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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  (共 18分) 

1. C      2. C     3、A     4. B 

5. 答案要点: 

①台风充满矛盾； 强台风破坏性巨大，能引发暴雨、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同时，

台风对于调节温度、缓解干旱、节约资源、发展渔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②面对台风，加强监测和预报； 建立城市预警系统，提高应急能力，建立应急响应机制；气象台及时发布台风

预报、台风警报，为公众服务。 

③面对台风，渔船及时避风回港，人们减少外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减轻灾害。 

(评分标准：答对 1 点得 2分，意思对即可。) 

二、  (共 28分) 

6. D    7. C     8、 D    9、D 

10、答案要点: 

对臣子以礼相待 

伯任自己所选之人 

不要随意改变任职的原则 

职位低的不委以大任，职位高的不因小错责备。 

不要以个人好恶心情评判臣子 

统一准则，公平对待 

(评分标准：每个要点 1 分，意思对即可。) 

11.  (1) 答案要点: 

理由可从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小说主题、典型环境塑造等角度写。 

(评分标准：情节 2 分，理由 2 分。情节泛泛而谈，与后面理由无勾迹只分别赋 1分。 

(2) 答案要点: 

“按头制帽”中“头”和“帽”分别指小说人物形象和作诗内容、作诗风格，而“按¹和“制”是指作者曹雪芹

为塑造小说人物而在特定场景、情节中精心设计诗歌。 

示例：林诗写满纸抒写自我怜惜之词，一言愁一言愁之多，这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愁苦孤独抒写的淋漓尽致，

这是贾府中其他女子所没有的。而第二句可通过只语片言“谁”能包了解她写内心忧愁以塑造她的寂寞和无人

理解，而反问更是加重了这种情感，将林黛玉的那特处境及多愁善感通过诗歌传达，所谓按头制帽就是如此。 

薛诗写淡到极致反而显得花朵更加娇艳，都写白海棠，她在“白”中看到了花的“艳一个“更”突出肺宝钗对

淡然素雅之美的追求。愁情过多哪里得到如玉般无痕的温润平和之美，以反问加强对情感宣泄过于浓郁的不认

同，女子应追求如玉般平和温润。以花写己，尽显宝钗独有的封建闺秀典范的形象。(评分标准：理解、诗句翻

译或分析、人物形象各 2 分，意思对即可) 

三、  (共 20 分) 

    12.  (3 分)C                  13. (3 分) D 

14. 答案要点(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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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人通过写翡翠鸟漂亮的羽毛使美人的首饰临风招展，娴娜生光，又可以使美人的锦被结彩垂花，道出美人喜爱翡

翠鸟的真实原因。犹如作者受重用，不是因他的才华，而是统治者点缀升平，粉饰“政绩”的需要，表达作者“遇而

不得”、壮志难酬的哀怨、愤懑。 

②翡翠鸟因羽毛美丽，被杀身取羽，虽巢居南海，最终仍然逃不出虞人的罗网。如同诗人虽被赏识，同时也丧失自由，

不免为统治者所强迫。抒发作者多才所累的无奈和向往隐逸、远祸全身的愿望。 

(评分标准：共 2 点，每点 3 分，结合诗句 1 分，联系作者 1 分，情感 1 分意思对即可。) 

    15.  (1) ①夕死可矣         ②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2) ③老鱼跳波瘦蛟舞    ④羁鸟恋旧林 ⑤池鱼思故渊 ⑥鱼龙潜跃水成文 

         (3) ⑦忧劳可以兴国      ⑧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      智勇多困于所溺 

               满招损              谦受益 

(评分标准：每空 1 分。句中有错别字该句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16. D       17. C 

18. 答案要点(6 分) 

①通过列举崔颢、李白、陆游、范成大等人在黄鹤楼上写下的锦绣诗篇，说明黄鹤楼不仅是重要的军事地点，也是基

于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航标。 

②内容上来说，这些诗篇都离不开“愁”，他们愁友愁己愁山水。跨越时空，愁是共同的情感，与下文岳飞的《满江

红》形成对比，岳飞的愁来源于国家遭难的切肤之痛，体恤到百姓疾苦的锥心之伤，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家国之愁，更

突显了岳飞愁国愁民愁天下的形象。 

③引用诗句增加了文章的文采，使文章有感染力； 丰富了文章内容，激发阅读兴趣等(答到引用的效果即可) 

(评分标准：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19. 答案要点(6 分) 

①岳飞的人生篇章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走向终点，黄鹤楼是其人生重要的地点。 

②黄鹤楼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岳飞在此写下《满江红》，词中承担天下的

壮志，令所有吟咏黄鹤楼的诗词都黯然失色。 

③人民选择了岳飞，当地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爱国忠烈、护民战将，通过众多纪念地和遗址、大量的传说故事致敬

岳飞、赞美英雄。 

④他的形象在黄鹤楼的矗立中，更显得威武雄壮，激励着后人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忠义精神，将这种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传承下去。 

(评分标准：①②点答出一点 2 分，两点 3 分； ③④点答出一点 2 分，两点 3 分意思，对即可。) 

五、  (共 66 分) 

20. (1)  B 

(2)  非遗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兼顾 

21.微写作(10 分)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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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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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作文(50 分) 

【评分标准】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42—50 分) 

符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感

情真挚语言流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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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明确内容较充实、

感情真实语言通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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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基本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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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中心不明确、

内容空洞语言不通顺、语病多结构

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浮动。 

说明：作文没有抄写题目，扣 2 分。每 3 个错别字减 1 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 个字减 1 分，少于 450

字按残文处理。 

【参考译文】 

君臣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天下人才发挥各自的才能，国君

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汤中的盐和梅，坚固得就像金石一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靠

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商汤给伊尹以礼遇，在伊尹

的帮助下，成就了帝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

他们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 孟子说：  “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

看做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 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

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既然这样那么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

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

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

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

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

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

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

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 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

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

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 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

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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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

全力，岂不是很难吗? 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 

皇上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国

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 

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

过失吗? 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

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

道理呢? 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

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

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