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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24 届高三 11 月质量检测试题

语  文

本试卷共 8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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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和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的答案标号涂黑，如有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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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

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

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

诗，郦道元、杨衍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

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

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

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

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浓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

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

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

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

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

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

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

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

《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规箴》，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 当时画

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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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

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

中的行草。 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

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

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

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

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

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

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

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 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陶渊明、谢灵运这般

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

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而大之，

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

(四)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黏滞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归鸿，手挥五

弦)。 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力量，扩而大之可以使人超然于死生祸福之

外，发挥出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

神情方旺，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曰：

“如此，将无归?”众人皆承响而回。 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淝水的大捷植根于

谢安这美的人格和风度中。谢灵运泛海诗“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可以借来体会谢公此时的境界和

胸襟。

(摘编自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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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六朝是文人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

时代。

B.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因此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成就都远不如汉末魏晋

六朝。

C.天马行空、游行自在的行草书法是最适宜于表现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自由心灵的艺术。

D.汉魏晋六朝以后的艺术根基和发展方向，基本上是由汉魏晋六朝的各类艺术家奠定和影响的。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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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文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所表现的美与魏晋人倾向的艺术美进行对比，意在抑彼扬此，表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B.文末叙谢安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一事，是为了论证“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以使人发挥出

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的精神来”。

C.文章前三段概括出汉末魏晋六朝的整体风貌，目的是作铺垫，为的是引出后文来论说《世说新语》

表现出来的晋人之美。

D.作者宗白华认为，《世说新语》一书里存在的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

精神特性的必选资料。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观点的

一项是(3分)

A.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B.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C.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D.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

4.从宗白华的这篇文章可以推测《世说新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请为这本书写一则简介。(4分)

5.人文科学的研究，一方面要求真，另一方面也要求新。这一特点在本文中是如何得到体现的?请结

合文本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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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巢

陈  毓

老远看见三个鸟巢高挂在一株笔直的白杨树顶，像是树下主人托鸟打出的广告。远山旖旎，稻田如

镜，这不正是我们寻觅的地方吗?车拐向有三个鸟巢的人家。

经营农家乐的是一对小夫妻，正吃饭，见我们停车，放下筷子起身招呼。我们嘱咐夫妇俩吃饱了再

给我们做，但男主人已经把菜单递上，女主人随手把炉火捅旺。

老饕、胡子、二饼，我们近年常结伴进山。城里雾霾天多，我们限行，我们小口呼吸，我们尽量少

放屁，但空气质量还是很差，没办法，又不能不生活在城里，只好趁周末去山中，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保养一下心肺。

生活揉搓我们，把我们变成一团在笨妇人手中发坏的面团，蒸不出好看的馒头，我们索性再不为难

自己，打起精神寻找日子里的咸菜。

我们热衷吃。好像食物能占住一张抱怨的嘴，消化食物又使我们昏昏欲睡，懒怠思想。就这样吧。

一张菜单被众手推让，最后落在老饕手上。

竹笋焖腊肉、山药炖土鸡、芋头煨羊蹄、干炸河鱼、神仙凉粉、菜豆腐、竹笋拌苕粉、洋芋糍粑、

枣馍糕、核桃馍、酸菜面……老饕一一读出来，抖擞菜单，说，特色的我都点上。

干炸河鱼为野生，其余鸡、猪、羊都是人饲养。老饕想要印证他在来的路上说的话，即便华阳村现

在升级为华阳镇，华阳人的食谱并未扩大，秉承传统，甚为保守。

老饕确切记得他在华阳当知青那会儿是没吃过干炸河鱼的。 当地人嫌鱼腥，刺又多。 人争那口干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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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当地人总这么说。 至于油炸，费油，谁舍得?

河里小鱼多，不多才怪。 不吃鱼，更不吃青蛙、蛇。 看见知青吃鱼、逮青蛙、抓蛇，如看异类。

知青们也想不通，青黄面皮、肌体黑瘦的华阳人怎就感觉不到鱼、青蛙、蛇比红薯、黑豆、糙米滋

润呢?

知青们看见的是活跃的蛋白质，听到的是肠胃的汩汩呼叫，忍不住的是吞咽不及的口水，期盼的是

缺少油水润滑的身体即将得到滋养的幸福。

老饕说，那时他们和华阳人不在一个“道”中。

“我看现在也是，你瞧他们的菜单。”胡子小声嘀咕，又大声问男主人，“能吃到娃娃鱼不?听说有

人工养殖的。”

“是有人工养殖的，但也不是随处能买到。 再说我也做不来。”男主人回答。

“细鳞鲑呢?”胡子不甘心。

“那个绝对不行，野生的，禁止捕捞。”男主人这回语气是彻底的冷漠。

女主人打圆场，说：“你们吃过饭，是先去看熊猫还是金丝猴? 羚牛这个季节看不到，看金丝猴要赶

在三点钟去，三点钟饲养员投食，猴子会下山来，多。 朱鹮就在河谷看，你们开车慢点，朱鹮不飞的时

候和石头一样白，你们一快就错过了。”

二饼夸女主人好口才。

饭菜上桌，我们闷头吃饭。

刚才停下碗筷的小夫妻，这会儿也回到他们的饭桌前继续吃饭。

小夫妻的饭桌摆在门口的位置，只见一只白鸟飞来，歪过长喙，从女主人的饭碗里叼走一根饸饹，

拖拽着，展翅飞走。 白鸟展翅的一瞬，像一片彩云。

我们集体看见，集体惊呆，说：“这可是传说中的朱鹮?”

见我们吃惊，女主人笑道：“是朱鹮，常来，就爱叼面条。”

男主人呼应女主人：“大米饭叼不走，鸟才不笨。”二饼呆了好一会儿，回身指门口的鸟巢给我们

看。说刚才看见鸟巢就让他心生恍惚，他想起小时候，他家屋场有棵枝干垂悬的皂荚树，遮下半场阴凉，

有人数清树上的鸟巢，有五个，夏天人在树下吃饭，鸟把屎拉在树下吃饭人的饭碗里，被鸟屎击中饭碗

的人，紧着用筷子划掉着鸟屎的那一坨饭，抬头朝树上骂一声后继续吃饭。

“也嫌脏，但更舍不得倒掉一碗饭。”二饼说。二饼的话引出胡子的话。胡子说：“那时候鸟咋那

么多、那么厉害，大概鸟太多，鸟就以为世界是鸟的世界。”我们哄笑。

胡子说，小时候家里吃肉就像过节，一年难得吃上几回。有一次母亲决定吃肉，就嘱咐父亲带上他

进城买肉。等父亲在集上仔细地挑了块肉称好，看着卖肉人把肉用两片大桐树叶子包好，递给父亲，父

亲把肉包儿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跟在自行车的边上走。 只等走出人群，他就坐上父亲的自行车，把

肉抱在怀里。可是，只听见耳边一声呼啦，眼前一道黑影扑来，旋即撤退，就在他们都没弄明白怎么回

事时，那块肉已经腾空而起了。 两片梧桐树叶打着旋从天而降，粉白相间的肉在一只乌鸦嘴里叼着，乌

鸦奋力飞向最近的一棵树，停靠在树上歇脚。 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追过去，用身体撼动

那棵杨树，杨树发出闷响，催促乌鸦飞向下一棵树。 那天的后来，就是父亲追乌鸦，撼树。 他呢，

追父亲。记忆停在这里，嗅不到肉香，他不记得父亲是如何向母亲交差的。

我们吃饱了饭出来，站在平坝上，仰头看三个鸟巢，看见一只鸟飞来，又一只鸟跟随着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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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鸟叼着一根羽毛，后来的鸟叼着一条鱼，鱼晃荡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去，我们看得分明，又十

分吃惊。

老饕说：“你看，华阳人和我们，今天也似不在一个‘道’中。”

我一直听，这时候想说话，又不知该说什么。 于是我出了个考题考大家，我问：“叼鱼的这只鸟和

刚才从农家女主人碗里捞面条的，是否同一只?”

“是。”有人说,“长得像。”

“不是。”有人说，“刚才那只爱素，这只分明喜荤。”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中的老饕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红薯、糙米等“粗食”根本无法满足知青们的味蕾与身体所

需，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贫困与艰辛。

B.面对胡子提出的吃娃娃鱼、细鳞鲑等鱼类，男主人由开始的“做不来”到“彻底的冷漠”，可见他

对客人缺乏足够的耐心。

C.夏天，人们喜欢在皂荚树下边乘凉边吃饭，运气不好的人便被鸟屎击中了饭碗，因舍不得倒掉粮

食，便也只能划掉一小坨继续吃。

D.文中老饕两次提到“我们”与华阳人不在同一个“道”中，第一个“道”指的是饮食习惯不一致，

第二个“道”指的是生活追求不一致。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以“鸟巢”这一典型意象为线索串起整个故事情节点既铺展了现在，又勾连了过去；既丰富

了内容，又增添了情趣。

B.小说善于使用比喻手法，比如说第四段采用连环比喻，将“我们”城市生活状态的不顺意生动形

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C.小说的景物描写颇具艺术，比如说“远山旖旎，稻田如镜”，三言两语，细腻而直观地点染出了人

物的情思。

D.小说结尾宕开一笔，以“我”的“考题”收束全文，大家关于“朱鹮是否为同一只”的讨论，既

延展了话题，又引人遐思。

8.华阳之行，我们一群人的心情随着所见所闻发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请结合文中相关内容简要分析。

(4分)

9.小说设置了朱鹮叼面条和叼鱼的情节，颇具艺术匠心，请谈谈你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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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遂适卫，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居顷之，

或谮孔子于卫灵公。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宋司马桓魑欲

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 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迁

于蔡三岁，吴伐陈。 楚救陈，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 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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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 不得行，

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节选自《史记·孔子世家》，有删改)

材料二：

墨子曰：“孔子见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见晏子乎?’对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为三心，

所以不见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国安，是以婴得顺也。 闻君子独立不惭于影，今孔子

伐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 始吾望儒贵之，今则疑之。’”(孔鳚①)诘之曰：

“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则否。孔子曰②：‘灵公污而晏子事之以整，庄公怯而

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晏子，君子也。’梁丘据问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顺焉仁

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

也。’孔子闻之，曰：‘小子记之。 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则孔子誉晏子，非所谓毁而不

见也。 景公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贤乎?’对曰：‘孔子者，君子行有节者也。’晏子又曰：

‘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为孔子门人，门人且以为贵，则其师亦不贱矣。’是则晏子

亦誉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于人，己之命也。伐树削迹，绝粮七日，何约乎

哉！ 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则晏子亦不足贤矣。”

(节选自《孔丛子·诘墨》，有删改)

【注】①原文省略了主语。孔鲋，孔子八世孙。②孔鲋所引的孔子与晏子事迹及二人的相互评价均出

自《晏子春秋》。

10.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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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丘据 A 问 B 晏子 C 曰 D 事三君 E 而不同心 F 而俱顺焉 G 仁人 H 固多心乎?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几何，若干，多少，与曹操《短歌行》中“人生几何”的“几何”意思相同。

B.速，迅速，赶快，与苏洵《六国论》中“始速祸焉”的“速”意思不相同。

C.兴，起身，起来，与《诗经·卫风·氓》中“夙兴夜寐”的“兴”意思相同。

D.约，简约，与《史记·屈原列传》中“其文约，其辞微”的“约”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非常欣赏孔子，比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了他同样的官职和俸禄。

B.陈、蔡的大夫担心孔子为楚所用而不利于己，于是调拨役夫围困孔子，来阻止他前往楚国。

C.材料二所引《墨子》对孔子和儒家进行的批判，言辞极犀利，当时儒墨争鸣之激烈可见一斑。

D.孔鲋认为孔子、晏子的形象在《墨子》中被歪曲了，他摆事实、讲道理，予以了有力驳斥。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4分)

(2)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为三心，所以不见也。(4分)

14.针对《墨子》中晏子诋毁孔子、质疑儒家的不实观点，孔鲋驳斥的理由有哪些?请简要回答。(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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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 15~16题。

老    桧①

王守仁

老桧斜生古驿傍，客来系马解衣裳。

托根非所还怜汝，直干不挠终异常。

风雪凛然存节概，刮摩聊尔见文章②。

何当移植山林下，偃蹇③从渠拂汉苍。

【注】①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辗转数千里，谪旅至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任不入流的

驿丞。此诗即作于谪居龙场期间。②文章：纹理。③偃蹇：高耸的样子。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句下字准确，“老”“斜”点明了桧树的生长状态，“古”则写出其生长环境的荒凉。

B.老桧生长在驿站路旁，过往旅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往往把马系在树上，然后解衣休息。

C.诗歌多有前后照应，如“斜生古驿傍”即是“托根非所”，“客来系马”故多“刮摩”。

D.诗人怜惜老桧的遭遇，因此想要把它移植到山林下的水渠边上，让它长得高大茂盛。

16.有人评价，诗人和老桧堪称“同是天涯沦落人”，二者有何相似之处?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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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针对司马光关于新法添设新官、侵夺原来官吏职权的批评质疑，王

安石认为变法乃是秉承皇帝的命令，“          ，          ”，名分正当又过程合法，算不得“侵

官”。

(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          ，         ”两句，暗用典故，向来以传信为任的鱼

雁如今也无法传递音讯，可见游子思妇相思别离之苦。

(3)秋日周末，小刚和朋友登高临远，看着眼前辽阔的山水，不禁吟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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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题。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窗外的麦田漫无边际，犹如(  甲  )的海洋在阳光下翻滚着绿色的波浪。

这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麦田。

深秋的时候，一辆辆拖拉机拉着锃亮锋锐的犁铧划破故乡的大地。 大地露出一道道新鲜湿润的土壤，

弥散出泥土浑厚清纯的气息。人们拿着铁耙忙着整地作畦，然后用木质耧车将一粒粒麦种播洒在土地里。

麦种播进大地，仿佛融入了母亲的怀抱。它们在泥土里悄悄地生根发芽，使劲儿穿透泥土钻出地面，露

出浅绿色的身躯。人们站在田垄上望着绿茸茸的麦苗，像是望着一群娇小可爱孩子，希望它们茁壮成长，

盼着它们早点儿抽穗灌浆，长出丰盈健硕的麦穗。

小满转身远去之后，芒种急急匆匆地到来了。大自然的一双巧手用太阳的七彩之光给麦田镀上一层

金色。这个时候的麦田丰硕而美丽，像是一位(  乙  )的青年人。人们望着饱满沉实的麦穗笑容满面。人

们收获麦子之后，将一粒粒麦子装进粮仓，作为养家糊口的粮食。

18.请在文中甲、乙处填入恰当的成语。(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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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请结合文本分析其表达效果。(4分)

20.请结合文本，任选一个加点词语，分析其在文中的艺术效果。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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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一个赛，提升一座城”。 以举办杭州亚运会为契机，杭州、金华等亚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

面貌都得到了有效提升。杭州市城市快速路网、地铁网线实现扩容，极大提高了城市交通效能，方便市

民出行；“匠心绣杭城”专项活动的开展，使得城市绿化、秩序都得到明显改善。金华市将“办赛”与

“兴城”相结合，实施了 200 个城市品质提升项目，对 1600 多个城市细节进行了进一步提升，(  )。

①不仅亚运会为市民奉献了一场体育盛宴，也推动了城市品质提升，②更为杭州市文旅产业发展赋予

了新的活力。③亚运会期间，杭州市推出了亚运旅游 100条线路和 50个“亚运人文体验点”，④受到各代

表团成员、技术官员们所欢迎。⑤为大家展示更加丰富多元、多姿多彩的杭州，进一步擦亮“人间天

堂·最忆杭州”的城市文化名片。

据悉，杭州市将对奥体中心体育场、杭州电竞中心、桐庐马术中心等亚运场馆进行景区化改造，推

出亚运场馆旅游线路。 同时，结合时下流行的城市漫步形式，推出亚运场馆、火种采集、火炬传递、三

江两岸、晨启杭州等主题文化线路，让市民在亚运会后依然可以继续感受亚运氛围，同时打造杭州文旅

新亮点。

杭州亚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但杭州的“后亚运时代”(         )。在亚运会举办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全民健身”习惯、社会文明志愿精神、公共服务能力以及体育跨文化意识等社会财富，都将对杭州未

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1.文中画横线处在语言表达上有不当之处，请指明序号并做修改。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

但不得改变原意。(6分)

22.请在文中括号处补写恰当的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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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攒下零花钱给妈妈送上一束花，却被指责“不实用，浪费钱，快退掉”；努力考到第二名，父母一句

“你怎么没考第一”就让喜悦瞬间消失；和家人分享旅行经历，被爸爸回复“你假期怎么不多做两套试

卷，多看点书”……父母的关心与关爱背后，似乎常常带了一丝“扫兴”，“扫兴”背后潜藏的是什么?

面对父母的“关爱”与“扫兴”，年轻人又该如何自处与相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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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