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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北京丰台高三一模 

语    文 
2024. 03 

本试卷共 10 页，150 分。考试时长 15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在所有病原体中，病毒是人类的大敌之一。当凶悍的病毒侵入人体时，人体并非束手无策，而是启动

免疫系统进行顽强的抵抗。然而，当首次面对陌生而强大的病毒时，免疫系统有时也会感到无力。若再次

遭遇同样的病毒，免疫系统便能凭借记忆，迅速组织防御，使人体恢复健康。 

因此，为了辅助人体免疫系统抵御病毒入侵，科学家们研发出了疫苗。这些疫苗，包括死病毒、半死

不活的病毒、病毒蛋白质外壳等物质，注射入人体后，让人体误认为是真实的病毒入侵，从而激发免疫反

应，产生抗体。这样，当真正的病毒来袭时，抗体就能迅速发挥作用，减轻人体感染的症状。 

尽管早在 18世纪末人类就开始使用疫苗，但科学家们并未停止探索新的疫苗制造方式。传统的疫苗

制造方式是先培养病毒，然后进行灭活、减毒或破碎处理，疫苗生产需要大规模细胞培养。这一资源密集

型过程限制了快速生产疫苗以应对疫情暴发和大流行的可能性。因此，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开发独

立于细胞培养的疫苗技术，但这具有一定挑战性。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引入了一种无需细胞培养就能产生 mRNA 的有效方法，称为体外转录。mRNA

（messenger RNA，又译“信使 RNA”）负责指导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在将 DNA 信息传递给蛋白质过程中

发挥着中介作用，它的任务是将 DNA 的遗传信息传递到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机器中。没有 mRNA，遗传编码就

无法运作，蛋白质便无法合成，人体机能将无法维持。体外转录出现后，将 mRNA技术用于疫苗和治疗的

想法也开始兴起，但体外转录的 mRNA 不稳定，需要开发复杂的载体脂质系统来封装。此外，体外转录的

mRNA 会引起炎症反应。 

2023 年 10 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匈牙利科学家卡塔林·卡里科和美国科学家德鲁·韦

斯曼，这两位获奖者关于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开发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 mRNA 疫苗成为可

能。mRNA 疫苗的制造，无需培养病毒，只需先制造出含有病毒遗传信息的 mRNA，然后将这些 mRNA 注射到

人体内。它们利用人体细胞中的物质合成病毒蛋白质，从而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他们的突破

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 mRNA 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为新冠疫苗的开发贡献了“加速

度”。 

（取材于张佳欣等的文章） 

材料二 

1997 年，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鲁·韦斯曼开始重点研究不同 RNA 类型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他们

在合作中发现，mRNA 携带的遗传信息不仅有四种碱基，还包括多种多样的化学修饰。哺乳动物细胞 RNA中

的天然碱基经常被化学修饰，而科学家在实验中制造的体外转录的 mRNA 则不然。实验室制造的 mRNA 与动

物体内的 mRNA 在碱基结构上存在微小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是免疫系统对外来 mRNA 产生强烈排斥的原因。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卡里科和韦斯曼发现，用化学修饰的方法调整 mRNA 的构造，可以降低免疫系统

的排斥反应。具体而言，他们利用一些酶的作用，改变了 mRNA 碱基上的一些化学基团，让它更接近动物

体内的 mRNA。实验结果表明，这些经过碱基修饰的 mRNA 进入动物体内后，免疫系统将其视为“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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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大大减弱，几乎消除。他们在 2008 年和 2010 年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与未修饰的 mRNA 相

比，碱基修饰产生的 mRNA 的传递显著增加了蛋白质产量。这种影响是由于一种调节蛋白质生产的酶的活

性降低所致。碱基修饰既减少了炎症反应，又增加了蛋白质的产量，这些重要发现消除了 mRNA 临床应用

道路的关键障碍。 

mRNA 疫苗包含一种遗传指令，当体外人工合成的 mRNA 被注射入体内时，它“命令”细胞产生大量病

毒蛋白，免疫系统将它们识别为外来物质，会发起攻击并学会如何对抗这些病毒，因此能够对于未来的感

染提前建立防御机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该技术背后的重要理念是，只要科学家知道正确的基因指

令，就可以快速开发出针对几乎任何病毒的疫苗。由于 mRNA 疫苗的生产不涉及活细胞，是化学反应，所

以很容易扩大量产。 

mRNA 疫苗技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以成功应用，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研究者的兴趣。正如加拿大生物学

家皮耶特·库里斯所言：“如果我们可以利用 mRNA 生产出任何想要的蛋白质，就将意味着它具有广阔且充

满诱惑力的应用前景。”mRNA 疫苗开发的速度以及灵活性都令人印象深刻，为该技术应用于其他传染病疫

苗的开发铺平了道路。此外，该技术还可用于治疗癌症、过敏，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和虫媒

疾病。 

未来，mRNA 疫苗在癌症治疗方面潜力巨大。癌症疫苗可以让人类的免疫系统精准区分肿瘤细胞和正常

细胞，并清除肿瘤细胞。这种区分需要标记，而这种标记通常是肿瘤细胞中出现的突变蛋白。科学家希望

利用 mRNA 疫苗让人类自动产生肿瘤细胞中出现的突变蛋白，从而激发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某种类型癌细胞

的抗体，如果人体出现这类癌细胞，那么免疫系统能够及时出手，将尚未大面积扩散的癌细胞消灭在萌芽

状态。目前，已经有一些针对癌症的 mRNA 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取材于杨先碧等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在所有病原体中，对人类生命健康威胁最大的是病毒。 

B.直至18世纪末，科学家们才开始探索疫苗的制造方式。 

C.体外转录的mRNA无需细胞培养，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D.mRNA可帮助DNA传递信息，加速细胞内蛋白质合成。 

2．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碱基修饰的mRNA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体的免疫反应。 

B.mRNA技术路线用于研发疫苗，可以明显缩短研发周期。 

C.mRNA技术用于疫苗开发灵活性较好，还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D.mRNA疫苗可以使人体细胞中自动产生突变蛋白，消灭癌细胞。 

3．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疫苗能够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从而产生抗体，以抵御病毒的感染。 

B.两位诺奖得主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mRNA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C.碱基修饰是减少mRNA炎症反应的关键，还可以显著增加蛋白质产量。 

D.科学家掌握正确的基因指令，是成功开发针对多种病毒的疫苗的前提。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传统疫苗需大规模细胞培养，在规模性、时效性方面存在局限。 

B.在发现碱基修饰前，mRNA技术难以用于大批量生产有效疫苗。 

C.因人体内碱基结构有差异，免疫系统会对外来mRNA产生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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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RNA疫苗的出现，未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癌症的治愈率。 

5．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报道称，2023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通过他们对 mRNA 碱基修饰重要性的

基础性发现，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关键贡献。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简要概括这些“关键贡献”。（6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务本  

①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

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 

②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

心通乎短言小说
【1】

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数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

之足以动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数也，非有小才小智，则．亦不能为也。是故能为之者，莫不自悦乎其事，而

无取于人，以人皆不能故也。 

③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杀之权者，其势固足以胜人也，而加以胜人之能，怀是．己之心，谁敢犯之者乎?

以匹夫行之，犹莫之敢规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恶若山，而己不见也；谤声若雷，而己不闻也，岂不甚矣

乎！ 

④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验，而远数者难效，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者也，故皆

惑于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乎所易，而不能及于所难。是以治．君世寡，而乱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务

者，其在大道、远数乎？大道、远数者，为仁足以覆帱
【2】

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

以变应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兴废之

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⑤夫人君非无治为也，失所．先后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轻重，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盖如此而已矣。

鲁昭公仪之习以亟，其朝晋也，礼无违者，然而不恤国政。政在大夫，贤不能用，公室四分，不图其．终，

卒有出奔之祸。故《春秋外传》曰：“国君者，服宠
【3】

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

何技艺之尚哉? 

⑥今使人君聪如师旷，射如夷羿，走追驷马，力折门键，可谓善于有司之职矣，何益于治乎？必以废

仁义、妨道德，何则．？小器弗能兼容。治乱既不系于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丰舒、晋智伯瑶之亡，

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贤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道者，适足以距谏者之说，

而钳忠直之口也，只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不其．然耶？ 

                                                     （取材于徐幹《中论》） 

注释：【1】短言小说：琐屑而偏颇的言论。【2】覆帱：施加恩惠。【3】服宠：重用贤人。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暗：不明  

B．怀是．己之心               是：认为对 

C．是以治．君世寡             治：治理 

D．皆怙．其三才               怙：依仗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A．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       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 

B．则．亦不能为也             必以废仁义、妨道德，何则． 

C．故皆惑于所．甘             失所．先后故也 

D．不图其．终                 不其．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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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莫不自悦乎其事 

无不对所做之事而沾沾自喜 

B．权足以变应无端 

权变足够用来应付无穷变化 

C．可谓善于有司之职矣 

可以说胜任专职官吏的工作了 

D．而背安家之轨也 

      背负着使百姓安居的责任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详知事物本末轻重，把握做事先后次序，对普通人也有意义。 

B．举鲁昭公出奔之例，是为说明君主执礼对于治国并无实际作用。 

C．作者认为，利民任贤，使国家长治久安，是君主的治国之道。 

D．作者认为，一般的君主执着于小技艺，舍本逐末，有害于治国。 

10．按要求作答。（6分） 

（1）本文题目“务本”中的“本”指的是什么？（2 分） 

（2）一般的君主为什么难以做到“务本”？请结合第②－④段概括。（4 分） 

11．阅读下面四则材料，按要求回答问题。（共10分） 

①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

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②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 

③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④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
【1】

原宪。宪摄
【2】

敝

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3】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注释：【1】过谢:探望。【2】摄:整理。【3】病:困窘。 

（1）请解释下面加点词的意思。（2 分） 

①危．邦不入           

②危．言危行  

（2）上述①－③则材料中，孔子认为在“邦无道”时应该怎样做，请用自己的话简要概括。（3 分） 

（3）你对材料④中原宪“甘贫”的做法是否认同，请结合上述几则材料或《论语》相关内容简要回

答。（5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2－14 题。（共 12 分） 

湘月   

  姜夔
【1】

 

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负清景？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
【2】

乘兴。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

上汀洲冷。中流容与
【3】

，画桡不点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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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玉麈谈玄，叹坐客、多少风流名胜
【4】

。暗柳萧萧，飞星冉

冉，夜久知秋信。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    

注释：【1】姜夔：南宋词人。终生布衣，以清客身份转徙于权贵之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受邀与其他文人同游湘江。自度“湘月”词牌，写成此词。【2】夷犹：从容不迫。【3】容与： 

悠闲自得。【4】名胜：名士。 

12．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上阕以问句开头，“长负清景”说明旧约未赴，可见此次出游的难能可贵。 

B.“暝入”三句，写夕阳西下，暮色苍茫，词人和同游者一起乘兴泛舟湘江。 

C.“倦网都收”句的“网”同陶渊明“误落尘网中”的“网”，指尘世罗网。 

D.下阕描绘弹琴、阔论的聚会场景以及夜色中的岸柳飞星，富有诗情画意。 

13．姜夔词善于借用典故来抒情达意。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五湖”三句，借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典故，表明词人的建功立业之志。 

B.“湘灵”三句，借湘水女神鼓瑟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词人一种淡淡的哀伤。 

C.“玉麈”三句，借东晋士大夫常执玉麈谈玄理的典故，写同游者有名士风度。 

D.“鲈鱼”两句，借张翰因思鲈鱼脍而弃官还乡的典故，抒发词人的思乡之情。 

14．姜夔的词具有“清空”特色。请从遣词用句、意象选取、意境营造、表现手法、思想情怀这五个角度

中任选两个角度，说说本词是如何体现这一特色的。（6 分） 

15．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要求：书写规范，字迹清晰。（共 8 分） 

（1）古典诗歌中有许多描写战士同仇敌忾或奋勇杀敌的句子，如《诗经·秦风·无衣》中的“王于

兴师，      ，与子同仇”，高适《燕歌行》中的“相看白刃血纷纷，      ”。   

（2）古代儒家倡导以德治国，居高位者须德化天下，才可能长治久安。所以魏征巧用比喻警醒唐太

宗：“源不深而望流之远，       ，      ，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3）苏轼实地考察石钟山，探究石钟山得名由来，因事说理，表达了“      ，      ，可乎”的思

想，其质疑和求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4）一位同学在海边看日出。海天一线，忽然间天边幻化出缤纷的色彩，美得无法描绘，这位同学

情不自禁地吟诵起《登泰山记》中的句子：“      ，      。”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纸上的李白 

①很多年来，我都想写李白，写他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 

②对于李白，他的诗句越是真切，他的肉体就越是模糊。他的存在，表面具象，实际抽象。即使我站

在他的脚印之上，对他，我仍然看不见，摸不着。 

③不错，新、旧《唐书》，都有李白的传记；南宋梁楷，画过《李白行吟图》。但与我一样，写书作画

的人都没见过真正的李白。只有那幅字是例外。那幅纸本草书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上面的每一个字，

都是李白写上去的。透过笔势的流转、墨迹的浓淡，我们几乎看得见他手腕的抖动，听得见他呼吸的节奏。

幸亏有这幅字，让我们穿过那些灿烂的诗句，找到了作家本人。有了这张纸，我们不仅可以与他对视，甚

至可以与他交谈。一张纸，承担起我们对于李白的所有向往，带我们跨过时间的深渊，看见李白。 

④站在它面前的那一瞬间，我外表镇定，内心狂舞，顷刻间与它坠入爱河。那字迹，一看就属于大唐

李白。它有法度，那法度．．是属于大唐的，庄严、敦厚，饱满、圆健。规矩中见活泼，收束中见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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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这与北魏的铺垫关系极大。在粗朴凝重的汉朝之后，之所以形成缛丽灿烂、开朗放达的大唐美学，

正是因为它在长期的离乱中，融入了草原文明的活泼和力量。假若没有北方草原文明的介入，大唐文明就

不会迸射出如此亮丽的光焰，中华文明就不会完成如此重要的聚变，也不会按照后来的样子发展，一点点

地发酵出李白的《上阳台帖》。眼前的字一点一画都如行走在云烟之中，大有收天下于一纸的浩荡情怀。

书法作品作为心理节奏和性格的折射，其中的每一个墨点、每一根线条都自然地渗透着李白纵放自如、俊

逸洒脱的性格。 

⑥或许因为大唐皇室本身就具有鲜卑血统，唐朝没有像秦汉那样，用一条长城与北方游牧民族划清界

限，而是包容四海、共存共荣，所以，唐朝人的心理空间，一下子放开了，也淡定了，于是有了香浓美艳

的簪花仕女，有了笑容慈悲的佛陀，有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超越时空、浩大宁静

的唐诗。 

⑦唐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震撼，就在于它面对宇宙时的这种时空超越感。这种感觉，在此前的艺术中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曹操面对大海时的心理独白，比如王羲之在兰亭畅饮、融天地于一体的那份通透

感，但在魏晋之际，他们只是个别的存在，不像大唐，潮流汹涌，一下子把一个朝代的诗人全部裹挟．．进去。

魏晋固然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很多名士怪才，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内心是幽咽曲折的，唯有唐朝，呈现出

空前浩大的时代气象，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的时空。 

⑧有的时候，是人大于时代，魏晋就是这样；到了大唐，人和时代，彼此成就。 

⑨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李白诗歌里的辽阔感。他会写“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也会写“兰陵美

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假如他是导演，很难有一个摄影师，能跟上他焦距的变化。那种渗透在视

觉与知觉里的辽阔，我曾经从俄罗斯文学中——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领略过，

但他们都扎堆于 19 世纪，而至少在一千多年前，这种浩大的心理空间就在中国的文学中存在了。 

⑩李白与杜甫的不同也正源于这种辽阔感，杜甫写风，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李

白写风，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的仙气

常让人觉得他不会因生活的狰狞而感到忧伤，其实李白并不是没心没肺，他的生命里也有困顿，那个繁花

似锦的朝代背后的饥饿、愤怒、寒冷，在李白的诗里都找得到，比如《蜀道难》和《行路难》。只不过，

他不会被这样的伤感吞没，他目光沉静，面前道路远长，像《上阳台帖》里所写，“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一时一事，都困不住他。杜甫的思想只有一个层次，那就是忧国忧民，他是意志坚定的儒家信徒。李白的

思想是混杂的，里面有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等等，什么都有。儒与道，一现实一高远，彼此映衬、

补充，让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左右逢源．．．．。但儒道互补，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就不多见了，李白就是这样

的浓缩精品。 

⑪所以，当官场试图封堵他的生存途径，他一转身，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有“明月

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如此明净、高远。他有家——诗、酒、马背，就

是他的家。他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牧民，生命中掺杂着游牧民族歌舞的华丽、酣畅和任性，总有无数的意

外，等待着与他相逢。李白精神世界里的纷杂，更接近唐朝的本质，许多元素、许多成色搅拌在一起，绽

放成明媚而灿烂的唐三彩。 

⑫只有唐代，能成全这样的李白。 

⑬写《上阳台帖》时，他刚刚鼻青脸肿．．．．地逃出长安，但《上阳台帖》的文字里，却不见一丝一毫的狼

狈，仿佛一出长安，镜头就迅速拉开，空间形态迅猛变化，天高地广，所有的痛苦和忧伤，都在炫目的阳

光下，烟消云散。 

⑭因此，在历史中的某一天，在白云缭绕的王屋山上，李白抖笔，写下这样的文字：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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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  上阳台书  太白 

⑮那份旷达，那份无忧，与后来的《早发白帝城》如出一辙。李白从人生的有限看到宇宙的无限，在

油然而生的凄怆中，悲着悲着，李白就大笑起来、放纵起来。李白不是无知者无畏，他是知道了，所以不

在乎。 

⑯李白的传奇并未结束，他的尾声比正文还长。一代代后人，都声称他们曾经与李白相遇，甚至包括

苏东坡。仿佛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路上遭遇李白。这是他们的“白日梦”，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没有李

白的时代，会是多么乏味。而李白也在这样的穿越里得到了他一生渴望的放纵和自由。 

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意思是说：“你们等着，我来了。”他会散开自己的

长发，放出一叶扁舟，无拘无束地，奔向物象千万，山高水长。 

⑱深夜，那一卷《上阳台帖》，正夹带着所有往事风声，在我面前徐徐展开。静默中，我在等候写下

它的那个人。 

                                                     （取材于祝勇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那法度．．是属于大唐的                      法度：格式准则 

B．把一个朝代的诗人全部裹挟．．进去            裹挟：因被迫卷入而顺从 

C．让我们的文明生生不息，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圆融通达 

D．他刚刚鼻青脸肿．．．．地逃出长安                鼻青脸肿：遭受重大挫折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通过《上阳台帖》看到了一个与《唐书》等记载截然不同的李白。 

B．“人大于时代”指魏晋某些艺术家浩大与通透的思想超越了当时的时代。 

C．文中李白与杜甫的对比是为了突显出李白在思想精神方面的纷繁驳杂。 

D．第⑫段独句成段，强调李白思想、诗、书等特质的形成深受时代影响。 

18．结尾处作者说“静默中，我在等候写下它的那个人”。请简要分析这句话的作用。（6 分） 

19．作者笔下的李白具有怎样的形象特点，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五、本大题共3小题，共66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6分） 

①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学。②中医作为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原创医学，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

础上，通过不断总结与疾病斗争的经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其独特的医学理论、治疗理念和技术体系，

在世界医学宝库中具有重要地位。③同时，在传承发展中，中医药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人们衣食住行等

方面很多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常识均源自中医药。④可以说，中医是一门贴近日常、高度生活化的科学，

是最适合融入生活、也最能够融入生活的医学。⑤在一定意义上，中医生活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

具体传承和具身体验。⑥ 融入生活，                ，是中医药得以不断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②句中的“原创”一词不可以替换为“原始”。 

B．③句中两处“中医药”可改为“中医药文化”。 

C．④句中画线部分是以“中医”为主语的单句。 

D．⑥句中画线处可以填写“融入寻常百姓家”。 

（2）根据第②句内容，给“中医”下定义。50字以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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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微写作（10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150字。不透露所在学校及个人信息．．．．．．．．．．．．。 

（1）学校计划为高三学生举行隆重的成人仪式，对于是穿着校服还是礼服，同学们意见不一。请说

明你的观点和理由。要求：言之有理，理由充分。 

（2）某中学新建了一个亭子。亭子旁边是介绍优秀毕业生的宣传栏，亭子前面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的

雕像，亭子后面是图书馆。请你为亭子命名，并说明这样命名的理由。要求：写出亭名“”，不超过

3 个字；理由充分，条理清晰。 

（3）请以“好雨知时节”为题，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

力。 

22．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露所在学校及．．．．．．．．

个人信息．．．．。 

（1）近年来，有别于传统社交模式的搭子社交，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追捧。“饭搭子”“健身搭子”“旅

游搭子”“考研搭子”……一个人可以有多个搭子。搭子之间，或为临时伙伴，亦可精准陪伴。 

请以“我看搭子社交”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请以“咱们高处见”作为文章首句，展开联想和想象，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自拟题目；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丰台区 2023～2024学年度第二学期综合练习（一） 

高 三 语 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24.03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分）C      2.（3分）D      3.（3分）B       4.（3分）C 

5.（6 分） 

答案要点： 

①为新冠疫苗的开发贡献了“加速度”，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以成功应用。 

②消除了 mRNA 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促进其临床应用。 

③快速应对其他传染病，可快速制备针对几乎任何病毒的疫苗，并扩大量产。 

④助力多种疾病的防治，在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面潜力巨大。【评分标准】6 分。

四个要点，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即可。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6.（3 分）C 

7.（3 分）C（C 所字结构；A 介词，于/介词，与；B 连词，那么/助词，无义；D 代词，代事/副词，难

道） 

8.（3 分）D（背弃了使百姓安定的道路。） 

9.（3 分）B 

10.（6分） 

（1）（2 分）中正大道、长远之事  

（2）（4 分）答案要点： 

①多技艺、好小智，能够展示一定的才华和智慧，满足一般的君主的虚荣心（1 

分）；不追求“大道”（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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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君主地位尊崇、威势强大，且自以为是（1 分），没有人敢于劝谏（1 分）。 

③中正之道不如小技小事更易吸引人，长远的谋略不如眼前之物更易立见成效（1 

分），因此一般的君主易被小技小事迷惑，而不务本（1 分）。 

【评分标准】4 分。三个要点，每点 2 分，答出两点即可。 

11.（共 10分） 

（1）（2 分）①（1 分）危险  ②（1 分）正直 

（2）（3 分）①归隐； ②以做官领俸禄为耻； ③行为正直，言语谦逊谨慎。 

【评分标准】3 分。三个要点，每个要点 1 分。 

（3）（5 分） 

答案示例 1：我认同原宪“甘贫”的做法。原宪秉持老师孔子的教导，坚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

隐”的处世原则，在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时代，原宪因天下“无道”而隐，不做官领俸禄，虽“贫”

但不违“仁道”，也不失志，“贫而无怨”，本质上还是在“学仁道而行”。 

答案示例2：我不认同原宪“甘贫”的做法。孔子虽然教导原宪“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孔子自己在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时代，“知其不可而为之”，迎难

而上，为施仁道改变社会而努力。原宪也应向孔子学习，努力推行“仁道”，而不是独善其身。 

【评分标准】5 分。有看法，1 分；结合《论语》内容并分析，4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3 分）C 

13.（3 分）A 

14.（6 分） 

答案示例 1：在遣词用句上，姜夔善用含蓄之语表达丰富意蕴（1 分）。如“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

上汀洲冷”中“倦”“归”“冷”三个词语，含蓄写出漂泊江湖、无处容身的凄凉之感，暗示自己对清客生

活的厌倦与回归自然安顿疲惫心灵的意愿（2 分）。 

答案示例 2：在意象选取上，姜夔善于选择清冷的意象，并着意使承载清冷含义的意象与感伤空寂的

情绪融合（1 分）。如“月上汀洲冷”写月，月亮上升，岸边的沙汀和江心的小洲在烟月辉映下静静地躺着，

显得格外幽冷。清月冷水，形成幽寂凄冷的氛围，融入了作者漂泊江湖、无处容身的凄凉之感（2 分）。 

答案示例 3：意境营造上，姜夔善营造清幽空灵的意境，寄托作者高洁清雅的情怀（1 分）。如上阕

“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一句，画面清幽，意境空灵，和词人放浪江湖、追求自由的高雅情怀相契合，

体现出一种幽远闲淡的情致（2 分）。 

答案示例 4：在表现手法上，姜夔善于从虚处作笔，不注重对事物作具体细致的刻画，而着重抒发作

者对生活的主观感受（1 分）。如下阕头三句写舟中友人“弹琴”，却是从想象入手，以虚写实。从湘江上

响起的琴音联想到湘灵鼓瑟的古老传说，江上琴声，意境清幽哀伤（2分）。 

答案示例 5：在思想情怀上，姜夔具有魏晋超然清雅的名士风采（1 分）。如“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

长负清景？”说自己原与江湖相约，可是此约长时不得实现，辜负了江湖胜景，表现了姜夔崇尚自然超然

物外的思想和清雅的情趣（2 分）。 

【评分标准】6分。任选两个角度，每个角度 3分。各两个得分点，对“清空”的理解，1分；举例并

赏析，2 分。 

15.（8 分） 

（1）修我戈矛             死节从来岂顾勋  

（2）根不固而求木之长     德不厚而思国之理   

（3）事不目见耳闻         而臆断其有无  

（4）极天云一线异色       须臾成五采 

【评分参考】共 8 分。每空 1 分。有错别字该空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3 分）B    17.（3 分）A 

18.（6 分） 

答案示例： 

结尾这句话写作者期待与写下《上阳台帖》的李白神会，与开篇其欲写《上阳台帖》，感受真实的李

白前后照应（1分），使文章结构完整，主题突出（1分）；上文写后学者都期待与李白相遇，而作为后学者

的作者，对此帖的赏析如同二人之间一场真正的古今相逢（1 分），印证了李白传承千年的影响，使得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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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形象更为丰满（1分）；表达了作者对李白其人的好奇、敬重、仰慕之情（1分）；这样的结尾耐人寻

味，引人遐想（1 分）。 

【评分标准】6 分。按点给分，意思对即可。 

19.（6 分） 

答案示例： 

①纵放自如、俊逸洒脱的性格特点（1 分）。《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真迹，字如其人，“规矩中见

活泼，收束中见辽阔”的书法折射出书者的性格（1 分）。 

    ②儒道互补、纷杂丰富的思想特点（1 分）。李白诗歌中的辽阔感以及体现出的浩大思想空间，可以看

出李白受儒、道、墨、纵横家等诸多思想影响的特点（1 分）。 

③旷达通透的气质特点（1 分）。《上阳台帖》写作于李白遭受挫折之时，而“山高水长，物象万千”

的书帖内容，没有痛苦忧伤，只有天高地广的旷达无忧（1分）。 

 【评分标准】6 分。三个要点，每点 2 分；每个要点，概括 1分，分析 1 分。意思对即可。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6 分） 

（1）（3 分）C  (是复句） 

（2）（3 分） 

答案示例1：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原创医学。 

答案示例2：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一门科学。 

【评分标准】3 分。体现下定义的规范格式与基本要求，1 分；注意扣住“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

基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或不断总结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等基本特征与内涵，2 分。 

21.（10 分）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参考类别进行赋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2.（50 分）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参考类别进行赋分。 

（1）议论文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

有创意、有文采的作文可

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

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

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基本合理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

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作文

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论点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2）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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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想象丰富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

有创意、有文采的作文可

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想象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

其中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

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 

符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

其中某一方面较好的作文

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主题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没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扣 1 分。 

附：文言文译文 

君主的大弊病，没有比精详于琐细之事而忽略中正大道、洞察眼前的事物而不知考虑长远更为严重的

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为政而国家不混乱的，也没有这样为政而国家不灭亡的。 

精详于琐细之事，洞察眼前之物，说的是耳朵能够听到音乐、歌谣的和谐动听，眼睛能够看到雕刻、

颜色的绚丽成章、口里能够说出机敏灵活、恰切应对的言辞、内心通晓于短言浅论、街谈巷语的文章，双

手熟习于射箭、驾车、书写、运算的工巧，身体熟练于俯首、抬头、转弯、回旋的仪容。上述这几点，看

上去足以满足人们的心愿，学习它足以改变人们的志趣，况且，从前君王的非根本的教导，没有一定的才

华和智慧，那也不能做到。正因如此，那些能做到的人，没有不以此沾沾自喜、不再去向别人学习的，自

以为别人都不能做到这些。 

那些处在君临天下的尊位、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他们的威势本来就足以超过他人了，再加上超

过他人的技能，抱着以己为是的心情，又有谁敢冒犯他呢？一个普通的人做到这样，还没有人敢劝谏他，

更何况君主呢？所以，罪行恶德象山岳，而自己看不见；怨恨之声如雷霆，而自己听不见，岂不是太过分

了吗? 

琐细小事味道甘美，而中正之道纯正淡泊；眼前之物容易验证，而长远的谋略难以立见成效，不是圣

明君子，就不能够两者同时明彻。人们都为甘美的东西、易做的事情所迷惑，却不愿去做淡泊、难成的长

远之事。所以清明的君主历代很少，而昏乱的君主每代都多。因此，君主所必须致力的，恐怕应在中正之

道、长远谋略上吧！中正之道、长远谋略，说的是仁德足够用来覆盖生民，慈惠足够用来抚养百姓，智慧

足够用来管理万物，机变足够用来应付无穷变化、道义足够用来丰富财物器用、威严足够用来禁止奸恶不

法、雄武足够用来平定灾祸混乱；能详尽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审慎地选取和任用人才；明达国家兴废的原

因，熟知社会安危的区分。能做到这样，那么为君之道也就齐备了。 

那些君王在治国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国亡身危的）缘故在于做事失去了先后顺序。道有本有末，事

有轻有重，圣人与普通人差异不在别的，就在于他们知道事情的本末轻重、先后次序，如此而已。鲁昭公

急于学习礼仪，他朝拜晋国的时候，不曾有过违背礼仪的事，但是不考虑国家的政事。政令出自大夫，贤

明之士不被任用，国家政权一分为四，还不知道考虑后果，终于有弃国出奔的大祸。所以，《春秋外传》

说：“国君以使贤明的人受到宠爱为美，以平民百姓生活安宁为乐，以能听取有德之言为耳聪，以能使远

方之人归服为目明。”哪里只是对技艺的崇尚呢? 

如今让君主听觉如师旷，射箭如夷羿，奔跑能够赶上马车，力量能够摧折门闩，可以说在这些方面能

够胜任专司一职官吏的职守了，但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肯定会以此而废弃仁义、妨害道

德。为什么呢?小的器皿是不能兼收并蓄的。治理和混乱已经与此无关，而这正是中等才智的人所喜欢的。

从前潞国丰舒和晋国智瑶的灭亡，都是他们仰仗多方面才能而不仁不义的缘故。所以君主多技能，喜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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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而不通明大道，他的技能、小才智正足以拒绝谏诤者的争辨而钳制忠直的言论，只能够追随亡国者

的踪迹而违背使百姓安定的（正确）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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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3 分）C  2.（3 分）D  3.（3 分）B  4.（3 分）C 

5.（6 分） 

答案要点： 

①为新冠疫苗的开发贡献了“加速度”，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以成功应用。 

②消除了 mRNA 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促进其临床应用。 

③快速应对其他传染病，可快速制备针对几乎任何病毒的疫苗，并扩大量产。 

④助力多种疾病的防治，在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面潜力巨大。【评分标准】6 分。四

个要点，每点 2 分，答出三点即可。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8 分. 

6.（3 分）C 

7.（3 分）C（C所字结构；A介词，于/介词，与；B连词，那么/助词，无义；D代词，代事/副词，难道） 

8.（3 分）D（背弃了使百姓安定的道路。） 

9.（3 分）B 

10.（6 分） 

（1）（2 分）中正大道、长远之事 

（2）（4 分）答案要点： 

①多技艺、好小智，能够展示一定的才华和智慧，满足一般的君主的虚荣心（1 分）；不追求“大道”（1

分）。 

②君主地位尊崇、威势强大，且自以为是（1 分），没有人敢于劝谏（1 分）。 

③中正之道不如小技小事更易吸引人，长远的谋略不如眼前之物更易立见成效（1 分），因此一般的君主易

被小技小事迷惑，而不务本（1 分）。 

【评分标准】4 分。三个要点，每点 2 分，答出两点即可。 

II.（共 10 分） 

（1）（2 分）①（1 分）危险②（1 分）正直 

（2）（3 分）①归隐；②以做官领俸禄为耻；③行为正直，言语谦逊谨慎。 

【评分标准】3 分。三个要点，每个要点 1 分。 

（3）（5 分） 

答案示例 1：我认同原宪“甘贫”的做法。原宪秉持老师孔子的教导，坚持“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的处世原则，在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时代，原宪因天下“无道”而隐，不做官领俸禄，虽“贫”但

不违“仁道”，也不失志，“贫而无怨”，本质上还是在“学仁道而行”。 

答案示例 2：我不认同原宪“甘贫”的做法。孔子虽然教导原宪“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

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孔子自己在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时代，“知其不可而为之”，迎难而上，

为施仁道改变社会而努力。原宪也应向孔子学习，努力推行“仁道”，而不是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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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5 分。有看法，1 分；结合《论语》内容并分析，4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3 分）C 

13.（3 分）A 

14.（6 分） 

答案示例 1：在遣词用句上，姜夔善用含蓄之语表达丰富意蕴（1 分）。如“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

洲冷”中“倦”“归”“冷”三个词语，含蓄写出漂泊江湖、无处容身的凄凉之感，暗示自己对清客生活的

厌倦与回归自然安顿疲惫心灵的意愿（2 分）。 

答案示例 2：在意象选取上，姜夔善于选择清冷的意象，并着意使承载清冷含义的意象与感伤空寂的情绪

融合（1 分）。如“月上汀洲冷”写月，月亮上升，岸边的沙汀和江心的小洲在烟月辉映下静静地躺着，显

得格外幽冷。清月冷水，形成幽寂凄冷的氛围，融入了作者漂泊江湖、无处容身的凄凉之感（2 分）。 

答案示例 3：意境营造上，姜夔善营造清幽空灵的意境，寄托作者高洁清雅的情怀（1 分）。如上阕“中流

容与，画橈不点清镜”一句，画面清幽，意境空灵，和词人放浪江湖、追求自由的高雅情怀相契合，体现

出一种幽远闲淡的情致（2 分）。 

答案示例 4：在表现手法上，姜夔善于从虚处作笔，不注重对事物作具体细致的刻画，而着重抒发作者对

生活的主观感受（1 分）。如下阕头三句写舟中友人“弹琴”，却是从想象入手，以虚写实。从湘江上响起

的琴音联想到湘灵鼓瑟的古老传说，江上琴声，意境清幽哀伤（2 分）。 

答案示例 5：在思想情怀上，姜夔具有魏晋超然清雅的名士风采（1 分）。如“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

负清景？”说自己原与江湖相约，可是此约长时不得实现，辜负了江湖胜景，表现了姜夔崇尚自然超然物

外的思想和清雅的情趣（2 分）。 

【评分标准】6 分。任选两个角度，每个角度 3 分。各两个得分点，对“清空”的理 

解，1 分；举例并赏析，2 分。 

15.（8 分） 

（1）修我戈矛    死节从来岂顾勋 

（2）根不固而求木之长  德不厚而思国之理 

（3）事不目见耳闻   而臆断其有 

（4）极天云一线异色   无须臾成五采 

【评分参考】共 8 分。每空 1 分。有错别字该空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6.（3 分）B17.（3 分）A 

18.（6 分） 

答案示例： 

结尾这句话写作者期待与写下《上阳台帖》的李白神会，与开篇其欲写《上阳台帖》,感受真实的李白前后

照应（1 分），使文章结构完整，主题突出（1 分）；上文写后学者都期待与李白相遇，而作为后学者的作者，

对此帖的赏析如同二人之间一场真正的古今相逢（1 分），印证了李白传承千年的影响，使得纸上李白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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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为丰满（1 分）；表达了作者对李白其人的好奇、敬重、仰慕之情（1 分）；这样的结尾耐人寻味，引人

遐想（1 分）。【评分标准】6 分。按点给分，意思对即可。 

19.（6 分） 

答案示例： 

①纵放自如、俊逸洒脱的性格特点（1 分）。《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真迹，字如其人，“规矩中见活泼，

收束中见辽阔”的书法折射出书者的性格（1 分）。 

②儒道互补、纷杂丰富的思想特点（1 分）。李白诗歌中的辽阔感以及体现出的浩大思想空间，可以看出李

白受儒、道、墨、纵横家等诸多思想影响的特点（1 分）。 

③旷达通透的气质特点（1 分）。《上阳台帖》写作于李白遭受挫折之时，而“山高水长，物象万千”的书

帖内容，没有痛苦忧伤，只有天高地广的旷达无忧（1 分）。 

【评分标准】6 分。三个要点，每点 2 分；每个要点，概括 1 分，分析 1 分。意思对即可。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 分. 

20.（6 分） 

（1）（3 分）C（是复句） 

（2）（3 分） 

答案示例 1：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原创医学。 

答案示例 2：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一门科学。 

【评分标准】3 分。体现下定义的规范格式与基本要求，1 分；注意扣住“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基

础上”“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或不断总结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等基本特征与内涵，2 分。 

21.（10 分）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参考类别进行赋分。 

一类卷（8-10 分），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表达流畅，较有文采。 

二类卷（5—7 分），基本符合题意，内容较充实，结构基本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卷（1—4 分），偏离题意，内容空洞，结构不完整，语病较多。 

22.（50 分）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参考类别进行赋分。 

（1）议论文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论据恰当充

实、论证合理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釆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较恰当充实、论证合理语言通

顺、表达大致得体结构完整、条理

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

得 39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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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论据

较恰当充实、论证基本合理语言基

本通顺、有少量语病结构基本完

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论点不明确、

内容空洞语言不通顺、语病多结构

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2）记叙文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内容充实、感

情真挚想象丰富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结构严谨、层

次分明 

以 46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

意、有文采的作文可得 48

分以上。 

二类卷 

（33-41 分） 

符合题意、主题明确内容较充实、

感情真实想象合理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结构完

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作文可

得 39 分以上。 

三类卷 

（25-3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内容

较充实、感情真实语言基本通顺、

有少量语病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

本清楚 

以 29 分为基准分浮动。符

合三类文的基本要求，其中

某一方面较好的作文可得

31 分以上。 四类卷 

（0-24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主题不明确、

内容空洞语言不通顺、语病多结构

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0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没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扣 1 分。 

附：文言文译文 

君主的大弊病，没有比精详于琐细之事而忽略中正大道、洞察眼前的事物而不知考虑长远更为严重的

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为政而国家不混乱的，也没有这样为政而国家不灭亡的。 

精详于琐细之事，洞察眼前之物，说的是耳朵能够听到音乐、歌谣的和谐动听，眼睛能够看到雕刻、

颜色的绚丽成章、口里能够说出机敏灵活、恰切应对的言辞、内心通晓于短言浅论、街谈巷语的文章，双

手熟习于射箭、驾车、书写、运算的工巧，身体熟练于俯首、抬头、转弯、回旋的仪容。上述这几点，看

上去足以满足人们的心愿，学习它足以改变人们的志趣，况且，从前君王的非根本的教导，没有一定的才

华和智慧，那也不能做到。正因如此，那些能做到的人，没有不以此沾沾自喜、不再去向别人学习的，自

以为别人都不能做到这些。 

那些处在君临天下的尊位、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他们的威势本来就足以超过他人了，再加上超

过他人的技能，抱着以己为是的心情，又有谁敢冒犯他呢？一个普通的人做到这样，还没有人敢劝谏他，

更何况君主呢？所以，罪行恶德象山岳，而自己看不见；怨恨之声如雷霆，而自己听不见，岂不是太过分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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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细小事味道甘美，而中正之道纯正淡泊；眼前之物容易验证，而长远的谋略难以立见成效，不是圣

明君子，就不能够两者同时明彻。人们都为甘美的东西、易做的事情所迷惑，却不愿去做淡泊、难成的长

远之事。所以清明的君主历代很少，而昏乱的君主每代都多。因此，君主所必须致力的，恐怕应在中正之

道、长远谋略上吧！中正之道、长远谋略，说的是仁德足够用来覆盖生民，慈惠足够用来抚养百姓，智慧

足够用来管理万物，机变足够用来应付无穷变化、道义足够用来丰富财物器用、威严足够用来禁止奸恶不

法、雄武足够用来平定灾祸混乱；能详尽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审慎地选取和任用人才；明达国家兴废的原

因，熟知社会安危的区分。能做到这样，那么为君之道也就齐备了。 

那些君王在治国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国亡身危的）缘故在于做事失去了先后顺序。道有本有末，事

有轻有重，圣人与普通人差异不在别的，就在于他们知道事情的本末轻重、先后次序，如此而已。鲁昭公

急于学习礼仪，他朝拜晋国的时候，不曾有过违背礼仪的事，但是不考虑国家的政事。政令出自大夫，贤

明之士不被任用，国家政权一分为四，还不知道考虑后果，终于有弃国出奔的大祸。所以，《春秋外传》

说：“国君以使贤明的人受到宠爱为美，以平民百姓生活安宁为乐，以能听取有德之言为耳聪，以能使远

方之人归服为目明。”哪里只是对技艺的崇尚呢？ 

如今让君主听觉如师旷，射箭如夷羿，奔跑能够赶上马车，力量能够摧折门闩，可以说在这些方面能

够胜任专司一职官吏的职守了，但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肯定会以此而废弃仁义、妨害道

德。为什么呢？小的器皿是不能兼收并蓄的。治理和混乱已经与此无关，而这正是中等才智的人所喜欢的。

从前潞国丰舒和晋国智瑶的灭亡，都是他们仰仗多方面才能而不仁不义的缘故。所以君主多技能，喜好小

才智，而不通明大道，他的技能、小才智正足以拒绝谏浄者的争辨而钳制忠直的言论，只能够追随亡国者

的踪迹而违背使百姓安定的（正确）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