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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怀柔高二（上）期末 

语    文 

2023.01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的传统节日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每一个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完美和谐的特

征，都展现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其中二十四节气在民俗节日构成中至关重要。在这里，“节”的概念正是

把岁时季候的渐变过程分解成像草节、竹节一样的间距，把节气相互交接的时间叫做“交节”，由此转意

为“节日”。因此，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中国人生产与劳作的独特印记，是在农耕文明语境中，由年月日

时和气候寒暑变化相结合排定的节气时令，是以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往复规律确认的。中国的传统节日

还与月亮的运行有关，特别注重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望，望日即每月十五，例如正月十五“元宵节”，七月

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节拍与大自然的月圆月缺紧密协调起来，表

达了中国人和合与圆满的理念追求。另外，中国的传统节日还反映了中国人思维与记忆的方式，在中国人

的节日观念中月日数字代码的重叠是吉祥的神秘数字，人们在许多零散的吉日、祭日中习惯性地选定了月

日代码数字相互重叠的日子，作为节日流传下来。例如，“正月正”大年节，“二月二”春龙节（俗称

“龙抬头”日），“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等。 

（取自仲富兰相关文章，有删改） 

材料二 

“西园梅放立春先，云镇霄光雨水连。惊蛰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梦花间。清明时放风筝好，谷雨西

厢宜养蚕。牡丹立夏花零落，玉簪小满布庭前……”这首《二十四节气歌》的第三句说的是惊蛰节气。每

年 3月 5 日或 6日，太阳到达黄经 345度时为“惊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

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惊蛰的意思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实际上，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大

地回春，天气变暖才是使它们结束冬眠，“惊而出走”的原因。“惊蛰过，暖和和，蛤蟆老角唱山歌”，

自此，大地开始变得有声有色。唐诗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农谚

也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

通”。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很重视惊蛰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 

作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必不可少的是一些民俗活动。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人们崇奉惊蛰的节气神“雷

神”。在这一天，家家户户贴上雷神的招贴画，摆上供品，或者去庙里燃香祭拜。有的地方还会出门擂

鼓，因为鼓声与雷声很相似，这也是对“祭雷神”的一种呼应，核心意义还是祈求吉祥。在浙江宁波，农

户在这天要拿着扫帚到田间举行扫虫的仪式。此外，各地也有“炒虫”习俗，比如陕西人炒黄豆，广西的

瑶家炒玉米，福建的客家人炒豆子、炒麦子，取的皆是“炒虫”“驱虫”之意，提醒人们要及时灭虫除

害。如今，农耕方式的改变，节气基本名存实亡，将来节气很可能会变为文化遗产存于书面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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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惊蛰”的相关文章）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我国传统节日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的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每一个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外延都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 

B. 二十四节气在我国的传统民俗节日的构成中至关重要，体现出在农耕文明中生产与劳作的重要性。 

C. 中秋节、元宵节是与月亮有关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定在望日，表达了中国人和合与圆满的理念。 

D. 端午、七夕等传统节日，月日代码数字相互重叠，数字相叠，读起来顺口，便于人们思维与记忆。 

2. 根据材料二，下列对“惊蛰”节气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二十四节气歌》的第三句说的是“惊蛰”节气，是春天的第三个节气，它和立春、雨水、春分、清

明、谷雨同属春天节气。 

B. “惊蛰”为每年阳历的 3月 5日或 6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的“二月节”是指农历，二者在时

间上并不矛盾。 

C. 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很重视“惊蛰”节气，为此创作了很多谚语和诗歌，这些创作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

的指导作用。 

D. “惊蛰”之日，各地的民俗活动，无论是“祭雷神”，还是“炒虫”，都表达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灭虫

除害的美好愿望。 

3. “惊蛰”闻雷，有喜有忧，下列谚语表达情感不同于．．．其他三项的是（   ） 

A. 惊蛰闻雷，谷米贱似泥 

B. 雷打惊蛰前，四十九日不见天 

C. 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 

D. 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 

4. 下列对材料一材料二相关内容 理解与推论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苏轼《赤壁赋》中写到“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七月既望”，点明

苏轼游赤壁是在农历七月十六日。 

B. “朔望晦”，指月相。“望”指每月十五，《登泰山记》里有“戊申晦”句，解释“晦”指每月最后一

天，那“朔”当指每月第一天。 

C. 举办民俗活动是理解传承传统节日的重要形式，但像“摆上供品”，或者“去庙里燃香祭拜”等做法属

于封建迷信活动，坚决要制止。 

D. 如今，节气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还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文化观念，因此，不管农耕

方式如何改变，文化还是要传承。 

5. 中国的传统节日不能丢，作为传承者，请任选一个节日（惊蛰节气除外），谈谈你对该节日的理解与传

承。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一）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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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 

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

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弄，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

终以一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也。故学校肇开，即送汝入校。当时诸前辈犹多

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故排万难送汝入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 

然世事多艰，习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不与汝之性情相违。汝今既入此，应努

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

正在用武之秋，汝纵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 

抑余又有诫汝者，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

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

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

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自智自雄。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

惧，不敢放恣。 

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寒暖更

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至嘱，至嘱！ 

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

胖矣。 

（取材于张之洞《诫子书》，有删改） 

6.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    挟：依仗 

B. 反足贻．堂上以忧        贻：赠给 

C. 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  炙：熏陶 

D. 即幸．不被人知悉        幸：侥幸 

7.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其．言恨不一日离汝              汝其．慎之 

B. 然必令汝出门者．                亦可深知 下者．之苦 

C. 治国之．道不一                  余五旬外之．人也 

D. 诸前辈犹多不以．然              以．从事于所学 

8.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不要畏惧辛劳，不要自恃高贵，要勇猛刚强坚毅，务必要养成军人的禀赋 

B. 汝纵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 

你纵使忧虑自己不能够成才，也要勿忘忧虑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C. 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 

这不只是得到学问上的好处，而且可以借此来磨练身心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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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 

你如果能百尺竿头，天天进步，我也就胸襟宽阔，身体舒泰了 

9. 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本文虽有对儿子的委婉责备，但更多的是耐心的教导、殷切的期待和深切的想念，写得语重心长，感

人至深。 

B. 张之洞评价儿子从小就贪玩好动，幸亏是科举废除了，否则也就只能以秀才身份终老，不可能再考取更

大的功名。 

C. 张之洞告诫儿子，就算将来毕业后，靠父亲的庇护能谋得一官半职，也要好学上进，体察民情，不要放

纵自己。 

D. 张之洞十分关爱儿子，在儿子离家半月后，就急着写信，把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都告诉他，让他不要牵

挂家里。 

10. 张之洞为了使儿子成为“有用之才”，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习武。请用自己的话概括张之洞这样做

的理由。 

（二）（6分） 

11. 阅读《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 

孔子用两个比喻谈了立身处世的道理，请对句子加以理解，并阐明它的现实意义。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6 分。 

阅读下面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琴歌 

李颀①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 

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 

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渌水》后《楚妃》。 

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 

清淮奉使千馀里，敢告云山②从此始。 

注：①李颀，唐代诗人，此诗是诗人奉命出使清淮，在友人饯别宴会上听琴后所作。②云山，代之归隐。 

12. 下列对诗歌内容的理解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句交代了听琴的场合和时间，第五句所绘之景扣合了“欢今夕”，为“广陵客”登场渲染了气氛。 

B. 第二句“广陵客” 用典，意在点出古琴曲《广陵散》，嵇康曾弹此曲，用于此处，代指弹琴高手。 

C. 末尾两句点明了奉命出使的地点，含蓄表达了诗人因水远山长，今后再难相见的惆怅与悲愤。 

D. 全诗写时、写景、写琴、写人，步步深入，环环入扣，章法整齐，层次分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13. 下列描写音乐与“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手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白居易） 

B. 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赤壁赋》苏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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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浚弹琴》李白） 

D.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杜甫） 

14. “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在全诗中起什么作用？ 

15.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1）《十二章》，反映“君子”“小人”不同价值取向的句子是“______，______”。 

（2）成语“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原文说“致知在格物。______，______”。 

（3）老子思想呈现鲜明的思辨色彩。“合抱之木，______；九层之台，______”，至今有着极强的现实

意义。 

（4）表现手法的运用有助于抒发情感。李白《将进酒》中“______，______”，用夸张极言人生短暂；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______，鱼龙潜跃水成文”，借典故表达书信不能往来的相思之苦；《秦风•无

衣》用排比反复咏唱，“王于兴师，______，与子偕作”等句表达战士们慷慨赴敌的豪情；苏轼《江城

子》 

“_____，尘满面，______”，虚实结合，表达夫妻生离死别的伤痛。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7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选文一 

屏声侧耳默候。（甲）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

了。少刻，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叫他，刘姥姥会意，于是携了板儿过这边屋里来，只见平儿

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

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

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

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

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

姥。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

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得说了……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

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

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

会说话，（乙）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 

刘姥姥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舔舌咂嘴的道谢。（丙）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

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

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虽

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

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

暂且先拿了去罢。”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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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

腰还粗呢！” 

周瑞家的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丁）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

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

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这钱雇车坐罢。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方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

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儿罢。”一面说，一面就站了起来。 

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随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仍从后门去了。 

（选自《红楼梦》第六回有删节） 

选文二 

只见平儿同刘姥姥带了一个小女孩儿进来，说：“我们姑奶奶在那里？”平儿引到炕边，刘姥姥便

说：“请姑奶奶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姥姥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你外孙女

儿也长的这么大了。”刘姥姥看着凤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里也就悲惨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

这几个月不见，就病到这个分儿。我糊涂的要死，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

青儿只是笑，凤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欢，便叫小红招呼着。 

这里平儿恐刘姥姥话多，搅烦了凤姐，便拉了刘姥姥说：“你提起太太来，你还没有过去呢。我出去

叫人带了你去见见，也不枉来这一趟。”刘姥姥便要走。凤姐道：“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

还过的么？”刘姥姥千恩万谢的说道：“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说着，指着青儿说：“他的老子娘都要

饿死了。如今虽说是庄家人苦，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

少，尽够他们嚼吃的了。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匹，在我们村里算过得的了。阿弥陀佛，前日他

老子进城，听见姑奶奶这里动了家，我就几乎唬杀了。亏得又有人说不是这里，我才放心。后来又听见说

这里老爷升了，我又喜欢，就要来道喜，为的是满地的庄家来不得。昨日又听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

打豆子，听见了这话，唬得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场。我和女婿说，我也顾不得

你们了，不管真话谎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儿

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我也不认得一个人，没有地方打听，一径．．来到后门，进了门找周嫂子，再找不

着，撞见一个小姑娘，说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撵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见了熟人，才得进来。不打谅．．

姑奶奶也是这么病。”说着，又掉下泪来。 

平儿着急，也不等他说完拉着就走，说：“你老人家说了半天，口干了，咱们喝碗茶去罢。”拉着刘

姥姥到下房坐着，青儿在巧姐儿那边，已与巧姐玩的熟了。刘姥姥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带了我

去请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罢。”平儿道：“你不用忙，今儿也赶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说话不防

头招的我们奶奶哭，所以催你出来的。别思量．．。”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姑娘，这是多心，我知道。倒

是奶奶的病怎么好呢？”平儿道：“你瞧去妨碍不妨碍？”刘姥姥道：“说是罪过，我瞧着不好。” 

（选自《红楼梦》第一一三回，有删节） 

16. 对选文一划线句子中“笑”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甲处当是王熙凤从贾母处说说笑笑而回，笑声夹在众人之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真可谓众星捧月，

人生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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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乙处刘姥姥因贫求助，王熙凤“听他不会说话”，笑着制止“不必说了”，维护了刘姥姥的体面，体现

了其宽容。 

C. 丙处王熙凤一番处理合情合理，既没辜负王夫人的信任，又不叫刘姥姥失望而回，“笑”着说话展现其

圆滑与周到。 

D. 丁处“笑而不睬”，展现了王熙凤的大度，她既听到刘姥姥说话粗鄙，也看到周瑞家的使眼色制止，

但看破不说破。 

17. 选文二中加点词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神情恍惚．．                  恍惚：神志不清 

B. 一径．．来到后门              一径：径直，一直 

C. 不打谅．．姑奶奶也是这么病   打谅：同“打量”，观察 

D. 别思量．．                    思量：放在心上 

18. 下列对选文中人物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周瑞家的一心一意为刘姥姥着想，但在凤姐面前，她人微言轻，只能通过和刘姥姥眼神交流，达到帮

助刘姥姥的目的。 

B. 板儿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刘姥姥去贾府乞讨时“推他”缓解窘态，凤姐施舍二十两银子以“给这孩子做

件冬衣”为说辞。 

C. 青儿见到病中 凤姐，只笑不语，和巧姐却一会儿就玩的熟了，寥寥数笔，一个腼腆、天真的小女孩便

跃然纸上。 

D. 平儿怕刘姥姥搅烦病中的凤姐，惹得凤姐伤心，两次故意打断刘姥姥的话，说明平儿对凤姐是真正的

体贴和关心。 

19. 选文中，凤姐两次接待刘姥姥这门穷亲戚，态度有何不同？请从神态、语言、动作等任一角度举例加

以赏析。 

20. 《红楼梦》中，作者往往对一些人物加上“一字评”，如“敏探春”，“酸凤姐”，“勇晴雯”等，

请结合选文或其它阅读体验，为刘姥姥加上“一字评”，并说明你的理解。不少于 150字。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5 分。 

21. 语言基础运用。 

①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在一些垃圾管理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圾会得到卫生填埋、焚烧、

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更多地方的垃圾则常常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体。②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元至几百

元上下。③较于卫生填埋、堆肥、焚烧的垃圾处理方式，回收再利用无疑是垃圾处理的不二之选．．．．。④但是

最大程度实现垃圾回收再利用的第一步就是分类。⑤从垃圾的源头进行减量和分类利用，是公认的走出

“垃圾围城．．．．”困境的最佳路径。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句①不能删除“并且”，否则语意会从递进变成并列。 

B. 句③“不二之选”意思是最佳的选择，用在此处准确。 

的



 

第8页/共17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C. 句④⑤顺序不能互换，否则句意不紧，段落层次不明。 

D. 句⑤“垃圾围城”指被垃圾围困的城堡，形容垃圾多。 

（2）句②是病句，请指出病因并进行修改。 

22. 作文。 

阅读是一项能够穿越远古而通向未来的文化活动，因而它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调查显

示：如今有相当比例的阅读者倾向于电子阅读，甚至凭借喜马拉雅等听书软件将阅读变成随时随地的行

为；当然也有不少读者依旧醉心于传统的纸质阅读，认为翻阅书本可以加深阅读的“味道”。 

上述调查结果，引发了你哪些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我命题，自选文体，写一篇不少于 700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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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 分。 

【答案】1. D    2. C    3. B    4. C     

5. 示例 

春分后十五天为清明，是郊游的好日子。清明又是扫坟祭祖的日子，民间又称为“鬼节”、“冥节”，与七

月十五、十月一日总称“三冥节”。清明节是中国“孝”传统在节日上的体现，是“侍死如生”思想的表

现。如今清明节在祭扫对象方面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只是祭扫家族、家庭的祖先亲人，扩大到对革命先烈

与人文始祖、地方先贤等的祭祀，以及对因战争或灾难而逝去的死难者的怀念，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悼念死

难者，祭奠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等，这是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传承。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D.“读起来顺口，便于人们思维与记忆”说法错误。从材料一“中国的传统节日还反映了中国人思维与记

忆的方式，在中国人的节日观念中月日数字代码的重叠是吉祥的神秘数字，人们在许多零散的吉日、祭日

中习惯性地选定了月日代码数字相互重叠的日子，作为节日流传下来”可知，用月日代码数字相互重叠的

日子作为节日，是中国人认为月日数字代码的重叠是吉祥的神秘数字。 

故选 D。 

【2 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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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错误。材料二第二段确实提到了与节气“惊蛰”相关 诗歌和农谚，也提到“我国劳动人民自

古就很重视惊蛰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但“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就很重视‘惊蛰’节气”与

“创作了很多谚语和诗歌”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故选 C。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A.“惊蛰闻雷，谷米贱似泥”这句俗语指的如果在惊蛰节气到来之际，出现了打雷下雨的天气，那么今年

的年景将会非常的好，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会带来非常好的收获，粮食喜获了丰收。因为大家都有高产出

的粮食，所以粮食也就出现了价格降低、不值钱，所以被称之为了谷米贱似泥，也侧面的说明这是一个好

年景。表达情感是喜。 

B.“雷打惊蛰前，四十九日不见天”是说惊蛰前打雷，预示着长时间的阴雨天气，这对庄稼的生长不利，

表达情感是忧。 

C.“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是说惊蛰当天打雷意味着谷物将丰收，表达情感是喜。 

D.“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是说惊蛰前打雷，对高山上的作物有利，表达情感是喜。 

故选 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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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推断的能力。 

C.“但像‘摆上供品’，或者‘去庙里燃香祭拜’等做法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坚决要制止”说法错误。

“摆上供品”“去庙里燃香祭拜”也属于民俗活动的组成部分，并不一定是封建迷信活动，所以要根据具

体情况来决定处置的办法。 

故选 C。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本题属于开放性题目，在中国众多的传统节日中选取一个，写出自己的对这一节日的理解并说明自己对这

一节日的传承情况。 

以清明节为例，清明节是踏青的好时节，可以去郊外踏青，寻找春天的信息。而清明节作为最重要的对祖

先的纪念节日，在这一天，家人要都要去给祖先扫墓，并祭祀祖先。清明节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理

念，比如这一天要摆祭品，体现古代中国人“侍死如生”思想，同时，这也是“孝”思想的体现，表示后

代没有忘记逝去的先人。随着时代的进步，清明节的古老习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不符合现代观

念的习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符合时代发展的习俗。如现在上坟已经不再烧纸钱，而

改为敬献花篮。祭祀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改变，有人还会用网祭方式表达对死难者的悼念之情。 

如写其他节日，如元宵节，则要突出其团圆、和谐、追求自由。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再如中秋节，则要突出其赏月、拜月、亲友团圆的主题，可举几个与之相关的传说，如嫦娥奔月、玉兔捣

药、吴刚伐桂等，从传承方面，则可写其活动形式多样，赏月游园、大型灯会、诗会、露天歌舞晚会等都

是在古老的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 分。 

（一） 

【答案】6. B    7. C    8. B    9. D     

10. 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有用的人才；国家纷乱，外寇入侵，边疆国土沦陷，而治理好国家训练

军队是首要的办法；不跟儿子的秉性气质相违背。 

【解析】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含义的能力。 

B. 贻：遗留，留给。句意：反而让我们十分担忧。 

故选 B。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A.语气副词，表肯定，真是；语气副词，表强调，一定。真恨不得一天都不离开你。/你一定要谨慎啊。 

B.放在句末，引出原因；……的人。句意：但又一定要让你出门离家。/也要深切了解底层百姓的艰苦。 

C.都是结构助词，的。句意：治理好国家的办法不止一个。/我已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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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认为；用。句意：那时还有很多前辈不认可这样的做法。/要用这些身份来处理求学时遇到的问题。 

故选 C。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B.纵：只要。人之不己知：宾语前置句，别人不了解自己。句意：你只需担心自己不能够成才，不需担心

别人不了解自己。 

故选 B。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把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都告诉他”错误，文中只说“家中大小，亦均平安”，家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平

安，并没有“把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都告诉他”。 

故选 D。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概括信息的能力。 

结合“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可概括出，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有用的人才； 

结合“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练兵实为首端”可概括出，国家纷乱，外寇入侵，边疆国

土沦陷，治理好国家训练军队是首要的办法； 

结合“不与汝之性情相违”可概括出，不跟儿子的秉性气质相违背。 

参考译文： 

吾儿知悉（书信开头用语）：你出门离国，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我每天都记挂着你。父母爱子，无微

不至，真恨不得一天都不离开你，但又一定要让你出门离家，因为希望你能用功上进，将来能成为国家的

栋梁、有用的人才啊。 

现在国家纷乱，外寇纷纷入侵，边疆国土接连失陷，国家腹地亦已危殆。兴国之道，最重要的是治理

好国家。治理好国家的办法不止一个，训练军队实在是首要的办法。你从小就贪玩好动，在书房中，老师

一旦离开，你就跳掷嬉笑，什么事情都干。如今碰上科举已废除，要不你最多也就只能以一个秀才的身份

终老，绝不可能成为高中科举的优秀人才。所以学校开始设立，我就送你入学。那时还有很多前辈不认可

这样的做法，但我十分了解你的性情，知你一定不是科举之人，所以排除各种困难送你入学读书，果然除

体操外，其他的没一点儿长进。 

现在世事多艰险，习武很好，因此送你东渡，进入日本士官学校进修学业，这样不会跟你的秉性气质

相违背。你现在已经入学，应该努力上进，要把军事上的奥秘全部学会。不要畏惧辛劳，不要自恃高贵，

要勇猛刚强坚毅，务必要养成军人的禀赋。你的前程，正可谓不可限量，国家正是在用兵的时候，你只需

担心自己不能够成才，不需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我还有要告诫你，你和我一起在湖南湖北，自然是总督大人的尊贵公子，没有人不恭敬地对待你。而

如今却已离国万里，你平时那些可以依仗来轻视他人的条件，将不再能依仗，万一不小心生出祸端，反而

让我们十分担忧。你今后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贫苦的百姓，看成是地位低下的士兵，吃苦尽力，要用这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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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来处理求学时遇到的问题。这不只是得到学问上的好处，而且可以借此来磨练身心，就算以后得到我的

庇荫，在毕业之后，谋得一官半职，也要深切了解底层百姓的艰苦，而不致于自认为聪明，自认为杰出。

我已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官居一品，天下闻名，但还是要小心谨慎，常常担心自己做错事，不敢放纵。 

你跟随我的时间很长了，应当一定亲自受到了熏陶、教导，不要自认为是尊贵的公子，就随随便便，

全不在意，这不是我对你的希望，你一定要谨慎啊。冷暖更应该要自己注意，尤其警戒奸邪之事赌博等行

为，即使侥幸不被人知道，也耗费精神，荒废学业。这是极恳切的嘱咐啊！ 

我的身体很好，家里的老老少少也都平安，你不必挂念。你要全心求学，不要随便在外乱跑。你如果

能百尺竿头，天天进步，我也就胸襟宽阔，身体舒泰了。 

（二）（6分） 

11. 【答案】 

孔子以“为山”和“平地”作比喻，形象生动地阐述学习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的道理。这启示我们，

现实生活中，工作、学习、追求理想信念也是一样，也要如堆山平地一样不断进取、自强不息，只要坚持不

懈，终能成功。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名著相关内容并阐释自己见解的能力。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我所有的努力都废弃了；譬如填平洼地，

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虽然只有一筐，但我也在前进。”文中把学习比作“为山”和“平地”，堆山如果

功亏一篑，也是半途而废；坚持不懈平地，倒一筐土是一筐土，只要行动着，终会成功。 

这启示我们，现实中人做事业——工作、学习也一样，要有自己的信念，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要不断进

取，自强不息，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持不懈，终会成功。 

参考译文：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我所有的努力都废弃了；譬如填平洼

地，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虽然只有一筐，但我也在前进。” 

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6 分。 

【答案】12. B    13. A     

14. 图景：描绘了一幅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深秋月色图。 

作用：以哀景反衬乐情，为下文写弹琴作了铺垫。（意思对即可） 

【解析】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内容和艺术手法 能力。 

B.“意在点出古琴曲《广陵散》”说法错误，“广陵客”是指琴师，不是指古琴曲《广陵散》。 

故选 B。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写作手法的能力。 

“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主要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从听者反应的角度写演奏者的高超技的



 

第13页/共17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巧。 

A.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与例句相同，以听者“悄无言”的反应和环境描写烘托琵琶女技艺的高潮。 

B.正面描写音乐，运用了比喻手法，将客人吹洞箫的声音比作人的声音，洞箫“呜呜”作声，有如哀怨有

如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 

C.正面描写音乐，运用了比喻手法，将琴声比作万壑松涛声。 

D.正面描写音乐，运用了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天上有”是夸张，极力赞叹音乐的美妙，仿若神曲，“天

上”“人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赞美音乐如同仙乐。 

故选 A。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景物描写及其作用的能力。 

“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树风入衣”意思是：明月照向城头乌鸦纷飞，寒霜降临寒风吹透衣衫。三、四

句转折一笔，不写演奏，而写夜景，描绘了一幅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深秋月色图：月光如水倾泻在静默

的城垣上，不时有乌鹊惊飞；银霜满树，木叶萧萧，寒风吹衣，一派凄冷肃杀之气。与前两句所传达的欢

快融洽之情相比，这两句则低沉压抑，这是以哀景反衬乐情，即便秋气凛然，但有酒有琴有知己就足以抵

挡了。同时，结合后文“艺人先弹《渌水》后奏《楚妃》”可知它为下文写弹琴作了铺垫。 

15. 【答案】    ①. 君子喻于义    ②. 小人喻于利    ③. 格物而后知至    ④. 知至而后意诚    ⑤. 

生于毫末    ⑥. 起于累土    ⑦.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⑧. 朝如青丝暮成雪    ⑨. 鸿雁长飞光不

度    ⑩. 修我矛戟    ⑪. 纵使相逢应不识    ⑫. 鬓如霜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 

注意以下字的书写：“至”“鸿”“雁”“度”“戟”“鬓”。 

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7 分。 

【答案】16. B    17. C    18. A     

19. 凤姐第一次接待刘姥姥态度傲慢、虚伪。①运用“不接茶”“不抬头”等神态描写，写出了凤姐的富贵

和傲慢；②运用了“忙欲起身，犹未起身”等动作描写，显示了凤姐的虚情假意；③运用了“嗔怪周瑞家的”

等语言描写表现了凤姐表里不一的性格特点。 

凤姐第二次接待刘姥姥态度真诚、信任。①运用“姥姥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的这么

大了”“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过的么？”等语言描写，表现凤姐对刘姥姥到来的欢喜，对

刘姥姥的关心；②运用“睁眼一看”等动作描写，写出凤姐对刘姥姥这时候来看她的感动。     

20. 示例 1“智”：“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先去找周瑞家的带着引荐，见到凤姐之后又是叩拜又是问好，以

及逛大观园时配合王熙凤人的愚弄，这些都体现出一个阅尽世事的老人大智若愚的智慧。 

示例 2“义”：刘姥姥的“义”体现在知恩图报和见义勇为两个方面。选文一中凤姐曾经接济刘姥姥，选文

二中贾府败落，凤姐重病失宠，刘姥姥还能来看望她，真诚地为她的病祈福；刘姥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

了救巧姐倾尽心力，充分展示出她的人格之美。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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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 

B.“体现了其宽容”错。维护刘姥姥的体面，体现的是她的善良。 

故选 B。 

【1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 

C.“不打谅”，俗语，意思是没想到，出乎意料。 

故选 C。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及内容的能力。 

A.“周瑞家的一心一意为刘姥姥着想”“达到帮助刘姥姥的目的”错。周瑞家的并非真心想要帮助刘姥

姥，她有自己的私心，一方面刘姥姥的女婿曾经帮助周瑞打过官司，刘家有恩于周家，所以出于情面她要

帮助刘姥姥；二是出于周瑞家的虚荣心和显摆，想要在刘姥姥面前卖弄自己的能耐。 

故选 A。 

【1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描写手法的能力。 

考生要通过两次接待刘姥姥时凤姐的神态、语言、动作等，分析她对刘姥姥的态度。另外注意题干要求

“任一角度举例加以赏析”。 

凤姐第一次接待刘姥姥态度傲慢、虚伪。 

神态，“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其实凤姐已经知道刘姥姥进来了，但她故意这样做，显示出自己身

份的尊贵，也表现出对待穷亲戚的傲慢；“满面春风的问好”，写凤姐看到刘姥姥之后的神态，这是装出

来的热情，符合凤姐虚伪的个性特征； 

动作，“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凤姐是不会真的站起来迎接刘姥姥的，这个假

动作就是做做样子，显示了凤姐的虚情假意； 

语言，“怎么还不请进来？”“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

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等语言描写，写出凤姐的周到、礼貌，但其实她内心很

瞧不起刘姥姥，这些描写写出了凤姐的虚伪。 

凤姐第二次接待刘姥姥态度真诚、亲切。 

最典型的就是语言，“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姥姥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你外孙女

儿也长的这么大了。’”“凤姐道：‘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过的么？’”，彼时贾府被

抄，凤姐失宠，往日那些谄媚之人早已躲得远远的，这时候刘姥姥还能来看自己，凤姐感觉到了刘姥姥的

朴实，这里的问好是真诚的，而谈论刘姥姥的外孙女，询问家里的日子，也是出于真诚的关心，不愿意刘

姥姥走，也是感觉到了亲切。 

还有动作，听到刘姥姥请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凤姐病得已经很厉害，不久于人世，听

到是刘姥姥，还能“睁眼”，写出她对刘姥姥到来的感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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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人物形象的能力。 

用“一字评”概括刘姥姥的人物形象，其实就是鉴赏人物形象，刘姥姥的性格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可以从

不同角度概括。 

“智”。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刘姥姥为了家里能过个好年，只好厚着脸皮前来贾府打秋风，她

自知身份卑贱，无人引荐必然见不到真神，于是先去找了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并且见面就称“周嫂

子”，明明刘姥姥的年纪和辈分都在周瑞家的之上，却故意自己降低辈分，抬高对方，以此方式获得对方

的同情与好感。随后，周瑞家的带刘姥姥去见王熙凤，刘姥姥故技重施，一见到王熙凤便不停叩拜，连王

熙凤都看不下去，命人赶紧将刘姥姥搀扶起来，选文这样记载“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

安”。有道是“抬手不打笑脸人”，刘姥姥刚一露面，王熙凤应该已经猜出了她此行的目的，按照凤姐的

脾气，她内心应该是瞧不起刘姥姥这类人的，但架不住刘姥姥太讲“礼貌”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上来

叩拜，还直称呼她“姑奶奶”，王熙凤只能以礼相待。可以试想一下，若是刘姥姥上来便趾高气昂地攀亲

戚要钱，王熙凤恐怕会对她反感至极，将其撵出去都有可能。由此观之，刘姥姥着实有“韩信受胯下之

辱”的智慧。其次刘姥姥的“智”还体现在逛大观园时的装疯卖傻。为了让贾母开心，她故意配合王熙凤

等人的愚弄，她装疯卖傻，自我解嘲，展现了大智若愚的高超智慧。 

“义”。刘姥姥知恩图报，见义勇为。选文二写刘姥姥看望王熙凤，此时，贾府已经败落 ,宁府被抄，凤

姐病重卧床。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权势倾颓，家败人亡，避之唯恐不及，纷纷作鸟兽散，消失得无影

无踪了。刘姥姥却能带着青儿来探望凤姐的病，并求神拜佛，为她祛病延年。刘姥姥对巧姐的悲惨遭遇倾

注了最大的同情，顶住种种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地向她伸出援救的手，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义肝侠肠，

值得称道。刘姥姥自从得到贾府接济后，据她自己讲生活大有好转，接近了小康之家了。“今年多打了两

石粮食 ,瓜果菜蔬也丰盛。”一旦度过了难关，就扛着新摘下的瓜果菜蔬，进城答谢。这些都是贾府所缺

乏的野味，虽然不值几个钱，却也礼轻义重。刘姥姥绝非势利之人，她重义轻利，“滴水之 恩,涌泉相

报”。后来，姥姥能不负凤姐之所托，“卒脱巧姐于难， 亦足报之而有余矣”。“患难见真情”, 刘姥

姥急人之急，脱人之厄，充分展示出她的人格之美。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55 分。 

21. 【答案】（1）B    （2）成分赘余。应修改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

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至几百元不等。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准确理解词语的意义，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能力。 

B.“不二之选”意思是没有比这个选择更好的了；“不二”的意思是唯一。句中只是说“回收再利用”比

“卫生填埋、堆肥、焚烧”更好，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卫生填埋、堆肥、焚烧”这些方式。 

故选 B。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语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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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②共有一处语病： 

“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元至几百元上下”成分赘余，“约”和“上下”都表示约数；重复使用约

数反而会使句子语意不明，故应删去“约”或“上下”（或将“上下”改为“不等”）。 

故句子可修改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

百至几百元不等。 

22. 【答案】例文： 

阅读交织的美好 

在当下，阅读已如呼吸一样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新兴的电子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的交织，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网络电子阅读能把最新 资讯传递给我们，而传统纸质阅读奉献的经典文化大餐也永不过时。在飞速发

展的当下，设想这样一些情景：在疾驰的列车上时，在无聊地排队时，抑或是在车站边等待时，我们利用手

机或是其他电子设备，随时随地进行即时的网络阅读。充分利用这些琐碎的时间，为贫瘠的大脑播撒下智慧

的果实。而在静悄悄的深夜，在迷人的暖黄色灯光里，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张晓风的散文集或海子的诗集，然

后，享受阅读。这样恬淡而琐碎的时光，平凡而又诗意，恬静而又幸福。 

阅读交织的美好，简单而又温暖。 

网络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交织，不但能帮助我们有效地把握生命里琐碎的时间，而且能让我们多一些

选择阅读的权利。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网络的电子书上，在一些即时互动

的论坛上，我们可以选择吸收很多生活中接触不到的新事物，赶上时代跃进的步伐。但是，总有一些经典会

永垂不朽，让人永远不会忘怀。这些经典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褪色，而是在一次次的砥砺中愈发光亮。浓缩

的一本本书，蕴含了无穷的智慧。伴随着翻页时纸张之间摩擦发出细碎的声音与淡淡的墨香，我们的心仿佛

与这些大师的灵魂产生共鸣，进而迸发出一个个思维的硕果。这些美好的碰撞与跳跃，是电子阅读永远带不

来的。 

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小时光里，我们可以拿起手机，飞快的进行网络阅读，更新我们的大脑内存。在安静

诗意的流年里，一定不能放下的，是传递心与心的力量的纸质阅读。这些阅读的交织，能在不经意间，产生

无数的美好。 

林徽因能“安静地在内心种一抹修菊”，我们一样也可以。纸质阅读能让我们沉静心灵，诗意的栖居在

阅读之境中；电子阅读能挑起我们的兴奋的弦，在激烈快速的思维碰撞中，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二者相辅相

成，网络电子阅读与传统纸质阅读本如昼夜各司其职，润泽我们心灵的泉眼。去芜存菁，坚守阅读的底线，

书无论有形无形，蕴藏的珍宝终究是照亮我们人生的光。 

阅读的交织，本身就是这么美好。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第一句话提出了本次作文的话题——阅读，强调了“阅读”贯通古今的文化意义，指明了阅读在我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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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重要性。第二句话前半句展现了当下的一种阅读现象，阅读电子书籍，甚至通过“听书”代替

“阅读”。注意“有相当比例”说明这样的人不在少数，阅读电子书已经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后半

句同样是当下的阅读现象之一，那就是醉心于纸质阅读，认为阅读纸质书籍更能加深阅读的“味道”。同

样注意“不少读者”说明这样的人也不少，“醉心于”表明他们对传统阅读方式认可程度很高。 

由此可知，本次作文是针对当下“阅读”存在的两种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需要注意的是，阅读电子书和

阅读纸质书两者并非对立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各有利弊，甚至可以互为补充的。比如，阅读电子

书方便快捷，不受时空限制，听书减少视力损害；但阅读电子书容易让人浮躁，无法静心思考等。而阅读

纸质书能够让人沉入其中深度思考，但受时空限制，不能随时随地阅读。 

写作时建议考生先分后总，可以先论述两种阅读方式各自 利弊，然后找出一种平衡的办法，让二者相辅

相成，共同服务于我们的阅读“事业”。比如，有充足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建议大家还是阅读纸质书

籍，让阅读更有“味道”，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没有合适的地点，则可以阅读电子书籍，不误阅读时光。

阅读学术性强、知识性强的内容，应当以纸质阅读为主，而阅读娱乐、消遣类的东西，则可以阅读电子书

籍甚至“听书”。 

立意： 

1.电子纸质两不误，品鉴消遣相辅助。 

2.电子与传统齐飞，不同阅读方式共存。 

3.电子阅读虽轻松，传统阅读岂可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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