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高三语文试卷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山水诗的发达是结合南朝的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是由于魏晋以来士大夫们的雅好园林，也不是由于

隐士们的逃避现实而遁迹岩穴。诗中之有山水景物本不自魏晋六朝始，而是古已有之的，只是数量不多而

已。在文人的作品中，大家公认以曹操的《观沧海》为较早的代表，这当然与园林、隐逸无关。魏晋时期

以园林和隐逸为主的作品都发达了，而山水诗却并没有长足发展。代表着魏晋隐逸生活的老庄思想退出了

诗坛，山水诗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当时老庄思想占主导地位，是不利于山水诗发展的。

山水诗产生之后却又是以行旅景色为主的，连谢灵运也是以一个旅行家的姿态出现的。他的大量山水

诗并不是在隐逸或园林这些基础上产生的。他正是摆脱了玄言诗的束缚，从深居简出里走出来，从园林里

走出来，而且走得很远，才写出了那么多好的山水诗。

那么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呢?应当承认这是诗歌为了表现上的多样性、想象上的丰富性。但产生是要

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南朝的经济发展与水路交通的发达。为什么“宋初文咏”才“体有因革”呢?这与

宋元嘉时代是南朝经济成熟的发展时期分不开。江南山水秀丽，土地肥沃，这是客观存在，这里因而产生

过《九歌》以及《江南可采莲》一类的作品。但是过去这里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自刘裕当政以

至元嘉，政治上的开明保证了经济的发展，这为人们认识自然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家们过着游宦的生

活，阅历无数山川景物，作为一个生活的环境，就自然反映在诗歌里。

(摘编自林庚《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

材料二：

上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林庚先生的文章《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这篇文章的几个主要观

点，我觉得还需要商榷。

首先是山水诗产生的经济基础问题。山水诗的产生和元嘉时期经济的繁荣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从人类审美能力的发展来展开他的论述，他说，到了南朝，“中国古代人民对

于大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包括水路交通在内，这时就达到了新的阶段。这发展的过程也就为人们认识自然

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首先在江南民歌中表现出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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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人的山水诗也就产生了。这番话的理论根据是不错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劳动实践对人的美感发生

发展所起的作用，但是林先生把劳动实践换成南朝经济繁荣，把美感的发展换成山水诗的产生，从而

得出结论：南朝经济繁荣是山水诗产生的条件。我看这是牵强的。

林先生显然把山水诗的产生和人类审美力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联系起来了，似乎审美力一定要发

展到某种程度才会出现山水诗。但是我们很难说元嘉以后人们的审美力较元嘉以前有什么阶段性的发

展，也很难说江南民歌较国风在山水描写上反映着人类美感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次，这样讲在理论上

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人对自然没有美感，当然不会有山水诗。但有了美感以后，艺术以何种方式来

表现它，是不是产生南朝这样的山水诗，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的、阶级的因素，而不取决于美感发展

的程度。

大自然和人民的关系，密切到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它在诗里只作为比兴，作为生

活的环境就够了。可是大自然与士大夫文人的关系就两样了。这些人出入于官场，过着灰色单调的生

活，一旦投身山林，才领略了自然的美丽。他们需要把自然作为一种新鲜的对象去描绘和赞美，并寄

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的山水诗就出现了。

林庚先生也试图从山水诗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去解释它的产生，并把社会生活看作山水诗产生的

基础。那么，山水诗是在一种什么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呢?林先生认为它和隐逸基本没有瓜葛，而

是在游宦、行旅的基础上产生的。我的意见恰与林先生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自己所创造的

世界中看到了自己”(《资本论》)。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就是人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和创造力的愉快

感受。所以自然美是与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理想分不开的。表现自然美的山水诗也是这样。虽然山水

诗是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但是抛开了社会的、阶级的因素，我们不但不能解释它的产生，也无从理

解它的内容。

在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山林总是和仕途对立的。巢父、许由这些有名的隐士也莫不隐于山林。

渔父吟咏《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可见，山林作

为隐士避世的处所，很早就被士大夫们向往着、吟咏着。到了魏晋，隐逸之风盛行，士大夫阶级不论

在野在朝，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他们把理想人格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欣赏着山水，

也欣赏着自己。这样，山水描写就逐渐多起来了。如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十九首》、张华的《答何劭

三首》等，就可以证明山水和隐逸的关系了。

(摘编自袁行霈《也谈山水诗的产生问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林庚认为诗中之有山水景物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老庄思想退出了诗坛的魏晋时期，山水诗才获

得了大发展。

B.林庚从人类审美能力的发展来展开他的论述，袁行霈引用了林庚的话，并指出这番话的理论根

据不正确。

C.袁行霈强调人们的审美力在元嘉前后无变化，相较于国风，江南民歌的山水描写也无美感的阶

段性发展。

D.袁行霈认为，魏晋时士大夫阶级大都以山林为乐土，他们把理想人格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山

水描写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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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在林庚看来，谢灵运如果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逸生活而不走出来，那么他很难写出那么多好的

山水诗。

B.袁行霈认为，林庚把劳动实践换成南朝经济繁荣，把美感的发展换成山水诗的产生，而得出牵强

的结论。

C.袁行霈认为，人民和大自然的关系密切，但士大夫文人投身山林后才领略到自然的美丽，而寄情

于山林。

D.两则材料都谈论了山水诗的产生，但观点有不同之处，袁行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林庚的错

误观点。

3.下列对材料中相关论据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林庚在文中举曹操《观沧海》的例子，阐述了含有山水成分的诗歌古已有之，只是数量不多。

B.材料一并举《九歌》《江南可采莲》，论证了南朝自刘裕以后的开明政治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

C.材料二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意在阐述探究山水诗的产生需考虑社会和阶级的因素。

D.材料二举渔父吟咏《沧浪歌》的例子，论证了士大夫们对作为隐士避世之所的山林早已心生向

往。

4.关于山水诗的产生问题，袁行霈对林庚的哪两个主要观点进行了批驳?请简要概括。(4分)

5.在学习了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后，班级组织了一次“悦读艾青”主题活动，你所在的

小组负责研究“艾青诗歌意象的时代特征”，请谈一谈你从这两篇选文中学到了哪些研究方法。(4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4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轰 炸 老 舍

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

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地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

什么别的可说呢?！只有我们的拳头会替我们说话，青天是不管事的哑巴。

七月十二日的狂炸，我是在一处防空洞里，先听见忽忽的响，渐变为嗡嗡的响，敌机已窜入武昌市

上空。高射炮响了，咚咚地响成一片。机声、炮声加在一处，使人兴奋，使人胆寒，使人愤恨，使人渺

茫，许多的情感集在一处，每一种感情都是那么不清楚而飘忽，仿佛最大的危险与最大的希望在相互争

夺着这条生命，使人不能自主。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给我们送来的消息：活着吧，你须不怕死；死去吧，

你可是很想活。一会儿，防空壕的门动了，来了一阵风，紧跟着地里边响了，墙像要走似的。咚，咚，

咚，像地里有什么巨兽在翻身，咚一声，颤几颤。天上响，地下响，一切都在震颤，你无处可逃，只能

听着，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也忘了一切是在哪里。你只觉得灾患从上下左右袭来，自己不死，别人也

会死的。你盼着那响声离你远一些，可是你准知道这是自私。在这地动墙摇的时候，你听不到被炸地方

的塌倒声，呼号声，即使离你很近，因为一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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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都被机声、弹声、炮声掩盖。你知道弹落必炸，必毁了房屋，伤了性命。心中一红一红的，在想象

中看到东一片血，西一片火光，你心中看见一座速成的地狱。当你稍能透过一口气来，你的脸立刻由

白而红，你恨敌人，你小看自己，你为同胞们发怒。

机声远了，你极愿由洞里出来，而又懒得动。你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呢：最晴明的天日，与最

凄惨的景象，阳光射在尸与血上，晴着天的地狱。

在我所在的洞外，急速地形成了好几座地狱。民房、铺户、防空壕，都在那巨响中被魔手击碎。

瓦飞了，砖碎了，器物成了烟尘；这还都不要紧，假若那瓦上、砖上、与器物的碎屑残片上没有粘着

人的骨，洒着人的血。啊！电线折断，上面挂着条小孩的发辫，和所有的器物，都在那一堆里，什么

都有，什么也没有。这是轰炸。这只教你有一口气便当恨日本，去打日本。民族间的仇恨，用刀与血

结起，还当以刀与血解开。这教训打到你的心的最深处，你的眼前便是地狱。

为什么我们截不住敌机呢?那富人们听到了那些惨事而略微带着一点感情说。是呀，富人们，为

什么呢?假若你的钱老在身边，我们的飞机是不会生下几架小飞机来的，明白吗?

七月十九这天来得更凶。十二日那天，两枚弹距我有四丈远，我在洞里，所以只觉震动，比我远

两丈的大水缸却被一寸长的一块炸片打成了两半。十九日，我躲在院外，前有土坡，后有豆架，或者

比在洞里更安全些。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生平所

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

魂，那天死伤过千！当这种呼啸在空中乱叫的时候，机声、炮声都似乎失去了威风。整个空中仿佛紧

张愤怒到极点，而到底无法抵抗住那些黑棒子的下落。那些黑棒子像溅了水花的几吨红铁的精华，挟

着魔鬼的毒咒，吱忽吱忽地狂叫、奔落、粉碎，达到破坏的使命。炸弹的爆烈，重炮的怒吼，都有它

们的宏壮威严；而这吱忽吱忽的响声却是奸狡轻狂，是鬼的狂笑，自天空一直笑到地上，引起无限的

哭声！

吱忽吱忽，咚咚咚天上叫完，地紧跟着就翻了。这一天，七月十九的响动，比哪一回都剧烈。-

我是在土坡旁的豆田上。一切都是静的，绿的豆叶、长的豆角、各色的豆花，小风吹来，绿叶的微动并

无声音。可是它自己响起来，土自己震颤。不久，地镇定了，天上的敌机已走远，像中了咒诅似的那么

急奔。两处起了火，一远一近。猛然地想起血肉横飞的光景，朋友们的安全，同胞的苦痛，眼前的土

坡，身旁的豆田，还是那么静默安闲；离十丈远，可就有妇女在狂嚎；丈夫儿女已被那吱吱的鬼叫呼摄

了去，有的连块骨也没剩。

什么能打鬼子呢?几乎没有别的灵验法术，而只有加强我们空军这一条实际的办法。战争是最现

实的，胆大并逃不出死伤，赤手不能拨开炸弹，哀悼伤亡的同胞并不能保险自己不死。出钱出力，把

全民族的拳变为铁的，把我们的呼号变为飞机的与炸弹的响声，打退贼兵，追到三岛。这才是最有效

的方法。这才是在牺牲中获得了最有益的教训。怕么?没一点用。不怕呢?一句空话。怕吧，不怕吧，

你总得这么着：出钱或出力！除了这种实际的办法，你的情绪生活便只有恐惧，你的自私将毁灭了你

自己与你的国。

轰炸完了，救护队队员的每一滴汗都是金子，他们的汗把袜子都湿透。同时，烫着飞机式——在

空袭警报到租界细细烫成的——头发的女郎，与用绸手绢轻拭香汗的少年男子，又在娱乐场中以享受

去救亡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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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遭受轰炸躲在防空洞里的时候，“我”面临着是自己死还是别人死的选择，内心颇受煎熬。

B.敌机远去时“我”极愿由洞里出来，是因为逃离了危险；又懒得动，是因为害怕敌机再次前来轰炸。

C.富人们质疑“为什么我们截不住敌机呢”，他们认为钱不在自己身边，使得飞机的数量不够。

D.文末写女郎和少年男子在娱乐场中以享受去救亡，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味道，蕴含着讽刺。

7.关于文中写七月十九日的轰炸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写十九日的轰炸，从躲避地点、落弹距离和声音等与十二日那天的轰炸做了对比，突出了十九日的轰

炸来得更凶猛。

B.“整个空中仿佛紧张愤怒到极点”“那些黑棒子像溅了水花的几吨红铁的精华”，运用比喻生动描写

了轰炸时的情景。

C.用豆田的静反衬轰炸时“土自己震颤”，又用土坡和豆田的静默、安闲反衬血肉横飞的光景，表现了

同胞的苦难。

D.表达上多用短句，节奏较快，突出了轰炸的激烈、紧张气氛，如“吱忽吱忽，咚咚咚天上叫完，地紧

跟着就翻了”。

8.小说第二段在叙述时由第一人称“我”转换为第二人称“你”，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说明。(6分)

9.老舍在写轰炸时，充分表达了对敌机和敌人的厌恶和仇恨之情，小说是如何表达这种情感的?请结合文本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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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

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

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

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

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旧，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

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

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日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

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

其用不足称也。”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

谓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者不能

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也；不然，则其

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是故事修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

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选自韩愈《原毁》，有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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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足矣/

B.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足矣/

C.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足矣/

D.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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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乐为善”与“一善易修也”两句中的“善”字均活用为名词，但含义有差别。

B.“求其所以为舜者”与“所以遣将守关者”(《鸿门宴》)两句中的“所以”含义相同。

C.“不以众人待其身”与“今之众人”(《师说》)两句中的“众人”含义相同。

D.“是故事修”与“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六国论》)两句中的“故”字含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韩愈论述了当时毁谤之风的盛行，探究了其根源在于“怠”和“忌”，认为嫉妒的人不能提高自己，懒

惰的人害怕别人提高。

B.古时候的士大夫早晚思考，改掉那些不及舜和周公的，去做那如同(符合)舜和周公的，他们对待自己和

对待别人不同。

C.韩愈说他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还没有一点收获就止步不前了，要求自己太低，这

样做与懒惰有关。

D.韩愈认为，举出别人的缺点，而不考虑他的更多优点，这是对别人要求详尽的表现，也是用圣人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的表现。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即其新，不究其旧，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4分)

(2)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4分)

14.古时候的君子(士大夫)是怎么要求自己和对待别人的?韩愈为什么说当时读书人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是

很难的?请简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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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 松① 柳宗元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

不以险自防，遂为明②所误。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

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注]①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结束十年的贬谪生活，离开永州贬所返回京城，途经商山时见到遭受

摧残又受保护的孤松，有感而作此诗。②明，松树油脂多，古代被用作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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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交代孤松所处的环境，“翠盖”形象地描写出其枝叶青翠，状如车盖。

B.颔联以孤松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要有自我防范意识，应该时刻提高警惕。

C.颈联写受到伤害的孤松期望遇到好心人，期望周围被加上篱笆而得到保护。

D.“半心存”“承雨露”表明孤松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将会接受雨露的滋润。

16.这首诗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来抒发情感?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情感?请简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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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中,“ ▲ , ▲ ”两句阐述了人不是天生就懂得知识和道理,每

个人都会有疑惑。

(2)杜甫《客至》中，与陶渊明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两句是“ ▲ ,

▲ ”。

(3)“沧海”经常出现在古诗文中，或展现宽阔胸襟，或寄托忧思情怀，或抒发离情别绪，等等，如

“ ▲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3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8~20题。

通常是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吃完迎新的饺子，穿着新衣的我们，“扑通”一声，喜滋滋地跪在长辈的膝下，送

上比“新年好”更有乡土味儿的问候与祝福。长辈们从衣兜里掏出的几张毛票，塞进我们的小手，他们把所有的念

想和憧憬都托付与田里庄稼一般高的晚辈身上。接过那些被汗水浸润的压岁钱，我们 ① 地转手交给父

母。等到新学期，这些零碎的压岁钱就成了我们的学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个头蹿得和长辈一般高，恍然间就过了收压岁钱的年龄。等到我们

② ，有了儿女，更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在鞭炮和礼花声中，在迎来送往的祝福声中，我们也长成了长辈的模

样，将一个个满溢着喜气的红包递到孩子们手中，看他们欢乐的笑脸。

时光飞逝，③ 中，我们的长辈已经白发苍苍，腰身佝偻。看到他们，我会下意识地蹲下，甚至单膝

跪在地上，同样把被春节的喜气洇红的压岁包塞进老人的棉衣口袋。那个带着我们彼此体温的压岁包，好似一枚岁

月的邮票，沿着情感的邮路，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饱满的亲情，从今年邮送到明年，从一代邮递到另一代手中和心

上。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可少量增删词语，不得改变原意。(4分)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2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21~22题。

已有的精神疾病诊断方式包括专科医生访谈和量表诊断，① ——主观性强，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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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缺乏。而基于脑电、语音、表情等生理、行为信号的人工智能诊断新技术，其诊断准确率能达到

70%~90%。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诊疗模式而言，在精神疾病的预测诊断、干预治疗等方面,

② ,人们看好其发展前景。

脑电、心电、肌电等电生理信号都与人的精神状态相关，甚至鼾声、微表情、步态等人类感官难以察觉

规律或精准捕捉的行为信号都可以用作人工智能判读精神健康的依据。信息技术让很多之前难以探测到的

“蛛丝马迹”，可以被甄别、掌握以及高效利用。除了解决“无迹可寻”的难题，人工智能在治疗方面也

有独特优势。医生治疗时需实时得到反馈才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提供的及时诊疗

“反馈”，③ ，提升治疗效果。

利用便携式脑电精神状态评估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在180秒内获取被试者的脑电信号，其间系统还会通

过不同音频声与被试者互动，通过大数据模型客观、高效地对被试者进行精神状态评估。该技术对异常精神

状态的识别准确率大于90%，已经获得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许可。

21.下列选项中，“可以”和文中加点处的“可以”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刚才读了一遍，你的这篇文章写得还可以。

B.今天天气实在热得可以，开空调吧。

C.继续努力吧，你可以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D.把这些事情做完，你就可以走了。

22.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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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苏轼《题西林壁》

以上材料都涉及“认知的局限性”，对广大青年具有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和现实生活写一篇文

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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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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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秋水》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王守仁《蔽月山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23+456*789

$

:;<=

"

>?@

#

./01ABCDEFGH-IJK8L*

"

M23+NOPQRS89

%

TUV./E

FWX-$%&'()*+,

"

23+456*YZ-89

%

[\]@^=0$%&'_H

`ab

"

@<cd23+89-

$%

&

!

"#

Oe)[fg-hijk<Zl

$

<m?n

"

>?

@

#&&

[fg-hijk@<o-

"

[pqrs-@tuvwxy-z{8W89q|-

I}

$%

'

!

"#

y~-�z�#�������

"

��d��

"

����-23��\�z{

-���89

$

^��x

"

>?@

#

"@�~��^��A�y~-�z����A�Q��

���-89

"

\��^�������#23�����Vy�z{89-< ��

$'

(#$

!#

¡¢£A�¤¥¦-§v¨¦*C©-oª«¬

$

:;<=

"

b®¯°±-²³< 

"

x´µ-¶·< 

"

«¬¸#:¹

"

ºdi¥»¼

"

½x½oPQ¾i

"

<¿À¾C©-«¬

@oª-

'

)#&

!#

iÁ*�ÂÃÄÅA�-ÆÇÈÉÊË*23+-89

$

:;<=

"

ÌÍÎÏ�OÐ

(

Ñ

�

)(

��¤ÒÓ

)

Ô

"

n#ÕÖ×d��ØQ23ÙÚ

*

ÛaÜÝ[Þß«Ãàáâ

"

qA

ãä�lvåWæÎÞç23è:-+�

%

[ÁÇ<*�ÂÃÄÅA�-ÆÇÈÉx23

+89-ÊËI}

"

é

(

Ñ�

)

D

(

��¤ÒÓ

)

\K<@�ÂÄÅê�-IJ

'

*#

!

23+@#�Âëì89

*

3íîï8L-áâðåW-

%

"

23+O<@#BCñEF

-WXòó�

"

M@#ôõ

*

¢ö-WXòó�åW-

%!

÷¬

(

:

%

øQùúûü

"

ýêè

h-¤þÿ!:

'

"#

!

?"°±�

%

®#b$%x23+�&?"-°±

"

':()*++I,�&°±?

"

"

IG°±-òó

%

"

-.°±�

%

®#b$%°±23+�&/0-.-1�

"

x*

+WX-0T-.Ë¢°±

"

A23h4n567

%

#

8�°±�

%

b$%x

#

23+-

åW´µ

$

Q:¹

"

¡¢£Ë¢*9:

"

;<*8�°±-1�

%

�~¤A#úyQ&°±è

=-òó�Ë¢9:ÐÁ

"

>è?-°±@i

%!

÷¬

(

:

"

û)¬!A:

%

øQùúû

ü

"

ýêèh-¤þÿ!:

'

+#$

!

%

!

"#

BCV@ÃDEF@GyE-HI

"

6JKLMN

$

<m?n

"

>?@

#

OPQ6R

ST�ðUVWX

"

ÃD<E

"

Gy\0E-

$"

UL-@

#

R�Y00ZC#÷[y-\�

$

-n&

+

&

!

"#

@]G^_`abc�Xde

$

:;<=

"

f@

#

^_ghijk-.5

$+

'

!

"#

ú~¶Gl<#ÃD\m

"

n6oa-pq<r

$

h4oª

"

>?

#

stO-l$#\m

$

@uvwy~PQG�)l

'

,#&

!

:;<=

"#

x[yz{|}~��h�¬

$

�}-@

#

�y

$"

<@

#

8�

$'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Îy�

#

�

$

��G��y�

#

O

$"

×

#

�

$

Î[y��de-�����è*�py-

����

+

"

[��d���8de0x`y��

*

G �~8�-ÿ{

+

#

\Qcd)¯\

Cù�

"

�\�a{L�y�p-� ¡¢

"

TMåW£¼

%!

÷¬

(

:

"

n&ûx¤¤

%

ø

Qùúûü

"

ýêèh-¤þÿ!:

'

.#

!

ïæ¥Q{ÿ¦§-¨©

!

ñy~-{L

'

XUL

"

ø}

#

i�ª

$#

«¬

$#

«

$#

®«-¯

°

$#

«-±²

$

X>³`ae´-µ

%

"

ïæ¶·ß«-��XUL

"

XË¢�µ-¸¹

"

ø

#

º�»

"

að»

"

Î¼K#½¾

$%

#

ïæ��-�ÿ¿iXUL

"

ø

#

ÀÁ

"

Q��G-¤

^Â

$#

À(ÃÄ

"

ÅhÆÇ

$

ULÈ|�Éêÿ

%!

÷¬

(

:

"

n&ûx¤¤

%

øQùúûü

"

ýêèh-¤þÿ!:

'

!/#'

,!

>?Ê¬

'

ËêÌÍÎ<à

%

ùÏy\Ð

"

ùÑD\Ò

%

Ð

"

Óy�dGÔ

+

Ò

"

ÓÃÕ

\Ö

%

D×QÔ

"

Ø

-#

�Ô@

"

@ÙSÚ

%$.

!!#$

!

$

!

"#

@Ó§Û

$

z-

#

Ó

$

nG

#

]G

$"#

@Ó

$

nG

#

]Ü

$+

M

#

ðMTÝ�ÞßêÓ§

$

z-

#

Ó

$

nG

#

à

$%

%

!

"

áz-

#

Ô

$

âçãQäG

"

�¯G

#

Ô§

$"

�¯G

#

Ôå-J

æ

$+

&

!

"

áz-

#

qA

$

çã� 

"

çG

#&&

->]

$+

'

!

"

áz-

#

èy

$

çã� 

"

çG

#

éïy

"

Îêy

$'

!(#%

!#

ëì-y<¿;íÃD

"

îï-y^_Gy;í

$

~ðñò

"

f@

#

îï-y<¿;íÃ

D

"

ëì-y^_Gy;í

$'

!)#

!

!

'

]óú-ô#

"

<Å±ú-æõ

"

PöJGy6<h÷*ø§

!

Mf6

'

-ø�

%!#

±

$

#

ùú

$#

c

$

ûüZl�

!

:

"

án

!

:

%

&ý¬

-

±

"

þ±

"

Å±

+

ùú

"

PöJ

+

c

"

ø�

'

!

(

'

ÿÞfD-y

"

Î¾@ú-!"

!

 #

'+!

ø

'

<@[�

!

-y

'"

ÿ]@ú$%M úPQ

c^&'-y

%,#

f

$#

(

!

�Î[

'$#

(

!

��[

'$

ûüZl�

!

:

"

án

!

:

%

&ý¬

-

f

"

fD

+

(

!

�Î[

'"

)*

"

[pX}G+¨

"

e!"

*

 #

+

(

!

��[

'"

,¨

"

 

"

D

.

!*#

!

-0.-/7012ÃD34M5B

"

xÑGy6³789

%!

!

:

'

"

]G#ÿ[0T

"

§ÿ:ø*

"

;<\YVåW

+

=æÛ>;í*

"

?@-g\AVhX

%!

(

:

'!

n&ûx

¤¤

'

!

'(+$

"

!"#$%&'

!

()*+,-./012

!

()3456789:;

"

*+,-./0

12

!

<=>?@

#

3456789:;

!

<=56ABCDE

"

FG!H$6IJKL$

!

M

6NOPQ

"

()RSTLUML$VW

!

BXYZ[\

!

]^_`>aL$

!

bC_cd

$

e

f

%

L$

"

FG!H$6IJKgh$

!

XJijik$6

"

()RSTghUMgh$VW

!

BXYZ[\

!

]^_`>agh$

!

bC_cd

$

ef

%

gh$

"

L

!

Xl&$m6

!

nHoI

pqr$

#

gh

!

Xl&$m6

!

nHoIpqr$

"

s`6tG

&'

u>rL

!

u>rgh

!

Xv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

!"#$

"

%&'(

!

)

)

!!!!

*

#

+

"

*

$% "

!"#"$%&

"

$wx

$

yz

%"(

s>{X*+,-./012|

)

()3456

!

{G

&'

_J6

!

}Is`~

z

!

s{�qr�J��$6�

#

}��s`E�

!

s{�qr�JIj�$6�

"(

�($�z

~z

!

>��+(�I��z

"

{�($��

!

>�T($�b

!

���56q>�C�DE

$

0�q

%

$D�

"

����$��X8���$

!

���kX8� ¡$

!

¢()3456t

G

&'

}Is`~z

!

s{£��

"(

9G

&'

}��s`

!

s{£��

"(

s>X*+56780:

;|

)

��$%&'t>Xs¤

!

()*+56¥¦

!

()*+,-:§

"

*+56¥¦

!

<=

56¨=CDE

#

*+,-:§

!

<=,-q©ª§

"

,-oI«¬����

!

tG

&'

vIs`

����

!

s{��

"(

,-oI«¬j}

!

tG

&'

v��sJ

!

s{��

"(

3=®¯°56

!

3±=®¯°,-

!

�oI�z²³{´µ>¶�

!

>X*+,-·¸�|

)

()356

!

{

G

&'

¹º(IsJ»�

!

¢($6�>¼q½¾

#

¹º(Is`����

!

¢($j¿>¼q½

¾

"(

ÀÁ($�Jyz

!

>\Â($ÃJ~z

"

��T($�b

!

>\Â($��

!

�Ä56I

�D$ÅÆ

"

s>{X*+56·¥¦�|

)

s{K>¿�Ç6$ÈÉÊ*+,-

!

t¿m6

$ÈÉb*+56

!

v�>Á(X�ËÌ,-

"

¹ºc®

!

s¤CªXIÍÎ$

!

_{X?@Ï

ÐÑ

"

?@$6>}ÒÓ,-

!

ÐÑ$6ÔÄ56ÒÓ

"

vÕÖC�s¤$×Ø

!

ÕÖ3&Ù

G

&'

Ú6XÛ�$6

!

Ú6XÛ�$6

"(

_`�Ï$6

!

�ÜX($ÝÞ

$

dß

%#$

c

%

>Xs¤

$

$6

%!

_{X(àá0d(oIâÔãä$6

"

cå>Xs¤

!

_¬æç$6�Üèéêë

GÁì3$í

!

îï$6�ÜèðñÁì3$òó

"

W®E�ôD�

!

õöª÷øùú

#

¾��

�ÒÓ�

!

ûü$íªýø�Ê

"

þ

!

ÿ!6��s¤$"H"

!

0#$ÅÆ%&

*

¾�'(

!

¨)

+

!"#'

!#

1BChøJy

"

1BDEFG�HIM6hJK

$

<m?n

"

f@

#

LMCh*øJ

y

"

DEFG�HIM6hJK

$'

!+#

!

H1�}*NOýP-Q�

"

+yALMÃ�

"

{RLM-SC

"

T@*ë�UV

+

"

UÇ

+yO<WJXY

"

M@1ÑVZ?È|

+

#

Uô*+y[r<\

*

]P<^-_`Dx�

a'AbJ-yWc³

%!

÷¬

(

:

"

n&ûx¤¤

%

øQùúûü

"

ýêèh-¤þÿ

!:

'

!,#

!

!

'

ydWMeê¯

!

f¿�g

!

(

'

h(ij�xk

!

lHmÕnop

!

÷y

!

:

"

�â

*

oâ

*

qârç<6:

'

!

)

'

sÔÎ

-

tuvÇwQx

!

yz{|}W~

!

ñ�E

(

��

)'

sÔ�

-

���dºa

!

�tuêÎ�

!

��

(

���

)'

sÔÆ

-

�C��

!

A«tu

!

��

(

«tu

)'

!

÷y

!

:

"

�â

*

qâ

*

oârç<6:

%

øQùúûü

"

P1�m12

"

¤¤!:

'

!-#

!

>�<u

!"

è%��

!

�%��

'

!#

<e<Q

!

÷�

!

:

"

øQ�m©�-ùúè©

"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u

-

�5@>�

"

Î¬\P�u

%

"

è%��

-

@�è%

"

O#§��Q

qIG

%

#

<e<Q

-

PQn·h

"

�nêz

'

!.#

sÔ

-

R�~T��p�)�~��

"

�Ë�~- Q

"

ú~¡qQ-¢'D£¤K�N#

(zp%¥Îêí-¦�\�

%!

÷�oªÛ§Zl6

!

:

"

Æ�Û§KZl6

*

:

%

>á

QÆ�©¨

-

!

@©ª«

"

¬õ

#

�)

$

�B-

#

-

$+

"

®<=

"

¯

#

N°

$

§G

#

�N

$+

#

è

:±²

"

#

#

(

$

�B³G

#

#

$"#

#

&&

\�

$

©è,¨@©

'

(/#

!

#

ø´Îµ¶v-·�

$

n}*8�

"

¡

#

¸¶¹

$

8I

#

·�

$"

>5a�)*

#

¸¶¹

$

@ø

º»L

#

¼½

$

D

#

)ÿ

$

-

%

"

#

¸¶¹

$#

·¾

$#

¼½

$

D

#

)ÿ

$

n}*�y

"

�¿

#

¸¶¹

$

Ay-ÿ{DuI

"

WuaUL*I¯x

#

¸¶¹

$

-ÀÁ{ÿ

"

n¢?XÂQÃ

%!

÷¬

(

:

"

n&ûx¤¤

'

(!#'

!

'

!z-

#

¤A

$

D?zG¬�-

#

¤A

$

çG3u¨

"

Us¤¿ñ¿r

%

%

!

"

>³¨

"

n

G

#

ø

"

æ6õ

"

<Ä

$+

&

!

"

>³¨

"

nG

#

Å^

$+

$

!

"

3u¨

"

UsÆ¤

'

((#

!

[ÞÇÀ1È¸#ÉÊ�

!"

yËÌ¿ÇÀÍ�Î7

!#

¿3�ÏWxÐÑÉ

!

÷�

(

:

"

n&ûx¤¤

'

()#

!

,-./

"

!

Î

'

ÌÍ4)DÒÓ�n

ÌÍ@ÆÎÔ?

%

�ÎÎ7n@Õ#Öz

"

h4<*7u-×ØÙÚ

"

[@LWXyÛ

qÊ

+

ÜWdÝÞ

"

h4<*ßà-áâ¶ã

"

[@LW¸0ÛqÊ

+

/äåæ

"

h4<*í

À-&'

"

[@Lg·U>qÊ

%

[ç¹�~ÖÕ

*

ÝÜDæ/LÃ\��è9

"

¶eQÊ

%

��Î7n@yQ628v7

"

@]G2év%

"

PQêëøº01¿YZ¶·hv82ì

Ú

"

[ç¹�~yííF\m§OÉÊ*¶e

%

�ÆÎç¹�~y<¿5B¶·î2

"

@]

Gï\2z

"

êëLÊ

%

¤g

"

y-êëííLhÃ\��-è9

%

ÌÍÔ`ð7+ñh4

Ã\¶e-ÉÊ�,ù>]

"

'Þ¶eÉÊ

"

ÆÚêë

"

òêóë

"

ôõºð

%

ÒÓ�n

-

!

ÀÆ��è9-ö÷

+

"

'Þ¶eÉÊ

"

ÆÚêë

+

#

Jõºð

"

òêóë

+

$

ø)ÃD-¶eóë

+

rr

%

!

�

'

�IùúD12

!#

{ûD&Ó

I?üý�)ÃD-¶·D{û

"

�ôÃD-ÎÞ&Ó

%

(#

@mÌÍ

ÌÍ-6³üý#¢?zQq�ô

"

QþÖñ:;

"

1×ÌÍÔ)ÃD-{û(&Ó

%

)#

Çl?�

?�<Ê

"

Ã¾?�

"

"1Q?�n·

"

HIn}��?�

"

]1�m�f-?�ÿ!

%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Æ

'

µn":4^

µn ":r# ?$%&

�m

µn

Î�?

"*

%

+/

:

%#

}'ÌÍ

"

�ô*ÃD-{û(&Ó

"

�n(l

%

&#

�IZ¬')

"

)*ÌÍ

DôvWX

"

6³'v

"

{ûÀ+

"

UL_§

"

,¬')

%

'#

?�%&-Ç

%

��?

*-

%

")

:

%#

}'ÌÍ

"

�ô*ÃD-{û(&Ó

"

�n(l

%

&#

�IZ¬�')

"

)*Ì

ÍDôvWX

"

6³�'v

"

{û�À+

"

UL./

"

QÎÞ,¬

%

'#

?�%&

-Ç

%

Æ�?

*(

%

*,

:

%#

¿'0ÌÍ

"

�ô*ÃD-ÎÞ{û(&Ó

"

�n�mÌÍ

%

&#

�IZ¬<

r')

"

{û<rÀ+

"

6³D@©��x

"

©ý12

"

34�Îê

%

'#

?�%

&�-Ç

%

ò5

�m

µn

6�?

)+

%

*!

:

%#

PQ'0ÌÍ�I

"

QÃD-ÎÞ{û

"

"�n<r(l

%

&#

�IZ¬<'

)

"

6³y�

"

@©<�x

"

©ý<./

"

34ª«

%

'#

?�%&<-Ç

%

78

µn

9�?

)"

:,Að

%#

::78µn-

"

þÿ!:

!

(!

%

)"

:

'%

&#

�58µ-

"

þÿ!:

!

/

%

(/

:

'%

�5;8ÌÍ6³

"

�5<=�I12

"

�5PQ?�n·

"

>HÕÌÍ

*

�Iùúñ�I12-Pý?©9Æ�I

"

&'<@A

"

«¬oª

%

!

6

'

B'^Ç

!#

oGâr':

²Êµ'

(

:

+

÷

!

[oGâ'

!

:

"

ZC-<D

+

Ê¬oª�-

"

þÿ':

%

(#

âpr':

!

*//

âA�-?$

"

E":Ê(":

"

'âp:

%!

÷Ö

"/

[â'

!

:

'

"

*//

âAð-?$

"

(/

:Að":

"

<b'âp:

%

#

(//

âAð-?$

"

!/

:Að":

"

<b'âp:

%

$

P�Îág-

"

!

!

:ñ

(

:

"

<"

/

:

%

&

P�Êµ-

"

!

(

:

"

<"

/

:

%

(I?�5�&

"

FG@sHÓI

*

sH"J$K-6

³¤AÀ

/

:

%

'

�5yL-

"

"

/

:

%

进入北京高考在线网站：http://www.gaokzx.com/  获取更多高考资讯及各类测试试题答案！



专注北京高中升学

咨询热线：010-5751 5980官方微信公众号：bjgk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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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aok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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