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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月考题（A） 

语  文 

本试卷共 8页，150分。考试时长 150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

效。 

—、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5题。 

材料一 

智能交通自 1973 年大力发展以来，早期因受限于通信手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95-2000

年，随着数据传输速度突飞猛进的增长和位置服务技术、通信技术的突破，智能交通发展速度明显

加快，通信技术已经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此时智能交通系统发展主要受限于计算能力。2000-2010

年，智能交通技术全面推进，高清视频、智能分析研判等在城市交通领域得到全面应用。2010 年

至今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出行等

将会成为智能交通系统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关键方向。随着城镇化、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

面临拥堵、污染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强劲增长，交通供求关系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而道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决定

了仅仅依靠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供给能力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交通问题。智能交通技术的应

用能有效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在破解城市交通问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角色。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智慧化，再到智慧网联，传统的交通运输业不断升级换代。信息化改造了

以往传统公共交通模式，大数据则是引领了整个公共交通行业往精益化发展的新阶段。以广州市公

共交通集团为例，500 亿条数据信息让公交集团能够更加优化资源、实现更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线

网优化配置，同时对设备进行全寿命周期的跟踪管理，以保障司机和车辆的最佳状态。与此同时，

通过分析用户的出行习惯，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关候车、实时路线轨迹等信息，乃至为用

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智慧化的交通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更能助力城市公共交通提升运行

效率。腾讯 2019 年复盘了深圳改革开放 40 周年灯光秀的热力图，发现 8 万人集中返回，交通疏导

一定是个问题。而利用 LBS 技术和腾讯生态体系下产生的大数据连接交通管理部门，有效验证了

城市现有公交线路规划的合理性，进行新公交线路的设计，实现对交通、人流的精准管理。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智能交通”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A. 智能交通的发展取决于通信技术、计算能力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B. 未来智能交通在解决“城市交通病”的问题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C. 未来大数据可以改造传统公交模式，提供便捷、个性、精准的智能服务。 

D. 智慧化交通可以解决公共线路规划问题，精准快速地处理公共交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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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大数据应用的最核心功能之一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化。从现实来看，因信号控制不合理导

致的通行资源浪费和交通延误十分明显。就控制范围而言，信号控制可以分为单路口信号控制、干

线协调控制（线控制）和区域信号协调控制（面控制）。在模型方面，当前国内外单路口信号控制

从模型到应用已经成熟，干线协调控制也有大量应用型产品和案例，但区域协调控制技术应用案例

有限。在系统控制软件方面，目前中国依然主要依靠 SCOOT、SCATS 以及美国、西班牙等研发的

系统，国内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很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也在尝试建立适合中国混合交通流特

性的控制系统。 

对于视频识别技术的研究，由于其算法的复杂度以及目标行为的多样性等原因，发展一直比较

缓慢。在国外已有成熟的智能视频监控产品，可以在监控系统中实现异常状态自动报警的功能。中

国城市视频监控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每千人拥有的视频监控数量作为指标，目前

中国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北京市每千人拥有摄像头数量为 59 个，仅仅相当于英国平均水平的 80%、

美国的 60%。而二线城市摄像头覆盖率更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二线城市的摄像头数量为 5 万〜

10 万个；三线城市则<5 万个。就摄像头密度而言，三线城市的摄像头密度远远低于 10 个/千人。 

智慧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痛点之一。目前数据的碎片化所形成的分割，以及企业

之间的壁垒等，容易造成一种“孤岛”现象，很多数据不能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要使城市交通规

划设计和服务模式更加智慧化、人性化，离不开共享数据。 

2. 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制约我国“智能交通”发展的原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自主开发的软件应用不多 B.缺乏企业数据保护政策 

C.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D.很多数据没有形成共享 

 

材料三 

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三号卫星经过在轨测试，空间信号用户测距误差达到 0.5m,系统定位精度

达到 2.5m〜5m。除了加快编织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网络之外，我国正在同步开展北斗星基增强系

统建设，形成全国“一张网”，可提供实时 cm 级、mm 级高精度定位服务。 

北斗系统应用目前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北斗车联网平台。截至 2018 年，已经有 500 多万辆

营运车辆上线北斗系统，车联网平台通过提醒驾驶员超速与疲劳驾驶等信息，使得道路运输重大事

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 50%。2017 年 12 月，江西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宁定高速公路建成试运

营。在高速公路沿线利用北斗等技术，可对车流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同时整合报警手机定位、路况

预判等功能，实现对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置。2017 年 3 月，北京公交公司基于北斗基础数据的大数

据分析，对公交车发车时间进行调整。上海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立了智能公交位置服务系统，

能够对公交到站时间进行精准预报，误差时间<lmin,通过公交调度、实时信息采集，降低公交公司

10%以上的运营成本。北斗智能支付方案要求每辆车安装北斗模块，手机安装 APP 后即可使用支

付服务，该模式相对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ETC）、车牌识别技术的支付场景可延展性更强。随着

北斗系统应用的推广，力争把中国的 ITS 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实时、准确、高效和可靠的综合性交通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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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材料三，下列对“北斗三号”卫星作用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组建全球的北斗卫星网络。 B.提供实时高精度定位服务。 

C.实现对交通事故快速处置。 D.减少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4. 下列选项不属于．．．“智能交通”服务的一项是（3 分） 

A.自驾车出行，使用高德地图进行路况导航。 

B.出行时，使用二维码扫码提取摩拜自行车。 

C.公交车站候车时，用手机查看公交车辆进站时间。 

D.在地铁售票机上选择出发地和目的地，然后投币买票。 

5. 请结合上述三则材料，简要说明未来智能交通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3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6-10题。（共 17分） 

答谢民师书 

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

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1】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

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

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

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

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

《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屈原作《离骚》，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

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

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

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

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

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取材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注释：【1】左右：称呼对方的客气语，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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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①近奉违．．，亟辱问讯                     奉违：违于侍奉，离开您 

②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                   雅：交往 

③数赐见．临                             见：被 

④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文理：礼仪礼节 

⑤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       文：修饰 

⑥因．论文偶及之耳                       因：因为 

⑦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             如：按照 

⑧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惟：希望 

A.①⑦              B.⑤⑧             C.②⑥              D.③④ 

7．下列对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大作犹如行云流水，原本无一定的形式 

B．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言辞仅要求能达意，就怀疑不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 

C．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终身经营雕虫小技，而仅仅变有韵之文为无韵之文，便称之为经，这可以吗 

D．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 

   大家纷纷说了赞美的话，对您未必有什么好处吧 

8．根据文意，下列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书信的开头，虽然作者不愿随便交友，但一见谢民师后，却欣喜之情出乎意料之外，由此可

见苏轼对谢民师是非常看重的。 

B．苏轼对扬雄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持认可的态度，认为这是经典，但他对于扬

雄把贾谊列于司马相如之下表示不满。 

C．文章引用欧阳修的话，来说明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客观的定价，并不因个人好恶议论而改

变它的价值，这堪称为至理名言。 

D．最后一段陈述了苏轼不能应对方要求书写“法雨”二字的原因，但也表明会以留言的方式来

弥补遗憾；这样既说明了实情，也表达了对谢民师的尊重。 

9．将下面的语句译为现代汉语。（4分） 

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 

10.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这里“言须文”与“辞达意”是

什么关系？请根据本文内容，简述作者的看法。（4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11题。（共 6分） 

11．阅读下面《论语》的文字，回答①②题。 

（1）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2）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

语•公冶长》） 

（3）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

也》） 

①曾子将孔子的“道”归结为忠恕之道有着深远的意义，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基本准则，

请从上述文字中分别找出表达儒家“忠恕”思想具体表现的句子。（2分） 

②结合上面材料，说说孔子为何用“仁”的标准而不用“圣”的标准来要求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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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题共 4小题，共 20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 12-14题。（共 12分）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 

苏轼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润州甘露寺弹筝 

苏轼 

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
【1】

。 

唤取吾家双凤槽，遣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 

注释：【1】浮玉：喻指金山。 

12．下列对这两首诗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采桑子》开篇从“多景楼”的“多”字获取灵感，连用三个“多”字引出“情”“感”

“病”而不赘叙，令人印象深刻。 

B．“空”字写出“一笑”之后，“回头”来眼前的“乐事”便会消失而“空”无所有，只有

“多情”“多感”“多病”依然。 

C．《采桑子》上阕前二句先言情后言事，后二句先言事后言情，借眼前之景，写心中之情，

言事与言情结合，意蕴盎然。 

D．这两首诗词皆出自苏轼之手，均写多景楼中与友人相聚之事，都借用音乐抒情，但抒发的

情感却一喜一忧，迥然不同。 

13．筝是一种拨弦乐器，相传为秦人蒙恬所制，故又名“秦筝”。它发音凄苦，常令人“感悲音而

增叹，怆憔悴而怀愁”。下面有关筝的诗所表达的情感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3 分） 

A．弹筝北窗下，夜响清音愁。张高弦易断，心伤曲不道。（南朝梁·萧纲《弹筝》） 

B．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唐·李端《听筝》） 

C．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唐·白居易《听

崔七妓人筝》） 

D．银甲弹冰五十弦，海门风急雁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扬子江头月满船。（元·萨都剌《赠

弹筝者》） 

14．有人评论说苏轼《采桑子》中“斜照江天一抹红”一句与白居易《琵琶行》中“唯见江心秋月

白”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请简要赏析。（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8 分） 

①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为了突出鹏鸟的形象，将夸张用到了极致：“鹏之背，不知其几

千里也；              ，              。” 

②《阿房宫赋》通过阿房宫的兴毁揭示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故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

人哀之；              ，              。” 

③杜甫《蜀相》中“              ，              ”两句，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抒

发凭吊情怀。 

④有些人离家在外，一时生活不太如意，当偶然遇到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人时，往往会发出

“              ，              ”的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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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大题共 5小题，共 24分。 

（一）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6-19题。（共 18分） 

西湖的“相宜” 

①中国自然人文景观不胜枚举，冠以种种“天下第一”的胜地难以数尽。为何西湖配享“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或许苏轼诗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中的“相宜”二字

蕴藏着西湖精神之肯綮。 

②西湖单独的景致不那么出众，整合起来却美得恰到好处。浓而不艳俗，少有咄咄逼人的压迫

态势；淡而不冷傲，没有自负拒人的疏离感。曾任杭州通判、知州的苏轼对西湖的隐喻或许不是仅

限于它的美貌，而是体现着苏轼的审美思想、趣味倾向和一种精神品格。西湖的自然本性加上设计

者与工匠的默契，使“相宜”的文化内涵很符合“中庸”的境界。何谓“中庸”？朱熹解释说:“中

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③西湖是一个自然人文景观体系。和太湖、瘦西湖比，太湖浩淼，虽有类似“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气势，却使水势过度汹涌张扬，且无边无际而缺少山水相依的视界，给人一种若有所失的苍茫感；

狭长的瘦西湖，湖身受两岸挤压而稍显局促与胁迫感。而西湖面积适中，山水比例匀称:山高了，

对湖是一种压迫；矮了，湖面失去了依靠，平衡顿失。而今，你站在西湖任何一边朝湖中望去，影

影绰绰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对岸的绿肥红瘦；舒缓的山脊曲线在涟漪里舞动。人与空间的关系舒

服、协调，心里满是踏实的感觉。 

④在西湖的大格局内，各种景观的关系呈现一种有呼应、有关照、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和

而不同”的景象。你看，北南二塔——保俶与雷峰，一娇弱、素朴，一恢弘、华贵；西湖十景之“断

桥残雪”意象的淡雅、素净，而“花港观鱼”则浓艳、炽热。而最能体现中庸思想的，莫过于西湖

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了。据史料记载，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旋即开展了大规模疏浚西湖

的工作。工程在设计上很智慧地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在今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位置堆筑起

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即便用今天的眼光看，这项工程也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环保意识，更

有趣味的是，苏堤的位置选择暗合“黄金分割线”原理。如果用中国画来做比喻，西湖是一张白纸，

苏堤就是一棵树、一支竹或者一块巨石，它的位置一定是在一隅，而会让出一大片空白留给想象的

空间。这是中国画虚与实对立统一关系的奥秘所在。因为“实”厚重、敦实，在空间上就要以“谦

让”的姿态“退避三舍”；“虚”，质轻、空疏，清淡，缺少密度，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张扬”，以

获取平衡。这不正是“无过不及”之美吗？或许苏轼正是把西湖工程建设当作诗歌创作，其中的艺

术直觉，使西湖获得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⑤饶有谐趣的还数湖中的“三潭印月”，它是由环形堤埂围成的一处“湖中有岛，岛中有湖”

的景观。这是西湖的点睛之笔。广袤的湖面犹如一幅山水画，大片虚空处飘过一朵云彩，飞来两只

黄鹂，这是生命的呼吸。从高处看，它又恰似西子的肚脐，湖面因之才荡漾着生命的律动和灵气。

你去近旁灵隐寺看看弥勒佛，那大肚皮上露出滚圆的肚脐。如此，弥勒佛的开怀大笑才显得和蔼与

坦诚。再遥望那敦煌的飞天，个个都露出娇小的肚脐。不信，把裤腰提上去几寸遮住肚脐试试，一

定减损了那婀娜、飘逸的神韵。而西子湖有了这“肚脐”，苏堤也就自然成了西子柔软细腰上一条

飘逸的彩带，让西湖显得更优雅、妩媚和虔诚。 

⑥西湖与杭州城区贴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西湖不可能“独善其身”。苏轼当年就意识到西湖和

城市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使杭

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可是，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发展都

经历过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阶段。今天，我们既不能退回到原始野性的自然界，又不能让城市发展

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彻底抹去自然界的本性，从而最终也毁掉城市自己。而把事物控制到合适程

度的“无过不及”的中庸思想正是使城市发展免踏“异化”歧途的一帖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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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应该说，相比其他许多景观，西湖和城区的关系是和谐的。一方面，西湖在不断享受着城市

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湖水得益于先进疏浚技术而变得更加清澈；交通方便而不喧哗，小商店点缀其

中而鲜有商业的浮躁。另一方面，除少数景点外，整个湖区是免费开放的。这种智慧的举措，使得

西湖更呈现一种大气和开放气度，提升了人气，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取材于张新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3分） 

A．在作者来看，西湖大格局内单独的景致大多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

庸的境界。 

B．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期，运用“黄金分割线”的原理治理西湖，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

北走向的堤岸。 

C．“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三潭印月”因“苏堤”庇护而荡漾着生命灵气，使西湖显得更优

雅、妩媚和虔诚。 

D．一般说“中庸”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而本文体现出“中庸”思想还影响着中国人的

自然审美观。 

17．作为自然人文景观体系，西湖的“相宜”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6分） 

18．第④段和第⑥段中的“无过不及”有着怎样的不同内涵？请简要说明。（4分） 

19．文中多处运用了比较的手法。请举例并加以赏析。（5分） 

（二）根据要求，完成第 20题。（共 6分） 

20．阅读下面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的文字，回答①②题。 

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

各别：两弯似蹙非蹙胄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屠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

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甲戌眉批：

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

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是何等品貌。】 

① 作者是从什么角度点评《红楼梦》的？（2 分） 

② 你对这段点评有什么看法？请简要阐述。（4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1.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①②题。 

希望你们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希望、树立信仰。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总是能给于人们希望。《管

子》有言：“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现实中的一切，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相应的影

子：【     】，给充满挑战的未来带来希望。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体上是向好的，历史的车轮

总是向着光明与希望滚滚前进。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经历曲折和磨难。文

化的传续也往往会遇到坎坷与阻碍。在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坚定的信仰才能使人们在困

境中不放弃希望，始终保持对美好与高尚的不懈追求。历史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创造出来的。

青年正处于树立信仰的关键阶段，青年的价值选择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同学们，你们要

始终保持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信仰的道路以希望之光照亮，

让希望点燃你们前行的火炬。 

①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2分） 

A．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也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困惑提供启示和借鉴 

B．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也都可以在现实中为我们的困惑提供启示和借鉴 

C．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也都可以为今天的困惑找到启示和借鉴 

D．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都可以为现实中的困惑找到启示和借鉴 

②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哪一种修改是正确的，为什么？（3分） 

修改一：让希望之光点燃你们前行的火炬，以信仰照亮希望的道路。 

修改二：以希望点燃信仰的火炬，让信仰之光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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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微写作（10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150字左右。 

①有人说：“大师的笔触，处处惊人。”请从《呐喊》《边城》《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红岩》

中选择一处，从情节设置或细节刻画的角度，阐释其“惊人之处”。要求：条理清楚，言之有物。 

②在这个特殊时期，全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考试：疫情防控。而作为高三学生的你，又

迎来另一场特别的考试：居家、线上、老师无法现场监考。有人说：有监考能保证考试的结果真实

可信，希望父母参与监考；有人说：不需要监考，重在自觉，考试的过程更重要。对此，你有什么

看法？请写一段话谈谈。要求：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③从寒冬到春天，从新冠肺炎到西昌山火，多少人不畏艰险，逆向而行，用生命守护了生命。

请以“多想为您（你们）唱支歌”为题，写一首诗或一段抒情性文字向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个人致意。

要求：感情真挚，富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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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以上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则文字，论述了诗人观察和表现宇宙人生的态度和方法。其

实，这则文字所含的思想，对我们为文、处事、做人以及观赏自然、认识社会，都有启发。 

  请以“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

理。 

②“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无论何时，鲁迅先生这句话都能拨动人们的心

弦。 

请以“远方”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运用记叙、描写

和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