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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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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

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虽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

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

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

年轻时做过职司、委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

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

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

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

《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理当认为由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

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

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

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

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道：“是以孔子明王道，

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氏，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

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

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嫌假他人之功。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制，可却微言大义，

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

《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

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

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吾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

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

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

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

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摘编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是一部历史专著，依据孔子的生平和班固的意见，可以认为它是鲁国专门

负责“记事”的右史所作，与孔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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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左丘明认为《春秋》出于“圣人”的编纂和撰写，却言辞含混约略，未能言明具体

的编撰者，以致为后世留下一桩谜案。

C．《史记》非常明确地主张《春秋》为孔子所编撰，但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孟子，

他清楚地介绍了孔子撰述《春秋》的意图。

D．有的学者认为《春秋》并非成于一人之手，鲁国史官有著述之功，至圣先师有修订

之劳，这种观点未被本文作者完全接受。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史家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熟悉前人留下的历史著述，还要能够关心国家乃至天下

大事，同时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B．如果能清楚地考察人物的事迹和品质，却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和严谨的著述态度，也

还是难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史家。

C．孔子一生中任职虽然甚多，却唯独缺少做过史官的记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言孔

子为史家实不足取”。

D．出于史家独特的体悟，司马迁认为孔子观史、论史，也极具史家情怀，这在《史记》

的相关记述中隐约流露了出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与《春秋左氏传》相比，《春秋》是一部微言大义、辞微旨博的史纲，在史料、记

事与写人方面较为简略。

B．作者从“好古”与“不只好古”、“丧家之犬”与“岁寒松柏”等角度描述孔子，意

在表现出其形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C．孔子一面借“好古”缔造着自己的社会理想，一面“知其不可而为之”，以直言不

讳的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现实。

D．孔子在春秋乱世遍干诸侯，教化民众，宛如木铎，这是他被称为“‘春秋’孔子”

而非“《春秋》孔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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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署南平教谕。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

曰：“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

给。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

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从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橐金数千，纳之库，

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莫敢言

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

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

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尝曰：“此人可方

比干，第朕非纣耳。”

帝崩，穆宗立。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

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贫民田入于富

室者，率夺还之。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

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

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职。明年正月，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

瑞年已七十二矣。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瑞屡疏乞休，慰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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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十五年，卒官。

瑞无子。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瑞生

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

（节选自《明史·海瑞传》）

4．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

者/是不遁也。

B．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

者/是不遁也。

C．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

者/是不遁也。

D．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

者/是不遁也。

5．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总督在明朝不是正式的地方官，只是在处理牵连几个省的军事问题时而设置的临时

差使。到了清代，总督才成为封疆大吏。

B．疏就是奏章，是古代臣属向帝王进言陈事的文书。如《张衡传》：“上问以政治得失，

衡上疏。”

C．酹是指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例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在本

文中“酹”是祭奠义，表达百姓对海瑞的怀念和尊敬。

D．号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又称别号。号和名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如王安石，

其号为临川，故又称王临川。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海瑞不媚上官。代理南平县教谕时，对前来视察的御史不跪拜；在淳安任上，总督

胡宗宪的儿子嚣张违法，他断然予以处置，并上报总督。

B．海瑞直言敢谏。世宗不上朝听政，专意斋醮，群臣无人敢言，海瑞买好棺材，诀别

妻儿，大胆上疏，世宗最终被感动将他比作古时的比干。

C．海瑞仕途不顺。张居正掌权时，他曾不被赏识，尽管有内外朝臣的举荐，但最终也

没被召用；皇帝多次想要重用他，也遭当政大臣暗中阻止。

D．海瑞官威远镇。巡抚应天十府时，下属官员摄于他的威势，那些有贪污劣迹的全都

自动离职，那些有权势的将自家朱漆的大门涂成黑色。

7．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发橐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

（2）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

（二）古代诗歌阅读（11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8—9题。

江城子·癸酉春社 王 炎①

清波渺渺日晖晖，柳依依，草离离。老大逢春，情绪有谁知？帘箔四垂庭院静，人独处，

燕双飞。

怯寒未敢试春衣，踏青时，懒追随。野蔌山肴，村酿可从宜。不向花边拼一醉，花不语，

笑人痴。

[注]①王炎写此词时已七十五岁。

8．本词塑造了怎样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5分）

9．请简要分析本词的表达技巧。（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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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篇名句默写（6 分）

10．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荀子在《劝学》中以“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为喻，引出“ ， ”

的结论，强调学习能够改变人的秉性。

（2）《赤壁赋》中苏轼化用《楚辞·少司命》诗句之意，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即美

好理想不能实现但依然执着追求的句子是：“ ， ”。

（3）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 ， ”

两句描写琵琶声停后，幽情暗恨笼罩空间，引起听者强烈共鸣。

乙 选考题

请考生在第三、四两大题中选定其中一大题作答。注意：作答时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

上把所选大题对应的题号方框涂黑。只能做所选大题内的小题，不得选作另一大题内的小题。

如果多涂，按所答第一大题评分；多做，按所答第一大题评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

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第二种失败 麦家

第九次冲锋被击溃下来的时候，他悲愤得像一头因重创而恐怖、因恐怖而咆哮的困兽，

禁不住仰天嚎叫了一声，似雄狮的怒吼，歇斯底里，撕心裂肺。

山雾袅袅，轻风送爽，小鸟鸣唱，晨曦把半个山头映得霞光四射。

战争今天在这里打响！这个可憎可恶的消息正是由他发布的。他奉命要在天黑前拿下山

头。任务紧迫啊。他在八点钟组织了第一次冲锋，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一次又一次冲

上去，一次又一次被打下来。

绛红的太阳沉落在山顶的另一边，四射着晨曦一样的金色光芒，但太阳早上和傍晚照耀

的已全然不是同一个山坡。这是一个卧满尸体、烈焰升腾的山坡，远看，像开满了杜鹃，又

像布满了红旗，既悲惨，又壮丽。

山坡下，士兵们又一次在整队集合。他要组织第十次冲锋。

站在他面前的，是四十几个衣衫不整的伤兵和哀兵。他们咄咄逼人的神情，像锐气，又

像寒气，寒气逼人！他的心猛然收紧：自己的处境是多么陌生和可怕啊。

同志们，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是很陌生的，又哑又黏，敌人还在山上，我们还冲不冲锋？

冲！！！

他激动了，多好的战士啊，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打不败的。九次惨败赠给他们的念头只有

一个，那就是争取第十次冲锋的胜利！

他抬头看看落日，又回头看看队伍，知道自己现在只能做最后一次努力了。我再也输不

起了，他想。

第十次冲锋开始了。士兵们猫着腰，吼叫着，全然不顾四伏的杀机，疯狂地直往山顶扑

去。裸露的山坡上，顿时如同长出了一片蠕动的树林。

枪声紧密。呼啸的子弹如同雨点一般泼下来，他冲在队伍的前面，时而匍匐，时而跃进，

那挥舞手枪的样子，就像在指挥千军万马。

突然，他一下子跪倒在距离堑壕十几米远的山坡上，热乎乎的血瞬间从几个黑暗的窟窿

里奔涌而出。子弹钻进他大腿了！

“我冲不上去了！”他悲愤地吼叫着。

他看见几个战士飞快地越过了他。这叫他振奋，他拉开嗓门大喊：“冲！给我冲！”

不一会儿，所有没有扑倒的战士都越过他，冲到了堑壕外沿。他们跪倒在地，虎视眈眈，

似乎在伺机做最后一次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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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红的铁冷不起。冲锋就是铁匠打铁，需要一锤敲到底！他大叫：“上去！冲上去！”

终于，一个熟识的身影突然领先跃进了堑壕。很快，第二个也跟着上去了。三、四、……

九，他激动了！

短兵相接，厮杀声刺耳又揪心！渐渐地，厮杀声开始冷落了下来，突然一声枪响，像是

打出了一个句号。从此，再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知道，胜负已经摊牌。谁胜？谁负？他激动得要死，也害怕得要死。他热切地盼望着

喜讯的降临。他已经不起打击了，他觉得喘不过气来，眼前一片死黑。

终于，山顶上颤颤巍巍地站出了一面旗帜。那是一面褴褛得失去了真实和原貌的旗帜，

但他几乎不用看，只是用鼻子嗅了一下，就觉得脑浆飞溅……

那是敌人的旗帜！

完了，他想，我的人死光了，我失败了。绝望的钟声就这样在他千疮百孔的心中勇敢又

庄严地敲响。他感觉到了身经百战而从未有过的一阵阵颤栗。

他自言自语道，我没死，我要爬上去，爬上去决一死战。这叫宁死不屈！

他一拱一拱地爬起来了，夕阳的光辉照耀着他，像照耀着一片熠熠发光的金属。他像一

头暴怒的、歇斯底里的狮子！

现在，堑壕已在眼前。

那面狰狞的旗帜似一个威风的巨人傲然凌立，孤独中透露出一股杀气腾腾的神气。它是

对方胜利的铁证。看着它，他的冲动和勇气顿时损失了大半。他想，你一个没腿的伤兵爬上

去又能怎样？让对方再次享受屠杀的快乐？他想，子弹干吗不穿透我的心？我活着还有什么

意思？

突然，他举起手枪，枪口顶在了太阳穴上。

晚霞如血，光辉抹在他身上，他感到了光辉的压力。既然败局已定，那么还有什么可留

恋的？

于是，他开始下达此生的最后一道命令：开枪！

他模模糊糊地想，枪声也许会传得很远，很远。

一个小时后，增援部队赶到，不费一枪一弹便冲上山顶。当他们冲上山顶后，发现唯一

的活物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兵，他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连松手的力气都没了。

（有删改）

(1)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文章把他的嚎叫比作“雄狮的怒吼”，把他比作“一头暴怒的、歇斯底里的狮子”，

生动地写出了他暴怒的情态，着意表现他对敌人强烈的愤慨、誓与敌人拼到底的决心。

B．文章对第十次冲锋时的场景描写，既有对主人公语言、动作的细腻刻画，也有对战

士群体冲锋的“面”的描绘，点面结合的写法，增强了文章的画面感、真实感。

C．第十次冲锋结束后，山顶终于竖起了一面旗帜，“褴褛得失去了真实和原貌的旗帜”

“他几乎不用看”“只是用鼻子嗅了一下”等描写为下面的故事情节设置悬念。

D．他有军人的风骨，宁肯壮烈地死，也不肯屈辱地活，所以当败局已定时，他毫不犹

豫地向自己举起了手枪，增援部队赶到时，他已全军覆没，点明了“第二种失败”的含意。

E．本文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以时间为序，用

悲壮的笔调讲述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惨烈战事。

(2)小说中画横线部分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3)小说中的“他”这个人物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4)文章的结尾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这样安排结尾有什么意图？请结合全文谈

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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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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旷世才情 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

这样评价：“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

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

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

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

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

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

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

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

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

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 1942 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

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

“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

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

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

之作《蜕变》中 “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

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

内容。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 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

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

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深随其中而无法

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 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

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

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 年 12 月 23 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

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

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

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

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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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①黄佐临在《吴祖光剧作选》序言中评价道：“他的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字

里行间都洋溢出来一种诗情，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一种美来。”

②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这样评价吴祖光：“吴老是一个在艺术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人。

记得当时我曾因不理解他的剧本而将其中的念白做了改动，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我剧本中的

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可以说是字斟句酌。”

（摘自百度）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A．正因为戏曲天赋极高，对戏曲有独特的感悟力，吴祖光最终才能在戏曲上取得巨大

的成就。

B．吴祖光的剧作《凤凰城》得到当时戏剧大家曹禺的认可，这不仅因为其有较高的艺

术水平，更是因为剧作反映的抗战主题，适应了人民和时代的要求。

C．文章题目是《吴祖光：旷世才情 不平则鸣》，但在行文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喜爱“生

正逢时”这个词语之事，虽然着墨不多，但多少有偏题之嫌。

D．黄佐临对吴祖光剧作特点的评价，既表现了吴祖光对剧作诗意语言的追求，又表现

了吴祖光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E．全文围绕吴祖光的才情和性情刻画人物，集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于一

体，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明。

（2）吴祖光是旷世奇才，他成为一代杰出戏剧大师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

（6分）

（3）传记多次引用吴祖光本人的话和别人对吴祖光的评价，这些引用有什么作用？请结合

文本简要分析。（6分）

（4）有人说，当代中国需要吴祖光，呼吁普及吴祖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其独特的人

格魅力。请结合文本具体分析。（8分）

五、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1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成语，最恰当的一组是（3 分）

①“出国绕一圈，‘山寨’变大牌。”从事海外代购 4年的徐晓对某些代购店这种“以假充真”

的行为 ，但又无可奈何。

②在云南地震灾区采访，碰到巧家县安监局职工刘诗明，他正脚裹纱布，为灾民分发救援物

资。休息时他乐呵呵地向笔者说：“与灾民的利益相比，这点伤病 。”

③有网友说“你再优秀也会有人对你 ，你再不堪也会有人对你青睐有加”，所以

不妨拨开世间纷纭，做好自己。

A．不屑一顾 不足挂齿 嗤之以鼻

B．嗤之以鼻 不足挂齿 不屑一顾

C．不足挂齿 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

D．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不足挂齿

1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分）

A.太阳能基础研究在受到重视的同时，还要加强它的应用研究。简单重复国外的应用研

究，未来可能会在专利方面受制于人。

B. 我们在对某些教育政策做了一定的分析之后，从而思考教育的深层问题是十分是必

要的。

C. 为大力弘扬毛丰美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省教育厅党委决定在辽宁省教育

系统内深入开展学习毛丰美同志先进事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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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林小云在学校有“心算第一人的美誉，有人说这是训练的结果，也有人说她的速算

能力其实可以从家庭遗传的角度得以解释。

15.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句是（3分）

发展家庭农场， 。很多家庭农场由于面积太大，人力、管理

跟不上，导致土地产出率下降。因此，各地必须综合考虑发展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

农地资源禀赋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规模，切不可贪大求全、盲目扩张。

A.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效益，适度规模经营是“底线”，因为实践证明，家庭农

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

B. 适度规模经营是“底线”，家庭农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但实践也证明，只有达到

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效益

C.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效益，家庭农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因为实践证明，

适度规模经营是“底线”

D. 适度规模经营是“底线”，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效益，但实践也证明，家庭农

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

16. 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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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有相应的“路权”， ① 。但在道路资源有

限的背景下，各方相互争夺、吞噬他方“路权”的情况比比皆是。行人不看红绿灯，不走斑

马线； ② ；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大摇大摆，我行我素。由此造成的种种混乱，

不仅损害了他人的权益，而且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路权是人人应享有的一种权利。对路权

的争夺， ③ ，而是要平衡各方权益，实现道路资源共享，进而达到共赢目的。

17.下面是辽宁省实验中学校徽，请写出构图要素，并说明图形寓意，要求语意简明，句子

通顺。（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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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位孤独的老人，无儿无女，又体弱多病。他决定搬

到养老院去。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住宅。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住宅底价 8 万英镑，但人

们很快就将它炒到了 10 万英镑。价钱还在不断攀升。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眼前，

弯下腰，低声说：“先生，我也好想买这栋住宅，可我只有 1 万英镑。可是，如果您把住宅

卖给我，我保证会让您依旧生活在这里，和我一起喝茶，读报，散步，天天都快快乐乐的—

—相信我，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老人颔首微笑，把住宅以 1 万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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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