，你为什么还要嫌弃人……

④这是为一个人的生命做法事，用歌舞驱赶不明不白的病疾，用现实感极强的歌

声，企望把精神失常的她拉回生活的正道。当然，这也是在用神秘的力量抚慰和激发

受难者重新生活的勇气！在晃动的灯影下，众人肃立不语，木然观看，巫师操纵着神

灵去按人的意志泯灭鬼怪。那时，没人怀疑这种击鼓而歌的虚幻。往往身患所谓邪病

之人，经过巫师鼓歌一番，渐渐病消，重又旺盛地活了下去，不管后事怎样，都对生

活充满了清醒而热烈的爱。

⑤扇鼓来自哪里？应该是在古老遥远的文明之初，羊皮扇鼓就诞生在了游牧民族

的手中，驱赶豺狼，传递平安，消解寂寞，也许还曾发展成一种庆祝六畜兴旺的舞蹈。

由于扇鼓的饱满浑亮之声，演化为战场上助阵的武鼓，系上铁环，铮铮作响，杀气腾

腾。多民族血液融合的陕北，在艰难生存的困苦中，承传了扇鼓，敲敲打打，变为消

灾祛病的巫器，哭哭唱唱，一辈又一辈地延续下来。

⑥但是，当二十世纪末的艺术家把它改编成壮美的现代广场舞蹈时，它便更突显

了向命运之神挑战以及鼓舞生存的品质。我看过安塞腰鼓洒脱刚猛气壮山河的阵容，

我看过洛川蹩鼓的欢腾火热的场面，我也看过威风锣鼓的浩荡和大气。然而，羊皮扇

鼓一经打起来，就不能不使人心生悲壮之美。它美在阐释陕北人不畏天命的高贵、不

服命运的安排、不惧苦难的风度。可以说，羊皮扇鼓打的是一种解剖人生和慰藉心灵



的哲学，告诉你生命不易，应该多些忍耐、多些沉着、多些坚持、多些准备、多些信

心。

⑦陕北的羊皮扇鼓呵，一节一节，直打到人的心里去。

（取材于崔子美同题散文）

20.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寒雪匝地 匝地：砸在地上。匝，同“砸”

B.不为功名利禄所累 累：读 lěi，牵累

C.粗犷古朴 粗犷：粗率豪放。犷，读 guǎng

D.慰藉心灵 慰藉：安慰、抚慰。藉，读 jiè

2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文语言质朴而有气势，感情奔放、强烈，颇具感染力。

B.作者自幼就对以羊皮扇鼓来驱邪、治病的迷信感到怀疑。

C.羊皮扇鼓产生于游牧民族，经不断融合才成今天的形式。

D.作为现代群体舞蹈，羊皮扇鼓今日的艺术内涵更加明晰。

22.文章第②段中，作者从羊皮扇鼓的群舞表演中感受到哪些精神内涵？（5 分）

23.在文章第③④段中，作者认为巫师的“跳神”对患者有哪些作用？（5 分）

24.文章结尾说羊皮扇鼓“一节一节，直打到人的心里去”。生活中，能“打到人心

里去”的“羊皮扇鼓”还有很多。结合你的阅读或生活经历，你联想到什么？请写出

其特点以及对你的心灵的打动。（6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学校组织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为高一同学推荐一本名著，请你结合自己的阅

读，从下面作品中选取一部，写一段荐读语，以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引导他们正确

阅读。150 字左右。

《红楼梦》 《呐喊》 《边城》 《红岩》 《平凡的世界》

②孩子们回家看老人时，经常捧着手机玩，让老人备受冷落。老人只得无奈地说：

“你们就和手机过吧！”对此谈谈你的感想和评价。不少于 150 字。

③《论语·为政》中孔子评价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结合本段话，写出你在处理师生关系上得到的启示。不少于

120 字。

26.作文（50 分）

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



①习近平总书记谈到青年的成长，曾形象地告诫我们：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

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请以“扣好第一粒扣子”为题，写一篇议论文，阐述你对青少年成长的见解。

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华诞，在这喜庆的日子，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

联系国家的日益发展、壮大，你一定有许多话要说。请以“共和国，我想对你说”为

题，写一篇记叙文，表达你的感激与祝福之情。

要求：立意积极向上，符合逻辑；有描写，有抒情。

顺义区 2019 届高三第二次统练语文试题答案

一、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3 分。

1.（3 分）D 2.（3 分）A 3.（3 分）D 4.（3 分）D 5.（3 分）B 6.（3

分）B

7.（5 分）

答案示例：分别用白纸和黑纸，包上白天（早晨）吃的降压药和晚上（夜里）吃的西

比灵，告诉奶奶白天吃白的，晚上吃黑的。（设计适当、合理即可。能恰当分清服药

时间、种类，给 2 分。其余酌情给分）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8 分。

8.（3 分）C 9.（3 分）B 10.（3 分）B

11.（4 分）参考答案：

①城东的宅第，城南的别墅，一排排地都摆满了奇石，真是很多啊！

②这些石头，千百年后，散落于天地间，辗转迁移，或隐或现，还有谁知道它们曾是

奇章公的呢？

12.（5 分）答案示例：

①白居易认为只要“适意”（适合自己的心意）就可以（2 分）；人应该有自己的爱

好（1 分）；连孔子也不反对“游于艺”，只要不违法败德，能丰富自己的生活，就

值得肯定（2 分）。

②白居易认为只要“适意”（适合自己的心意）就可以（2 分）；人应该有自己的爱

好（1 分）；孔子听到好的音乐，也感受到从未享受的快乐，以至三月不知肉味；这

说明人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1 分）。



③白居易认为只要“适意”（适合自己的心意）就可以（2 分）；人应该有自己的爱

好（1 分）；只要是对自己的有益，不是孔夫子所说的“三损”之乐，就应该肯定。

（2 分）

13.（7 分）答案：有酒盈樽（尊） 引壶觞以自酌 出淤泥而不染 花之君子（者

也） 四时之景不同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14.（3 分）答案示例：

①和为贵（1 分）：借助“荷”“和”“鳜”“贵”谐音，既紧扣画面，又拓展、深

化了画面的含义（2 分）。

②香远益清（1 分）：既揭示了荷花的香，又借鳜鱼表明了水的清净（2 分。能自圆

其说，可酌情给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15.（2 分）D 16.（3 分）C 17.（3 分）C 18.（3 分）D

19.（6 分）参考答案：

①《其一》可以算宋诗（2 分）。作者景中寓理（2 分），借一夜“风雨”之后“青

山绿水”“依旧多”的风景特点，体现任何困难挫折都阻挡不住事物的发展的哲理，

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被邪恶所扼杀，可谓以思理见胜。

②《其二》可以算唐诗（2 分）。作者寓情于景（2 分），陶醉于江水两岸青山的郁

郁青青的风景，无声的流水，借杜鹃的鸣叫，表达自己归隐的愿望，可谓以情韵见长

（2 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2 分。

20.（3 分）A 21.（3 分）B

22.（5 分）参考答案：要表现对天地的敬畏、感激（1 分）；对生长五谷的原野赤诚

的祈愿（1 分）；对人的力量和心灵的歌颂（鞭策心灵。1 分），藐视权贵与功名利

禄（1 分），对生活的坚定（1 分），在逆境中的奋争（1 分）。合乎文意，答出五点

即可。酌情给分。

23.（5 分）参考答案：压人心魄（1 分）。巫师用歌舞驱赶病疾，用现实感极强的歌

声，企望把精神失常的她拉回生活的正道（2 分）；也是在用神秘的力量抚慰和激发

受难者重新生活的勇气（2 分）。合乎文意，可酌情给分。

24.（6 分）答案示例：在我看来，中国的书法（2 分），正如“羊皮扇鼓”，行笔的

一提一顿，纸上的一点一画，或攲或正，或曲或直（2 分），都体现着人对美的理解

与追求，在人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给人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2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略

26.作文（50 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