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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中美班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50 分钟 试题满分：150 分

第Ⅰ卷 阅读题

甲 必考题

一、现代文阅读（9 分，每小题 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

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

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

朴素感情是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

伦理尺度，“教”的伦理学基础因而就是“孝”。“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教

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

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

义的终极追求。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 “教”字，左从“孝”而右从 “文”，意思是说人们只

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

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

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

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足于血亲

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

提升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有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必须强调

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

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以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本真的孝是平

等性而非片面性的，是正常而非反常的，是生成拓展的而非家族本位的。“孝”常

相对于“慈”，所以并非“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体现了亲子的平等性。

原始形态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所以并非只是出于哗众取

宠或入仕进阶的功利需要的“愚孝”或“伪孝”，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真诚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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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虽原为奉养父母，但却可以拓展为家国天下的一种精神依据。对个体而言，“入

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国家而言，“孝以事亲，顺以听命，

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孝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居处不庄，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如果使孝的含义由奉养父母提升为奉献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那么个人发展与

社会发展将是圆满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教育价

值。

1．下列各项，不能．．说明“‘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的一项是 （ ）

A．“百善孝为先”，“孝’”是衡量个人与社会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

B．在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上，“孝”与“教”是一致的。

C． “孝”原为奉养父母，但它可以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

D．“孝”是学“文”的内在伦理基础，“孝”与“教”是本与末的关系。

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将“孝”与“教”的社会价值统而为一的文化。

B．孔子认为，“孝”是道德修养的根本，是通过教育而生成的。

C．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认为，学“文”的根本目的是发掘其中的伦理价值。

D．原始社会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不是“愚孝”或“伪

孝”。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

A．一个人只要不“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就是一个具备“孝”

“悌”品德的人。

B．一些学校推行“五心（忠心、爱心、关心、信心、孝心）教育”，其中“孝

心”教育应该是最基础的伦理教育。

C．当前的应试教育也有其可取之处，它与古代的学“文’一样具有强化“孝”

的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

D．从古至今，提倡“孝”都是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步行为。

二、古代诗文阅读（36 分）

（一）文言文阅读（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4～7 题。（9 分，每小题 3 分）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

故项籍臣名籍
①
，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
②
，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

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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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

侯、魏其时议
③
，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贵下人。

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箪器食。每朝，候上之

闲，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
④
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

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

以此翕然⑤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日：“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

行者何也?”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

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
⑥
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

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

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洁。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

郡，卒后家无余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邦翟

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

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

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选自《史记·汲郑列传》）

注①名籍：谓直接呼项籍之名。

②洗沐：沐浴，此指休假。汉制，官吏每五日例得休假。

③这是指郑当时在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在廷中为灌夫事发生尖锐冲突，武帝征

询群臣意见时，他先是肯定支持窦婴，后又怯懦动摇，因此触怒武帝被贬官。

④推毂：推举。 ⑤翕（xī）然：一致。 ⑥僦：运输。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 拜：授予官职

B．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 迁：降职

C．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称：称赞

D．仰奉赐以给．诸公 给：供给

5．以下句子，分别表现郑当时待人友善和为官清廉的一组是 （ ）

A．郑君独不奉诏 B．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

然其馈遗人，不过箪器食 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

C．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 D．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

及居郡，卒后家无余赀财。 门外可设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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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郑庄为官正直，汉武帝时曾因评论武安侯和魏其侯的纷争被贬官，又因引荐

比自己才能高的人而得罪权贵。

B．郑庄喜好道家学说，敬仰年长且德高之人，他交往的都是辈分比他高的天下

知名人士。

C．汉朝征讨匈奴，财力匮乏之时，郑庄所保举的宾客在承担运输任务时未按时

完成任务并亏欠款项，郑庄因此获罪，被贬为平民。

D．郑庄为官有权势的时候，宾客众多；等他罢官之后，宾客就渐渐离开。这种

情况与下邦的翟公的经历很相似。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

（2）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8～9题。

山行即事

王质

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荷雨洒衣湿，苹①风吹袖清。

鹊声喧日出，鸥性狎波平。山色不言语，唤醒三日酲②。

注：①苹，大的浮萍 ②酲：chéng，酒后神志不清，诗中指困惫状态。

8.古人写诗很讲究炼字，此诗的第三联有两个字用得生动、传神，请你指出这两个字

并简要赏析。（5 分）

9.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首联的手法及内容。（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6 分）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6分）

（1）不以物喜， 。___________________，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岳阳楼记》）

（2）又前而为歌曰：“ ， ！ ”复为

慷慨羽声。 （《荆轲刺秦王》）

（3）亲贤臣，远小人， ；亲小人，远贤臣， 。

（诸葛亮《出师表》）

乙 选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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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第三、四两大题中选定其中一大题作答。注意：只能做所选定大题内的小题，不

得选做另一大题内的小题。如果多做，则按所做的第一大题计分。作答时用 2B 铅笔在答

题卡上把所选大题对应大题号下方的方框涂黑。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25 分）

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 分）

我的世界下雪了

迟子建

①我之所以喜欢回到故乡，就是因为在这里，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都有理想的漫步

之处。从我的居室到达我所描述的风景点，只需三五分钟。我通常选择黄昏的时候去散步。

去的时候是由北向南，或走堤坝，或沿着河岸行走。比之堤坝，我更喜欢沿着河岸漫步，

我喜欢河水中那漫卷的夕照。夕阳最美的落脚点，就是河面了。进了水中的夕阳比夕阳本

身还要辉煌。当然，水中还有山峦和河柳的投影。让人觉得水面就是一幅画，点染着画面

的，有夕阳、树木、云朵和微风。我爱看这样的画面，所以如果没有微风相助，水面波澜

不兴的话，我会弯腰捡起几颗鹅卵石，投向河面，这时水中的画就会骤然发生改变，我会

坐在河滩上，安安静静地看上一刻。

②无论冬夏，如果月色撩人，我会关掉卧室的灯，将窗帘拉开，躺在床上赏月。月光

透过窗棂漫进屋子，将床照得泛出暖融融的白光，沐浴着月光的我就有在云中漫步的曼妙

的感觉。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里，我就是躺在床上赏月的。那天浓云密布，白天的时候，

先是落了一些冷冷的雨，午后开始，初冬的第一场小雪悄然降临了。看着雪花如蝴蝶一样

在空中飞舞，我以为晚上的月亮一定是不得见了。然而到了七时许，月亮忽然在东方的云

层中露出几道亮光，似乎在为它午夜的隆重出场做着昭示。八点多，云层薄了，在云中滚

来滚去的月亮会在刹那间一露真容。九点多，由西南而飞向东北方向的庞大云层就像百万

大军一样越过银河，绝大部分消失了踪影，月亮完满地现身了。也许是经过了白天雨与雪

的洗礼，它明净清澈极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它，沐浴着它那丝绸一样的光芒，感觉好时

光在轻轻敲着我的额头，心里有一种极其温存和幸福的感觉。午夜时分，云彩全然不见了，

走到中天的明月就像掉入了一池湖水中，那天空竟比白日的晴空看上去还要碧蓝。这样一

轮经历了风雨和霜雪的中秋月，实在是难得一遇。看过了这样一轮月亮，那个夜晚的梦中

就都是光明了。

③我还记得 2002 年正月初二的那一天，我和爱人应邀到城西的弟弟家去吃饭，我们

没有乘车从城里走，而是上了堤坝，绕着小城步行而去。那天下着雪，落雪的天气通常是

比较温暖的，好像雪花用它柔弱的身体抵挡了寒流。堤坝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俩，

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地走着。山峦在雪中看上去模模糊糊的，而堤坝下的河流，也已隐

遁了踪迹，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了。河岸的柳树和青杨，在飞雪中看上去影影绰绰的，天与

地显得是如此的苍茫，又如此的亲切。走着走着，我忽然落下了眼泪，明明知道过年落泪

是不吉祥的，可我不能自持，那种无与伦比的美好滋生了我的伤感情绪。三个月后，爱人

别我而去，那年的冬天再回到故乡时，走在白雪茫茫的堤坝上的，就只是我一人了。那时

我恍然明白，那天我为何会流泪，因为天与地都在暗示我，那美好的情感将别你而去，你

将被这亘古的苍凉永远环绕着！

④所幸青山和流水仍在，河柳与青杨仍在，明月也仍在，我的目光和心灵都有可栖息

的地方，我的笔也有最动情的触点。

⑤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有关大雪的梦。我独自来到了一个白雪纷飞的地方，

到处是房屋，但道路上一个行人也看不见。有的只是空中漫卷的雪花。雪花拍打我的脸，

那么的凉爽，那么的滋润，那么的亲切。梦醒之时，窗外正是沉沉暗夜，我回忆起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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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论什么季节，我都要做关于雪花的梦，哪怕窗外是一派鸟语花香。看来环绕着我的，

注定是一个清凉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我心有所动，迫切地抓过一支笔，把那

句最能表达我思想和情感的话写了出来，然后又回到床上，继续我的梦。

⑥那句话是：我的世界下雪了。

⑦是的，我的世界下雪了……

（有删节）

（ 1 ） 下 列 对 这 篇 散 文 有 关 内 容 的 分 析 和 概 括 ， 不 正 确 的 两 项 是 （ 5 分 ）

（ ）

A．全篇叙述了有关故乡的山水风情和生活片断，字里行间表现了对故土和亲人的无

限眷念之情，情感热烈奔放，感人至深。

B．第①段描写故乡淳朴清新、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对自然、

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我们感受到作家敞开的胸怀和清澈的灵魂。

C．．第⑤段“看来环绕我的，注定是一个清凉而又忧伤、浪漫而又寒冷的世界”，既

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叹，也是作家对生命的自省。

D 第⑤段写了自己的梦境，并指出“不论什么季节，我都要做关于雪花的梦”，是因为

作者从小就对雪花有一种特殊的喜爱，这表现了作者深深的乡恋情结。

E．结尾用反复的修饰手法，既照应了题目，突出了主题，又显得情韵深厚，言有尽

而意无穷。

（2）从全文看，文章首句有什么作用？并具体说说作者为什么喜欢回故乡？（6 分）

（3）请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作者感情的变化过程，归纳作者情感发生变化的原因。（6 分）

（4）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流露出作者的消极和悲观情绪，你的看法如何？请结合全文内

容进行探究。（8 分。）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25 分）

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 分）

建筑大师梁思成

梁思成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日本东京出生，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

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

趣。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

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1928 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

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

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0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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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

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

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

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

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 1931 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

项事业中去。从 1931 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

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

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

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

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30 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

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

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

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

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

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1944 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

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

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

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

《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中的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

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

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

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

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

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

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

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

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

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6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9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0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90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7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676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3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2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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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

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

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

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

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

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

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

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

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

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

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

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们

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乐地成长，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华园，回到自己的学生中间。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 ）

A．梁思成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而自己国家的大批古建筑危立

在风雨飘摇之中，他感到非常痛心。

B．本文在表现梁思成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方面全部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手法，具

有很强的说服力。

C．梁思成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了论述和分析都

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D．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所以他才能取得辉煌的建筑

成就。

E．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梁思成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以及他在建筑事

业上的追求。

（2）文章从几方面介绍了梁思成的事迹及成就？请简要概括分析。（6 分）

（3）文中划线句“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

‘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这句话有什么作用？（6 分）

（4）你认为梁思成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有哪些？请就一点结合文本和实际进行探

究。（8 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67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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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 表达题

五、语言文字应用（20分）

1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 我只好告别布总，跟着老工程师来到七二七所成果展览室，他如数家珍．．．．，讲得很

详细。

B.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文学不应该奴颜婢膝．．．．地向人们心中的“娱乐鬼魂”献媚，

而是应该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宝贵本质，捍卫自己的尊严。

C. 他一直想在这家报纸的主版上留几个铅字，可惜的是他水平不济，屡试不爽．．．．。

D.其结果是将中国画的发展推向一个极致：要么守旧自封，坚守陈旧；要么全盘西化，以

西方理论将中国画改革得不伦不类．．．．。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 分）

A. 一系列虐童事件都已经严重触犯了我国的《未成年保护法》，但是就目前我们看到的一

些处理结果而言，并没有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可以说客观上没有做到制止此类犯罪

行为的作用。

B. 中国执法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巡航已经改写了钓鱼岛地区，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 12

海里也已成为这种巡航的常态之一，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已被瓦解。

C.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

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

D.莫言自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后，其作品立刻被疯狂的读者抢购一

空。

15.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如果把老天比喻为一个画师的话，那么它春夏时节为大自然涂抹的是如梦似幻的温柔之

色； ， 。 ， 。 ， ，于苍茫中

呈现着端庄、宁静的圣洁之美。

①那灿烂的金黄色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色调，让人想起凡高的画

②随着冷空气频频的入侵，落叶飘零，山色骤然变得黯淡陈旧了

③但这种绚丽持续不了多久

④到了秋天，它的画风发生了巨变，它借着秋霜的手，把山峦点染得一派绚丽

⑤伴随着雪花那轻歌曼舞的脚步，山峦披上一件银白的棉袍

⑥但这种黯淡也不会让你的心灰暗很久

A．④③①②⑥⑤ B．①③④②⑤⑥ C．②⑥⑤①③④ D．④①③②⑥⑤

16.在下列横线处填上恰当的关联词语。（5 分）

山水诗中的音乐，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渔夫樵夫采莲女子的歌唱。这种音乐情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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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文人化的箫鼓琴瑟， ① 具一份天籁之美。 ② 中国诗歌的根，大半在民歌。《诗

经》中那些采莲采薇的歌唱，便是远古农妇劳动场面的真实录音，具有简单而浓郁的韵味。

中国诗歌的开端，便具有这样一种温润明朗素朴的农业人生的根源之美。 ③ ，后代写

山水的诗人， ④ 从山水中听到了渔歌樵歌， ⑤ 犹如重新发现了那远古最可珍贵的

生命之好音，最令人无限低回的农业人生的诗情。

① ② ③ ④ ⑤

17. 根据所给的文字的意思，将空白处补足。注意内容的彼此衔接和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

（6分）

春天最美是黎明。天空染着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的彩云，地上的花儿慢慢醒来，开

始了新的一天。

夏天最美是 。 。

秋天最美是黄昏。夕阳照山，成群结队的大雁，归心急切，比翼高翔，那叫声感动了

多少迁客骚人。

冬天最美是 。 。

六、写作（60 分）

18.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 分）

在英国最古老的建筑物威斯敏斯特教堂旁边，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段非常著名

的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

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够

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

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

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稍后，谁知道呢?我甚至

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

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