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 2022 届高三第二次统练

语文试卷

本试卷共 8页，150 分。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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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题。

材料一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继 35 年前广东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之后，中国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

式的重大发现。“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体量大、保存较为完整、预计船载文物数

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具有极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专家称：“‘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颗珍贵的‘时间胶囊’，包含当时大量的社会、经济、自然、人文等

信息，对造船史、科技史、海交史、陶瓷史、经济史等学科研究都具有价值。”从目前的勘测情况看，古

船船型疑似为明清时期上海水上运输广为使用的平底沙船。古船残长约 38.5 米、残宽约 7.8 米，已探明有

31 个舱室。沉船上部的尖艏、揽桩、主桅杆、左右舷、上甲板等结构完整。考古人员选取其中前后 4 个舱

室进行小范围清理，均发现舱内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文物。

  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杆、大型硬木船材、铁锚、棕缆绳、

滑轮、金属钻头、钻杆以及黑色矿物等大量文物。2021 年 7 至 9 月，上海市文物局再次组织专业机构对古

船及周围区域进行水下调查，清理出前几次调查未发现的元代瓷器和高 60 厘米完整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

整器。特别是古船中部分出水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为古船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说：“‘长江口二号’古船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与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实物见证。‘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大发现，为我们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

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此次考古成果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大型木质沉船的发现填

补了空白，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实证。

“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工作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取得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成果，为全球开展河口海

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树立了世界浑水水下考古技术的新标杆，

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更令人期待的是，“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还将成为世界首个古船考古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

博物馆建设展示同步实施的项目。“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极其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大，足以支撑建成一

座极具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

材料二

今年 3月 2日，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宣布正式启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展开，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在科技层面取得重大突破，我国为

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了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目前全球水下沉船考古的打捞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提取船上文物后拆解打捞沉船；二是采用围堰抽

水进行考古发掘后再打捞沉船；三是特制沉箱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吊浮起运

整体打捞。

  长江口水体浊度极高，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平潮工作时间又很短，无法完成通常意义下的科学水下

考古测绘、拍照作业；水下考古和建造围堰所需时间和成本巨大，围堰后考古还将长时期阻碍航道。整体

打捞则能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信息迁移沉船。

长期以来，浑水环境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瓶颈，上海长江口水域尤其突出。为此，上海市文物局组

织相关研究机构开展联合攻关，自主研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浑水水域水下成像装置”，开发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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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该技术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综合运用无人艇、多波束、侧扫声呐、

浅地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扫测设备，对长江口水域开展水下联合调查。

考古技术人员用造隧道技术来打捞水下沉船，这在全世界水下考古中还是第一次。以顶进发射机架驱

动 22 根专门制造的巨型“弧形梁”，“弧形梁”顶部是威力强劲的隧道盾构掘进装置，尾部搭载推力巨大

的隧道盾构推进装置。这个“神器”可以从古沉船底部快速掘进、击穿长江口海底厚厚的泥沙甚至岩石杂

物，在古船底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沉箱。沉箱长达 51 米、宽 19 米、高 9米，可以把“长江口二号”古

船及其附着的厚厚泥沙与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加上打捞设备的自身重量，沉箱总重量近 1 万吨。

这样的高科技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原生性和完整性，保障文物安全。据介绍，弧形梁

的制造精密度很高，误差在毫米级别，体现出我国高端制造能力的强大。

  此次整体打捞综合了核电弧形梁加工工艺、隧道盾构掘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等，也是这些高新

技术首次应用于文物保护和考古领域，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发展。

（以上两则材料取材于孙丽萍、颜维琦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长江口二号”古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是一艘新发现的宋代沉船

B.是我国水下考古重大成果

C.木质船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

D.沉船体量大装载文物数量多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时间胶囊”的理解和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古船保存结构可体现古代造船技术水平

B.船上瓷器有助于研究古代贸易、陶瓷史

C.古船船型可印证长江水上交通情况

D.硬木船材可反映上海植物种植信息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材料一中“新标杆”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特制沉箱整体打捞

B.浑水水域水下成像

C.用造隧道技术打捞古沉船

D.沉管隧道对接应用于考古

4.对“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2021 年下半年水下探测，有可喜的文物发现

B.水下考古能与古船博物馆建设展示同步实施

C.建造围堰进行考古会长时间影响长江航道通行

D.沉箱原理是利用船体泥沙和海水保护文物安全

5.以“长江口二号”沉船为依托的古船博物馆需要制作文物宣传展板。请结合材料，为宣传展板撰写一份该

博物馆主展品的文字介绍。要求：突出主展品的历史信息及价值。语言通俗易懂，信息真实准确。（5分）

二、本大题共 7小题，共 30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1 题。（共 20 分）

大夫①曰：“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

以朝廷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农官，广田牧，增苑囿。太仆、水衡、少府诸农官，

岁课②诸入田牧之利，池篽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绝其源，杜其流，上

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节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学曰：“古者，制地③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

欲。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赡，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语曰：‘厨有腐肉，

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馁人。’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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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侈之变，无功而食俸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

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

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朝廷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障假④之名，

而利归权贵。三辅⑤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柴，不能相赡。公田转租，桑榆菜果不植，

地力不尽。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篽，可赋归之于民，朝廷租税而已。租税殊名，其实一也。夫如

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取材自西汉桓宽《盐铁论·园池》）

注释：①大夫，指御史大夫桑弘羊。后文中“文学”，指精通文献经典的人。②岁课：按年缴纳的赋税。③制地，制定田地

制度。④障假：障，指筑堤蓄水。假，出租。⑤三辅：指长安京畿地区。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总山海 总：统一管理

B.以赡诸用 赡：满足

C.上下俱殚 殚：畏惧

D.路有馁人 馁：饥饿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其忧在内

尔其无忘乃父之志（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B. 尽于南亩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杜牧《阿房宫赋》）

C. 则上下俱衍

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李密《陈情表》）

D. 何困乏之有矣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韩愈《师说》）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故宇小者用菲

因此国土面积小的诸侯费用少

B. 池篽之假

池泽、禁苑出租的租金

C. 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

秦国和山东六国，拥有四海财富

D.不急之作，淫侈之变

不急需的工程，荒淫奢侈之风变化多端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大夫认为国土面积的大小决定了君主费用的多少。

B.大夫认为朝廷广开园林池苑开支巨大，经济困乏。

C.文学引用古语来警示君主，增强了自己的说服力。

D.文学运用对比手法，阐明了国家治理的本末关系。

10.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3分）

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

11.本文“大夫”与“文学”争议的焦点何在？简要概括他们的核心主张。（5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2 题。（共 10 分）

12.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1】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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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2】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注：【1】帅：通“率”，率领。【2】阙如：存疑。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字含义。（2分）

①无所苟而已矣

②苟正其身矣

（2）请写出一个出自第二则语录中的成语。（2分）

（3）请概括孔子关于“政”与“正”的认识。（6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3－15 题。（共 12 分）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辛弃疾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筹。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1】。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

不道功名蕞尔【2】，决策尚悠悠。此事费分说【3】，来日且扶头【4】。

注释：【1】物华幽，物华，美好的景物。幽，清幽。【2】蕞尔，微小的样子。【3】费分说，一时难以说清。【4】扶头，

扶头酒，一种易醉人的酒。

13.下列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客子”句说朋友久未来登楼远眺，此刻楼外秋景仍值得观赏。

B.“西楼”句是对马叔度说尽可专心吟诗赏景，不用管时间早晚。

C.“唤起”句说明月之下我寒彻心扉，报国之念如百川付诸东流。

D.“英雄老矣”让人联想到作者《永遇乐》中“廉颇老矣”一句。

14.“剑气已横秋”句中，以“剑气”喻指建功立业的豪迈志向。下列诗句中“剑气”不含这种志向的一项

是（3分）

A.囊锥脱颖久峥嵘，剑气干霄恨莫平。（杨冠卿《次韵王宣干秋怀》）

B.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C.拂牛剑气洗兵威，定乱归功更是谁。（释正觉《颂古一百则·其六十八》）

D.剑气寒高倚暮空，男儿日月锁心胸。（王令《寄洪与权》）

15.“借景抒情”是古诗词常用的手法。请结合具体词句，分析作者对这一手法的运用及表达效果。（6分）

16.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古诗文中的夸张手法常用来表现事物鲜明的特征。李白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

发， ”使用夸张手法，悲叹人生短暂；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

势拔五岳掩赤城”，形容天姥山之高峻。柳永《望海潮》中用“ ， ，

竞豪奢”，形容杭州城的物质繁华景象。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

“ ， ”，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眼前的长江、青山，引发作者怀古之

思。

②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

“ ， ”，都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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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7－20 题。

冬天的火炉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安岭度过的。那里一进入九月，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雪花会袅袅飘向

山林河流，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冬天一到，火炉就被点燃了。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一直到次年的

五月，春天姗姗来临时，火炉才能熄灭。

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一到寒假，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用手推车拉柴火。我家的手推车是二手货，

有些破旧，看上去就像一个辛劳过度的人，满面疲惫的样子。它的车胎常常慢撒气，所以我们拉柴火时，

就得带着一个打气筒，好随时给它打气。否则，你装了满满一车柴火要回家时，它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的

人蹲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你又怎么能指望它帮你把柴火运出山呢？

我们家拉柴火，都是由父亲带领着。

姐姐干活实在，父亲每次都带着她。弟弟呢，那时虽然也就八九岁光景，但为了让他养成爱劳动的习

惯，父亲时不时也把他带着。他穿得厚厚的跟着，看上去就像一头小熊。我们通常吃过早饭就出发，姊妹

三人推着空车上山，父亲抽着烟跟在我们身后。冬日的阳光映照到雪地上，格外的刺眼，我常常被晃得睁

不开眼睛。父亲生性乐观，很风趣，他常在雪路上唱歌、打口哨，他的歌声有时会把树上的鸟惊飞。

我们拉的柴火，基本上是那些风刮倒的树木，它们已经半干了，没有利用价值，最适宜烧火。那些生

长着的鲜树，比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可伐的树，我记得有枝桠纵横的柞树和青

色的水冬瓜树。父亲是个爱树的人，他从来不伐鲜树，所以我们家拉烧柴是镇上最本分的人家。为了这，

我们就比别人家拉烧柴要费劲些，回来得也会晚。因为风倒木是有限的，它们被积雪覆盖着，很难发现。

我最乐意做的，就是在深山里寻找风倒木。往往是寻着找着，听见啄木鸟“笃笃”地在吃树缝中的虫

子，我就会停下来看啄木鸟；要是看见了一只白兔奔跑而过，我又会停下来看它留下的足迹。由于玩的心

思占了上风，所以我找到风倒木的机会并不多。往往在我游山逛景的时候，父亲的喊声会传来，他吆喝我

过去，说是找到了柴火，我就循着锯声走过去。

父亲用锯把风倒木锯成几截，粗的由他扛出去，细的由我和姐姐扛出去。把倒木扛到放置手推车的路

上，总要有一段距离。有的时候我扛累了，支持不住了，就一耸肩把风倒木丢在地上，对父亲大声抗议：

“我扛不动！”那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姐姐呢，即便那风倒木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走得直摇晃，她也咬

牙坚持着把它运到路面上。所以成年以后，她常抱怨说，她之所以个子矮，完全是因为小的时候扛木头给

压的。言下之意，我比她长得高，是由于偷懒的缘故。为此，有时我会觉得愧疚。

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司空见惯。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父亲

就会划拉一堆枝桠，为我们笼一堆火。洁白的雪地上，跳跃着一簇橘黄色的火焰，那画面格外的美。我和

弟弟就凑上去烤火。因为有了这团火，我和弟弟开始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带到山里来，待父

亲点起火后，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当火熄灭后，土豆也熟了，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香喷

喷的土豆。后来父亲发现了我们带土豆，他没有责备我们，反而鼓励我们多带几个，他也跟着一起吃。所

以，一到了山里，烧柴还没扛出一根呢，我就嚷着冷，让父亲给我们点火。父亲常常嗔怪我，说我是只又

懒又馋的猫。

天越冷，火炉吞吃的柴火越多。我常想，火炉的肚子可真大，老也填不饱它。渐渐地，我厌倦去山里

了，因为每天即使没干多少活，可是往返走上十几里雪路后，回来后腿脚酸痛极了。我盼着自己的脚生冻

疮，那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家里了。可我又知道生冻疮的滋味不好受，于是只好天天跟着父亲去山里。

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父亲，他让我在少年时期能与大自然有那么亲密的接触，让冬日的那种苍茫和

壮美注入了我幼小的心田，滋润着我。每当我从山里回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劈啪”地燃烧，都会

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会唱歌。火炉在漫长的冬季就是一个有着金

嗓子的歌手，它天天歌唱，不知疲倦。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懂得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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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是有代价的。所以，我成年以后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火炉的影子就会悄然浮现。虽然现在我已经

脱离了与火炉相伴的生活，但我不会忘记它，不会忘记它的歌声。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

远不会消逝！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

17. 下列对加点词语在文中意思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春天姗姗来临时 姗姗：缓缓地

B.那时虽然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 光景：年纪

C.我们家拉烧柴是镇上最本分的人家 本分：坚持原则

D.父亲常常嗔怪我 嗔怪：责骂

18.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父亲是家中顶梁柱，勤劳乐观风趣，作者印象中父亲歌声难听，能惊走树上的鸟。

B.文章中作者姐姐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具体的言行却证明了她的“干活实在”。

C.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描绘火炉，凸显它对东北人民寒冬生活的重要性。

D.火炉与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火炉的影子总会浮现在作者的记忆中。

19.本文题为《冬天的火炉》，而文本内容主要述说作者童年上山寻柴、扛柴等生活往事。作者这样谋篇体

现了怎样的匠心？（6 分）

20.文章结尾写道：“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令人感怀

的声音。结合你的生活经历，谈谈你对这类“歌声”的体会。要求：写出具体的“歌声”内容以及你获得

的体验或感悟。（6分）

五、本大题共 3小题，共 65 分。

21.语言基础运用（5分）

①北京市农机推广部门在顺义区围绕蔬菜残叶烂果、大田作物秸秆、林木残枝、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

物，探索出了一套无害化处理机械化技术模式。②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形成了独有的农业绿色发展“顺

义模式”。③“顺义模式”集成了农业废弃物收集、拉运、好氧发酵、有机肥撒施机械化技术，采用好氧

堆肥技术，将作物干秸秆、畜禽粪污、蔬菜残叶烂果等农业废弃物按一定比例混合后联合堆肥，在好氧条

件下利用微生物降解有机废弃物，生产生物有机肥料。④产出的有机肥料回用于农田生产，用来种植玉米、

小麦、果树、蔬菜等农作物。⑤该模式入选了 2021 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①句中的“了”字不能删除。

B.③句中“顺义模式”可改为“该模式”。

C.④句中存在并列不当现象。

D.将⑤句放置第②句后，不影响原意。

（2）从上下文看，画线句有语病，请将修改后的句子抄写在答题卡相应处。（2分）

22.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

①部分商家将普通文具搭载上玩具功能，如火车头转笔刀、滚珠迷宫尺、扭蛋橡皮擦等。在牢牢吸引

住低龄孩子目光的同时，价格也跃上了一个台阶。对于“玩具化文具”，你有何看法？请阐述自己的观点。

要求：观点明确，言之有理。150 字左右。

②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促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光明

工程”。请根据表格中的数据，用文字描述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的特征，并提几点预防近视的建

议。要求：语言简明，条理清楚。15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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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青少年总体 来源

2018 年 14.5% 36% 71.6% 81% 53.6%
教育部 2019年 11月 5日“教育奋进看

落实”系列通气会第五场

2020 年 14.3% 35.6% 71.1% 80.5% 52.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7月 13

日新闻发布会

③请你以“青春的笑脸”为题，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志愿者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歌颂文字。

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小诗不超过 150 字，歌颂文字 150 字左右。

23.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

①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面对新问题、新事物、新任务，国人既要具备坚守理想、行稳致远的定

力，也要有直面艰险、劈波斩浪的魄力。

请以“定力与魄力”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

清晰。

②当前国人的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呈现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我们要跟上

雄阔的时代步伐，不断攀登自己生命中的高峰，展现出新时代的精气神。

请以“咱的精气神”为题，写一篇记叙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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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