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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东城高三（上）期末 

语    文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占总

人口的 18.9%。预计“十四五”时期，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我国将进

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养老服务已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养老”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

周人修而兼用之。”燕、飨、食等礼仪都是借祭祀鬼神之日，以宴会的形式编排长幼序列，演示敬老之

礼。这里的“养老”还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养老行为。 

周代养老的仪式除了设置公宴外，还给国老颁发上顶端镶有木雕鸠鸟形状的黑色木制拐杖——鸠杖

（同王杖、玉杖）。鸠鸟食道宽，吞咽顺利，意在祝福老年人吃好吃饱；鸠杖象征着一种权利和荣誉，持

杖老人凭杖就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养老优抚政策，除给予老人一些荣誉之外，还向社会颁布养

老的法令，明确养老范围，建立了具体的保障监督措施，比如汉代就明确规定“子孙为国而死的父祖”等

四类人归社会养老。唐宋时期，敬老和崇文并举，国家建立了“文学馆”等文史研究机构，组织老年学士

修史编志，起草皇帝诏书，协助科举考试。《唐书》中还有国家为高龄老人配备家庭服务人员的记载。北

宋出现了最先用财政资金救助“老疾孤穷丐”的机构——“福田院”。明代除参照汉代做法外，还积极组

织老年人参加政权建设，并在多地设立了养济院。清代沿用了明朝的养济制度。 

我国古代养老文化的核心是“孝”，而以“孝”为核心的古代养老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强

大的生命力。“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善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

映。“儿女孝顺，含饴弄孙”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最大精神寄托。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

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早已在国人的思维之中根深蒂固。

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或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的

家庭养老，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的结合。这样的家庭养老促进了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归

属感。 

（取材于刘松林、曾富生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如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421”家庭模式，独生子女的现实，导致无

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老人能从子女身上得到的都是有限的。 

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 90%左右的老年人在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居住在自己家

中，享受“亲人服务”的同时又能得到所在社区有偿或无偿服务。这种模式满足了老年人在家安度晚年的

情感需求，也能够降低老年群体的养老成本，有效节约社会资源，提升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整体水平。围

绕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2021 年 11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作出了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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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道（乡

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家社区养老，目前，全国多地正在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以便老年人能够在步

行 15 分钟范围内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建立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既保留了家庭养老的优点，又强化

和拓展了日常生活、医疗保健、社交等养老服务供给。老年人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更有利于其身心

健康。”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杜旻表示。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服务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智慧养老服务是通过使用智能设备获

取老人服务需求信息，以老年人服务信息平台为中枢，以线下服务圈为支撑，提供实时、快捷、高效的物

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智能设备包含提供环境安全及身体健康监测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及可穿

戴的智能终端设备。智慧养老通过线上发展带动线下养老服务业的转型与升级。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无论是 15 分钟养老圈，还是智慧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建设的不断完

善，让幸福晚年触手可及。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人民至上”的本心与初心。 

（取材于任海、陈春柳等的相关文章） 

1. 根据材料一，下列对“养老”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最早是指一种敬老仪式。 

B. 在周和汉时有敬老意味。 

C. 唐宋时敬老、养老并举。 

D. 在家养老就是传统养老。 

2. 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周代，鸠杖对老人意味着受人尊敬和享有待遇。 

B. 唐宋时，老年人都有权参与文史研究机构的工作。 

C. 中国式赡养不仅是“孝”的要求，也是“孝”的体现。 

D. 家庭养老能让老人在闲适生活中体会到天伦之乐。 

3. 根据材料二，下列不属于．．．享受智慧养老服务的一项是（    ） 

A. 老年人出门佩戴定位呼叫器，遇险一键呼救。 

B. 老年人通过机顶盒获取健康资讯，远程问诊。 

C. 居家老人线上预约康复理疗师上门进行服务。 

D. 老人到社区服务中心现场购买智能看护床垫。 

4. 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理解与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国历代都重视制定养老政策和建设养老机构。 

B.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现实需要。 

C. 社区在现代多样化养老服务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D.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解决了我国老年人出行问题。 

5. 请综合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要说明我国为什么发展居家社区养老。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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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赵、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

下。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为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

幸也。 

呜呼！秦之巧，亦创智伯
【1】

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魏、韩。秦

并天下，不亦宜乎！齐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
【2】

佐之，秦犹伐齐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

齐、楚救之。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

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余年。 

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夫秦

欲并天下耳，岂以谨故置．齐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齐”者，所以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齐、秦不两

立，秦未尝须臾忘齐也，而四十余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

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故

二国亡，而齐亦虏不阅岁，如晋取虞、虢
【3】

也，可不谓巧乎？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

呼！亦晚矣。 

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

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则奈

何？曰：古之取国者必有数。如取龆齿也，必以渐，故齿脱而儿不知。今秦易楚，以为龆齿也可拔，遂抉

其口，一拔而取之，儿必伤，吾指为啮。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数也。 

（取材于《东坡志林》 

注释：【1】智伯：晋国四卿（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中最为强大的一家，后来被韩、魏、赵三

家联手攻灭瓜分。三家史称“三晋”。【2】君王后：齐襄王田法章的王后，齐王田建的生母。【3】晋取

虞、虢：春秋时期，晋国向虞国借路，出兵攻打虢国。晋国灭虢后，回师途中灭了虞国。 

6.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非有道也，特．巧耳    特：特别 

B. 秦遂围邯郸，几．亡赵    几：几乎 

C. 而齐之亡形．成矣        形：局势 

D. 岂以谨故置．齐也哉    置：放过 

7.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 

A. 请粟于．齐           州司临门，急于．星火（《陈情表》 

B. 赵虽．未亡           他植者虽．窥伺效慕（《种树郭橐驼传》 

C. 齐人不悟而．与秦合   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兮辞》 

D. 齐乃．发兵守西界     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石钟山记》 

8.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魏、韩。    

秦国知道以智伯为戒，但诸侯始终不知道效法魏、韩。 

B. 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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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知道赵国没有亡国，所以不对齐国用兵四十多年。 

C. 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     

君王后事奉秦国恭谨，所以没有遭到攻伐。 

D. 今秦易楚，以为龆齿也可拔。    

现在秦国轻视楚国，认为（楚国）像小孩快要脱落的牙齿般可以拔掉。 

9. 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苏轼说“秦并天下，不亦宜乎”有讽刺六国未能联合而灭亡的意味。 

B. 苏轼用晋灭虞、虢的故事，说明秦伐楚、伐燕后，灭齐的进展迅速。 

C. 苏轼认为秦国攻打楚国没有循序渐进而是倾尽全国之力，存在风险。 

D. 苏轼通过分析秦取齐、楚的策略，认为秦最终能统一天下是侥幸的。 

10. 请结合文章内容，概述苏轼认为齐灭亡的原因。 

阅读下面诗歌，完成小题。 

闻黄鹂
【1】

 

柳宗元 

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 

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 

目极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青波。 

王畿
【2】

优本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 

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 

翻日迥度昆明
【3】

飞，凌风邪看细柳
【4】

翥
【5】

。 

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
【6】

不思还。 

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 

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熟。 

注释：【1】本诗写于作者被贬湖南永州期间。【2】王畿：指京城周郊地区。【3】昆明：池名，在长安西

南，最初用于练习水战。【4】细柳：营名，在京兆府咸阳西南。汉文帝时，周亚夫曾屯兵于此，以备匈

奴。【5】素：鸟飞。【6】伧人：粗野鄙贱之人。 

11. 下列对诗句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倦闻”一句中“子规”即杜鹃，日夜啼叫，声音哀切，本诗中是悲苦的象征。 

B. “目极”四句描写沃野千里、麦浪青青，表达了诗人对永州民生富庶的感慨。 

C. “此时”两句形象地勾勒出一个民风朴实、邻里和睦、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 

D. “翻日”两句对仗工整，再现了春日黄鹂在昆明池、细柳营上空飞翔的姿态。 

12.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首句与“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表达的情感基本一致。 

B. “我今误落千万山”中“误落”一词表明诗人对此前人生充满悔恨。 

C. “身同伧人不思还”指作者受永州风俗感染，已经不再想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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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诗描绘了一幅亲切鲜活的故园乡土风情画，句句平实，情感丰富。 

13. 这首诗多处写到黄鹂。请分析作者是如何借助黄鹂表达情感的。 

14.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1）文人创作有时直抒胸臆，坦露襟怀。屈原在《离骚》中用“乘骐骥以驰骋兮，_________”表现自己

的豪迈自信，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用“归去来兮，_________”表达自己坚决的归田之志；李密在

《陈情表》中用“臣无祖母，_________”抒发对祖母刘氏感恩之情。有时则借助描写景物抒发情感。归

有光在《项脊轩志》中用“明月半墙，_________，风移影动”抒发自己在清幽环境下的怡然自得；姜夔

在《扬州慢》中用“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_________”表达物是人非，不胜今昔的伤感。 

（2）中国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拟行路难（其四）》中不能安于宿命的鲍照，“_________，举杯断绝

歌《路难》”；《客至》中刚刚安居草堂的杜甫，尽管盘中菜肴简单，且“_________”，也愿与邻翁对

饮；《登快阁》中知音难觅的黄庭坚，也只能无奈慨叹“_________”。可见酒是液体的诗，诗成了情酿的

酒。 

15. 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1）《红楼梦》中，环境、灯谜、物品等往往起着揭示人物特点、预示人物命运的作用。“潇湘馆”中翠

竹林立，象征林黛玉_________的性格；“稻香村”中泥墙茅舍，恰合李纨_________的特点；灯谜“前身

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隐喻了贾惜春_________的宿命；蒋玉菡和花袭人经贾宝玉交换的“汗

巾”，预示着日后蒋花二人_________的命运。 

（2）刘姥姥的故事主要见于第六回、第三十九至四十二回、第一百一十三回，她三进贾府，受到了不同

的待遇，也见证了贾府不同阶段的特点，请根据原著内容简述。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小题。 

耦园听曲 

相比拙政园，耦园小很多。以中厅为中心，东西分有两座花园。之所以要去耦园，只因为当年钱穆先

生携母亲避难曾经在这里的东花园住过。那是 1939 年的事情了，战火纷飞之时，耦园已经破败如电影

《小城之春》里的废园。 

出于对钱穆先生的敬重，方才到这里寻访怀旧。来时接近黄昏时辰，又是细雨过后，耦园里风清气

柔，异常清静，远不如拙政园游人如织。步入中厅，除服务人员一老一少外，空无一人。厅堂方正轩豁，

设有小小的舞台，台前摆满桌椅，还有一面苏州评弹演出的广告。我问身穿一身蓝布长褂的长者：什么时

候有演出？告诉我：现在就可以。 

这时候，舞台出将入相一门的门帘一挑，走出一位粉裙黑衣的女人，款款走下舞台，走到我面前，递

给我一份节目单，翻翻正反两面，对我说：前面是小曲，后面是评弹，你们要听哪一个？然后，又道：小

曲每首 50 元，评弹，单人每首 80 元，双人 100 元。 

看了一遍节目单，评弹里有《潇湘夜雨》《晴雯撕扇》《钗头凤》几首，我选了双人演唱的《钗头

凤》。两人回到后台，拿着三弦，抱着琵琶，走到前台，端坐在一张小桌两旁，轻拨慢挑琴弦，开始演

唱，台风很稳。 

说实在的，苏州方言，根本听不懂，只知道他们一男一女分别唱出陆游和唐琬各自写的《钗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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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这首，是因为多少知道里面的唱词，隔雾观山．．．．，朦朦胧胧，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可以弥漫起一

点儿想象。小时候读这词，也学过这首词的古曲唱法，望文生义，《钗头凤》里的这个“钗”字，和

“拆”字同音，便觉得和将陆游唐琬两人生生拆散的“错、错、错”，很是吻合。读中学时，还曾经看过

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钗头凤》，陆游唐琬都是南方人，话剧里说着一口京腔，总有种违和感。用

大鼓书或北方时调唱《钗头凤》，也不大合适，尽管它们都是民间传统的说书演唱形式。还是听吴侬软语

的评弹《钗头凤》，最是琴瑟相谐．．．．，依依有种身临其境之感。 

评弹，来苏州听过几次，在剧场里听，和在这里听，味道还真不尽相同。尽管在哪里听，都是一样听

不懂，却总觉得，在苏州园林里听评弹，应该是最地道的选择，就像品春茶要汲虎丘下的清泉水，泡在紫

砂壶中，方才相得益彰，滋味别出。园林里的曲径环廊，飞檐漏窗，小桥流水，玲珑山石，茂竹繁花，和

评弹的低回婉转、轻柔舒缓、云淡风轻，交相融合，是评弹如诗如画的最佳背景，和评弹的袅袅余音丝丝．．

入扣．．，水乳交融．．．．。这和听大鼓书，要在北京的茶馆里听，味道大不一样。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土人

情，民间演唱，更是带有地方特色，是一个地方民俗民风与文化基因抹不掉的胎记．．。 

我不懂他们二位演唱的水平究竟如何，只是觉得十分好听。《钗头凤》本身就具有悲剧色彩，他们二

位唱得哀婉动人，琵琶和三弦也弹奏得娴熟悦耳，犹如细雨绵绵。我一边听，一边画他们的速写，乐声轻

柔如水，滴溅．．在画本上，晕湿．．了几分笔墨。 

曲子只是陆游唐琬各自一首词男女交错的演唱，最后合唱陆游词的前半阕。不长，很快，演唱结束。

谢过之后，请他们二位在我的速写画上签名留念。二人都姓王，我以为是两口子，不是，问过知道，男的

59 岁，女的 52 岁，早年都在艺校学评弹昆曲，毕业后同在苏州艺术团做演员，早早退休，舍不得从小学

的玩意儿，便相约一起到这里为游客演唱。男老王笑着对我说：一起来玩玩！女老王指着服务台前的小姑

娘对我说：每天和小姑娘一起，我们也年轻一些！ 

告辞之后，走出中厅，天色渐暗，就要闭园，匆匆走过西花园的织帘老屋，来到城曲草堂前的假山石

旁，看见两个身穿漂亮汉服的年轻姑娘正在拍照。心想，这样一身汉服的姑娘，从逶迤的山石后面袅袅．．而

出，还真有点儿时光穿越的感觉。不知道，刚才二王唱的那一曲评弹，她们是否听到？有评弹相伴，有园

林依托，有汉服装饰，有声有色，有情有致，才是耦园最佳景色吧？ 

八十二年前，钱穆先生就是在这里的城曲草堂二楼著书，写下了《史记地名考》。可惜，今天的这一

曲评弹，钱先生，看不到，听不到了。 

（取材于肖复兴的同名散文） 

16.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隔雾观山．．．．，朦朦胧胧     隔雾观山：凭借印象欣赏 

B. 最是琴瑟相谐．．．．        琴瑟相谐：搭配和谐 

C. 抹不掉的胎记．．        胎记：与生俱来的印记 

D. 袅袅．．而出             袅袅：不疾不徐 

17.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写清静的耦园远不如拙政园游人如织，表达作者对耦园被人遗忘的不满。 

B. 用大鼓书唱《钗头凤》与用评弹唱作对比，作者认为后者的演绎更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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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丝丝入扣”“水乳交融”等词写出园林的景致与评弹的声音相得益彰。 

D. 运用“滴溅”“晕湿”两个动词，使评弹传递的哀婉动人之情形象、可感。 

18. 请简要分析第九段划线句子的内涵。 

19. 简述文章结尾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20. 语言基础运用。 

①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方面，中国积极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

合作和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等．4 项行动。②分三批启动 53 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支持 3500 余人．

次．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为期半年以上的科研工作，超过 1.5 万名国外科技人员受训，资助专家近 2000 人．

次．。③面向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国家、非洲、上合组织、拉美建设了 8个跨国技术转

移平台，并在联合国南南框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基本形成“一带一路”技术转移网

络。④中国主导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员单位已达约 67 家。 

（1）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①句删掉“等”，不影响句意。 

B. ②句中“人次”可改为“人”。 

C. ③句中画线语句应放段尾。 

D. ④句中画线语句没有语病。 

（2）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修改②句中画线语句，使之与前后语言片段结构基本一致。将改写后的答案写

在答题卡上。 

21. 微写作。读书交流会上，你作为主持人将对读书之星进行访谈。请设计一个访谈提纲，并写出设计理

由。要求：语言简明，条理清晰。 

22. 微写作。 

2022 年 9 月《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青年表示愿意用所学回报家乡”。请谈谈你对这一

调查结果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言之有理。 

23. 微写作。 

请以“为梦想而战”为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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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作文。 

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不断丰富对《论语》的理解。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

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你对“学而时习之”有怎样的思考和感悟呢？请以“也说‘学而时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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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作文。 

随着社会发展，“扫码”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购物扫码结账，出行扫码乘车，看病扫码取号，

线上扫码学习…… 

你一定有不少关于“扫码”的经历、见闻和感受。请以“扫码”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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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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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答案】1. D    2. B    3. D    4. B     

5. ①传承传统孝文化的内在需求。 

②满足老人居家养老和子女尽孝的心理需求。 

③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与“421”家庭结构现状带来的社会问题。 

④居家社区养老拥有自身优势。 

⑤信息技术和便捷生活圈的发展助推居家社区养老。 

⑥更好地实现国家“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由“北宋出现了最先用财政资金救助‘老疾孤穷丐’的机构——‘福田院’”可知，我国传统的养老不仅

仅是在家养老。 

故选 D。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推断文本观点态度的能力。 

B.“老年人都有权参与文史研究机构的工作”错误，扩大范围，由“唐宋时期，敬老和崇文并举，国家建

立了‘文学馆’等文史研究机构，组织老年学士修史编志”可知，文中说的是“老年学士”，不是所有老

年人。 

故选 B。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重要概念含义的能力。 

智慧养老服务是通过使用智能设备获取老人服务需求信息，以老年人服务信息平台为中枢，以线下服务圈

为支撑，提供实时、快捷、高效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D.“老人到社区服务中心现场购买智能看护床垫”是老人的个人行为，不属于“享受智慧养老服务”。 

故选 D。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推断文本观点态度的能力。 

A.“我国历代都重视制定养老政策和建设养老机构”错误，曲解文意，由“唐宋时期，敬老和崇文并举，

国家建立了‘文学馆’等文史研究机构……北宋出现了最先用财政资金救助‘老疾孤穷丐’的机构”可

知，原文只是提到唐宋建设了养老机构，不能推断出“我国历代都重视制定养老政策和建设养老机构”。 

C.“起决定作用”错误，曲解文意，由“目前，中国有 90%左右的老年人在社区居家养老”可知，原文只

是说社区养老占的比例高，而“15 分钟养老圈，还是智慧养老服务”都不是“社区”“起决定作用”。 

D.“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解决了我国老年人出行问题”错误，变未然为已然，由“无论是 15 分钟养老圈，

还是智慧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建设的不断完善，让幸福晚年触手可及”可知，该养老模式建设在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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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非“解决了我国老年人出行问题”。 

故选 B。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和概括文本信息的能力。 

“我国为什么发展居家社区养老”说明学生需要分析发展居家社区养老的原因。 

由“我国古代养老文化的核心是‘孝’，而以‘孝’为核心的古代养老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强

大的生命力。‘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善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

映”可知，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是传承传统孝文化的内在需求。 

由“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早已在

国人的思维之中根深蒂固”“这种模式满足了老年人在家安度晚年的情感需求”可知，社区居家养老满足

老人居家养老和子女尽孝的心理需求。 

由“‘421’家庭模式，独生子女的现实，导致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

老人能从子女身上得到的都是有限的”可知，社区居家养老可以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与“421”家庭结构

现状带来的社会问题。 

由“老人居住在自己家中，享受‘亲人服务’的同时又能得到所在社区有偿或无偿服务。这种模式满足了

老年人在家安度晚年的情感需求，也能够降低老年群体的养老成本，有效节约社会资源，提升我国养老保

障体系的整体水平”可知，居家社区养老拥有自身优势。 

由“为了更好地服务居家社区养老，目前，全国多地正在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以便老年人能够在步

行 15 分钟范围内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可知，信息技术和便捷生活圈的发展助推居家社区养老。 

由“无论是 15 分钟养老圈，还是智慧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建设的不断完善，让幸福晚年触手可及。我们

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人民至上’的本心与初心”可知，居家社区养老更好地实现国家“人民至上”的治

国理念。 

【答案】6. A    7. B    8. B    9. D     

10. 答案要点：（1）援助抗秦同盟不彻底。赵国缺粮时，齐国拒绝援助。（2）对秦国长期不加兵的原因没有

清醒认识，亲附秦国。（3）缺乏危机意识。三晋被灭，仍然不与楚国、燕国联合。（4）正视秦国的威胁过晚。

五国灭亡后才拒绝通使，采取防御措施。（5）君臣才能平庸。不能抓住有利时机一举覆灭秦国。 

【解析】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意思的能力。 

A.特，只是。句意：不是有正道，仅仅是方法巧妙罢了。 

故选 A。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意思的能力。 

A.于，介词，向，句意：向齐国请求援助。 

于，介词，比，句意：州县的长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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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虽，转折连词，虽然，句意： 赵国虽然没有灭亡。 

虽，转折连词，虽然，句意：其他种树的人虽然暗中观察,羡慕效仿。 

C.而，转折连词，却，句意：齐国人不醒悟却和秦国联合。 

而，表示修饰，句意：时时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 

D.乃，副词，才，句意：齐国才发兵防守西边的疆界。 

乃，副词，竟然，句意：然而浅陋的人竟然用斧头敲打石头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故选 B。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翻译句子的能力。 

B. “之”，指代“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即“赵国虽然没有灭亡，但齐国灭亡的局势形成了”。 

句意：秦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对齐国用兵四十多年。 

故选 B。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本内容的能力。 

D.“认为秦最终能统一天下是侥幸的”错误，由“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数也”可知，原文说的是：所以

秦国不灭亡，是侥幸，不是技巧办法的原因。不是秦国统一天下，而是秦国不灭亡的原因。 

故选 D。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概括信息的能力。 

由“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可知，赵、齐两国作为同盟国并不彻底，在赵国

缺粮时，齐国拒绝援助。 

由“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余年”“齐、秦不两立，秦未尝须臾忘齐

也，而四十余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可知，秦国知道齐国即将灭亡，因而不对齐国用

兵，但是齐国却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亲附秦国。 

由“三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

故二国亡，而齐亦虏不阅岁”可知，面对秦国强大、齐国危险的现状，齐国丝毫没有危机意识，三晋被灭，

仍然不与楚国、燕国联合。 

由“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呼！亦晚矣”可知，当齐国明白当下的形势，发兵守卫西边

疆界的时候，为时已晚。 

由“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可知，

齐国的连有才能中等的君臣都没有，不能在秦国空虚的时候抓住时机。 

参考译文： 

秦始皇十八年，攻取了韩国；二十二年，攻取了魏国；二十五年，攻取了赵国、攻取了楚国；二十六年，

攻取了燕国、攻取了齐国，天下开始统一。苏子说：秦国兼并天下，不是有正道，仅仅是方法巧妙罢了，当

然也并不是侥幸。但是我认为（秦）攻取齐国的办法巧妙，而攻取楚国的办法笨拙，没有被楚国打败，（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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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是侥幸。 

唉！秦国巧取六国，只是以智伯为戒罢了。魏桓子、韩康子联合（反戈），智伯就灭亡。秦国知道以智

伯为戒，但诸侯始终不知道效法魏、韩。秦国兼并天下，不也应该吗！齐湣王死，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

秦国仍旧攻打齐国。法章死，（齐）王（田）建即位六年秦国却攻打赵国，齐国、楚国援救赵国。赵国缺乏

粮食，向齐国请求援助，但齐国不给。秦国于是围攻（赵国首都）邯郸，几乎灭亡了赵国。赵国虽然没有灭

亡，但齐国灭亡的局势形成了。秦国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对齐国用兵四十多年。 

凭着田法章有才能秦国却讨伐他，田建没有才能秦国却不攻伐，为什么呢？太史公说：“君王后事奉秦

国恭谨，所以没有遭到攻伐。”秦国想要并吞天下，难道因为恭谨的缘故就放过齐国？我所以说“攻取齐国

的办法巧妙”，是（秦国）用安抚齐国的办法，来瓦解韩、赵、魏三国的联盟。齐国、秦国势不两立，秦国

不曾片刻忘掉（攻取）齐国，四十多年不派军队攻打，难道这合乎情理吗？齐国人不醒悟却和秦国联合，所

以秦国能够在这期间攻取韩、赵、魏三国。韩、赵、魏三国灭亡，齐国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在这个时候，

还有楚国和燕国存在，（如果）齐、楚、燕三国联合，仍然能够抗拒秦国。秦国大量出兵攻伐楚国、攻伐燕

国，齐国却不去援救，所以这两个国家灭亡，齐国也不到一年被攻取，如同晋国攻取虞国、虢国一样，可以

不说巧妙吗？燕国和楚国灭亡之后，齐国才发兵防守西边的疆界，不和秦国通使往来。唉！也晚了。 

秦国起初派遣李信率领二十万人攻打楚国，没有取胜，就派王葛率领六十万人攻打楚国，大概是竭尽全

国的力量出战了。假如齐国有才能中等的君臣，知道国家灭亡没有多久了，而倾国出动讨伐秦国，凭着长久

安定的齐国，进入百姓厌战国内空虚的秦国，灭亡秦国如同反掌。我所以说“攻取楚国的办法笨拙”。既然

这样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古代攻取别国一定是有技巧办法的。如同（我们）拔取小孩快要脱落的牙

齿一样，一定用逐步摇动（的方式），所以牙齿脱落但小孩却没有感觉。现在秦国轻视楚国，认为（楚国）

像小孩快要脱落的牙齿般可以拔掉，于是就撬开他的嘴，一下子拔取它，小孩一定受伤，撬开他嘴的手（也

会）被咬。所以秦国不灭亡，是侥幸，不是技巧办法的原因。 

【答案】11. B    12. A     

13. （1）将子规和黄鹏的叫声进行对比，突出诗人长时间处于悲苦境地中忽然听到黄鹏叫声的惊喜。 

（2）黄鹂的一声鸣叫使诗人联想到故乡风物，引发思乡之情。 

（3）想象黄鹂在故乡昆明池、细柳营上空翻飞的自由姿态，反衬出自己身困贬地不得志的苦闷。 

（4）用呼告的手法，埋怨眼前的黄鹏为何来此地，嘱咐黄鹂速归，表达了欲归不得的哀怨。 

【解析】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和赏析诗歌情感、意象、句子的能力。 

B.“表达了诗人对永州民生富庶的感慨”错误，这四句写故园的盎然“春意”及黄鹂在一片生机、晏然和明媚

之景。然家乡的景色越是美好，越能反衬诗人的思乡之情。以乐衬哀，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故选 B。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和赏析诗歌情感、语言、句子的能力。 

B.“表明诗人对此前人生充满悔恨”错误，“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伦人不思还”是说诗人现在误落在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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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之外，就象楚地的伧人一样已经不思回到中原。表达的是客居异乡的思乡之情，并非人生悔恨。 

C.“作者受永州风俗感染，已经不再想回到故乡”错误，反用典故，身同“伧人”，不是“不思还”，而是时时

在思、刻刻在想而竟不得还。 

D.“句句平实”错误，诗歌有声有色，有典故，在意境上有喜有悲，大起大落。全诗以黄鹂一脉贯通，寓意

高远，气韵流畅，开合自如，不是语言平实。 

故选 A。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赏析诗歌手法的能力。 

首句“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写诗人已经听厌了子规鸟早晚的啼声，真没想到忽然有黄鹂鸟在

耳边鸣叫。将和黄鹏的叫声进行对比，通过“倦闻”“不意”的对比表达诗人长时间处于悲苦境地中忽然听

到黄鹏叫声的惊喜。 

“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运用联想手法，写诗人听到黄鹂鸟的一声鸣唱在楚江边的睡梦被惊

醒，眼前仿佛出现了春意盎然的故乡美景，引发诗人的思乡之情。 

“翻日迥度昆明飞，凌风邪看细柳翥”运用想象手法，描写黄鹂鸟总是翻飞在阳光下横度昆明池，又总是迎

着风斜看着细柳展翅飞翔。想象黄鹂自由翻飞的状态，反衬诗人身不由己，难以飞翔，难以归乡，表达了诗

人身困贬地不得志的苦闷。 

“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椹行当熟”四句运用呼告的修辞，写诗人告

诉黄鹂：你这故乡的禽鸟因为什么缘故也来到这里？让我产生了桑梓的怀念之情。请赶快闭嘴回去，一定要

快！当你回去的时候，恐怕西林紫色的桑椹正好要成熟了。让黄鹂鸟不要来此地，告诉它赶快归去，恰恰表

现了诗人欲归不得的哀怨。 

14. 【答案】    ①. 来吾道夫先路    ②. 田园将芜胡不归    ③. 无以至今日    ④. 桂影斑驳    ⑤. 

冷月无声    ⑥. 酌酒以自宽    ⑦. 樽酒家贫只旧醅    ⑧. 青眼聊因美酒横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名句名篇的能力。 

易错字词：“芜”“至”“斑驳”“酌”“樽”“醅”“横”。 

15. 【答案】（1）    ①. 孤标傲世    ②. 淡泊寡欲    ③. 出家为尼    ④. 结为夫妻     

（2）答案示例：第一次进贾府，受到刁难与鄙视，看到的是贾家大族高高在上的权势。第二次进贾府，受

到“礼待”，看到的是贾家豪门大户的奢侈讲究。第三次进贾府，接受托付，看到了贾家遭逢变故、人心惶

惶不安的衰败景象。 

【解析】 

【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的能力。 

竹子春不争荣，冬不枯谢，不趋炎附势的高风亮节，与黛玉清高纯洁，不与世同流合污的性格一致；竹抗

风暴，傲霜雪，与松梅素有“岁寒三友”之称，这与黛玉孤高自傲的叛逆思想和反抗性格相投。 

稻香村的外部格局，这里没有潇湘馆的粉墙黛瓦，没有蘅芜苑的绿窗油壁，有的只是泥墙茅屋，树条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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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土井菜地，完全跳脱出了贾府的富贵气象，倒像是刘姥姥等人乡野之人的住所。没有任何富丽装饰的

稻香村，也恰如她的为人，恰如她的一生一般，有的只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表现了李纨的淡泊寡欲。 

贾惜春所制灯谜。其谜底是“佛前海灯”。“佛前海灯”，即长明灯，供于寺庙佛像之前，灯内大量贮

油，中燃一焰，虽不甚明，但却长年不灭。惜春此谜，是写佛前海灯的，却又具有谶言的性质，是预示惜

春日后出家为尼之最后归宿的。 

贾宝玉和蒋玉菡一见如故，蒋玉菡要和袭人换汗巾，贾宝玉就解下自己的松花汗巾与蒋玉菡的大红汗巾交

换了。这条松花汗巾就是袭人的。袭人换上了大红茜香罗汗巾，说明了袭人和蒋玉菡的姻缘。这段姻缘叫

香罗之姻。后来袭人嫁给了蒋玉菡。贾宝玉对袭人有情，袭人也一门心思要嫁给贾宝玉。然而宝玉和袭人

有缘无分。贾宝玉亲手把茜香罗汗巾系在袭人身上，就是亲手把袭人推给了蒋玉菡。当袭人嫁给蒋玉菡

时，宝玉后悔莫及，他徒然叹息：“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鉴赏名著情节及其作用的能力。 

刘姥姥因生活艰难，求贾府救济，一进荣国府，最初连人都找不到，处处受到刁难与鄙视，后来通过周瑞

家的，见到了平儿，最后才见到王熙凤，通过周瑞家的来陪衬王熙凤，通过周瑞家的那些言谈，显出荣国

府的显赫和王熙凤的权势。通过王熙凤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同样可以看到贾家大族高高在上的权势。 

第二次，为答谢凤姐的资助，带些时鲜果蔬给大家尝鲜，刘姥姥二进大观园。通过贾母领着刘姥姥观赏大

观园，从而给读者展示了大观园的详细状况。展现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探春等各人的房间，以此

来展示人物性格，比如薛宝钗的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而借刘姥姥醉酒走错房间，展现出

了贾宝玉的房间似个小姐闺房。吃饭用的筷子，喝酒用的酒杯，吃的菜肴等，都让刘姥姥看到贾家豪门大

户的奢侈讲究。 

第三次进荣国府时，贾府被抄后，贾母已死，凤姐病得骨瘦如柴，神情恍惚，为报恩，刘姥姥接受凤姐托

孤的请求。看到了贾家遭逢变故、人心惶惶不安的衰败景象。 

【答案】16. D    17. A     

18. ①评弹、园林、汉服等相得益彰，构成了作者眼中的耦园最佳景色。 

②“有声有色”指评弹艺术吴侬软语的原汁原味和苏州园林的清净雅致、诗情画意；“有情有致”指作者从

评弹演员退休后仍以为游客演唱为乐、年轻姑娘穿汉服拍照等耦园所闻所见，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情趣。     

19. 内容上：交代了钱先生在耦园避难时期依然坚持著书，追溯文化渊源；表达了对钱先生的敬佩和先生无

缘今日耦园最佳景色的惋惜，也表达了对今日欣赏到的耦园评弹景象的肯定。结构上：与开头写钱先生曾住

过耦园的相关内容呼应，结构完整。 

【解析】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 

D.“袅袅”指烟雾缭绕升腾，也形容细长柔软的东西随风摆动。此处指一身汉服的姑娘摇曳行走的姿态。 

故选 D。 

【17 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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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本内容和赏析文本词语、句子的能力。 

A.“表达作者对耦园被人遗忘的不满”错误，原文“来时接近黄昏时辰，又是细雨过后，耦园里风清气

柔，异常清静，远不如拙政园游人如织”，写出了耦园的清净。 

故选 A。 

【1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句子含义的能力。 

理解“有评弹相伴，有园林依托，有汉服装饰，有声有色，有情有致，才是耦园最佳景色吧”需要抓住句

子的关键词“有声有色”“有情有致”。 

由“还是听吴侬软语的评弹《钗头凤》，最是琴瑟相谐”“他们二位唱得哀婉动人，琵琶和三弦也弹奏得

娴熟悦耳，犹如细雨绵绵”“乐声轻柔如水”可知，此处的评弹原汁原味，是当地的吴侬软语；由“园林

里的曲径环廊，飞檐漏窗，小桥流水，玲珑山石，茂竹繁花”可知，耦园景色清净雅致，充满诗情画意。 

由“毕业后同在苏州艺术团做演员，早早退休，舍不得从小学的玩意儿，便相约一起到这里为游客演唱。

男老王笑着对我说：一起来玩玩！女老王指着服务台前的小姑娘对我说：每天和小姑娘一起，我们也年轻

一些”“这样一身汉服的姑娘，从逶迤的山石后面袅袅而出，还真有点儿时光穿越的感觉”可知，在耦园

听评弹，感受到了当地人退休后的生活情趣，以及年轻的小姑娘在耦园拍照的情趣。 

因此，该句意在表现此次耦园之行，既看到了美丽的园林美景，又听到了地道的苏州评弹，还欣赏了传统

的汉服，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耦园最佳景色”。 

【1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段落作用的能力。 

尾段的作用需要从内容、结构、主旨等角度进行分析。 

尾段为：八十二年前，钱穆先生就是在这里的城曲草堂二楼著书，写下了《史记地名考》。可惜，今天的

这一曲评弹，钱先生，看不到，听不到了。 

内容上，由“之所以要去耦园，只因为当年钱穆先生携母亲避难曾经在这里的东花园住过。那是 1939 年

的事情了”“八十二年前，钱穆先生就是在这里的城曲草堂二楼著书，写下了《史记地名考》”可知，当

时正值抗日战争，钱先生在耦园避难，尽管条件艰苦，依然笔耕不辍，。从而表达了对钱穆先生的敬佩之

情。 

情感上，“可惜，今天的这一曲评弹，钱先生，看不到，听不到了”表达了“我”的惋惜之情，结合前文

可知，此次耦园之行，既看到了美丽的园林美景，又听到了地道的苏州评弹，还欣赏了传统的汉服。而这

一切钱穆先生都看不到了，因此表达了作者对先生无缘今日耦园最佳景色的惋惜。同时，通过作者因为先

生不能欣赏也表达了对今日欣赏到的耦园评弹景象的肯定。 

结构上：文本开头写“之所以要去耦园，只因为当年钱穆先生携母亲避难曾经在这里的东花园住过。那是

1939 年的事情了，战火纷飞之时”，结尾写“八十二年前，钱穆先生就是在这里的城曲草堂二楼著书，写

下了《史记地名考》”，内容上互相呼应，结构上更加完整。 

20. 【答案】（1）A    （2）培训超过 1.5 万名国外科技人员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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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1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词语、辨析并修改病句及语言连贯的能力。 

B.人次：量词，表示若干次人数的总和。此处换为“人”则是指有多少人，意思不一样，不能改。 

C.划线句子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对应“跨国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等内容，不能放

段尾。 

D.“已达约”不合逻辑，“已达”后要接确数，和“约”矛盾，去掉一个。 

故选 A。 

【小问 2 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 

此句为主谓结构，和前后句子结构不一致，应改为动宾结构：让“超过 1.5 万名国外科技人员”作宾语，

前面加谓语“培训”。 

21.【答案】问题一：平时喜欢读哪一种类型的书？（由浅入深，追问问题） 

问题二：是因为什么而去看书，是自己感兴趣还是家长老师要求的呢？（了解学生的阅读心理和现状） 

问题三：读书的时候，一般会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阅读呢？（诱导性提问，引出生动有效的对话） 

问题四：当你读完一本课外书后，你会做些什么呢？（紧扣主题，适当扩展）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微写作的能力。 

本题为实用类微写作。 

题干已经明确场所“读书交流会”，那么访谈的主题应该是关于读书的，可以是对读书的认识，读书的方

法，所读书目的类型等。那么“作为主持人将对读书之星进行访谈”，设计访谈提纲，需要围绕主题，言

简意赅提问，问题设计既要让被访谈的人有话可说，又要有梯度。写出设计理由，需要根据设计的问题来

写，一般访谈是开门见山，紧抓核心问题，由浅入深。还可以有诱导性的提问等。 

具体设计的时候，要紧扣读书主题，切中要害，让对方觉得对话访谈有价值。还可以用一些宽泛的话题缓

解气氛，或者营造氛围，如“书籍是一杯酒，让你畅开关闭已久的胸怀”“书籍是一首歌，喷涌出你内心

深处的激情”等。可以进行适当的诱导性提问，采访对象有较好的敏感性时候，需要把握好访谈的时机、

语气、声调等。如可以多用“你怎么看”“你怎么做”等。 

22. 【答案】我认为受访青年愿意用所学回报家乡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他们有着热爱家乡的情怀，家乡

需要他们用所学知识来建设，他们希望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二是乡村对年轻人是有吸引力的，主要

体现在：家乡生活节奏慢、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环境绿色健康、方便照顾家人、通勤距离短等。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这是一道议论类微写作题目。 

所给材料是《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青年表示愿意用所学回报家乡”，要求

考生谈谈对这一调查结果的看法。考生在谈看法的时候，既可以从客观方面着眼，如家乡建设需要青年用

所学知识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乡村城镇化建设迅猛发展，城乡差别并不大，青年在家乡一样大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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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余地等；也可以从主观方面着眼，如青年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建设家乡的情怀等。言之有理即可，同时

注意字数要求。 

23. 【答案】示例： 

为梦想而战 

数年攻书寒苦，今宵征冲天路；回眸从前付出，泼墨卷袖书。这是我们的期待，在黑暗中仍然璀璨；这

是我们的梦想，聚焦着惆怅与激情。为梦想而战，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尊重！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乾坤

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除了努力，你别无选择。为梦想而战，终有功成时，到那天，看挥舞战旗，听胜利号

角，叹梦想黄花分外香。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微写作能力。 

写作类型：抒情类微写作。 

审题：明确题干要求，以“为梦想而战”为题，“梦想”说明要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

界的热烈追求；而“战”字说明在行文中需要体现出努力拼搏实现梦想的奋斗历程，如“数年攻书寒苦，

今宵征冲天路”“从前付出，泼墨卷袖书”。对此，可以是精神上的鼓舞与振奋，也可以是实质行动的抒

情化表述，如“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除了努力，你别无选择”“为梦想而

战，终有功成时”。也应表达对“为梦想而战”的感慨，如“到那天，看挥舞战旗，听胜利号角，叹梦想

黄花分外香”。 

写作思路：可以运用拟人、比喻、夸张等修辞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或以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

想象来展现出梦想的美丽或伟大。在此基础上可重点围绕“如何去战”展开表述。比如，可以写战斗的勇

气，也可以写共同战斗的团结性。最后，则可适当总结或展望“战”后实现梦想的激动喜悦等。 

24. 【答案】略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命题作文题。 

材料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说人们根据实践和经验不断丰富对《论语》的理解，说明经典具有跨越时空

的生命力，同时也说明不同的人对经典会有不同的理解。第二层举费孝通的对“学而时习之”这句话的新

解例证第一句话。题目要求以“也说‘学而时习之’”为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学而时习之”的本

意是：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行文时当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经验来谈自己对这

句话的理解。比如：谈对“学”和“习”的理解，“学”是一种觉醒，世人从昏聩无知的状态脱离，是由

于外在或内在的原因，令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吸收外界的知识技能，从而改变自己的状态。“习”则是强

调如何对待“学”的结果，“习”是习得、温习、练习与习惯。可以谈“学”与“习”的辩证关系，

“学＂让外界的知识技能进入了我们的认知体系范围，而“习”让他们在一次次的内化中成为我们自身的

一部分，从而达到信手拈来，融会贯通。学的过程为我们打开了更大的世界，习则让我们自身不断地丰盈

优化。还可以谈如何落实“学”与“习”，如“学”应具有包容博大之胸怀，广泛了解，细加鉴别优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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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吸收，“习”应坚韧肯吃苦，要有“坐等十年冷板凳”之毅力，当符合认知规律，及时复习等。 

行文构思上，先概括材料，由材料引出观点，如：学习三境界。接下来解释学习的哪三个境界：一、第一

重即为“学”，是指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与事物的初次接触之“学”，要害在广；二、“学”而

“习”，“习”是治学为人的第二重境界，陶炼、反复品味体会，即为“习”；三、学以致用此乃第三境

界。我们此时充分领悟体会知识，广泛而深刻地践行知识，便可为我所用，不亦说乎？ 

立意：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学而时习，点燃希望之火。 

3.在学而时习中实现愉悦与超越。 

25. 【答案】例文： 

扫码 

一抹绚丽的色彩蓦地闯入我的视线，只听见女人如惊雷般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扫一扫，扫一扫，

关注公众号就送气球嘞！”雷声响完，却未波及到我，悄悄往后瞥了一眼，才发现原来她拦住的是方才在

我身后的一个小女孩。 

原本被母亲牵着手一直往前走的小女孩缓缓停下脚步，怯怯地抬头看向那堆气球，眼里放出光芒，却

只是轻轻扯了扯母亲的衣角。那母亲眉头微皱，拿着手机不停地刷，不知在看些什么，压根没理会小女孩

的小动作。 

那绑了一圈气球的女人见小女孩这副模样，立马将胸前的二维码牌子凑向母女二人，热情地推销道：

“扫一扫关注公众号，给女儿送个小气球吧！小孩儿都喜欢这些玩意儿，我家孩子和你家一般大，最喜欢

这种五颜六色的气球了！” 

女孩低下头看了眼自己身上与母亲配套的全黑亲子装，终于忍不住了，用力晃了晃母亲的身子，用亮

闪闪的眼睛盯着她道：“妈妈，就扫一扫，扫一扫嘛！”一时间，有两束光打在那年轻女人的身上。直到

成为了焦点人物，她才从手机世界里抽离，轻轻抬眼，轻蔑地扫了眼那位妇女，很快收回视线，嘴角扬起

嘲讽的弧度：“谁不知道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别以为送个气球就能糊弄人了，这种码扫了之后手机里肯

定全是病毒，说不好还要被莫名其妙扣钱……” 

    话都没说全，年轻女人就气势汹汹地攥着小女孩的手走了，只留下那妇女在风中逐渐消散的嘎儒声：

“我只是打个小广告，真不是骗人的啊……” 

一道看不见的分界线，将每个人的心隔离在了不同的世界中。那妇女响亮的声音低了下去，原本挺直

的背也弯了。气球的五彩缤纷忽然与这钢筋水泥筑成的灰色城市格格不入，随着女人眼中的光一起黯淡了

下去。 

我内心的某个角落隐隐被触动了:是啊，人家或许就是打个小广告呢，至于遭这么多白眼吗？我不再

犹豫，逆向穿过人流，掏出手机对着那妇女大声说道：“我来扫一扫吧！”她愣了愣，才缓缓将二维码朝

向我。我快速地扫描，加了关注，界面立刻跳出一家饰品店。妇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说:“这是我新开张的

一家小店，有机会多多关注哦。” 

最后她又友善地提醒我拿个气球。我笑着挑选了其中最漂亮的彩色气球，随后她便小心翼翼地将它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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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的手中。接过气球，我立马对她说道：“谢谢！”她也灿烂地笑起来，真诚地对我说：“我才要谢

谢你的信任呢！” 

拨开层层人群，我向前方飞奔，直到再次看到那黑色的身影才停下脚步。我气喘吁吁地将气球递给小

女孩，笑着说：“这个气球送给你啦！”她一惊，眼里迸发出喜悦的光芒，捧着气球不停地蹦啊跳啊，还

不忘大声对我道：“谢谢姐姐！” 

小女孩的母亲也终于从手机世界中抽离出来，愣愣地看向了那彩色的气球，竟也暖暖地笑了起来。她

们黑色的身影配上那一抹亮丽的彩色，相互映衬，和谐极了。一时间，整个世界都光彩夺目起来。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本题是命题作文，包括材料和题目两部分。 

材料有两句话。第一句概述“扫码”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扫码是一种二维码和条形码识别功能，手机扫

码成为现今诸多业务的实现方式。第二句列举扫码的使用场景：购物、出行、看病、学习等等。当然还有

别的领域活动使用二维码操作，考生可以自行补充。 

导语要求记叙关于“扫码”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可以结合个人实际生活经验，写一个关于扫码的故事，

描述自己如何认识、使用二维码并从中获得便利；也可以结合当下疫情局势，谈二维码在抗疫行动中的广

泛使用，如扫码测核酸、扫码登记行程、查验绿码红码等；还可以聚焦特殊人群，如不熟悉手机操作的老

年人扫码时遇到的困难；甚至可以负向立意，写二维码带来的社会乱象，如不法商家利用二维码窃取个人

信息、欺诈钱财等。 

于记叙文而言，叙述立骨架，描写丰血肉。要增强记叙文的感染力，细节描写不可少，如塑造人物时使用

动作、语言、神态、心理等多种描写手法，力求“小中见大”“平中见奇”。 

立意： 

1.现代生活方式之扫码篇。 

2.人人扫码，共同抗疫。 

3.老年人的二维码困境。 

4.抵制扫码骗局，重振社会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