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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丰台高二（上）期末 

语    文 

2022.01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 5 家公园为第一

批国家公园。这批国家公园涉及青海、西藏、黑龙江、海南等 10 个省份，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早在 2015 年，我国就先后启动三江源等 10 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

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为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个等级，其中国家公园是保护强度、保护等级最高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

系都强调生态保护。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相比，国家公园的特殊之处在于“向公众开放”。国家公园强调在

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实行“以人为本”的生态保护模式，力求满足人们探索、认知自然和观赏、体验自然美景的需

求，充分发挥自然文化资源的科研、教育和游憩的功能，为人们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 

为何确立三江源等 5 家公园作为首批国家公园？因为这 5 家国家公园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实现了

重要生态区域的整体保护，涵盖了所在区域典型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珍贵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保护了最具影

响力的旗舰物种。建设国家公园，就是要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

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保护起来。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实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保

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分布着我国境内规模最大、唯一具

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唯

一分布地；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布有全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等等。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重大制度创新落地生根，标志着我国公园事业从试点

阶段转向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建设国家公园还须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例如：国家公园必须牢记“生态保护第一”的宗旨，把生态系统的关键地区、生态敏感区和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划到核心保护区，实行严格的保护；国家公园要合理引导原住居民绿色发展，创新一些

特许经营的模式，优先考虑当地企业或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项目，支持当地居民在适宜区域从事一些

像林下经济、农事体验等经营活动；国家公园要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引导地方建设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等一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充分考虑到当地政府和居民因为公园建设受到的一些损失等等。  

（取材于人民网、光明网等相关网络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批国家公园涵盖了大多数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B．早在 2015 年，我国将三江源等 10 家公园设立为第一批国家公园。 

C．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着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 

D．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我国公园事业由试点转向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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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国家公园”的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国家公园是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作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B．国家公园的特殊之处在于“向公众开放”，但强调以生态保护作为前提条件。 

C．三江源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这是其确立为首批国家公园的重要原因。  

D．国家公园可支持当地居民在适宜区域从事一些经营活动，引导居民绿色发展。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大决策，把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抓手。此项决策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建设好国家公园？各方力量要运用系统思

维推进国家公园建设，避免走上“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重生态、轻民生”的发展老路。  

克服“宠物思维”，减少人类行为干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的就是遵循“山水林田

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不

是养“宠物”，而是强调要充分尊重生物的生存习性。动植物和微生物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对温度、湿

度、气候、土壤、水分以及周围环境的特殊依赖，离开了特定环境，动植物和微生物可能发生死亡或变异。国

家公园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尊重动

植物和微生物的天然习性，还原它们原本的生存环境。 

加强系统管理，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监督机制。与自然保护区相比，国家公园实行统一管理、整体保护

和系统修复，保护范围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管理层级更高。国家公园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具有清

晰的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国家公园建设决不可任意践踏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建设国家公园，要避免为了追

求“公园颜值”实行“整容式”生态修复；绝对禁止以圈地为目的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式建设。国家相关部门也将尽

快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和国家公园法，保障国家公园合理解决国土资源保护和管理中的问题；同时，科研部门也

要加强国家公园监测指标与技术体系研究，科学合理规划巡护线路，布设监测点位，加强监测数据集成分析和

综合应用研究。 

国家公园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实行最严格监督的同时，还肩负改善民生的重任，力求为公众提供科研、

教育、游憩等社会服务。在第一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中，农牧民通过生态补偿、公益岗位、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

增加了收入，也增强了保护生态的获得感。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行“一户一岗”全覆盖，选聘 1.72 万名牧民

成为生态管护员，每年每户能有 2 万多元收入；武夷山国家公园创新生态补偿机制，选聘 1400 余名村民从事

生态保护、旅游服务等工作。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建共赢，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推动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局面的形成。 

（取材于光明网、人民网、《齐鲁晚报》等相关文章） 

3．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运用系统思维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等关系有重大意义。 

B．“宠物思维”强调尊重生物生存习性，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承受的限度内。 

C．国家公园有清晰的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要绝对禁止以圈地为目的的破坏式建设。  

D．国家公园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关注民生改善，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局面的形成。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国家公园为人们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包括提供科研、教育、游憩等福利或机会。 

B．与自然保护区相比，国家公园的保护范围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管理层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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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国家相关部门已出台国家公园法，力求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原住居民的合法权益。  

D．武夷山国家公园关注民生，创新生态补偿机制，选聘了村民从事生态保护等工作。  

5．根据以上两则材料，简要说明确立国家公园的标准，并概括建设国家公园必须遵守的原则。（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共 18 分） 

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

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

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

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

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

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

殍。此甚可叹也！ 

国家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

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

辛苦以战斗乎？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

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

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

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

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

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取材于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则相与笑之曰：“鄙．”               鄙：低贱 

B．上下相移用以济．                     济：帮助、救济 

C．国家罢兵．                               兵：士兵 

D．籍．之以为厢兵                        籍：登记 

7．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农者．，天下之本也                   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 

B．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                或不免乎狗彘之．食 

C．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         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 

D．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农隙则教之以．战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 

但是如今当官的不是这样，只是处理公文、审理断案罢了 

B．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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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采摘橡树的种子、存储菜根来勉强度过冬春的饥荒时节 

C．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 

生活在没有战事的时代而衣食不缺，这样就不容易骄傲懒惰 

D．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 

而官吏们说：“不收留（高大壮健之人）当兵，恐怕（他们）就会做强盗”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一段，作者用古之为国者与今之为吏者作对比，突出了农业对国家的意义。  

B．第二段，作者用事实说话，生动形象地揭露出当时国家农业方面存在的弊病。  

C．第三段，作者对日益骄惰的士兵不能够承受辛苦徒有虚名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D．第四段，作者认同官吏的观点，认为招兵就是导致人们趋于游惰的主要原因。  

10．作者将题目命名为《原弊》，即推究农业的时弊。当时的农业有哪些弊端？造成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请依据文本简要概括。（6 分） 

（二）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共 6 分） 

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②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③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

惧？”                                                                                                                                       （《论语·颜渊》） 

④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卫灵公》） 

11．（1）解释第四则《论语》中的画线句子。（2 分）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2）结合以上四则《论语》，简要概括如何成就君子人格。（4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望蓟门
【1】

  ·  （唐）祖咏 

燕台一去客心惊，萧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2】

，论功还欲请长缨
【3】

。 

注释：【1】蓟门：在今北京西南，是唐朝屯驻重兵之地。【2】投笔吏：西汉时班超家贫，常为官府抄书以谋

生，曾投笔叹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终以功封定远侯。【3】请长缨：西

汉时终军曾向汉武帝请求：“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后常被用来比喻主动请求担当重任。 

1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指燕地。“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客”指远道而来的诗人

自己。 

B．“萧鼓”一句与《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讽刺将士在营帐中

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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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海畔”一句突出了蓟门关独有的地理优势，一个“拥”字形象地写出了蓟门关被大海、高山环绕的情状，极

富感染力。 

D．全诗紧扣“望”字，写望中所见，着力勾画边关的山川景象；紧扣一个“惊”字，抒望中所感，写出了诗人内

心的感受。 

13．本诗尾联借用典故抒发情感，下列诗句没有使用这种手法的是（3 分） 

A．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李白《将进酒》） 

B．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李贺《李凭箜篌引》） 

C．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李商隐《锦瑟》） 

D．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陆游《书愤》） 

14．明代桂天祥在《批点唐诗正声》中评价此诗有“壮健之气”，是说此诗气势雄壮，充满豪情。请结合诗句谈

谈你对上述评价的理解。（6 分） 

15．请从以下 5 个小题中任选 4 个作答，将作品原句填写在横线处。（8 分） 

①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借助联想和想象将对音乐的抽象感受转化成具体的物象，富于浪漫色彩：

“         ，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②古人常常借酒抒怀，如李白在《将进酒》中高歌：“           ，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③陆游在《书愤》中通过“           ，           ”两句追述自己早年夜雪战船、秋风铁马的征战生活，抒发了抗金复

国的豪情壮志。 

④贾谊在《过秦论》中用“斩木为兵，           ，天下云集响应，           ”四句写出了陈涉举义旗得到天下热烈响

应的情形。 

⑤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文章和品行做了精辟的概括：“其文约，其辞微，           ，           。”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3 分。 

（一）阅读下面散文，完成 16－19 题。（共 18 分） 

岳阳楼记 

①岳阳楼值得一看。 

②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 

③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

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岳阳楼记》一开头就

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虽然范仲淹记得很清楚，滕子京

不过是“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然而大家不甚注意，总以为这是滕子京建的。岳阳楼和滕子京这个名字分不

开了。滕子京一生做过什么事，大家不去理会，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好像他一辈子就做了这件事。滕子京

因为岳阳楼而不朽，而岳阳楼又因为范仲淹的一记而不朽。若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

岳阳楼，有那么多人对它向往。《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而尤为人传诵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可以这样说：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而闻名天下的。这大概是滕子京始料所不及，

亦为范仲淹始料所不及。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夫子的事迹大家也多不甚了了。他流传后世的，除了

几首词，最突出的，便是这篇《岳阳楼记》里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

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

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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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

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

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

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

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

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深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  

⑤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的了。这座楼烧掉了几次。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

年毁于火，推官陶宗孔重建。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遇时、知县赵士珩捐资重建。康

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直到乾隆五年由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范记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已不可

见。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照所书，楼里的大部分楹联是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写的。

张、何皆乾隆间人，但是人们还相信这是滕子京修的那座楼，因为《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也很可

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滕楼的模样。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得其仿佛，斯可贵矣。 

⑥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全楼为四柱、三层、盔顶的纯木结构。主楼三层，高十

五米，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承荷全楼大部分重力，再用十二根宝柱作为内围，外围绕以十二根檐柱，

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全楼纯用木料构成，逗缝对榫，没用一钉一铆，一块砖石。楼的结构精巧，但是看起来

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很有气魄。  

⑦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

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宜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外，江自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像直

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像洞庭湖就在脚底，丢

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是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就

不成其为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

时又可远看“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蒸云梦泽，波撼岳

阳城”，并非虚语。 

⑧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游人不多。有三四级风，洞庭湖里的浪不大，没有起白花。本地人说不起白花

的是“波”，起白花的是“涌”。“波”和“涌”有这样的区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

雪”的一点新的理解。 

⑨夜读《岳阳楼诗词选》，读多了，有千篇一律之感。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的那一联，和杜甫的“吴楚

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化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蹊径。许棠因为

《过洞庭湖》一诗，当时号称“许洞庭”，但“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只是工巧而已。滕子京在《临江仙》

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整句地搬了进来，未免过于省事！吕洞宾的绝句：

“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很有点仙气，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

（清人陈玉垣《岳阳楼》诗有句云：“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据华楹”，他主张岳阳楼上当奉屈左徒为宗

主，把楼上的吕洞宾的塑像请出去，我准备投他一票）。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

木叶下”，两句话把洞庭湖就写完了！ 

（取材于汪曾祺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             哺育：比喻培养，这里指熏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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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可思议：不值得研究 

C．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       浩淼：形容水面辽阔无边 

D．化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蹊径              另辟蹊径：比喻另创一种风格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因为滕子京一生只做过修建岳阳楼这件事，所以大家就都记住了他。 

B．范仲淹《岳阳楼记》对洞庭湖的描写，可能借用了家乡太湖的印象。 

C．作者用岳阳楼与滕王阁、黄鹤楼作对比，突出了岳阳楼的独特之美。 

D．作者多次引用描写岳阳楼、洞庭湖的名句，增添了文章的丰厚意蕴。 

18．第①段，作者为什么说“岳阳楼值得一看”？请结合全文分条概述。（6 分） 

19．结合上下文，分别赏析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运用的妙处。（6 分） 

①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3 分） 

②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两句话把洞庭湖就写完了！（3 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20 题。（共 5 分） 

20．《红楼梦》中的诗词在暗示小说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阅读下面这首小诗回答问题。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1）“菱花空对雪澌澌”这一句暗示了主人公怎样的命运遭际？请结合原著加以说明.（3分） 

  

  

（2）“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两句在小说中暗示了什么情节？（2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1．语言基础运用（5 分） 

①建设数字政府，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②在人类历史上，从农业社会到工

业社会，从声光化电到刀耕火种，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制度 

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③而如今，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公共服务领域也正发生深厚的变革。④一方

面，政务服务正从政府供给导向向群众需求导向转变，从“线下跑” 

向“网上办”、由“分头办”向“协同办”的趋势更加明显。⑤另一方面，政府治理方式获得极大拓展和创新，

数字应用促进民生服务，企业发展，应急管理等领域更加高效。⑥实践证明，利用数字技术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推动政府治理转型，能够更好满足公众对政务服务越来越高的呼声。⑦如果说过去主要解决了政务服务

“一网”的问题，那么今后更大的突破在“通办”。⑧前者是基础条件、物理变化，后者则是实现流程再造，效率

提升，治理优化的化学反应。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第②句和第⑥句有相同的语病错误。 

B．第③句中的“深厚”应改为“深刻”。 

C．第④⑤句中画横线的句子不可互换。 

D．画波浪线的两句话中标点都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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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修改文段第⑦句中画横线的部分，使之与第⑦句中前一分句的结构保持一致。修

改后的句子写在答题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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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用于评优、升学、就业中。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要求：观点明确，言之有据。150 字左右。 

（2）2022 年 2 月北京冬奥会将如期举行，如果你是一名冬奥志愿者，你将设计怎样的活动来宣传冬奥会呢？  

要求：语言简明，条理清楚。150 字左右。 

（3）请以“明灯”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 

要求：感情真挚，有形象。小诗不超过 150 字，抒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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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言辞是行动的影子。”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以“言与

行”为话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自选角度，自定立意，自拟标题；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以“冬天里的温暖”为题目，联系现实生活，展开联想或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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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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北京丰台高二（上）期末语文 

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D(解析：A．依据文本第一段，第一批国家公园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大多数”表述不准确。B．依据文本第一段，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是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在 2015

年，只是启动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而非设立。C．依据文本第三段，保护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

臂猿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2．（3 分）A（解析：偷换概念，依据文本第二段，自然保护体系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体系。） 

3．（3 分）B（解析：依据文本第二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养“宠物”，而是强调要充分尊重生物的生存习

性。可见“宠物思维”不尊重生物生存习性。） 

4．（3 分）C（解析：依据文本第三段，“国家相关部门也将尽快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和国家公园法”，选项中“已

经出台”的表述不正确。） 

5．（5 分）答案示例： 

（1）（2 分）国家公园要选择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区域。（或：国家公园要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实现重要生态区域的整体保护，涵盖所在区域典型自然

生态系统以及珍贵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保护最具影响力的旗舰物种。） 

【评分说明】2 分，意思对即可。 

（2）（4 分）答案要点： 

①建设国家公园须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②国家公园要强调生态保护：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人为干预。  

③国家公园建立要实行统一管理、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系统管理思维、实现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监督机制。  

④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同时，还要肩负改善民生等重任，为公众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做好生态补偿

工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评分说明】4 个要点，每点 1 分，共 4 分。意思对即可。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4 分） 

6．（3 分）C（解析：兵：军事，战争） 

7．（3 分）B（解析：A．第一个“者”是助词，放在主语后面，引出判断，第二个“者”是代词，指“……的人

（东西、事情）”；B．两个“之”都是结构助词，翻译成“的”；C．第一个“而”是表转折关系的连词，第二个

“而”是表并列关系的连词；D．第一个“以”是连词，同“而”，第二个“以”是介词，翻译成“把”。） 

8．（3 分）C（解析：“不得不骄惰”应理解为“容易骄惰”） 

9．（3 分）D（解析：“认同官吏的观点”于原文无据） 

10．（6 分）答案要点： 

（1）（4 分）弊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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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业疲惫，财力困窘，民食严重不足。（或：农民一年耕种打下的粮食供给官府才刚刚够，而农民自己的食

物却支撑不过几个月。如果遭受不幸遇到水灾旱灾，更会纷纷倒下成为饿殍。）  

②弃田从军，农民减少。（或：高大健壮的人离开了田地做僧人或士兵，种田的农民一天天减少了。）  

（2）（2 分）根本原因：当今统治者不重视农事，不知节用，不爱护农民。 

【评分说明】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1.（6 分）参考答案： 

（2 分）第一问： 

孔子说“君子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 

【评分说明】“病”“无能”“不己知”共 1 分，句意 1 分。 

（4 分）第二问： 

①要善于抵制物欲，做事勤勉，言语谨慎，善于向有道德的人学习。 

②要与众人和谐相处，但不与人相勾结。 

③要加强修养，向内省察自己。做到心胸开阔、坦荡。 

④要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乎自己是否有所进步，而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评分说明】四个要点，每点 1 分，共 4 分。意思对即可。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3 分）B（解析：“萧鼓”一句，写汉家大将营中，将士们吹笳击鼓，喧声重叠。主要表现了边防军队意气

昂扬，军威赫然的情状。） 

13．（3 分）B 

14．（6 分）参考答案： 

（1）本诗形象地描写了边关雄浑壮美的场景，气势昂扬。如：“万里寒光”、“沙场烽火”、“海畔云山”等词句不

仅展现出边关要塞的雄浑壮美，也表现出将士们不畏艰苦保家卫国的豪情；声声萧鼓、猎猎旌旗则展现出赫赫

军威，令人心灵震撼。 

（2）本诗尾联用典，作者借投笔从戎、终军请缨抒发了诗人平定边患、为国立功的壮志豪情。  

【评分说明】共 6 分，气势雄壮 3 分，充满豪情 3 分。概括说明 1 分，举例分析 2 分。 

15．（8 分） 

①女娲炼石补天处     石破天惊逗秋雨 

②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③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④揭竿为旗           赢粮而景从 

⑤其志洁             其行廉 

【评分说明】任选 4 个小题，每句 1 分，错字、漏字该句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3 分） 

16．（3 分）B（解析：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不能理解。）         

17．（3 分）A 

18．（6 分）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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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三胜对比之美：岳阳楼是仅存的长江三胜之一，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岳阳楼尤显珍贵。岳阳

楼所占的地势也很美，楼与湖是一整体，站在岳阳楼上可以观洞庭胜景。 

（2）岳阳楼的结构之美：岳阳楼几经重修但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保存，十分可贵。全楼纯用木料

构成，结构精巧，端庄浑厚，落落大方。 

（3）岳阳楼的文化之美：岳阳楼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与岳阳

楼相关的诗篇都很美，都很有气魄，感染力强。 

【评分说明】三个要点，每点 2 分，共 6 分。意思对即可。 

19．（6 分）参考答案： 

（3 分）第一句： 

长：生长。这里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赋予岳阳楼以生命，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楼与湖是结为一个整体的特点，

表达了作者对岳阳楼地势美的由衷赞美。 

（3 分）第二句： 

完：完美、尽美。作者认为屈原仅仅用了两句诗就将洞庭湖的美写尽了：秋风轻柔地吹来，洞庭湖泛起微澜，

岸上树叶随风飘落，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一个“完”字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语言功力

由衷的钦佩之情。 

【评分说明】词义 1 分，结合语境并说明 1 分，情感 1 分。 

20．（5 分）参考答案： 

（1）（3 分）“菱花”暗指英莲后改名为香菱，“雪”谐音“薛”指呆霸王薛蟠。菱花在夏日盛开却遭遇冰雪，暗示

香菱被薛蟠强占为妾，婚后受尽折磨而死的悲惨命运。 

（2）（2 分）指的是元宵佳节英莲被拐以后，在三月十五隔壁葫芦庙炸供品起火殃及甄家，把一个小康家业烧

得一干二净。 

【评分说明】第一问：人物 1 分，命运遭际 2 分。第二问：时间、地点、事件表述清晰 2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1．（5 分） 

（3 分）（1）A（解析：第②句中“从声光化电到刀耕火种”语序不当；第⑥句中“满足……的呼声”搭配不

当。） 

（2 分）（2）参考答案：那么今后更要解决突破“通办”的问题。 

【评分说明】句子内容保持原意，动宾结构保持一致，2 分。 

22．（10 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3.（50 分） 

评分参考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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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有文采的

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比较

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好

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减 1 分，重复的不计，扣满 3 分为止。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减

1 分。 

附录 1：文言文参考译文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国家制订统治措施的起源。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曾敢轻视疏忽，但是如今当官的

不是这样，只是处理公文、审理断案罢了。听见有人说起农业之事，就相互笑他说：（这是）低贱的事情。他

们知道通过赋税将农业物资移用到自己身上是紧急的事情，不懂得致力于农业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没有弄清

治理国家的主次啊。懂得致力于农业却不懂得节约用度来爱护农民，这是没有尽到致力于农业的办法啊。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统治者和百姓相互移用来互相帮助、救济。处于下位的百姓做事很勤勉，处于上位的

统治者使用物资有节制，百姓不保留自己的气力，国家不过分浪费，统治者爱护他们的百姓，百姓提供物资给

统治者，使得上下都不相困扰。一位男子的力气（官府）督促他一定要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一天的用度（官

府）约束他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收入，一年种出的庄稼供给官府和百姓，食物都从这里面出来，因而常常有富余

的，所以三年便能余下一年的储备。现在却不是这样。种田的人，（官府）不再督促他尽力；使用的人，（官

府）不再计算他的支出和收入。农民一年耕种打下的粮食供给官府才刚刚够，而农民自己的食物却支撑不过几

个月。严重的，收获的事情刚刚结束，农民只能将簸出来的糠麸或秕稗作为食物，或者采摘橡树的种子、存储

菜根来勉强度过冬春（的饥荒时节）。如果遭受不幸一遇到水灾旱灾，就会纷纷倒下成为饿殍。这样的情况很

是可叹啊！  

国家停止战事已经 33 年了，那些身经百战的士兵中，老的老死的死，现在几乎都没有了，而后来当兵的

人不曾听见过战鼓、懂得战阵。生活在没有战事的时代而衣食不缺，这样就容易骄傲懒惰。现在士兵进入兵

营，不自己抱着自己的衾被而让别人抱着；禁兵领取粮食，不自己挑着而雇人挑着。他们的骄纵懒惰就是这

样，又怎么愿意冒着辛苦而参加战斗呢？如果能让士兵能承受辛苦而且能够战斗，即使损耗农民的利益，这样

做也是可以的。但奈何他们只有当兵的虚名，而实际上是一群骄纵懒惰的无用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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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凡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都在田间（劳作），农闲的时候就将作战的技能教给他们。现在却完全不

同，一旦遇到灾年，那么各州郡的官员就用尺子度量百姓中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招他们去做禁兵，稍差一

点低于尺度且稍微有些瘦弱的，登记在册作为厢兵。官员招人多的有赏赐，而百姓正处于穷困之时争相投军。

所以，一遇上凶年荒灾，那么留在田地的，只有老弱之人了。而官吏们说：（如果）不收留（高大健壮的人）

当兵，恐怕（他们）就会做强盗。唉！只是知道他们某段时间不做强盗，却不知道他们一生骄纵烂度而窃取食

物啊。古代那些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承担种田的工作，而年老体弱的游玩；现在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游

玩，而老弱之人却留守在田地间。为什么相反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呢？然而百姓在田间尽力耕作的，有时不免

于吃猪狗之食，而一旦离开田地做僧人或士兵，就终身安乐舒适而享有丰美的食物，那么种田的农民不能不一

天天减少啊。所以说有引诱农民离开田地的弊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附录 2：《论语》参考译文 

（1）孔子说：“君子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对工作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接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

并向他学习，纠正自己的缺点，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 

（2）孔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以正道广泛交友但不互相勾结，品格卑下的人互相勾结却不顾道义。” 

（3）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叫君子了

吗？”孔子说：“内心反省而不内疚，那还有什么可忧虑和恐惧的呢？” 

（4）孔子说：“君子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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