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年级语文科试卷 共 8页 第 1页

2012-2013 学年度下学期期末考试高一年级语文科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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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辨义

“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

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

“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

于随大流、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

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

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

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

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

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

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

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

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

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关于“庸”，汉代学者郑

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

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

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 “看

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

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

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

需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

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在

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

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

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

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

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

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

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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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说法不属于对“中庸”的错误认识的一项是

A．做人要圆融，生活中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

B．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满足于随波逐流，当个庸碌无为的“老好人”、

“本分人”。

C．“中”意为“走中间路线”，“庸”意为“平庸”，“中庸”即折中调和。

D．“中”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庸”，就是人伦日用。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可以被应用于人伦领域以及人与自然

的关系上。

B．人们对“中庸”的错误认识，从根本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

评价。

C．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

事、表达合适的情感。

D．人们通过领悟和顺应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是一种“中庸”。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需要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

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

B．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 至少需要做到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

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

C．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

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伦理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

教育理念。

D．黑格尔没有体会到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

而给予这部经典和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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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

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

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

而霸独用宽和为名。

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

庭中称平。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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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班行之于民间，

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

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

其肉。民有欲诣府中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

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鳏寡孤

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

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

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

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

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

（节选自《汉书·循吏传》）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数决疑狱． 狱：案件

B．及务．耕桑 务：致力，从事

C．霸见迎劳．之 劳：慰问，慰劳

D．数易．长吏 易：轻视

5．以下各组句子中，直接表明黄霸是“循吏”的一组是

①处议当于法，合人心 ②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③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 ④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⑤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⑥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

A．①③⑤ B．①②④ C．②③⑥ D．④⑤⑥

6．下列对原文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将军霍光秉政的时候，主张严刑厉法约束属下，于是一般的官吏崇尚严酷的刑

罚。而唯独黄霸以宽厚温和的政策治理出名。

B．黄霸为政鼓励百姓耕种养蚕，种植树木，蓄养牲畜，饲养吃粮食的马。

C．黄霸派人去属县巡视的时候，偶然了解到那人在路边吃肉被乌鸦抢去的细节。那

人因此以为黄霸了解他所有行踪，汇报情况时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D．黄霸认为对官员送旧迎新的费用皆出自百姓，新来的官吏有可能还不如原先的。

不到十分必要，不主张频繁更换官吏。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然后为条教，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

（2）民有欲诣府中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

（二）古代诗歌阅读（11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8~9题。

春夕 崔涂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80.htm


高一年级语文科试卷 共 8页 第 4页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不得，五湖②烟景有谁争？

【注】①本诗是作者旅居湘鄂时所作。②五湖，指春秋越国大夫范蠡隐居的太湖，这里

指崔涂的家乡富春江一带。

8．本诗第二联历来为人称道，请简要分析两种表现手法。（5分）

9．请结合全诗，简要分析诗中抒发的情感。（6 分）

10．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6分）

（1）吾尝终日而思矣， 。（《荀子·劝学》）

（2）西当太白有鸟道， 。（李白《蜀道难》）

（3）艰难苦恨繁霜鬓， 。（杜甫《登高》）

（4） ，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

（5）羽扇纶巾，谈笑间， 。（苏轼《念奴娇 • 赤壁怀古》）

（6）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乙 必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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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来信 克拉夫琴科

母亲来信了。

在初来城里的日子里，文卡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信，一收到信，便急不可待地

拆开，贪婪地读着。半年以后，他已是没精打采地拆信了，脸上露出讥诮的冷笑——信

中那老一套的内容，不消看他也早知道了。

母亲每周都寄来一封信，开头总是千篇一律：“我亲爱的宝贝小文卡，早上（或晚

上）好！这是妈妈在给你写信，向你亲切问好，带给你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幸福。

我在这封短信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感谢上帝，我活着，身体也好，这也是你的愿望。

我还急于告诉你：我日子过得挺好……”

每封信的结尾也没有什么区别：“信快结束了，好儿子，我恳求你，我祈祷上帝，

你别和坏人混在一起，别喝伏特加，要尊敬长者，好好保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

唯一的亲人，要是你出了什么事，那我就肯定活不成了。信就写到这里。盼望你的回信，

好儿子。吻你。你的妈妈。”

因此，文卡只读信的中间一段。一边读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对妈妈的生活兴趣感

到不可理解。尽写些鸡毛蒜皮，什么邻居的羊钻进了帕什卡·沃罗恩佐的园子里，把他

的白菜全啃坏了；什么瓦莉卡·乌捷舍娃没有嫁给斯杰潘·罗什金，而嫁给了科利卡·扎

米亚金；什么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小头巾，——这种头巾在这里，在城里，要多少

有多少。

文卡把看过的信扔进床头柜，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收到下一封母亲泪痕斑斑

的来信，其中照例是恳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写封回信。

……文卡把刚收到的信塞进衣兜，穿过下班后变得喧闹的宿舍走廊，走进自己的房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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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了工资。小伙子们准备上街：忙着熨衬衫、长裤，打听谁要到哪儿去，跟谁

有约会等等。文卡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洗了澡，换了衣。等同房间的人走光了以后，

他锁上房门，坐到桌前。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记事本和圆珠笔，翻开

一页空白纸，沉思起来……

恰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从家乡来的熟人。相互寒暄几句之

后，那位老乡问了问文卡的工资和生活情况，便含着责备的意味摇着头说：

“你应该给母亲寄点钱去。冬天眼看就到了。家里得请人运木柴，又要劈，又要锯。

你母亲只有她那一点点养老金……你是知道的。”

文卡自然是知道的。

他咬着嘴唇，在白纸上方的正中仔仔细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126，然后由上到下画

了一条垂直线，在左栏上方写上“支出”，右栏写上“数目”。他沉吟片刻，取过日历

计算到预支还有多少天，然后在左栏写上：12，右栏写一个乘号和数字 4，得出总数为

48。接下去就写得快多了：还债——10，买裤子——30，储蓄——20，电影、跳舞等—

—4天，1 天 2 卢布——8，剩余——10 卢布。

文卡哼了一声。10 卢布，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是很不象话的。村里人准会笑话。他

摸了摸下巴，毅然划掉“剩余”二字，改为“零用”，叨咕着：“等下次领到预支工资

再寄吧。”

他放下圆珠笔，把记事本揣进口袋里，伸了个懒腰，想起了母亲的来信。他打着哈

欠看了看表，掏出信封，拆开，抽出信纸。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一张 3卢布的纸币轻

轻飘落在他的膝上……

（1）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文卡在进城半年以后成了一个自私而冷漠的人，作者借此告诉人们城市生活是扭

曲心灵、泯灭良知的源头。

B．小说中的文卡是个有些自私、爱面子的人，虽然良知未泯但却不知感恩，不顾母

亲在生活和情感上的需要。

C．小说对老母亲的来信不惜笔墨地铺叙，凸显了一个年事已长，不免唠叨、琐碎，

仍无微不至关爱儿子的老母亲的形象。

D.小说以巧妙的构思，将母子双方的通信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从母子对待信件的

不同态度，侧面表现了母子感情的发展变化，出人意料的结尾更是以情节的突变深化了

主题。

E．文中形象地刻画了文卡对剩余 10卢布是寄给母亲还是留下零用的矛盾心理，表

现出文卡因为虚荣给自己的决定寻找借口，以求得心理安慰，毫无对母亲的挂念。

（2）文中安排文卡路遇家乡熟人这一情节，其用意是什么？(6分)
（3）请简要赏析“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一张三卢布的纸币轻轻飘落在他的膝上……”

这一结尾的精妙之处。(6分)
（4）关于小说的主人公，有人认为是“母亲”，也有人认为是儿子文卡，你的看法是什

么？试结合文本加以探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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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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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里的“多余人” 何怀宏

1935 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 36 岁的他在狱中写下了

《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是 20 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瞿秋白不仅曾是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政治

能力薄弱，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

人”，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书

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和不敢的，而真正的懦怯更在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力，没有为自己

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当时

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为此批评过他。瞿秋白说，他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

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

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他早已感到疲惫、厌倦。

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早该下场了。

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

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观念的人”对

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甚至创造能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

的果决；有一种道德的洁癖，有的为了捍卫自己的理念而不肯做出任何妥协。“行动的

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而又善于妥协，不害怕弄脏自己的

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血。因此不论是瞿秋白，还是在他之后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留美学

生张闻天，看来都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似乎没有很强烈的欲望，

这种最高权力往往像是送上门来的，即使得到了它，他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牢牢把持住

它的强烈意志和欲望。瞿秋白看来更是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而非 “行动的人”，且

不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固执者，而是一个深具怀疑精神的人，同时他又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也是古代“读书种子”的后裔。传统社会曾经是这种读书人的天堂，而 20 世纪则成为他

们的地狱，新的时代和社会已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人。

但为什么瞿秋白还是一度进入了权力中枢？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认真刻苦

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角色的人。他属于很早就到革命后的俄国去实地考察和留学的

最初一批人，他虽然自认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比其他人还是读得较多。更重要的是，早

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以宣传鼓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

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员时代的早期还是显示出一定的

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行动的精英”挤到一旁。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行

动果断，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将占据上风。除了极少的例外，原先思想启蒙的“动

员者”将被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所运动，原先的“改造者”也将被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办

法，也许就是各种人各得其所，就像瞿秋白所说的，“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

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鲁迅是瞿秋白的挚友，曾手书一集句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来表示他对瞿秋白的推重和欣赏。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若有机会专心文学，又

假以时日，未始不能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瞿秋白说，虽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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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也不觉得后悔”。我们好歹

得爱自己的命运。

《多余的话》主要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瞿秋白在临死前还思

考了更深一层的灵魂问题，他在狱中赠给一位医生的照片上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节选自《人物》2011 年第 8期，有删改）

⑴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瞿秋白 1935年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 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

白，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

B．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一种是“行动的人”。作者赞

赏“观念的人”而贬斥“行动的人”，因为后者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

血。

C．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因此认为早该下场了，表明他

对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很后悔。

D．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很受鲁迅的推重和欣赏。作者认为，如果有机会让

瞿秋白专心文学，可能会取得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E．瞿秋白觉得他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政治舞台并非自己真正灵魂的

家。但或许因为他还是一个认真刻苦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角色的人，所以曾担任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2）瞿秋白同时兼具几种身份特点？请分条概括。（6分）

（3）请简要分析文章结尾划线句的含义和作用。（6 分）

（4）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

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请结合文章和自己

的体会，举例谈谈你欣赏哪一种，为什么。（8分）

第Ⅱ卷 表达题

五、语言文字运用（20分）

1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A．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物”，可口可乐竟然登堂入室．．．．，走进了朝鲜新开业的“综合便

民设施”。 这对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坚持“主体思想”的朝鲜而言，无疑是一个

鲜有的突破。

B．写文章应力求简洁，删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C．五部委联合清理整治公路乱收费现象遭到阻碍，被曝光的收费站依旧我行我素．．．．，

该收的一分不少，该拿的一样不落。

D．历史上因贪腐而亡国的例子比比皆是，虽说值得注意，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流风余韵．．．．绵绵不绝，令人遗憾不已。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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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国高考分批次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制造了本科率、一本率这类功利的高考观

念，也导致基础教育完全围绕以高考为目标展开教育教学。

B．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时也曾有过恐惧，却从未失却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和为民

请命的责任感，从未失却正直的品格和达观处世的胸怀。

C．实验中学文学社自从发出建设校园文化的呼吁以后，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就在校

园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D．两会代表们期盼国家医药管理局尽快制定措施，尽量降低药品的价格和流通环节，

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15．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组是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诗，到汉末便呈现五言诗大兴的局

面。 。这些诗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远平和。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

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①《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

②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

③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感叹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

④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
⑤其中有十九首被南朝梁萧统编入《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

A．②④⑤①③⑥ B．④⑤①⑥③② C．④①⑥③⑤② D．②④⑤⑥①③

16．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地球人口已超过 70亿。对此，你有何感想？请

用“未来、挑战、行动”三个词组合扩展成一段话，表达你的思考，要求运用至少一种

修辞手法，不超过 60字。（5分）

17．将下面的文字概括为表明海洋的重要性的两个比喻句，每句不超过 12个字。（6分）

大约 32亿年以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里诞生。在海洋里，这些原始生命在与大自然

的搏斗中生存、发展，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逐步形成了原生生物、海绵动物、环节动物、

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以至出现了鱼类这样比较高级的海洋脊椎动物。形

形色色的海洋动物直接间接地依靠海洋中的“牧草”——单细胞海藻生存，成为人类副

食品的重要来源。人类每年从海洋里捕获的鱼虾已达几千万吨，将来每年的海洋食品可

望达到两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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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说：“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亦如是，从外打破

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如果你等待别人从外打破你，那么你注定成为别人的食物；

如果能自己从内打破，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相当于一种重生。

请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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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