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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北京丰台高三二模 

语    文 
202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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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统一的全国碳市场，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中国的碳市场是

由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以及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愿碳市场）组成。强

制和自愿两个碳市场既各有侧重、独立运行，又互补衔接、互联互通，共同构成了全国碳市场体系。这对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建设美丽中国意义重大。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上线交易。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强制碳市场启动

近三年以来，总体运行平稳，制度规范日趋完善，市场活跃度逐步提升，碳排放数据明显改观，碳排放管

理能力全面提升，价格发现机制作用日益显现。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顺利完成了2019～2020年和2021～2022年两个履约周期，实现了预

期的建设目标。第二个履约周期成交量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19%，成交额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89%。

同时，第二个履约周期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明显提升，参与交易的企业占总数的82%，比第一个履约周

期增长了近50%。 

截至2023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已达到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覆盖年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51亿吨，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257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同时，碳价

整体呈现平稳上涨态势，已由启动时的每吨48元上涨至每吨80元左右，上涨66%左右。 

（取材于董鑫的文章） 

材料二 

2024年1月22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在京启动。这是继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启动后，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又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推动形成强制碳市场和自

愿碳市场互补衔接、互联互通的全国碳市场体系，是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碳交易，交易的是什么？目前碳交易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碳配额，就是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

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即碳排放权。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如果重点排放单位的实际碳排放量

低于政府分配的配额总量，那么富余的配额就可以卖掉，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应的收入；反之，如果实际

碳排放量超过配额，那就要从市场上购买其他单位富余的配额，履行碳配额清缴义务。未清缴或未足额清

缴碳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将面临处罚。 

碳交易的另一种产品是核证自愿减排量，即CCER（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对于重

点排放单位之外的其他主体，政府鼓励大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法，自愿开发和实施减排项目，推动可再生

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领域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这些自愿减排项目产

生的减排量，经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审定核查后登记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可以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节能减碳行动提供支持。减排项目业主通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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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CCER获得经济回报，更加主动自觉地参与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高排放企业可以使用CCER履行碳减排义

务；企业和机构可以购买CCER抵销碳排放，实现产品和重大活动碳中和，践行低碳承诺，履行社会责任。 

（取材于孙杰的文章） 

材料三 

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可

以参与自愿减排交易。也就是说，普通人也可参与自愿减排交易，通过购买CCER抵销自身碳排放，履行社

会责任。比如一个人从北京到外地出差，无论是乘坐火车、汽车或飞机等交通工具，都会产生一定的碳排

放，形成碳足迹。那么，未来他就可以通过在市场购买CCER，抵销这部分碳排放，为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低碳出行是一项参与低碳减排的好方式。北京市依托碳市场，创新性打通了碳普

惠和碳交易。碳普惠平台收集的公众低碳出行碳减排量，经审定后，可在北京试点碳市场交易，用于重点

碳排放单位配额清缴抵销或主动履行减碳社会责任。截至2023年9月，共签发低碳出行碳减排量12.7万吨，

大部分已出售至重点碳排放单位用于碳排放履约，所得资金通过碳普惠平台回馈参与低碳出行的公众，形

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为激励市民积极参与绿色出行，北京市发布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出行即服

务）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评估方法。2020年9月，北京市交通委联合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推出了“MaaS出

行 绿动全城”碳普惠活动。市民在平台APP注册个人信息，获得个人碳能量账户后，采用步行、骑行的方

式出行时，开启导航收集碳能量，行程结束后用户可实时获得碳减排量。个人账户中获得的减排量可捐助

植树、修桥等公益活动，也可在平台APP内兑换公共交通优惠券、购物代金券、视频会员等奖品。目前，

该项活动仍在持续开展，截至2024年3月，参与的市民已超过440余万人，累计碳减排量68万余吨。 

（取材于骆倩雯、孙宏阳的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它的启动和平稳运行，标志着我国建构完成了全国碳市场体系。  

B．自它启动至今近三年以来，强制碳市场领域工作成效明显。  

C．在它的第二个履约周期，参与交易企业比前一周期增长近50%。  

D．2023年底，它已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2．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启动，早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B．碳配额和CCER，前者强制，后者自愿，二者形成的交易市场互补互通。  

C．重点排放单位定期的实际碳排放量，不允许高于政府分配的配额总量。  

D．各市场主体自愿参与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出售。  

3．根据材料三，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参与CCER交易的市场主体，既可以是法人、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  

B．普通市民乘坐交通工具产生的碳排放，应当通过购买CCER进行抵销。  

C．普通市民低碳出行碳减排量，目前多用于重点碳排放单位配额清缴抵销。  

D．市民在MaaS碳普惠活动中获得的碳减排量，可捐助公益活动或兑换奖品。  

4．根据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截至2023年底，碳价整体呈平稳上涨态势，重点单位超额排碳成本变高。  

B．CCER有助于调动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参与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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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ER的市场交易可以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均可获得理想配额的碳排放权。  

D．未来更多市民加入低碳出行，有助于推动碳减排工作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5．根据三则材料，简要概括在推动碳减排方面，各方有哪些积极作为。（6分） 

二、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

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

万物之情气。故律吕
【1】

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

一．其节。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 

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
【2】

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

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 

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

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

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取材于阮籍《乐论》） 

注释：【1】律吕：中国古典音乐名词，分十二律，黄钟是其中一律。【2】五声：也称“五音”，指宫、 

商、角、徵、羽五个音级。 

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

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声音自当以善恶为

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皆无豫于内。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
【1】

，以自显发。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

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

理也。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
【2】

于

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
【3】

；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

故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丝竹与俎豆
【4】

并存，进退相须，共为一体，从善日迁，然后化成。 

（取材于嵇康《声无哀乐论》） 

注释：【1】和声：和谐的乐音。【2】太和：古代雅乐名称。【3】遁：放纵。【4】俎豆：泛指礼器。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九州一．其节                   一：整齐 

B. 礼逾其制则尊卑乖．             乖：错位 

C. 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           发：激发 

D. 不相经纬．．                     经纬：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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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圣人之．作乐也             此物之．自然也 

B. 以．迎阴阳八风之声             五行以．成 

C. 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       人安其．生 

D. 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           其体自若而．无变也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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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男女不易其所 

男女不改变各自的位置 

B. 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 

移风易俗，于是百姓同乐 

C. 皆无豫于内 

都与内心的感情没有关联 

D. 而醉者以喜怒为用 

而醉酒的人把喜怒作为外在表现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阮籍认为，雅乐不烦扰百姓，五音也无韵味，却可使万物自得其乐。 

B. 嵇康以酒取譬，说明音乐并无悲欢，只是把人的情感引发出来而已。 

C. 阮籍文侧重谈音乐的教化作用，嵇康文侧重探讨音乐和情感的关系。 

D. 在音乐的本质方面，他们都认为音乐源于天地自然，具有自然属性。 

10．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两篇文章的见解有何异同？请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6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30 分。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 11－13 题。（共 12 分） 

田园乐
【1】 

王维 

其三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其七 

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 

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舂。 

注释：【1】《田园乐》共七首，这组诗是王维隐居

辋川时作。 

11．以下对三首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其三”前两句，描写诗人“采菱”“策杖”的日常活动。 

B．“其六”前两句，描写辋川“桃红”“柳绿”的春日美景。 

C．“其七”前两句，描写诗人流连于山泉林木间的情状。 

D．“其七”后两句，描写诗人从早到晚不停劳作的辛苦。 

12．以下对三首诗歌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其三”后两句，以典故中的人物来自比，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志趣。 

B．“其六”前两句，注重炼字，“红”“绿”“含”“带”等词语生动形象。 

C．“其六”后两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运用了反衬的手法。 

D．三首诗都是六言绝句，对仗工整，多方面展现田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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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轼评论王维的诗与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

有“诗中有画”的特点。请你谈谈对这一特点的理解，并结合《田园乐》的具体诗句分析。（6 分） 

14．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要求：书写规范，字迹清晰。（共 8 分） 

（1）古⼈总是梦想像仙人一样长生和自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仙人的句子有“虎鼓瑟兮鸾

回车，       ”，苏轼《赤壁赋》中提到仙人的句子有“       ，抱明月而长终”。 

（2）对于战国时期六国如何避免为秦所灭的结局，古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提

出假设，“       ，则足以拒秦”；又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提出假设，“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       ，

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3）“月”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诗人常以月寄托怀人之思。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此时

相望不相闻，        ”；又如苏轼《江城子》中的“料得年年肠断处，       ，      ”。 

（4）某位同学灯下读书，忽然听到窗外春雨声，禁不住联想到许多春雨润春花的诗句，如杜甫《春

夜喜雨》中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如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        ，       ”。 

15．根据要求，回答问题。（共 10 分） 

《红楼梦》开篇有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

传？”其中“作奇传”体现了浪漫主义特色，“整部小说写的是奇人、奇事、奇境、奇思、奇情、奇物、

奇趣，甚至还有奇语”。 

（1）《红楼梦》中有很多“奇事”和“奇物”，请你各概括两件。（4 分） 

（2）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奇人”，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6 分） 

四、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 16－19 题。 

枯荣随想 

①我一直对身边那些四季碧绿的植物颇有微词。香樟、黄杨、女贞、月季，甚至家家户户一盆又一盆

搬进又搬出的盆景，让人看不懂，读不透——该落叶时不落叶，该枯萎时不枯萎，它们是想对时间进行囚

禁，还是想对空间进行霸占呢？院中的那棵桂花树就是如此，占据着院子东南角。院子本来就很小，特别

是在冬天，那一隅因此从未在阳光下通透过，让人生出压抑、阴郁之感。那树真就是一个异物．．，虽然在冬

天依然绿着，已然生气不足了，给人的感觉是永远地耷拉着，一副理不直气不壮的神态，既不合时宜，也

不合常理。 

②我常常对着它或者它们叹息：一棵从未落光叶子的植物，还是植物吗？ 

③一切都应归于自然，自然而然。而一切自然都是美好的，不得也不会有所偏废。一切自然的东西又

总存在着弱点，因而这个弱点也同样是美好的，有时甚至是因为有了这个弱点才产生出美好来。它让人对

它产生出透明的意在言外的感觉，让世界意味深长地一目了然。 

④那些田野里的草，那些房前屋后的树，每到春天便枝繁叶茂，每至夏秋便壮硕挂果，每挨冬日便敞

开心扉似的露出它纯真的本来面目，孤零零地接受一场又一场雨雪的敲打与拷问。每一个季节都是平等的，

每一次季节的转换、交替都是一次弱点的呈现，是上一个季节向下一个季节交出的答卷，向世界进行的一

次心心相印的表达，特别是秋冬时节，旷野之上，被收割或凋零后呈现出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朴素与亲

和。每一片叶子的辞别，每一株小草的遁隐，都是删繁就简后一马平川、神清气爽的诗意美感。梅尧臣

“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的赞叹一定是因此而得来。 

⑤春草青青，夏花灼灼，秋雨瑟瑟，冬雪茫茫。四季一致，春天便没有了来处，没有了来处自然就没

有了归途。没了来处与归途，那世界何以堪？从枯到荣是一种攀登，一种淋漓尽致的绽放；从荣到枯是一

种收敛，一种功成身退的凯旋。长年枝繁叶茂，带来的必是负累与拥挤，一种锱铢必较．．．．、不知敬畏的为所

欲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一切也都会水落石出。 

⑥黄帝炎帝尧帝以至先民们找到了春夏秋冬，发现了日升日落，判别了月盈月亏，并因此锁定了农事。

农事乃立国之本。农事的锁定实际是对一切生活秩序的锁定。即便是孔子著书立说，其名也谓之《春秋》。

据传，上古时代，先有春秋之别，后有冬夏。春秋者，枯荣是也。阴阳六制又称：春为规，秋为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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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乃规矩。孔子著的是规矩，时代、历史演进的是枯荣。 

⑦枯荣的更替让人类繁衍至今，并受用至今，岁月因此隆重，人类因此能诗意地栖居。有了枯荣便有

了世界，有了枯荣便有了一切。于花团锦簇中读出凛冽，人类才可能绵延不绝，永不停息。 

⑧每个生命都如离弦之箭，“嗖”的一声射出，当速度到达极限时，就有了枯萎的意境──没有了速

度的箭镞当然就是枯萎了的箭镞。他们前前后后纷纷下坠，没有一个折返，也没有一个停留在空中，他们

落下，那么自然，那么从容，那么无拘无束地散开，然后归于平静。是结束，也孕育着新的飞行。每个生

命的从枯到荣是生机，从荣到枯是收获。收获的果实瓜熟蒂落后必有一处痕迹，根深蒂固的痕迹必会跨越

时空，横陈于世。就像那一座一座的村庄，代际的更迭中血脉留存，因此乡土中国的村庄仿佛一直走在我

们的后面，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村庄则一直在前面等待着对我们进行核实．．，核实我们的身份，核实我们是

哪一棵旧枝上长出来的新果实。 

⑨我们是带着曾经的痕迹品尝一切的。人类大约百分之八的 DNA 是在远古时代感染致病、致死的逆

转录病毒的残余。如今，这些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序列不产生感染性病毒，其中一些还具有重要的功能，例

如形成胎盘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名为合胞素的蛋白质，最初就是通过逆转录病毒感染而进入人类祖先及其他

哺乳动物的基因的。 

⑩多么让人恐惧又多么让人兴奋的结果。 

⑪我忽然就理解了历代很多画家为什么喜欢画残荷、残菊了，他们画的是枯萎，更是凋零处的缕缕生

机，肃杀处的种种意犹未尽。 

⑫日升日落面对的是大江东去、潮起潮落。一窗春风，一地翠茵，一帘秋雨，一江寒雪，这便是自然

世界的“顶配”，这是我们人类的必须。旷野之上，哪一丛蓬草不是栉风沐雨，哪一颗桃杏不是历夏经冬，

哪一栋屋宇不在演绎悲欢离合的四季！而生命就在这轮回中生生不息．．．．。 

⑬即便是四季碧绿的植物，也是如此。就如我家院中的那棵桂花树，其叶片寿命长达两三年或更久一

些，然后再静悄悄地，一片一片地，部分地老去脱落，部分地长出新叶，它们陆续更新，便看似终年常绿。

所以，枯荣其实依然在悄悄继续。 

（取材于金国泉的同名散文） 

16．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那树真就是一个异物．．                      异物：珍奇的事物 

B．一种锱铢必较．．．．、不知敬畏的为所欲为        锱铢必较: 过分计较 

C．等待着对我们进行核实．．                    核实：检验查证 

D．而生命就在这轮回中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延续不终止 

17．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文以作者对四季碧绿植物的不满开篇，引出后文对“枯荣”的思考。 

B．作者认为自然的都是美好的，即便是弱点，有时弱点也能产生出美好。 

C．第④段末引用诗句，是为了表现花朵枯萎时的美感及其香味的持久性。 

D．结尾处照应开头，前后呼应，强调了“枯荣”作为自然规律的必然性。 

18．作者认为“枯荣的更替是自然界的顶配，是人类的必须”。请结合全文，概括作者这样说的理由。（6

分） 

19．第⑤段的画线句在语言表达上具有表现力，请结合文本具体赏析。（6 分） 

从枯到荣是一种攀登，一种淋漓尽致的绽放；从荣到枯是一种收敛，一种功成身退的凯旋。 

五、本大题共3小题，共66分。 

20．语言基础运用（共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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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算力是处理和传输数据的关键能力，拥有更强大的算力意味着在数字化竞争中更具优势．．．．。②在人工智能

领域，     神经网络和大模型竞争对算力需求持续攀升，算力已成为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制约因素之一。③

【A】在区块链领域，算力是链上数据安全可信的重要保障；【B】在大数据领域，算力是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

的技术保障。④同时，算力也正在推动科学研究由计算模拟和数字仿真的传统范式，转向聚焦大数据相关性分

析的新范式，在提高科研创新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科研的风险和不确定性。⑤至关重要的是，推动数字经济转

型、智能社会发展和前沿科技创新需要坚实的算力产业。⑥当前，算力也是国家安全和战略决策的重要保障，

全球算力竞争渐趋白热化，必须持续提升我国算力的国际竞争力。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①句中短语“更具优势”使用正确。 

B．②句中的横线处可填“如果”一词。 

C．③句中【A】【B】两句可以互换。 

D．④句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没有语病。 

（2）在不改变句子原意的前提下，将⑤句中画横线的部分改为以“坚实的算力产业”开头的句子。

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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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今年的科技节设立了以“我们正青春”为主题的短视频创作比赛项目。 

（1）为鼓励更多同学参与其中，请你围绕比赛主题，写一则活动宣传稿。要求：重点突出，条理清

晰。 

（2）作为高三学生，是否参加这项短视频创作比赛，同学们存在争议。对此，你怎么看？请说明你

的观点和理由。要求：言之有理，理由充分。 

（3）请你以“青春正好，科技有我”为题，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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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拳”指多项举措配合起来一起使用的策略。在提升自我、迎接挑战、应对局势等各种情境

中，经常需要打出“组合拳”。 

请以“论组合拳”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一句诗，或勾起回忆，或鼓舞前行，或引发畅想……人生中一定有这样一句诗让你念念不忘。 

请以该句诗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第8页/共10页 
 

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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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分）答案要点： 

①政府机制方面 

完善制度：运行并完善全国碳市场体系（强制和自愿两个碳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提升碳

排放管理能力（1 分）。激励引导：创新性打通碳普惠和碳交易，打造好碳普惠平台，引导鼓励企业和个人

碳减排工作（1 分）。 

②市场主体方面 

履行义务：重点排放单位等市场主体严格按碳配额规定履行碳减排义务和社会责任（1 分）。技术开发：

更加主动自觉地参与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1 分）。 

③公民个人方面 

积极参与：普通市民积极参与到低碳出行等碳减排活动中，获得碳减排量（1 分）。良性互动：通过碳

普惠平台与重点碳排放单位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1 分）。 

【评分参考】6 分。三个要点，每个要点各两个得分点，每个得分点 1分。 

二、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8分。 

6.（3 分）A       7.（3分）C       8.（3 分）B       9.（3 分）A 

10.（6 分）答案要点： 

（1）相同点：他们都认为礼乐应相互配合，方能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2 分）。 

（2）不同点： 

阮籍认为：音乐可以开启百姓的情怀，平和人民的内心世界（2 分），统一百姓的意志，使人们各安其

位（2 分），各安其生，自然向善，改变风俗（2分），从而实现教化目的。 

嵇康认为：音乐可以抑制人的情感放纵，引导人的欲望（2 分），从而使人民“从善日迁”，达到教化

目的。 

【评分参考】6 分。相同点 2 分；不同点 4 分，其中阮籍、嵇康各答出一点即可得满分。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30分。 

11.（3 分）D       12.（3 分）C  

13.（6 分）答案示例： 

“诗中有画”，指诗人善于以画法入诗（1 分），描写景物细致入微，绘形绘色，能使读者感受到诗中

的画面美（1 分）。如《田园乐(其六)》，色彩鲜明、描写细致，构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1 分）。选取

“桃红”“柳绿”春天常见的景物，突出春天特点（1 分）；运用“红”“绿”两个颜色词，色彩鲜明，展现

了一幅柳暗花明的图画（1 分）；细致描绘“含宿雨”“带朝烟”，展现如画美景（1 分）。 

【评分参考】6 分。“诗中有画”理解，2 分；结合诗句分析，4 分。 

14.（8 分） 

（1）仙之人兮列如麻     挟飞仙以遨游  

（2）使六国各爱其人     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 

（3）愿逐月华流照君     明月夜，短松冈  

（4）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评分参考】共 8 分。每空 1 分。有错别字该空不得分。 

15. （共 10 分） 

（1）（4 分）答案要点： 

“奇事”：木石前盟（绛珠仙草还泪神瑛侍者），甄士隐梦识天机，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马道婆巫蛊

害人等。 

“奇物”：风月宝鉴，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薛宝钗的金锁，薛宝钗的冷香丸等。 

【评分参考】4 分。“奇事”2 分，“奇物”2 分。 

（2）（6 分）答案要点： 

①宝玉的降生奇异。宝玉衔玉而生，是奇石幻化为人来到世家大族贾府。 

②宝玉的情缘奇异。宝玉的前世为神瑛侍者，黛玉的前世为绛珠仙草，两人的情感缘于前世的木石前

盟（绛珠仙草还泪神瑛侍者）。 

③宝玉思想（性格）奇特。他离经叛道、愤世嫉俗，他反对“男尊女卑”观念，被荣国府寄以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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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鄙弃功名利禄，反对“仕途经济”。 

④宝玉行为奇特。他放诞不羁，他两次“摔玉”和独自看望被撵出大观园的晴雯等举动，表明他不愿

受封建礼教束缚，行为独立不羁。 

⑤宝玉命运奇异。宝玉历经红尘后又变回石头，回到青埂峰下，命运的结局奇异。 

【评分参考】6 分。每点扣“奇”的内涵特点，结合情节或相关内容简析 2 分；答出三点即可。如有

其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四、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分。 

16.（3 分）A       17.（3 分）C 

18.（6 分）答案示例： 

对于自然来说，四季各有特点且依序更迭，枯荣的变化展现了自然的本来面目（1 分），季节更迭符合

自然规律（1分）。对于人类而言，由四季而立农事，立农事而定秩序，枯荣合而规矩生（1分）；枯荣的更

替让人类繁衍至今（1分）；代际更迭中延续的血脉传承使我们能够确定自己的故乡（1分）；人类因感染病

毒生病死亡，代际更迭中，远古的基因可促使后续生命的形成（1 分）。 

【评分参考】6 分。按点给分，意思对即可。 

19.（6 分）答案示例： 

①该句善用动词（1分），表情达意准确生动（1分）。如“攀登”“绽放”“凯旋”等动词，生动地表现

出生命从枯到荣的灿烂，从荣到枯的光荣（1 分）。 

②运用比喻（1分），将荣枯的双向过程具体化、形象化（1分）。将从枯到荣的过程比喻为攀登、绽放

的过程，展现出此过程体现的生命力；将从荣到枯的过程比喻成凯旋，表达了对生命的赞美（1 分）。 

③运用整句（1 分），以整齐的语言形式展现生命荣枯的过程（1 分），语势贯通，一气呵成（1分）。 

【评分参考】6 分。三个要点，每点 3 分；每个要点，特点 1分，分析 2 分。答出两个要点即可。 

五、本大题共 3小题，共 66分。 

20.（6 分） 

（1）（3 分）B 

（2）（3 分）参考答案：坚实的算力产业是推动数字经济转型、智能社会发展和前沿科技创新的需要。 

【评分参考】3 分。“内容”2 分，“句式”1 分。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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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参考】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参考类别进行赋分。 

【文言文译文】 

音乐，是天地之本体，万物之本性。音乐合乎本体、顺应本性，就和谐，背离本体、丧失本性，则不

协调。从前圣人作乐，就是用来顺应天地之本体，成就万物之本性。所以确定天地八方之音，来应和阴阳

八风之声，协调黄钟作为中和之律的作用，开启百姓及万物的情怀。因此，律吕协调则阴阳和谐，声音适

宜则万物各从其类，男女不改变各自的位置，君臣互不冒犯，四海呈现出一派祥和的风貌，九州演奏的都

是统一的节奏。天地契合于自身的道德，则万物应运而生，不使用刑罚与奖赏，百姓却会自然地过上安定

的生活。 

乾坤的关系平易简单，所以雅乐并不复杂；道德的本质和顺淡然，所以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

级恬淡自然。雅乐的节奏不复杂，天地阴阳就会相合；音乐的音级恬淡自然，那么万物就会自得其乐。人

们在不知不觉中改恶从善，完成教化，其实风俗的改变与音乐的道理是相同的，这都是自然的道理，也是

音乐的始源。 

先王制乐，是希望安定天下万物的情态，统一天下百姓的意志。刑罚和教化一体，乐和礼内外互补。

刑罚松弛则教化不能独自发挥作用，礼教废弃则乐就失去了根基。人有尊卑之分、上下之别，这就是礼的

体现；人们安于自身的生活、没有过分哀伤的情感，这就是乐的功能。礼逾越其应有的规制，尊卑就会错

位；乐失去其自身的秩序，亲疏就会混乱。礼规定人们的外在行为，乐平和人们的内心世界；礼治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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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礼乐端直，因而天下太平。 

天地合乎它的道德，万物就崇尚生长；寒来暑往，五行就形成了。所以外现为五色，发出为五声。声

音的产生，那就好像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气味，它好和不好，即使遭遇到浑浊混乱，它的本体也还保持原

有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哀喜而改变性质呢？声音本来就是以好和不好为属

性，跟哀乐没有关系；哀乐本来就是感情受到激发以后而产生，与声音无关。色彩有美丑，声音有好坏，

这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都与内心的感情没有关联。至于哀乐本来是因为和某些事情相遇，而预先郁结在

心中，只是经由和谐的乐声而自己显现出来；和谐的乐声感动人心，也如同美酒激发感情一样。酒以甘苦

为属性，而醉酒的人以喜怒作为外在表现。人们见到悲欢之情被音乐激发出来，就说音乐有哀乐，这就好

像看见喜怒之情被酒激发，就说酒中有喜有怒一样。所以声音有天然的和谐，却和人的感情无关。内心情

感和音乐明显是两回事，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轨迹，是不相交织的，怎么能把太和之乐和人的悲欢之情混

淆在一起，给音乐强加以哀乐的虚名呢? 

人们所讲的改变风俗这种情况，一定紧承在社会衰败之后。古人知道情感不可放纵，所以抑制它泛滥；

知道欲望不能断绝，便有意引导它走上应有的轨道。所以制定了可以奉行的礼节，创制了可以引导感情的

音乐。音乐和礼仪并存，一举一动互相配合，融为一体，人们一天天地改掉缺点，走向善良，然后教化就

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