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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学年度下学期期末考试高一年级语文科试卷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

1.C（C项是间接原因，并且不是一直缺席，而是“有时缺席”，文中有“先前我国书法界

对书法艺术国际化缺少作为，以致中国书法在国际上的影响有时是缺席的”）

2.D（A项，书法艺术以什么为开端还没有定论，原文是“如果”以甲骨文为开端。B项，

日本从中国汉代开始派遣使者学习中国书法，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也曾派遣使者来

学习中国书法，但都不是“一直派遣”。C项“日本对其当代书法在国际上的地位颇为自

信、自足”，不是对它所有的书法都很自信）

3.D（A项，日本书法拥有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学习中国书法，而且是日本“在

书法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和积极开拓”的结果。B项，太过绝对，还应当积极对外

交流、展示、宣传。C项，韩国政府没有这个打算。原文是“而韩国，尽管政府没有为

书法‘申遗’的打算，但一些民间团体或个人却可能提出这种主张”）

二、古诗文阅读

（一）文言文阅读

4、A（A项中“虞”应为“忧患”）

5、B（②说的是谢安；⑤是说桓伊的工作情况；⑥是说桓伊对边境的看法。）

6、A（“封永修县侯，任右军将军，皇帝赐钱百万，衣料千端”是因为淝水打败苻坚。）

7、（1）当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谋私利没有好的品行，谢安很讨厌他的为人，常常遏制他。

（关键词“专利”“无检行”“恶”“每”“抑制”）

（2）（皇帝）下令迁移州治所到寻阳，其余的都听凭桓伊的请求。桓伊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相宜的措施救助安抚百姓，百姓对他非常依赖。

（关键词“诏令”“听”“随宜”“拯抚”“赖”）

（二）古代诗歌阅读

8、以“红艳”代指“杏花”，突出了杏花的娇艳与热烈，描绘出了一枝红杏出墙、

春意涌动的绚丽景象（2 分）。以乐景写哀情（反衬），更加突出了诗人独自漂泊

的愁情（3 分）。

9、表达了诗人的身世之悲（或孤独寂寞的情感）。由于“春浅”，一般树木枝梢

上还是空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寒意，不见蝴蝶飞来，只有归巢的黄

莺聊相陪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杏花难免感到孤独寂寞，这里显然融入了

诗人的身世之感。

（三）名句名篇默写

10、略。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

11、C、D（C“无根据的推测”分析有误，歹徒是经过计算的；D“自我安慰”分析有误，

应是表现他的自信和无畏）（对一个 3分,对两个 5分）

12、“吴一枪”是一个枪法精准、经验丰富、机敏睿智的刑警。他是有名的神枪手，不仅

公安内部，就连罪犯们都称他“枪神”（2分）；凭借经验他能够通过对方的表情变化准确

把握对方的心理，能够准确把握制敌的时机（2分）；他临危不乱，观察细致，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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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动作震慑匪徒，再加上对细节和时机的把握，最后克敌制胜（2分）。

13、（1）丰富人物形象。选择“阳光突然射向林子间的空地的一刹那”表现出“吴一枪”

善于利用环境变化克敌制胜的睿智。（2）阳光突射给罪犯以错觉，导致罪犯心理彻底崩

溃。这一情节构思巧妙，让人既感意外，又合乎情理，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3）语

意双关。“阳光”象征“正义”，意味着“正义”最终战胜邪恶。（每点 2分）

14、要点：（1）正义战胜邪恶（2）智慧战胜蒙昧（3）至善战胜至恶（4）大勇战胜怯懦。

（针对任意两点合理探究、分析即可。每点 4分）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

15、BC（B 苏东坡称徐州为“小住胜地”的原因是徐州自然风光优美、水产丰富，并不因

为徐州位置地势险要；C“黄楼”并非老百姓为纪念苏东坡的功德而建，而是他自己喜爱

建筑而建。）（对一个 3分,对两个 5分）

16、（1）王安石曾设法疏浚黄河水道，付出昂贵代价，工程竟归失败：反衬苏东坡治水

方面的突出才能。（2）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反映苏东坡受人爱戴。（3）皇帝

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表明他的治水卓有成效。（4）刻记的石碑并没有毁坏，不久

即找到：表明人们对苏东坡的功绩和伟大人格永世不忘。（答出三点即可）

17、突出表现：（1）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2）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3）超人

的智慧与才能；（4）不同于一般人的远见卓识。(每点 1 分)思想根源：关注民生疾苦，

为国家分忧解难(2 分)。

18、（1）治政之功：治理徐州水患，泽被后世，受到朝廷嘉奖，为老百姓所拥戴。（2）

文学之才：出诗集，收门生，成文坛盟主，影响巨大，推动了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五、语言文字运用题

19、D（A项成分残缺，应在“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后面补上“提高”的宾语“能力”；

B项句式杂糅，删掉“要求”或删掉“才能胜任”。C项“塑造”与宾语搭配不当。）

20、C（坐而论道：坐着空谈大道理，指口头说说，不见行动。望文生义。）

21、B（①是属于“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所以应接在④之后；②与③是承接

关系，而且属于“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所以接在⑤之后。再根据以成人的

眼光衬托儿童的眼光的逻辑关系和五道横线上前二后三的结构特点，即可排出 B选项）

22、胡锦涛致电祝贺我国首个南极内陆科考站顺利建成（或“胡锦涛致电祝贺我国南极

昆仑站顺利建成”）。

23、提示：选择新的本体和喻体，仿写的四个句子，第一句要领起下面三个比喻句，本

体和喻体分别构成递减关系，四个比喻句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

六、写作

24、评分参照高考评分标准

立意参考：

于丹的角度：（1）勇攀高峰，志存高远（2）要有奋勇争先的豪迈气概（3）争强好胜，

永不服输（4）勇立潮头，做社会的变革者（5）成功属于不屈不挠者

易中天的角度：（1）做任何事情都重在参与（2）走好人生的每一步（3）力所能及了无

遗憾（4）量力而行，尽力就可（5）享受过程，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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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言文译文

桓伊字叔夏，有军事才干，睿智干练，被王濛、刘惔等人了解，经常参与诸府的军

事，逐步地升迁为大司马参军。当时苻坚势力强盛，边境上有许多令人忧患的事，朝廷

讨论选拔能保卫边疆的人，于是授给桓伊淮南太守的职务。桓伊凭借安抚百姓抵御敌人

有方，被提升掌管豫州的十二郡、扬州的江西五郡军事，任建威将军，历阳太守，淮南

的职务依旧。与谢玄共同打败了贼兵的别将王鉴、张蚝等，凭借有战功被封为宣城县子，

又被提升长官豫州诸郡的军事，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等到苻坚南侵，桓伊与冠军将

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一起在淝水打败了苻坚，凭借战功封永修县侯，任右军将军，皇

帝赐钱百万，衣料千端。

桓伊谦恭质朴，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改变。擅长音乐，技艺为江南第一。王徽之按

照皇帝命令去京城时，在青溪边停船休息。桓伊一向与王徽之不相识。桓伊从岸上经过，

王徽之便令人对桓伊说：“听说您擅长吹笛，请为我吹奏一次。” 桓伊这是已贵显，他平

时也听说过王徽之的名字，便下车，坐在胡床上，给他吹奏了三支曲子，吹奏结束，便

上车离开，主人客人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谢安的女婿王国宝专谋私利没有好的品行，谢安很讨厌他的为人，常常遏制他。

等到孝武末年，他嗜酒好肉，而会稽王道于酗酒的风气尤其厉害，只是亲进不庄重，编

造谎言，于是王国宝进谗言阿谀奉承的办法就渐渐地在主相之间使用。一些喜好占便宜，

邪恶不正的人，因为谢安功劳和名声太大，而设计陷害他，皇帝和谢安之间的仇隙于是

就产生了。皇帝召来桓伊宴饮，谢安坐陪。皇帝命令桓伊吹笛。桓伊就吹了一曲，他放

下笛子说：“臣对于筝的情分不如笛，然而足以用歌管配合，请让我奏筝歌唱，并请求来

一个吹笛人与我配合。”皇帝认为他在音乐方面有才能，就下令让一个御妓奏笛。桓伊又

说：“御府的人与臣必定配合不好，臣有一奴，擅长与我配合。”皇帝更加赏识他的放纵

轻率，于是就允许他把女艺人召来。女艺人吹起了笛子，桓伊就抚筝而歌唱《怨诗》说：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歌声慷慨激昂，俯仰可观。谢安眼泪流下弄湿了衣襟，于是

就越席来到桓伊的身边，捋自己的胡须说：“使君在此表现得很不一般！”皇帝的脸上很

有惭愧的颜色。

桓伊在州里十年，安抚百姓，非常了解民情。桓冲去世，桓伊升迁为掌管江州荆州

十郡、豫州十郡军事、任江州刺史，将军的职务如故，持节为皇帝使臣。桓伊到镇，认

为边境没有什么忧患的事，对百姓应该宽容体恤为主务，于是就上疏以江州虚耗，加之

连年谷物不收，现在余户有五万六千，应该并合为小县，免除诸郡百姓拖欠的粮食，迁

移州治回到豫章。皇帝下诏迁移州治所到寻阳，其余的都听凭桓伊的请求。桓伊根据实

际情况采取相宜的措施救助安抚百姓，百姓对他非常依赖。在任数年，征拜护军将军，

死在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