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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名校考试联盟

2023 年 12 月高三年级阶段性检测

语文试题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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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用 0.5毫米的黑

色签字笔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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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绘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沃土，历经数千年沧桑巨变，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及鲜明的民族特征。

西洋画主要通过光线明暗呈现物体的形象，因而多用面表现形体。中国绘画是线条

的艺术，从甲骨、金文亦书亦画的图片，到钟鼎铜器中的龙凤饕饕、鸟兽星云，再到楚

墓帛画、敦煌壁画，以及后来六朝人物画，唐宋后的山水、花鸟画等，均是用线描方法

塑造形象的。中国的绘画匠师们用线勾勒出轮廓、质感、体积，传递着东方绘画独特的

线条艺术之美。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都是靠线对于服饰的描绘传达出灵动的

艺术效果。中国绘画中的线条既是流动的又是多变的，在画家的意念情致下灵动多姿，

中国的绘画也因之意境幽远。

中国绘画中，人物画着力描绘人物的精神和个性，山水、花鸟画则注重表现画家的

情趣及作品中蕴含的意境。早在魏晋时期，著名画家顾恺之就提出“传神论”，认为“传

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在为裴楷画像时，“颊上益三毛”，结果“如有神明”。谢赫在

《古画品录》中倡导的“绘画六法”，第一条便是“气韵生动”，突出了“神”“气”在

绘画中的作用。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以及元

代倪瓒主张作画要“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说的均是此意。清代石涛有言，“名山许游

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这“不似似之”正是

千百年来画家追求的艺术境界。

西洋画为追求形象的逼真，采用焦点透视法，即画家站在某个固定点上，把目力所

及的对象按照远近、大小、明暗，像照相机一样全部描绘出来。中国画画者可以依据自

己的感受和需要，前后左右、上下四方地“游目”作画，可将见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

统摄入画面中来，这种透视的方法，叫作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把北宋汴京的繁华景象尽收眼底。画家站在近乎出世的高度，俯察游观着世间百态，并

按照自己理解的景物比例，“以大观小”地绘制在纸面上，这正是运用散点透视法的结

果。中国绘画或为长卷，或作立轴，因为只有横轴或立幅，才能将辽阔万里的江山悉数

尽收到画面中来。

中国绘画是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书画同源”的论断，“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意境，已将诗、书、画三者内化为一个整体，但画面上题款、书法以及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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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运用更使绘画情趣盎然、旨意明晰。清代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说“以题语位置

画境者，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可见题款可以增加画的内

涵，阐明画外之意。题款还可以对画面的构图起到或丰富或平衡的作用。倪云林、石涛、

吴昌硕等画家往往用长篇款、多处款，或古篆、或汉隶、或草书、或正楷随笔挥就。有

时长行直下，画面生机盎然；有时拦住画幅的边缘，使布局紧凑；有时又补充留白，使

画面平衡。所以绘画一经题款，便可以生发出无限妙意来。有人将印章喻为画面上的秤

砣，朱红色的印章沉着、鲜明、热闹又带有刺激。题款下的名号章能够唤醒全画的精神，

起首章、压角章也可以使画面错落有致、稳正平衡，与墨彩相映成趣。

（摘编自袁志正《中国画名作鉴赏》，新华出版社）

材料二：

作画形易而神难的画论开启于宋朝的文人，以欧阳修、沈括、苏轼等为代表。论画

和参与绘画的风气极盛，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也奠定了后来文人绘画

理论的基础。而且，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地位，更直接地带来了主流绘画审美由物向心的

转向。

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对画的赏析上强调萧条淡泊。他认为作画也应该突出画者的意致

和心绪的表达。《欧阳文忠公文集·鉴画》中云：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

览者未必识也。沈括则从鉴赏批评角度出发，提出了“书画以神会”的理论。他认为书

画的精妙之处，于神而不于形，鉴赏首重神韵，而不是形似。文人大学士苏轼是又一位

在绘画上的重神似论者，更要求绘画具有文学趣味。他认为品评绘画如果只着眼于形似，

其见解就如同孩子一般的无知幼稚。同理于写诗，仅仅停留在状物写景的层面上，那也

一定不会懂得诗歌艺术的真谛。所以就有了他最为著名的论画不求形似之诗：“论画以

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我们可以

得出，神似是文学和绘画相通的共同美学追求。在宋代画院不离法度的背景下，苏轼重

神轻形的理论，有对当时审美尺度的矫正之意。

在前代“神形”理论的引导下，元人比宋人更近神离形。为了尽情地写意，形似已

无足轻重。由于书法与绘画的笔法相通，在赵孟颜的倡导下，引书入画。于是，绘画更

不再汲汲于形似，转而结合于文学和书法所共同带来的意趣，重神遗形已成必然的趋势。

元代山水画在创作上追求逸气，最具有“士夫画”的特征。

（摘编自童节《略谈中国画独特的审美鉴赏观》)
材料三：

元代画家王冕自幼家贫，屡试不第，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绝意功名，归隐浙东九

里山，作画易米为生。王冕以画梅著称，尤攻墨梅。其《墨梅图卷》画横向折枝墨梅，

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其笔力挺劲，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

虽不设色，却生动描绘出梅花含笑盈枝的样貌。王晃在梅花枝权间题诗：吾家洗砚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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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乾隆皇帝在此诗右侧题诗：

钩图略异杨家法，春满冰心雪压腰。何碍傍人呼作杏，问他杏得尔清标？

1.下列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在论述中国古代绘画的特点时，均与西洋画的特点进行比较，体现了较为开阔

的学术视野。

B.中国人物画着力描绘人物的精神和个性，这是历代画家追求的艺术境界，也带来了主

流绘画审美由物向心的转向。

C.中国绘画有时选用长卷，有时选用立轴，是画家为了适应散点透视构图方法而做出的

灵活的选择。

D.赵孟頫发现了书法与绘画的笔法相通的玄奥，通过引书入画，推动了中国绘画重神遗

形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韩熙载夜宴图》将许多连续发生的情节巧妙地安排在一幅画中，能体现中国画不受

空间所限的透视原则。

B.西洋画采用焦点透视法，画面真实而有立体感，优点是比中国画更显逼真，缺点是布

局要受空间局限。

C.好的画家在下笔前，一般会将题款内容、字体及印章在画面中的位置进行通盘考虑，

力求绘画形式的完美。

D.在欧阳修、沈括、苏轼“神形”理论的直接引导下，元代人绘画比宋代人绘画更加重视

“神似”的意趣，

3.下列说法中，与材料二所谈中国绘画特点角度不同的一项是（3分）

A.王维在画景物时，意在笔先，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

B.马远画《寒江独钓图》，只有一叶扁舟，一位渔翁，四周全为一片虚空。

C.苏轼画墨竹，为突出翠竹挺拔向上之气势，不逐节画竹，而是从地至顶。

D.倪瓒画山水，不计较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有时被人视作麻或者芦。

4.请结合材料一，用动宾结构短语简要概括中国绘画的艺术特点。（4分）

5.关于乾隆在王冕《墨梅图卷》上的题诗，有人认为增添了整幅画的意趣，有人认为破

坏了画面的和谐，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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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那个寒冷的冬天 司汉科

引子

2014 年 3 月 28 日上午，437 位长眠在韩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六十多年

后终于回归祖国，中韩双方代表在仁川国际机场停机坪举行了交接仪式。

“陈捷，你终于回家了！”

八十九岁的父亲司淮生到机场参加了交接烈士遗骸的活动。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反复喃喃着战友的名字。他的许多战友牺牲在了长津湖、盖马高原和老鹰岭……

金玲子的回忆

一天，敌机轰炸完刚离开，一个志愿军女兵出现在门口。女兵进屋就昏了过去，等

醒了，金玲子把土豆给她吃了两个，她有些力气了，便说，是从老鹰岭下来的，去给部

队送信。

她知道女兵叫陈捷，十七八岁的样子，长着很秀气的瓜子脸。陈捷哭着说，我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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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送信，敕教战士，他们都快冻死了。妈妈顺花见陈捷高烧得很厉害，就说，自己可

以帮她去送信，

陈捷坚持不肯，顺花决定陪她一起去。女兵说如果牺牲了，请一定把她送回中国，

把她的骨灰交给一个叫淮生的志愿军战士，那是她的战友，也是她的恋人，她最爱的人。

父亲回忆

在那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他们仔细地辨认牺牲的战友，把他们的遗体一一地抬到山

上石洞边上的空地上，整齐地摆好，让他们的头朝着自己祖国的方向。

骤降的气温和持续强降的大暴风雪，无情地肆虐着老鹰岭无名高地，老五团的战士

不像美军有帐篷，有保暖的鸭绒被，还有口粮。

阵地上一些重伤员由于严寒，伤口很快被冻上，加上体内没有热量，他们将被冻死。

他们谁都不愿意死，一条腿被炸断的小战士周长海拉着他的手，说：“连长，我要回家，

把我背回去吧。”

淮生握着他的手，紧紧地抱着他，眼里含着泪，不知说什么好。

随着深夜和风雪的交加，不断有战士死去，他们充满绝望的眼神让他心里被电击一

样的难过，他不敢直视战士们的眼睛。

21 时：

淮生把怀表掏出来给排长，说：“把它挂在树上，好记时间，让战士每隔半个小时

进雪屋换一次岗，要动一动，跺跺脚。”

在这样静静的夜晚，老鹰岭上，这群战士用生命之躯抗拒严寒。

22 时：

淮生来到了马大球的阵地，在雪窝里他和淮生换着，马大球对淮生说：“我问你一

个很可笑的问题，你说，什么是最幸福？”

淮生说：“火啊，要是能生一堆火多好啊，我们好好地烤一烤。”马大球叹了口气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哪怕只是划着了一支小小的火柴杆也好，可以暖暖手。”

23 时：

雪屋内被冻得受不了的战士一个挨一个抱成团取暖，但仍然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狂风

暴雪。

韩德明再次昏迷过去。韩德明今年三十五岁了，是个老兵。解放上海后，他本该转

业，令也下来了，结果，朝鲜战争爆发了，他一句怨言也没说，就随部队上前线了。

过了很长时间，韩德明醒过来，见大家围着他。韩德明脸色蜡黄，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有句话，你们得答应我，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也没什么牵挂的，死在这儿，没什么

遗憾的。”

副连长很艰难地说：“死后，把我捐了，捐给……”

说完，副连长韩德明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

无名高地上，只有如泣如诉的风声。

1时 45分：

大部分战士被冻死，一排排的战士已分不清哪个是冻死的雪雕，哪个是活着的战士。

淮生再次找到陈捷，说：“只有你能救剩下的人，要不都死在了这里。”他把最后几

块口粮给了陈捷；她趁天还没有亮之前，消失在风雪中……

伯格上校的回忆

暴风雪停了下来。天刚刚蒙蒙亮。他们小心地向无名高地上进攻，生怕遇到突然袭

击。

老鹰岭的这个清晨是多么的静啊，伯格上校带着他的团边冲边想，这支死缠烂打一

路让他们惊魂未定的军队怎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撤走了？他怕中了埋伏，前进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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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

他们终于攻上了无名高地，并没有受到阻击。他心想，也许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

生。

他听到一种声音，在不远处传来，由小变大。“嗒嗒”，在这宁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

的清脆，这声音让死神听到都感到窒息和恐惧，声音越来越大，如同惊雷，铺天盖地。

他几乎声嘶力竭地喊叫：“全部卧倒。”

但是，他的队伍趴下足有十几分钟，那个声音还是在响。

他抬起头来，仔细地辨认着声音的方向，他发现，这个声音来自不远处的一棵小树

上。他小心翼翼地走近，是一块怀表，除了这个声音，整个阵地上没有半点声音和生气。

他为自己草木皆兵的样子感到好笑。

他放眼一看，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紧握着枪，枪口全都指

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

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战士的眉毛

和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伯格上校抬起右臂，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了碰，对着静静地趴卧在阵

地上的中国军人遗体行了个庄重的军礼。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陈捷，你终于回家了！”父亲的喃喃自语中，既有他对战友的长久思念，也充满了对

朝鲜战场的痛苦回忆。

B.女兵说如果牺牲了，请把骨灰交给淮生，作者这样写主要是为了表明年轻的陈婕在战

火中也保有对爱情的浪漫幻想。

C.淮生握着周长海的手，“眼里含着泪，不知说什么好”，从细节上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

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

D.小说正文部分没有从正面去写战争，也没描写宏大的战斗场面，只写了战役中一个无

名.高地上一个晚上发生的故事。

7.关于文中伯格上校行军礼的描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包含了一个军人丰富的内心情感，是一种纯粹真实的情感，有人性真实。

B.说明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是全人类的共识，可以跨越国界存在。

C.表达了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与愧疚，带有对战争的深深的伤感和自责。

D.丰富了伯格上校的形象，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鲜明，能强化艺术美感。

8.小说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分别讲述了什么故事？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分）

9.作者在《我写了什么？》的创作谈中说：“那个怀表的描写，既是时间的推进，也是心

理的期望，更是战争的节点。”请结合自己的理解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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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主①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浩书魏之先世，

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②无不忿志，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

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九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

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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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九，问

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

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

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

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

讲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太子曰直哉此

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遂赦之。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

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

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事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

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

义无独珠。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

（节选自《资治通鉴》，有删改）

【注】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②指鲜卑人。

10.文中波浪线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将需断句处的符号写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每写对

一处得 1分，超过三处不得分。（3分）

帝顾太子A曰直哉 B此人情 C所难而允能为之D临死不易 D辞信也 E为臣 F不欺君 H
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文中指主管部门的相关官吏。

B.灭族，古代酷刑，因一人犯死罪而株连整个家族被杀，但仅限于父族母族。

C.殿下，本义是殿阶之下，后为对太子或亲王等的尊称，现多用于外交场合。

D.起居，文中指皇帝言行，一般有专职官员负责记录，这些记录称作起居注。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崔浩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因为在书中大肆张扬祖先的过错和污点，令太武

帝大怒。

B.太武帝认为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还要严重，不能赦免；但感慨于其诚实忠贞，最终赦免

了他。

C.高允没有因为害怕获罪而将责任推给崔浩，坦承自己所撰比崔浩多，太子责备他不知

变通。

D.高允认为史官就应该真实记载人主善恶，使之心存畏惧，不敢胡为，对后人亦有警示

作用。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人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4分）

（2）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4分）

14.高允对崔浩有什么评价？请根据文本简要概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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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王昌龄隐居①

（唐）常建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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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②群。

【注】①王昌龄未出仕前，隐居在石门山。常建辞官西归后到石门山一游，在好友

王昌龄当年隐居处住了一夜，当时王昌龄外出做官，并不在此。②鸾鹤：古常指仙人的

禽鸟。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指溪水深不可测，王昌龄隐居之处便在清溪水流入

的石门山之上。

B.颔联写夜宿此地所见，松树梢头，明月升起，清光照来，以拟人手法写明月不知主人

不在，仍来相伴。

C.颈联“宿”“滋”二字生动传神，“宿”，写花影像安睡在庭院中一样，“滋”，写苔藓在滋

长蔓延。

D.尾联点明志向，将要归隐与鸾鹤为伴，“亦”字是说要学王昌龄隐逸，实际可能是劝他

坚持归隐的初衷。

16.“隐处唯孤云”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中“孤云独去闲”中的“孤云”，表达了不同的孤

独之感，请简要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小题共 1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屈原的《离骚》虽然描写的是寻常事物但含意却

极宏大，所举的事例虽然浅近但意义却很深远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_”。
(2)《将进酒》中，诗人以否定权贵来表达自己郁愤情绪的诗句是：“________，________”。
（3）水的壮阔激荡人心，这种景象在唐宋诗词中屡见不鲜，如“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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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食物相关，__(1)__的表达有很多，比如“化悲愤为食量”“别难过，没有一顿美

食解决不了的伤心，实在不行就两顿”等等，这暗示着食物与情绪之间有着紧密关系。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既说明了食物作为生存之本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食物与人

们的生活__(2)__。我们是否可以__(3)__地大量进食或依赖控制进食来安抚情绪？科学

告诉我们：不可以。

情绪大多来自日常生活中，人或物对于个体的某种深刻的内在情绪体验，比如抑郁

体验、焦虑体验等。以此为例，抑郁多为当下的困扰，内心感觉无法摆脱或无力处理；

焦虑多见对未来的无措，内心紧张，__(4)__。类似的情绪体验都是我们对生活失去了

掌控感或安全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迫切要找到一个能被控制的内容，去抵消或

释放，让自己快速离开失控的体验，内心回归到稳定状态。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进食来调节情绪？其一，食物拥有便捷、易得的特点，具有便利

性；其二，食物带有养育、滋养的“母亲”般的属性，具有习惯和依赖性。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4分）

19.文中多处用了引号，下列四处引号中用法和其他三处不同的一项是（3分）

A.“化悲愤为食量”
B.“别难过，没有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伤心，实在不行就两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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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常言道，“民以食为天”
D.食物带有养育、滋养的“母亲”般的属性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不得改变原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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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电的发展史印证了一句话：“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

掌握核心技术，为什么“自己干”如此重要？__(1)__。就像体育运动技能必须通过反

复练习才能获得，工业技术能力也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实践才能被掌握。

由此也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从美、法等发达国家引进核电站的发展中国家很多，为

什么只有中国成功实现了消化吸收，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能青出于蓝？不是因为“核电老

师”们偏心，给中国多教了几手，__(2)__。“引进”并不会天然带来“吸收”，就像有

的国家只是引进了产品，不久之后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有的国家真正引进了技术，实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决定二者区别的，在

于本国的积累和内功。国际创新学界用“吸收能力”这个概念来刻画这种区别：一个组

织自主研发的水平，同时也决定了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

在核电发展上，__(3)__，最终决定了中国拥有超强的“吸收能力”。

21.“消化吸收”本是用于人体肠胃系统的词语，这里用在了核电技术上，它在语境中的含

义是什么？此处用“消化吸收”有什么表达效果？（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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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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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领域，为我们

的世界带来巨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真实与虚假的深刻思考。近

日，《韦氏词典》特约编辑皮特·索科洛夫斯基发出了深刻的追问：“我们将 2023 年视

作真实性遭遇危机的一年。我们能否相信一个学生的论文是他自己写的？我们有时甚至

不相信亲眼所看到或亲耳听到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的内容，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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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