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房山区 2024 年高三年级第一次综合练习 

语文学科参考答案及评阅建议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分。 

1.（3分）C（选项中的说法在材料一中没有依据，属于无中生有。） 

2.（3分）D（可据材料二第三段文字内容推断。） 

3.（3分）C（材料三中说的是：“特定的学习与经验影响大脑特定的区域。”此选项的错误

是把“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弄颠倒了，属于主客颠倒。） 

4.（3分）B（脑的可塑性是脑自身就带有的特性，它的存在不需要外在条件；环境刺激是使

脑得以塑造的条件，不是脑具有可塑性的条件。） 

5.【答案要点】①以专注性训练为目的的学习活动。②主动的、坚持不懈的学习活动。③同

时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学习的学习活动（或：兼顾不同类型学习方式的学习活动）。④挑

战自我的学习活动。⑤注重习得与获取环境经验的学习活动。⑥对大脑特定区域进行有针对

性的训练的学习活动。 

【评阅建议】6 分。共 6 个要点，答出这 6 个要点之外的其它可成立的点亦可；每答对 1 个

要点得 1分；答对的要点如果超过 6个，本题最高也只能得 6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分。 

6.（3分）C（原：源头） 

7.（3 分）D（A 项，动词，作为，成为；动词，做。B 项，助词，用在主谓间，取消句子独

立性；助词，相当于“的”。C 项，代词，可译为“……的人”；代词，放在主语后面，引

出判断。D项，连词，表转折。） 

8.（3分）A（应为“讨伐叛逆的人，征伐残暴的人”。） 

9.（3分）B（应是“‘不贪图财物、不追名逐利、不拈轻怕重等’是‘天下易知之道，易行

之事’”，选项中的“普通人感觉容易做的事”之说在原文中没有依据。） 

10.【答案要点】“怀道”之人：①在内修炼自己的德行。②在外展现礼义仁德。③注重做好

细微之事。④竭力辅佐君王、安定天下。  “避世”之人：①在内没有仁义之心。②在外不

能显现仁德，行为疯癫、精神恍惚。③不能慎微而行，不能从小事做起。④远离世事，隐居

深山，无尺寸之功。 

【评阅建议】6 分。从“‘怀道’之人”和“‘避世’之人”的角度分别看，各有 4个要点，

每个角度答出 3 个要点即可，答出上述要点之外的其它可成立的点亦可；在符合前面的要求

的前提下，每答对 1 个要点得 1 分；每个角度答对的要点如果超过 3 个，该角度的作答最高

也只能得 3分，全题最高只能得 6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30分。 

11.（3 分）C（“一自”三句，词人是在写自己与李筠房分手之后，尽在赋诗饮酒的生活中

消磨日子，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年华。） 

12.（3 分）A（题中所引词句用了虚写的手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句中的“料”字推断出

来。另外，该词句还使用了典故，只是本题在设题时没有将之作为考查点。） 

13.【答案要点】①看到几近被遮掩的芙蓉（荷花）而生的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②登高望

远，因触目的孤雁、残月及落枫而生的悲秋之情。③与友人分别后在赋诗饮酒中苦度年华的

孤寂之情（或：与友人分别后在赋诗饮酒中虚度年华的悔恨之情）。④对友人归隐的肯定与

勉励（或：羡慕）之情。⑤对与友人“剪灯一笑”的欢聚生活的怀恋之情。⑥想未来不知何

时何地才能与友人再聚的茫然之情（或：想未来难以与友人再聚的失落之情，再或：对与友

人再度相聚的期盼之情）。⑦以赠梅花传达的词人与友人对高洁品格的坚守之情。 

【评阅建议】6 分。共 7 个要点，答出 6 个要点即可，答出这 7 个要点之外的其它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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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亦可；每答对 1 个要点得 1 分；答对的要点如果超过 6 个，本题最高也只能得 6 分。意思

对即可得分。 

14.【答案】（1）①昆山玉碎凤凰叫  ②芙蓉泣露香兰笑  （2）③落木千山天远大  ④澄江

一道月分明  ⑤正赤如丹  ⑥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3）⑦其文约  ⑧其辞微 

【评阅建议】8分。每填对一空得 1 分，出现错别字或其它错误则不可得分。 

15.（1）【答案示例及赋分建议】小说中诗作者林黛玉的性格：这些悲叹的诗句，让我们联

想到原著中如下情节，初秋夜，黛玉看到窗外雨打竹摇，想到自己与宝玉的姻缘难测，写下

了哀怨的《秋窗风雨夕》，这隐含着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或：这些自怜的诗句，与原著

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沼陷沟渠”暗合，隐含着黛玉以死与命运抗争、不甘受辱被污

的“孤标傲世”的刚烈性格）。（2 分）“花自媚”与原著中黛玉蔑视功名富贵、不与世俗

合污的行止相吻合，隐含着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性格。（2 分）  命运：诗句中的“泪

干春尽花憔悴”隐含着黛玉夭亡（或：爱情无果而终）的命运，据原著，黛玉本是三生石旁

的绛珠仙草，她来到尘世是为还泪的，泪干是其夭亡的预言（或：泪干是她与宝玉爱情无果

而终的预言）。（2 分） 

【评阅建议】6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2）【答案示例及赋分建议】小说中词作者薛宝钗有想凭借外力登上自己向往的权势顶峰（或：

借助外力成就自己、实现自身价值）（1 分）和过上富贵的上层社会生活（或：做一个大家

族的主母施展自己的管理才能）的追求，（1 分）这些可以从她想通过选秀进宫得到证明，

（1 分）还可以从她想借所谓的“金玉良缘”之说煞费苦心地争取宝二奶奶的位置得到证明。

（1 分） 

【评阅建议】4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分。 

16.（3 分）A（“挤走”的本义是“互相推、拥，用身体推开了其它的人或物”；但作者在

文中用的是它的拟人义，指当年家乡人不种其它庄稼，只种红薯。） 

17.（3 分）D（作者感到无奈和伤感，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吃红薯的命运看来似乎难以动

摇”。） 

18.【答案要点】①对有着绿叶弥漫的青青的红薯地的家乡的眷恋。②对能填饱肚子的红薯的

回忆。③对吃红薯的各种感受（或：滋味）的回味。④对翻红薯秧、收红薯、晒红薯干等艰

辛且有意味（或：艰苦而充实）的劳动生活的追忆。⑤对在贫苦生活中盼望秋天、盼望新鲜

红薯的那种希望与憧憬的追念。⑥对奶奶、母亲等有着淳朴亲情的家人及一家人在一起苦中

有乐的生活的怀恋。 

【评阅建议】6 分。共 6 个要点，答出这 6 个要点之外的其它可成立的点亦可；每答对 1 个

要点得 1分；答对的要点如果超过 6个，本题最高也只能得 6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19.【答案要点】①突出中心的作用。“红薯”是作者童年家乡的象征，有负载着作者思乡之

愁的作用（或：“红薯”是作者赞美的对象，有传达着它磨炼了作者及家乡人坚强意志的作

用）。（或：传达情感的作用。“红薯”是作者思乡之情的载体，有象征着作者的乡愁的作

用。）②结构上的作用。“红薯”是贯穿全文的线索，有把文中写到的作者童年时有关红薯

的一系列活动与心理串联起来，使文章脉络更加清晰的作用。③意象上的作用。“红薯”作

为生动鲜明的实物意象，有使文章富于艺术感染力并激发读者阅读想象的作用。 

【评阅建议】6 分。共 3 个要点，答出这 3 个要点之外的其它可成立的点亦可；每答对一个

要点得 2分；答对的要点如果超过 3个，本题最高也只能得 6 分。意思对即可得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6分。  

20.（1）（3分）C（③句中“深化”应改为“深入”。） 

（2）【参考答案】三地将统筹能源安全供应，推动（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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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阅建议】3分。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作出正确的修改即可得分。 

21.答案从略。 

【评阅建议】10分。在阅卷组长带领下，以试评为基础研磨评阅细则。 

22.答案从略。 

【评阅建议】50分。在阅卷组长带领下，以试评为基础研磨评阅细则。 

 

附：文言文译文（仅供参考） 

能够建大功业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在家中（内室）修炼好德行；能够使显赫之名传留

于世世代代的人，一定要先从细小的事做起。因此，伊尹背着鼎锅，（以奴隶的身份）居住

在有莘国的郊野，在茅屋之中修炼自己的德行，亲自参与农夫的劳作活动，却心怀帝王社稷

之道，身体居住在简陋的住所，志向抱负却在八方极远的天地间，所以放下背鼎锅劳作的心

思（说明：“负鼎之志”亦为成语，有“担负辅佐君王大任的志向”之意；这里的翻译，是

结合前文“伊尹负鼎，居于有莘之野”这一内容并依据本句中“释”字的解释而做出的具体

语境下的翻译），作为天子的辅弼之臣，攻破夏朝，建立商朝，讨伐叛逆的人，征伐残暴的

人，消除了天下的祸患，铲除了凶残暴虐之人，这之后，海内安定，百姓安宁。伊尹这个人，

先在内心修炼德行，然后在外部显现美德；先从小事做起，然后在大事上表现出其才能。  

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一般人都不能忍受这种困苦，但颜回却不改

变他乐在其中之心。他以礼制来行事，以逊让来待人。大概努力学习，诵读诗、书，是一般

人都能做的事；如果要移动江、河，撼动太山，本来就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就像是自己调

整心境，背弃恶行趋向善行，不贪图财物，不苟且地获取利益，分财物时尽量拿少的，做事

时尽量挑重的，这是天下人容易明白的道理，容易做到的事情，哪里有什么难的呢？如果让

一个一般人像造父那样驾车、像后羿那样射箭，那才是所谓的难以做到的事。 

设立道德规则的人应该使它易于理解，这是为了使它能和一般人的心灵相通，使无能之

人的行为也能达到它的要求。道德规则，是人们行为的依据。那些大道理，人们只要依照它

去行事，就没有行不通的，所以称它道。因此，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

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说的是颜渊想将道在世间推广，却不被

用。因为人们不能心怀仁德，践行仁义，发现纤毫之间的规律，推测天地之间的道理，于是

使身体劳苦，形体劳累，隐居深山，向神仙求助，舍弃双亲，抛弃子女，禁食五谷，荒废诗、

书，背离了天地的宝物，去追求长生不死之道（或：身负天地的宝物，求取长生不老之道），

这不是用来通达世事、防止谬误的做法。 

像汤、武那样的君主，伊、吕那样的臣子，顺应阴阳的规律运行，向上观察天文现象，

向下体察民心向背，用少数兵力制服众多的敌人，用弱小的实力制服强大的对手，出动战车

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征讨敌国，打败敌众，讨伐乖戾失常的昏君，断绝杂乱污浊的源头，

与天地同德，感动鬼神，黄河出现龙马背图的祥瑞，洛水出现神龟负书的吉兆，他们沿此道

而行，留存在天地间，难道不是古代所谓的得道的人吗？ 

现在有人抛弃布皮，蓬头散发，登上高山，采食野果，看他面容没有闲适的样子，听他

说话没有仁义的言辞，失意得像疯癫一样（或：精神失常好像疯了一样），推他他不去，拉

他他不来，当世之人不能蒙受他的成就，后代之人不能看到他的才智，君主有危难却不扶助，

国家有危险却不扶持，冷清孤单没有邻居，失落空虛孤独落寞，这种人可以说是逃避世事，

而不是心怀大道的人。因此，用舍去性命来逃避灾难的做法并不是什么计策，怀有大道却隐

遁于世事之外就不能算是忠诚。 

因此，君子身居乱世，就要符合道德规则，采集微小的善念，杜绝细小的恶行，遵守父

子之间的礼节，以及君臣之间的秩序，这才是天地之间信守的大道，圣人所坚守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