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语文参考答案

1.C 2.D 3.C 4.B 5.C 6.A

7.(1) 王杲请求紧急调发公款，皇帝下令拿出临清仓库银五万两资助这次行动。【意思对 2

分，发（1 分），帑（1分），赉（1 分）】

（2）王杲陈列了九项措施献给皇上，不久又献上节制财用的十项措施，全被皇帝采纳了。

【意思对 2 分，已（不久，随即 1 分），上（献上、呈上 1 分），咸（全、都 1分）】

8.（5 分）①“好”“棹”“闹”；②“长恨”（或“恨”）。

9.（6 分）这首词的景物描写集中在上阕，“风光好”领起后三句：微风徐来，水波不兴；

远处绿树环抱，近处红杏闹春。（2 分）这里将盎然的春意与蓬勃的生机表现得颇为传神，

并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2分），这便为下阕抒发春光易逝、恨长乐少的感叹提供了依据，

设定了情境（2 分）。

10.（1）龙先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

（2）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3）一觞一咏

（4）正恁凝愁

（5）道是春归人未归

11．（5 分）CE（答对 1个 2分，2 个 5 分）

12.（6 分）①与前文照应，强调禁令对士兵的钳制使其失去自由；②为后文引线，预示着

在战争这场噩梦中，士兵将失去生命。[评分标准：每点 3 分。]

13. （6 分）①“为什么要剥夺他人的生命呢？”“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呢！”“为什么

生而平等的人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答案虽不唯一，但须符合对“战争与生命”

的反思）②激起士兵的反战情绪，揭示作品的主题。[评分标准：第一问 3 分，符合确定

的情境、意味即可；第二问 3 分。]

14. （8 分）

①天气由春寒料峭突然放晴，眼前是一派明媚和煦的春色！

②那条界河水流滔滔、水声潺潺，表露出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③界河两岸的鸟群在自由飞翔，与人类友好相处，与自然和谐共存。

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无不表现了对生的渴望，对美的讴歌，对爱的珍视，既衬托出一

个 23 岁充满生命力的士兵形象，又侧面烘托了战争摧残人性、毁灭生命的主题。

[评分标准：三点自然景物描写各 2 分；两点作用（塑造形象上、表现主题上）各 1

分，意思对即可。]

15.（5 分）BD（答对 1个 2分，2 个 5 分）

16.（1）“中国特有的感伤与玄奥”，是指：中国人把对人生和生命的体验与对日常生活

的把握以及对天地一类永恒事物的思考紧紧联系在一起，体味到个体生命的伤感（2 分），

情感细腻而又有一些不可捉摸（1 分）。（意思对即可）

或者：中国人把有限的人生与无限深远的生命历史联系，由此而产生一种感伤的情绪（2

分），情感细腻而又有一些不可捉摸（1 分）。（意思对即可）

（2）“诗人中的诗人”是指诗人对历史有深刻追问（1 分）、对人生有深入体验和认识（1



分）的大智慧者（或哲学家）（1分）。

17．（6分）这是面对西方发达的现代文明时作者内心的一种感受（2 分）。和中国相比较，

西方历史短，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整体水平却比中国高（2 分）；对照中国自己的文明

发展进程，中国实际上是丧失了过去的优势，变得落后了（2 分）。因此在这种情境中

作者会“免不了尴尬与羞愧”。（意思对即可）

18．（8 分）“文明得‘不好意思’”，在文章中包含有三层意思：（1）自得（1分），表达的

是作者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崇敬与赞叹（1 分）；（2）自责（自嘲）（1 分），表达的是作

者对中国现实文明状态的尴尬与羞愧（1 分）；（3）自省（自励）（2 分），在现实与历

史的融合中的反省与思考，期望中国文明在将来的振奋与发展（2 分）。（意思对即可）

19.（3 分）C

（A：放在旁边儿不管，好像没听见一样；B：美玉石头一齐烧毁，比喻好的坏的一起毁掉；

C：把沸水舀起来再倒回去，想叫它不沸腾。比喻办法不彻底，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D 说

话行文简明扼要，不繁琐）

20.（3 分）C

21．（8 分）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方圆 120 公里，面积 1000 多平方公里。它由火山喷发

而形成，主要结构成分为花岗岩。【评分标准】五个要点（位置、范围、面积、形成、构

成）答对四点就给满分。

22.（6 分）二次大战期间和儿子乔舒亚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奎多发挥其天生的喜

剧才能（2 分），为儿子营造的“美好”生活环境（2 分），使他在集中营里还保留着童真

和快乐的性格。（2分）

23.作文：（60 分）略。

附文言文译文：

王杲，字景初，是汶上县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作临汾知县。(后来)

提拔为御史，掌管查实陕西茶马事务。皇帝派遣太监出任兰、靖两地茶马经营。王杲上书

说边疆穷苦，年成歉收，不适合再设置官吏让老百姓受累，没有得到回答。

嘉靖三年，皇帝将要派遣太监到苏州杭州督办织造业，王杲上书劝说（不要这样做），

皇帝没有采纳。过了很久，王杲提升为太仆少卿，改任大理官，第二次升为左副都御史，

提拔为户部右侍郎。河南地方出现严重的粮食歉收，（皇帝）委派王杲前往赈济。王杲请

求紧急调发公款，皇帝命令拿出临清仓库银五万两资助这次行动。（王杲）到后，又请求

调发十五万两白银。（老百姓中）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数都没有办法计算。赈济事情办完后，

皇帝赏赐银币。接着，王杲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总督漕运事务。先例是，修缮漕运船只（的

费用），军队负责十分之三，老百姓负担十分之七。总兵官顾寰认为军队和老百姓穷困衰

败，请求调发两淮地区的结余的盐银七十万两（来承担），户部尚书李如圭不同意。王杲

改变作法，以两年漕运的十分之三来折合，那省下的转移搬运费用来修理运输船只，不再

加重军民的困苦，得到回答可以。

过了一年，王杲担任户部尚书。皇后的父亲安平侯方锐求讨张家庄马房一块地方。王

杲说这块地方面积有二千多顷，是出产法定赋税的田产，不能够答应，应当拿大恩寺属于



官府掌控的土地二十顷给他。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国库储备上报匮乏，各处边疆

请求增加军饷（的要求）没有一个月没有，全国各地水旱灾害的情况又比较多，给事中李

文进提请讨论增加储备和积蓄。王杲陈列了九项措施拿出来献给皇上，随即又献上节制财

用的十项措施，全被皇帝采纳。过去的成法，每年水道运粮四百万石。王杲认为粮食有余

但是开支不足，（所以）遭遇天灾人祸大致上都会改用银两折抵，用来方便老百姓。一天，

皇帝看见改用银两折抵的人数都超过了一半，非常吃惊，就拿这件事责问户部，王杲等人

承认罪责所在。皇帝告诫从今以后必须遵守祖上的成法，不要轻易改变。

王杲掌管邦国大事，没有他不操劳的事情，皇帝极为倚重他。后来，皇帝发布诏书购

买龙涎香，王杲好久都没有购进，皇帝因为这个而不高兴。给事中马锡弹劾王杲还有巡仓

御史艾朴受贿，给事中历汝进说仓场尚书王炜也受贿，(几个人)一并送下监狱。王杲、艾

朴发派去戍守边疆，王炜废弃为一般老百姓。王杲最后死在雷州戍守的地方。隆庆初，给

事中辛自修等人替王杲雪洗冤屈。皇帝发布诏书，恢复王杲的官职，享受祭葬的待遇，赠

与太子太保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