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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高三级 11 月四校联考

语文 答案及说明

一、现代文阅读

1. 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D 项“故而，‘春秋笔法’特

征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错误，结合原文“‘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

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

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可知，原文是说“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这与“春秋笔法”并无因果关系，

选项强加因果。

2. C【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C项“不能建立以‘春秋笔法’

为核心的叙事研究，是中国叙事学无法摆脱西方叙事理论影响的原因”错误，结合原文“而长期延

续这种写作模式，对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是十分不利的。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

研究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可知，“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

国叙事研究则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原文只是说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选项“不能建立……原因”

绝对化。

3. 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A 项“三子者出，曾晳后”，客观陈述

事实，不含褒贬。B 项“卫州吁弑桓公而立”的“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的现象，暗含对“以

下犯上”的批判。 C 项“秦伯说，与郑人盟”，客观陈述事实，不含褒贬。D 项“沛公军霸上，未

得与项羽相见”，客观陈述事实，不含褒贬。

4. ①论证思路清晰。材料一先概述“春秋笔法”的含义，再以《春秋》、鲁迅为例，论述其自古至今的

运用，结构严谨，富有逻辑。

②论证语言科学严谨，运用了“多用”“在这个意义上”“常用”等严谨性词语修饰，并且用一系列

关联词前后衔接，加强表达的严密。

【评分建议】

（一）论证思路可以从行文思路和论证手法两个角度进行赋分。

1. 行文思路 1 分：材料一先概述“春秋笔法”的含义，论述其自古至今的运用，结构严谨，富有逻辑。

写出体现行文脉络顺序的词语“先……”“然后……”等并简要概括层次内容 1 分。

2. 论证手法 1 分：写出论证手法并简要分析其论证的严密性 1 分。

3. 其他答案若合理亦可赋分。

（二）论证语言可以从举例和效果两个角度进行赋分。

1. 运用了“多用”“在这个意义上”“常用”等严谨性词语修饰，并简要分析其表达严密性 2 分。

2. 也可以从关联词的角度分析，如“不仅……，还能……”“但同时又要……”“或是……，或是……”

加强表达的严密性，2分。

3. 若以上两个角度均有回答最多不超过 2 分。

其他答案若合理亦可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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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①“春秋笔法”在录与不录中，寄托作者的褒贬（价值判断）（1分），能使表达简练而含蓄（1 分）。

②“春秋笔法”能留下空白，避免行文刻露（1 分），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和深入（1分）。

③“春秋笔法”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1 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思

维方式和话语模式（1分）。

④“春秋笔法”符合构建当代中国式话语体系的需要（1 分），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也有贡献（1分）。

【评分建议】以上答案共有 8 个得分小点，答出其中 6小点可以给满分。

6. C【解析】C选项“‘现在的兵……’则表明班长的失望”理解有误，对比自己的经历，班长对“现在

的兵”有看法，是觉得他们缺少自己当初的“劲头”，但这不是“失望”，从原文后面“那帮老兵倒

也不见得真是牢骚，没准是在新兵面前摆摆谱吧”一句可以看出。

7. B【解析】“使小说的叙事节奏加快”分析有误。小说多处使用了一句一段的形式，但并不都是让小

说叙事节奏加快。中间写班长接收电报，到最后确认电报发给白砂岛，如“耳机里没有反应。再等

等，还是没有。”“是机器有问题？……”“依然没有。”“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电报没来？”这

些段落，多处使用了一句一段的形式，采用延宕的手法，没有加快叙事节奏，反而使情节叙述变缓

变慢。

8. ①班长对没有收到慰问电报感到失落，妒忌收到电报的白砂岛守岛士兵。

②同时为白砂岛有了驻守士兵，为祖国的海防越来越强大感到欣慰自豪。

【评分建议】每点 2 分。第①点对应“失去”和“妒忌”，答出“对没有收到慰问电报感到失落”1 分

（答“为所守的小岛不再是最前沿感到怅然若失”也可），答出“妒忌收到电报的白砂岛守岛士兵”1分；

第②点对应“得到”和“骄傲”。答出“为白砂岛有了驻守士兵而欣慰自豪”1 分，答出“为祖国的海防

越来越强大感到欣慰自豪”1 分。

9. ①潮声是海岛生活的重要意象，为小说营造了典型环境，强化了小说的审美效果。

②潮声与海岛战士收听北京慰问电报的现实事件相互映衬，暗示情节的发展变化。

③潮声伴随着守岛战士的深情回忆，象征着战士奉献青春、守疆卫国的心声。

【评分细则】每点 2 分。第①点从环境的角度作答，答出“重要意象”或“重要景象”1 分，答出“为小

说营造了典型环境”或“强化了小说的审美效果”1 分。第②点从情节的角度作答，答出“与海岛战士收

听北京慰问电报的现实事件相互映衬”1 分，答出“暗示情节的发展变化”1 分。第③点从人物、主题的

角度作答，答出“象征着战士奉献青春、守疆卫国的心声”或“赞美战士们奉献青春、守疆卫国的精神”

给 2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二、古诗文阅读

10. C

11. C【解析】“讽”是“委婉规劝”的意思。

12. D【解析】“以记事为重点”错，应为以“记言”为重点。可以结合文章出处《国语》思考。也可以

结合本选项“邵公所谏之言，句句精警”部分，进行推断。

13. （1）人民先在心里考虑而后说出口，君王认为可行就推行它，怎么能够堵塞（百姓的嘴）呢？

【评分建议】“虑之于心”，状语后置，1分；“壅”，堵塞，1 分；句意 2 分，落到“宣之于口”“成而行

之”（“宣之于口”译为“说出口”“在口头谈论”之类均可；“成而行之”译为“可以就推行”之类，若

译为“成功推行”则不给分）



2024 届高三级 11 月四校联考语文试题 参考答案

第 3页 共 8页

（2）百姓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大王您如果也这样做的话，那么归附王室的人就少了。

【评分建议】“专”，独占，1 分；“而”，如果，假如，1 分；句意 2 分，落到“犹谓之盗”，“其归鲜矣”

（“犹谓之盗”译出“被称为”“被说是”才给分；“其归鲜矣”译出“归附”“依附”之意才给分）

14. ①统治者要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如果堵塞言路，终将自食其果。

②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推行善政；切不可滥施暴政。

③统治者不能贪求物欲，而应让百官、百姓等也获利，方可得人心。

【评分建议】每条 1 分，从正面或反面作答均可；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酌情给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周厉王暴虐，国人指责厉王的过失。邵公告诉厉王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厉王大怒，找

来卫国的巫师，命他监察指责者。卫巫将指责者告诉厉王，厉王就将其杀死。国人没有人敢再说话，在

路上遇见了，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大喜，告诉邵公说：“我能够止息指责了，国人终于不敢说

话了。”邵公说：“这是把人民的口堵住了。堵人民的口，后果比堵塞大河还要严重。大河因壅塞而溃决，

一定会淹死很多人，堵人民的口也是这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之畅流，管理百姓的人要引

导人民，让他们说话。因此，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公卿、大夫、官吏奉献讽谏诗歌，乐师向天子进献乐

曲，史官献书，少师进献箴言，盲人朗诵讽谏诗篇，青光眼的乐师也参与诵读，各类工匠进谏，平民托

人将意见带给天子，左右侍卫大臣进陈规谏，天子的同宗大臣弥补督察，瞽史以天道史事教诲，师傅老

臣修饬政令，而后天子对各种意见进行斟酌，因此天子的一切行事才不至于与情理相违背。人民有口，

就如同土地有山川，财富用度就是从山川生产出来的。土地有原、隰、衍、沃，衣食才从此产生。人民

用口发表言论，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体现出来。人民认为好的就推行，认为坏的就防范，才能使人民的

衣食财用大大增多。人民先在心里考虑而后说出口，君王认为可行就推行它，怎么能够堵塞（百姓的嘴）

呢？如果硬是堵住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厉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没有人敢说话。三年后

国人便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彘之乱发生期间，厉王儿子宣王藏在邵公家中，国人将邵公家包围起来。邵

公说：“以前我多次规劝国王，国王不听从，所以才有今天的灾难。”

材料二：

周厉王喜欢荣夷公，芮良夫说：“周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荣夷公爱好独占财利而不知道大难。利是

由万物中产生出来的，是由天地所生成，假如要独占它，所带来的怨恨会很多。天地万物，人人都要取

用，怎么可以独占呢？触怒的人太多而不防备大难，荣公用这些来引导您，您能长治久安吗？治理天下

的人，应该疏通财利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神百姓和世间万物都各得其所，现在大王您却要效法独

占财利，这怎么可以呢？百姓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为盗贼，大王您如果也这样做的话，那么归附王室的

人就少了。荣公若被重用，周王室必定败亡。”不久，荣夷公担任卿士，诸侯不再献贡，厉王被放逐到了

彘地。

15. C【解析】本题考查理解诗句、鉴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能力。C项曲解诗意，理解错误。

颈联“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说的是梓州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蜀地的

人们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这说明蜀地僻远，经济落后，人民穷困而且缺乏教化，暗示李使君就

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完成起来可能并不轻松，为尾联希望李使君效法文翁、有所作为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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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①“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写山中一夜春雨过后，只见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

树梢一般。描绘出的是雄奇壮阔而又幽深秀丽的蜀地山中雨景图。②“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写一阵新雨过后，青山翠谷越发显得静幽，夜幕降临，凉风习习，更令人感到秋意浓厚。描绘出的

是清新宜人而又幽静闲适的雨后山村的自然画卷。

【评分建议】每点 3 分，共 6 分。每点分析 1分，特点 2 分（第一点：“雄奇”“壮阔”“幽深”等，答到

其中两种；第二点：“清新”“幽静”“闲适”等，答到其中两种）。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

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比较鉴赏诗歌意象、意境的能力。

审读题干，把握关键信息为“画面特点有何不同”。首先，“画面特点”指向的是鉴赏诗歌的意境；

其次，“有何不同”强调的是两首诗歌中诗句的比较赏析。答题时，注意扣住诗歌整体理解诗句含义，再

以简洁、准确、凝练的短语概括画面特点。

17. （1）（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2）轻拢慢捻抹复挑 初为《霓裳》后《六幺》

（3）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抚膺坐长叹/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

【评分建议】

1. 第一题“是故”加不加都可以；

2. 第二题“初为《霓裳》后《六幺》”必须加上书名号，否则扣分；

3. 第三题其他答案：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若诗句写到“北斗”“牛郎织女

星”“天狼星”则不给分。

三、语言文字应用

18. A：迅速破坏酶的活性 B：形成各种茶类品质特征

【评分建议】每点2分，共4分。如有其他答案，符合题意且切合文意，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根据上下文补写语句的能力。

A处考查学生对核心概念的掌握，根据上文“绿茶的制造”与下文“黑茶的制造”等，前后应该是对

应关系，再联系下文“在破坏酶活性的基础上”“先利用、后控制多酚氧化酶”等，结合A的下文“制止

多酚类化合物的酶性氧化”，应补写“破坏酶的活性”与“迅速”两个内容要素。

B处考查学生对上文的概括提炼，依据上文对“绿茶”“黑茶”“乌龙茶”“红茶”等各种茶类不同制

法及相应结果的介绍，应补写“各种茶类”“品质特征”两个内容要素。

19. ①可修改为：从鲜叶通过各种制茶程序到最后干燥；

④可修改为：而这些联系是以一定的化学物质及其变化规律为基础的；

⑩可修改为：从而不断改进制茶技术，生产出为人们喜爱的优质茶叶。

【评分细则】将序号选对并把改后句子准确、完整写出，或准确指出需修改之处并做修改的，一处给2分，

共6分。能选出病句但未能修改正确不得分。

【解析】本题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第一处，①句考查语序不当，结合上下文，介词“从”应置于“鲜叶”前。第二处，④句考查搭配

不当，涉及词语组合；“通过……为基础的”介词使用不当，应为“以……为基础的”。第三处，⑩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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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合逻辑，涉及逻辑判断；上下文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应为“从而”，而不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因而”有误。

20. ①（修辞上）运用比喻修辞，把浅黄色的菌子比作鸡油，突出颜色上鲜嫩可爱。（2分）

②（语言上）使用口语“滴溜儿圆”，语言亲切活泼。（2 分）

【评分建议】第①点从修辞角度，能够指出运用比喻修辞（或点明喻体，即“把菌子比作鸡油”）可得1

分，分析表达效果（突出颜色鲜嫩可爱）可得1分。（若将“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理解成比喻，除点明喻

体外，需分析出是该处是强调菌子形状上的圆整与银元有相似性，方可得分。）若只是空泛讨论比喻效果，

未能结合文本，或只是在摘抄题干（“读来生动形象”），该点不得分。第②点侧重语言角度，能够指出使

用口语可得1分，分析表达效果（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亲切活泼/灵动有趣/强化圆整这一与银元相似的效

果）可得1分。只是在摘抄题干（“读来生动形象”），该点不得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

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赏析句子表达效果的能力。

从修辞的角度看，“恰似鸡油一样”运用了比喻。把鸡油菌的颜色比作“鸡油”，突出了其颜色浅黄，

鲜嫩可爱。从语言的角度看，使用口语“滴溜儿圆”，语言贴近生活，亲切活泼，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1. 同：两处叠用都包含了疑问和惊叹两种语气，情感强烈。（2分）

异：第①处更侧重于疑问，“也能吃”即“怎么能吃”，突出了干巴菌外形上的不中看；第②处更侧重

于惊叹，突出了干巴菌经处理后令人惊叹的美味。（2 分）

【评分建议】同的角度，能点出叠用在内容（兼具问号带来的疑问和感叹号带来的惊叹两种语气）和形

式（情感强烈）方面的作用各1分。异的角度需要结合文本分析出具体的表达效果，能正确分析出侧重疑

问/惊叹或突出强调的不同内容均可得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

从“这种东西也能吃？！”“这东西这么好吃？！”可知，两处都叠用了疑问和惊叹两种语气，使情感

表达更强烈，可以引发读者的关注。分析“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可知，第

①处是反问句加感叹句，更侧重于疑问，“这种东西也能吃？！”表达的是“这种东西怎么能吃？！”，突

出了干巴菌外形上的不中看，表达了质疑和嫌弃之情。分析“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

吃？！”可知，第②处是疑问句加感叹句，更侧重于惊叹，突出了干巴菌经处理后令人惊叹的美味，表达

了惊叹和喜爱之情。

22. ①中的“一般”意思是“通常、普通”。（1分）；

②中的“一般”意思是“一样、同样”。（1 分）

【评分建议】能够从语境出发，对两个词语进行辨析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分析“一般情况”中的“一般”，意思是“通常、普通、总体”，“一般情况”就是“通常情况”，强

调共性特征。分析“一般大小”中的“一般”，意思是“一样、同样”，“一般大小”就是“一样大小”，

强调相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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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解析】

一、题目解析

材料分两段。第一段引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观点，并作出解释：“处理难题要从容易的

地方入手，实现远大的目标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第二段引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观点，并作出

解释：“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引导语指出两个观点“异中有同，揭示了处事的智慧”，旨在引导学生思考两个观点之间的联系，分

析这两个观点对我们处理事情的启发。

“异”是指《老子》的观点侧重“做法”，强调的是处理难题、实现目标的方法——从容易的地方入

手、从小处入手；苏轼的观点侧重“目标”，强调的是要不畏困难，目标远大。“同”在于两个观点存在

相似之处，是可以统一、融合的，《老子》中的“图难”“为大”，苏轼说的“犯难”“图远”等内容在强

调追求远大理想、攻克困难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将两个观点的关系理解为“做法与目标”或者

“条件与结果”的关系：只有从小事做起，从易处入手，才能攻克困难，实现远大理想。

此外，“异”也可以理解为两者存在“矛盾关系”。两者的观点都蕴含“处事”的方法，而且是相反

的做法，《老子》的观点强调“从易处着手”，而苏轼强调“向最难之处攻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有

人从易处着手，一步一个脚印，可以逐渐完成目标，实现理想；有人选择从最难的地方着手，一旦突破

了难点，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更快实现理想。前者脚踏实地，后者激流勇进，但

又“异中有同”，策略不一样，但都是为了实现远大目标。

二、关于符合题意

（一）符合题意

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指出其“异”与“同”，突出两个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体现考

生的认识与思考，即为符合题意。

作文立意可以表述为：

1.只有从小事做起，从易处入手，才能攻克困难，实现远大理想。（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易处入手，

敢于攻坚克难，实现远大目标。）

2.不论是从易处着手还是向最难处攻坚，都是实现远大目标的策略。

（二）基本符合题意

以下情况视为基本符合题意：

1.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只指出其“异”或只谈其“同”。

2.围绕材料中的一个观点展开，没有谈到两个观点的异同。

（三）偏离题意

1.对材料中的两个观点都采取批判、否定的角度。

2.不能围绕材料中的观点展开，完全抛开材料，另起炉灶。

3.思想不健康，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没有底线思维。

4.残卷，没有完成写作任务。

5.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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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分等级参照：

其他项评定：

（一）扣分项评定

1. 错别字，1个扣 1 分，重复不计；

2. 不足字数者，每少 50 字扣 1分；

3. 无标题扣 2 分。

（二）残篇评定

1. 600 字以上的文章，按评分标准评分，扣字数分。

2. 400-600 字的文章，3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3. 400 字以下的文章，2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4. 200 字以下的文章，10 分以下评分，不再扣字数分。

5. 只写一两句话的，给 1 分或 2 分，不评 0 分。

等级 分数区间 要求

一类卷 54-60 分

符合题意，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指出其“异”与“同”，对两个观点的内

涵理解准确，对二者关系表述合理、论述充分。能够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或现象来谈

两个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论据充实，有文采，结构严谨，文章有亮点。

二类卷

50-53 分

符合题意，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指出其“异”与“同”，对两个观点的内

涵理解准确，对二者关系表述基本合理、论述充分。能够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或现象

来谈两个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论据充实，语言通畅，结构严谨，有个别亮

点。

48-49 分

符合题意，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指出其“异”与“同”，对两个观点的内

涵理解准确，对二者关系有所表述，但论述不够充分。基本能够联系生活中的事例

或现象来谈两个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有个别论据，语言通畅，结构完整，

有个别亮点。

三类卷

45-47 分

基本符合题意，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只指出其“异”或只谈其“同”，对

两个观点的内涵理解基本准确，对二者关系表述不够准确或没有表述。基本能够联

系生活中的事例或现象来谈两个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有个别论据，语言通

畅，结构比较完整。

42-44 分

基本符合题意，围绕材料中的两个观点展开，只指出其“异”或只谈其“同”。对

观点的内涵理解基本准确，对二者关系没有表述。不能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或现象来

谈观点蕴含的“处事的智慧”。论据较少，语言较通畅，结构不够完整。

四类卷 36-41 分

基本符合题意。只提及材料中的一个观点，或对观点理解不准确。对两者关系没有

论述。没有结合材料，不能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或现象谈“处世的智慧”，角度比较

混乱。或只是扩展材料，没有写感悟与思考。任务完成得不好。

五类卷 35 分以下 另起炉灶，不能结合材料，以及其他偏离题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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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写标题的，给 1 分或 2 分，不评 0 分。

7. 完全空白的，评 0 分。

（三）对书写工整或字体漂亮的学生在同等文力之下要相应提高分数，多给鼓励分，引导学生在书写方

面提高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