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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共 8 页。请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相应位置处。

2．试卷所有答案必须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3．请使用 2B 铅笔填涂，用黑色字迹签字笔或钢笔作答。

4. 考试时间 150 分钟，试卷满分 150 分。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中国是茶的故乡。智慧的古人从葳蕤草木中选择了茶叶，自此开启世人种茶、制茶、品茶的历史。在千

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茶叶承载着泱泱中华文明，跨越无尽的山海，推动各个民族以茶会友、因茶结缘。

按照唐代“茶仙”陆羽的说法，中国人吃茶的习俗，可上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唐代以前，我国产茶地

区和饮茶风俗主要是在南方，绝大多数人对茶是陌生的。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得益于漕运改革，产自南

方的茶叶沿运河大批北上，北方饮茶风俗随着佛教禅宗的兴起而盛行起来，极大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和南

北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唐代茶叶经济的繁荣，是陆羽能够写出《茶经》的社会基础。

随着茶的广泛普及，唐人制茶、吃茶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唐代以前，人们除了喝茶汁，也将茶当作蔬菜，

加盐制成羹状的“茗粥”。到了唐代，“茶仙”陆羽推崇茶之真味，将茗粥斥为“沟间废水”，但仍保留

了在茶汤里加盐的做法。在今日的缅甸、泰国，人们也还在食用加盐、辣椒等发酵制成的腌茶。以茶为镜，

既能照见各时各地茶文化的多样性，也能洞察人类文明的互通性与和睦性。

以陆羽《茶经》问世为里程碑，不但大江南北掀起了烹茶、品茶、谈茶的热潮，就连西域、中亚一带的

回鹘人也深受影响，尚茶成风。他们对于茶的兴趣，则是由特殊的饮食结构决定的，“以其腥肉之食，非

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为维持身体健康，他们不惜以良马换茶，自此开启了中外“茶马互市”

的历史。若所换之茶有结余，回鹘人会将它转售到丝路西段的波斯、阿拉伯地区。茶叶传入后，阿拉伯人

多在浓茶中加入糖和薄荷的独特饮法，一天至少三饮，一饮数杯，他们对茶的沉迷，与唐人相比也毫不逊

色。

茶文化于宋代再攀高峰，宫廷、民间盛行一种对茶进行钻研与品鉴的“比茶大会”，世称“斗茶”或“茗

战”。这种游戏连同茶的栽培和饮用方法，随后均由在中国学法的禅师带回日本，日本斗茶戏后来逐渐演

变成一种通过品尝茶汤来判断茶叶产地与品种的新型斗茶戏，名为“茶香服”或“茶歌舞伎”。在今天，

“茶香服”也仍是日本人用以庆贺新春及新茶上市的一项重要礼仪。

我国航海技术及海上贸易的规模在宋代获得极大的发展，茶叶在这一时期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南洋

诸国。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茶经由川滇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中俄万里茶路等途径，进入了欧洲人的

视野，饮茶开始成为欧洲人一项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世上没有什么难题是一杯热腾腾的茶所不能解决的。”日本人也常说：“早饮茶，

添福运。”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将茶视为幸福之源，不仅切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和谐”精髓，也许还说明茶

文化在解决人类共同难题方面，的确具有长期、公认的启示意义。

（取材于李颖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3 分）

A. 唐代以前，受客观条件限制，北方人没有饮茶的习俗。

B. 漕运改革促进南方茶叶生产和南北茶叶贸易迅速发展。

C. 陆羽《茶经》的问世，推动了中国和世界茶文化发展。

D. 回鹘人饮茶蔚然成风，是由他们特殊饮食结构决定的。

2.根据材料一，下列对世界各地饮茶习俗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 现今缅甸、泰国腌茶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唐以前的茗粥。

B. 茶叶传入阿拉伯后，又被他们改制成喜爱的独特饮品。



C.“比茶大会”传入日本，是他们用以庆贺的重要礼仪。

D. 茶叶进入欧洲后，饮茶成为欧洲人一项时髦的社交礼仪。

材料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种植茶叶也是最早形成饮茶文化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的饮茶风

俗，使得中国茶文化在当今“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早在汉代时期，茶叶就已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公元七世纪左右，阿拉伯人来到中国购买

大量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也带回了茶叶，并传至北欧、西欧甚至非洲。唐代中后期，南方多地开始频繁与

西欧通商，茶叶和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茶文化也开始在西欧各国传播开来。自宋代开始，茶叶依

靠陆上丝绸之路销往西亚和西非等地，依靠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和日本等地。到了明代，政府更加积极

地推进东西贸易的发展，并先后七次派郑和下西洋，推动了茶叶出口和茶文化输出。

“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概念来源于茶叶与马匹的互市，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

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茶马古道不仅是茶叶补给

的重要途径，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重要通道，也是沿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茶文化随着

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十九世纪，中国茶传播已遍及世界各地并风靡全球。从茶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唯有

茶叶长期居于中国商品的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创造了重要价值。同时，中国茶与茶文化还与当地社会文化

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茶文化形态，如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等民族的、地域的茶文化，

丰富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

茶本是自然之物，采茶、制茶、煮茶、泡茶、饮茶等一系列茶事活动，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的

氛围。茶文化也是一种休闲文化，有利于放松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风气，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茶贸易

在世界发展过程中，使得茶文化更加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类的性格修养，促进人类文化的积

淀。

中国茶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和”文化

精髓，与“一带一路”具有高度契合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都体现了“和”的思想。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以“和”为核心思想的中国茶和茶文化等

多方面交流和合作，将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传统发扬光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文化软实力也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引导下，将中国茶文化传播融入全球网络化发展中，使得茶文化传播更

加快速，影响范围更广，可以增强沿线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

文化软实力建设。

（取材于董晓波袁梦瑶的文章）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中国茶文化传播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随着茶叶逐渐输入欧洲，茶文化也开始在西欧各国传播开来。

B．为了出口茶叶和输出茶文化，明代的郑和曾前后七次下西洋。

C. 茶马古道在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D. 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等都源自中国茶文化。

4.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茶兼具物质与文化双重属性，便于各国互相的交流与理解。

B. 茶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净化心灵、修身养性的思想理念。

C. 中国茶文化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当今的丝路精神高度契合。

D. 在传播世界的进程中，茶叶一直居于中国商品的支配地位。

5.请结合以上两则材料，简要分析中国茶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5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6 分。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6-10 题。



情 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①

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②，织辞鱼网之上③，

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

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

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

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

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

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④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

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

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

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

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

此也。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

朱蓝⑤，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取材于刘勰《文心雕龙》）

注 ：①鞟（ｋｕò）：革，去毛的皮。②镂心：精细雕刻推敲；鸟迹：文字。③织辞：组织文字，指写作；

鱼网：古人用渔网、树皮、麻头造纸，故用渔网代纸。④诸子：指辞赋家。⑤正采：正色，代表雅正的好

的文采。

6.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①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 若乃：至于

②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 信：相信

③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 乎：介词，译为“在”

④诸子之徒，心非郁陶 郁陶：忧思积聚

⑤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淫：过分。

⑥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 而：表顺承，译为“就”

⑦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 翳：遮蔽

⑧理正而后摛藻 摛：铺陈。

A．①⑦ B．②⑥ C．③⑤ D． ④⑧

7.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

犀和兕的皮虽然坚硬可做战甲，但还靠涂上丹漆来显示他们的色彩

B.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

用绮丽的文辞来辩说，用巧妙的辞藻来描绘万物

C.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如果文辞和情志相反，文章怎能经得住事实真相的验证？

D.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

本知要用装饰有翡翠的纶线垂钓、用肉桂做钓饵，反之则钓不到鱼

8.根据文意，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以“情采”为题，“情”指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采”指文采，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二者

关系为 “采”依附于“情”， “情”也需要借助“采”。



B．刘勰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主要地位，是“立文之本源”；在此前提下，刘勰也不断强调着形式的

重要性，其“重采”思想在文中随处可见。

C．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的创作风气，作者强调学习辞人的“为文而造

情”，强调“述志为本”，反对“为情而造文”。

D．刘勰在如何运用文采的问题上提出要“联辞结采”，文采是为情理服务的，不能用得太过，如果文采

泛滥怪异，势必使思想内容的表达模糊不清。

9.将下面语句译为现代汉语。（3 分）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

10.本文运用多种论证方法，来论述文学艺术的“情”和“采”的关系。请选择两种，并结

合文本作简要分析。（6 分）

(二) 阅读下面三段文字，根据要求完成第 11 题。（共 8 分）

11.①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②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

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论语·颜渊》）

③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

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1）上述《论语》选段和《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文”“质”各指什么？（2 分）

（2）比较二者在“文”“质”关系上观点的异同。（6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2—15 题。

满江红·赤壁怀古

戴复古①

赤壁矶头，一番过、一番怀古。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②噪，千艘列炬鱼龙怒。

卷长波、一鼓困曹瞒③，今如许？ 江上渡，江边路。形胜地，兴亡处。览遗踪，胜读史书言语。几度东

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问道傍、杨柳为谁春，摇金缕。

［注］①戴复古，南宋词人。②貔（xiū）虎，貔和虎。泛指猛兽。③曹瞒，曹操小名阿瞒。

12.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上阕开篇点题，一个“想”字领起对赤壁之战的描述，与“怀”字相照应。

B．“貔虎噪”“鱼龙怒”，比喻、拟人手法，表现周瑜火攻曹军时排山倒海之势。

C．“今如许”三字反问将思绪由历史转入现实，写出词人对功名事业的淡漠。

D．词人将满腔的伤感融入到向道旁杨柳的发问之中，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13.周瑜是古代诗歌常用的诗歌形象，下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与本词一致的一项是（3 分）

A．若使曹瞒忠汉室，周郎焉敢破王师。（《赤壁怀古》唐王周）

B．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唐杜牧）

C．周郎二十四年少，盖世功名随一燎。 （《赤壁》南宋岳珂）

D.顾曲周郎今已矣,满江南、谁是知音客。（《贺新郎》元 邵亨贞）

14.同样写赤壁之战，本词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表达思想感情上有何不同？请结合具体诗句，

作简要分析。（6 分）

15.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 分）

(1）诗歌的本质是对生命的独特发现与表达。李白宁可被赐金放还，也不阿附权贵，大声疾呼①“ ， ”

（《梦游天姥吟留别》）;陶潜挂冠归隐，如俊鸟出笼，任意西东，一句②“ ， ”（《归园田居》）

充分表达了他重获自由的愉悦；白居易谪居浔阳，醉听琵琶，发出③“ ， ”（《琵琶行》）的感慨，

同病相怜，自有一见如故的惊喜。



(2）由于新冠疫情，高三学生不能按期返校，没有老师指导和同学陪伴的复习，无心坚持。你会用《劝

学》中的④“ ， ”来鼓励同学们继续努力，迎战高考。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2 分。

（一）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6—19 题。

大地的泉眼

彭程

⑴惊蛰、清明、谷雨、芒种、白露、寒露、霜降……在我的手指随意地翻动下，台历本上的节气轮回成

一个完整的四季。像一条琴弦被一根手指拨动,我感觉到胸间某种板滞的东西正在剥蚀、融化,而一种遥远的

原野气息却慢慢地鼓胀,渐渐地盈满了。

⑵我该从哪里开始我的诉说呢?

⑶小雪,大雪。窗外皑皑的白色为我的思绪准备好了开端。一场飘飘扬扬的大雪，就是一片银屑样的记忆，

幻化出童年的天空和大地。语言的不加修饰的素朴正像一片无遮无拦的原野，为想象提供了最为宽阔的空

间，摆脱了具体狭隘的经验的拘囿，这样的想象最能接近实物的本质，同时散发出浓郁的诗意。小雪。大

雪。想出这两个词来概括一段节气的是聪明人。在纷纷扬扬的背景中时间隐匿了，寂静寒冽袭来无声。

⑷日子过得很快。“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立春,雨水。春天的降临如同一个童话的开始。这个童话

弥漫着湿淋淋的气息。迈进春分的门榭,白天就和夜晚一样长短了,就像两间大小形状完全相同的屋子。但很

少有人会细心品味这一点,前面几步开外,清明正在一片绿意迷蒙中散布着湿润柔和的光亮。说到清明,墓草

萋萋,纸幡飘飘,哀思播撒在这一天,好像连绵遥迢的春草。文化传承的力量强大而深厚,不过这种理解显然是

后来被赋予的。这个词汇的本来意义仍旧是描述性的,就像字面透露出来的那样充满感觉:天气温暖起来,天

空晴朗,草木繁茂,空气清新润泽。清明,这两个字里有水汽氤氲……谷雨。因为和收获、生存系连在一起,这两

个字显得分外美丽,令人动容。“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雨水的春天呵,一千

多年前让杜甫欢喜欣快的雨水,如今依然飘洒在我们感受的天空。喜悦恒久如初。

⑸诗的最初的源头在哪里呢?

⑹我们阅读节气时,其实已经是逼近它的边缘了。这一刻,感受向世界敞开,原野的鲜腥气息注入胸中,灵魄

感到了微微的悸动。拂掠过它的是自由的风,而风来自大地。因此诗要向大地叩问。节气无疑包含了最为原

始质朴的诗意,它直接源自大地,就像雨水从天空落下,而未经过过滤和雕饰。它给人看到大自然率真的表情

和微妙的灵性。它是大地上轮番上演的戏剧的一幕幕背景。

⑺春天是萌发,夏天便是生长了……我们一任自己被感受之船载负,沿季节河道顺流而下时,另外一件事情

也在悄悄发生。我们透过节气的舷窗向外张望,结果看见了自己儿时跳跃的身影。好像童话中读到过的,某人

不经意间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于是往昔重现。儿时的欢悦深藏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阵微风中都有

我们的笑声。诗就是这样同生命结缘。许多年后我们在日渐阔大的河流边漫步,涛声浩荡中,我们听得见最初

的潺潺和泠泠，所以返回常常很有必要。时光一往无前,但自由的心灵却可以回溯。那里有生命的根。每个

人都应适时回去,培一捧土,或者浇一罐水。他会发现,这样他站得更稳。

⑻秋天,大地上的故事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夜间,空气中的水分会凝成露珠,缀在紧贴地皮的草叶上,晶莹清

亮。如果春天是从天上飘降的,那么秋天则是自地表激生的。这些日子被称作白露。露珠是大地分泌的泪珠,

是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个火热季节的悲悼和祭奠。秋分的白天和夜晚再次一样短长,但谁都清楚,从此后路标指

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从这道后门出去,有一天人们觉出脚下越发寒凉潮湿,发现原来已经走得很远了,周围是

被割倒的庄稼和枝叶日渐稀疏的树木。寒露，有几只蟋蟀颤颤瑟瑟地唱出这个调子。

⑼有人很投入地望着田野,进而很落寞地看自己的心,写下一些让人怅惘的句子。这样的人被叫作诗人。

诗人的年龄几乎和土地有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五千年诗的天空中,布满了他们嘘气凝成的片云。秋天降临到人

的心上,这就是愁了。在造字的时候,做出这样规定的一定是他们中的一个。诗人是田野最诚笃的守望者,风

向着他吹。

⑽这样的人如今越来越少了。在物质累积的背后也暗暗激生着贫困。水泥地面和摩天高楼将天空和土地

隔绝,机器的轰鸣和流行音乐使人远离鸟鸣和水声。人躲进一个个狭窄的笼子里,什么样的风才能吹到他?没



有谁肯去关注最后的雪和第一场雨。感受之水被闸断了,失去滋润的心日益干涸荒芜。我们获得了舒适,却丧

失了诗。

⑾节气,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呢?

⑿没有鸟可以单凭一只翼飞。如果诗是种子,大地是温床,节气便是风和雨水。每一朵花、每一颗果实里,

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季节神。读懂了它,一切文字便都索然无味了。

⒀大地已将自身向我们敞开,启示是清晰昭然的。

⒁海德格尔说过:人应该诗意地栖居。

(有删改）

16．下列对加点词语在文中意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胸间某种板滞的东西 呆板聚结

B．好像连绵遥迢的春草 广袤辽阔

C．这两个字里有水汽氤氲。 弥漫动荡。

D．自由的心灵却可以回溯 回顾回忆

17．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形象地说明节气以其语言的素朴，激发了最能接近实物的本质的想象，散发出浓郁的诗意。

B．作者认为节气中有强大而深厚的文化传承的力量，还有来自大地的气息，是大自然本真的“表情”和“灵

性”。

C．第七段中，作者认为在“日渐阔大的河流”中“最初的潺潺和泠泠”是指生命中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意

和初心。

D．作者慨叹“我们获得了舒适,却丧失了诗”，我们的心田亟待滋润，放弃舒适才可以获得诗。

18．依据文意，“大地的泉眼”应该如何理解？作品以此为题，有怎样的表达效果？（5 分）

19．作者说“大地已将自身向我们敞开,启示是清晰昭然的”，你获得哪些启示？结合北京市的地域特

点或市民生活谈谈怎样做才能“诗意的栖居”。（6 分）

（二）阅读下面《红楼梦》节选文字，根据要求完成 20 题。（5 分）

20．俞平伯品评《红楼梦》时说“钗黛虽然并秀，性格却有显著不同：如黛玉直而宝钗曲，黛玉刚而

宝钗柔，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尖锐而宝钗圆浑，黛玉天真而宝钗世故。……”你认同这个说法吗？请

结合《红楼梦》中的相关情节阐述你的理由。（5 分）

五、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65 分。

21.语言文字运用(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一位校长对全体学生的开学寄语如下：面对疫情，你们除了赞美，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是思考，是学习，

是成长。因为 10 年、20 年后，是你们在建设这个国家，是你们在管理这个国家，是你们在保护这个国家。

通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要汲取哪些教训，积累哪些经验，如何真正( )我国的治理水平、( )治

理体系，( )重大公共卫生预警机制，当这样的传染病刚一发生就能从政府向公众第一时间预警，把损失

降到最小程度。今天的世界就在你们闪动的双眸和笑靥中，未来的世界就在你们独立的思想和情感里。

①在括号内填上三个动词，使语句搭配合理，句意明确。（3 分）

② 划线句子有语病，请找出语病并作修改。（2 分）

22．微写作（10 分）

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180 字左右

①请给疫情期间仍然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写一段抒情性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

要求：对象明确，感情真挚；至少使用两种修辞手法。

②有人曾评价 “网络红人”现象说，只有灵魂有厚度，内在有深度，才能真正得到大众的支持。你同

意这个说法吗?请谈谈你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理由充分。



③文学作品经常将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凸显出人物性格。请在《呐喊》《边城》《平凡的世

界》《老人与海》中任选一部，分析作品如何借助矛盾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要求：情节典型，符合原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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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也照出了真实：有趁机发财的人，有默默捐款的人；有

逃离躲避的人，有逆行面对的人；有转嫁危机的企业，有扛起责任的企业。有帮扶支援的国家，有围观漠

视的国家……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角度自选，立意自定。

②主持人大赛康辉评价选手说：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

请以“微光”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思想健康，有细节，有描写。



门头沟区 2002 年高三年级综合练习

语文答案及评分参考 2020.3

一、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7 分。

1.A（3 分） 2.C（3 分） 3.B（3 分） 4.D（3 分）

5.（5 分）答案提示：

①传播中国茶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 分)

②促进世界各地茶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化的积淀。(1 分)

③洞察人类文明的互通性与和睦性，增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友谊。(1 分)

④“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传统发扬光大。(1 分)

⑤增强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1 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6 分。

6. B ②“信”，真实 ⑥而：表转折，译为“却”

7. D 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

应译为本知像用装饰有翡翠的纶线垂钓、用肉桂做钓饵，反而钓不到鱼。

8. C 应为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的创作风气，作者强调学习

诗人的“为情而造文”，强调“述志为本”，反对“为文而造情”。

9.翻译：粉黛是用来装饰人的容颜的，但是顾盼时美丽的情态却只能从人美好的风姿中产生

出来。（关键词：“铅黛”“所以” “盼倩”，意思对即可）

10.答案提示：

①例证法：文章第二段举了《孝经》和老子的《道德经》的例子，论证了文章的语言 依附于作

者的情感，写文章要首先确定内容，其次考虑文辞，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②比喻论证：第三段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一句，用粉黛只能装饰的外容，真正

的美丽源自人的资质，来比喻文采只能修饰语言，真正打动人的还是作品的思想情感；“情者文之经，

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一句，用织布时经纬线的交错来比喻文章情理采的结合，论述了文学创

作应以思想情感为本，语言表达为辅。

③对比论证：第三段“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与“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正反对

比，阐明了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心，文章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

④引证法：第二段先引用了老子的“美言不信”，又引用了庄子的“辩雕万物”，论证 了两人在

情与采的问题上，老子更重视情理，庄子更强调对语言的修饰。

(评分标准：选两种论证方法，举例合适、分析得当即可。论证方法 1 分，结合文本举例 1 分，分

析 1 分；两种方法共 6 分。)

11．答案提示：

①《论语》中的“文”是文采与文饰，“质”为质朴；《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文”与“质”指

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2 分）

②相同：都认为“文”与“质”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孔子和子贡都认为文质兼备，方为君子；刘

勰认为文依附于质，质也依赖于文。（2 分）

不同：《论语》侧重在文化教养和道德品质层面。孔子与子贡认为君子应该既讲究文 采

等外在修饰，又有内在的仁德，内外兼修，缺一不可。（2 分）

刘勰将孔子“质”与“文”的观念援引至文学，表达为“情”“采”，用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形式与内容互为依存，密不可分。（2 分）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0 分。。

12、C（“对功名事业的淡漠”错，主要表现词人对时事的伤感）

13．C

14.答案提示：



①苏词通过细节描写“谈笑间”，就让曹军快速崩溃（1 分），意在表现青年周瑜才能卓越、年

少立功（1 分），反衬自己早生华发、功业无成，怀古是为伤己（1 分）；②戴词则用对偶、比喻、

夸张等手法艺术地再现周瑜火烧曹营时惊心动魂的赤壁战场（1 分），意在表现战争场面宏大激烈（1

分），反衬南宋朝廷的军事不振、国势衰颓，怀古是为讽今（1 分）。

（6 分，手法写一种即可）

15.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8 分）

①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②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③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④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或（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或（(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或（(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8 分，每句 1 分，有错字该句不得分）

四、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22 分。

（一）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16—19 题。

16.B

17.D

18.答案提示：

理解：节气是大地的泉眼，从中涌现无限诗意。（诗潜藏于大地深处，节气是它涌现的泉眼）2

分

效果：运用比喻修辞形象生动；激发阅读兴趣；暗含全文主旨:大自然的节气中蕴含无限诗意,要感

知自然，亲近自然，从中领会大自然无穷的诗意，诗意美好地生活。

（意思对即可）3 分

19.答案提示：

启示：呼吁我们重视节气,感知自然，亲近自然，从中领会大自然无穷的诗意，诗意美

好地生活；物质的丰富不能带来精神的富有。（意思对即可）2 分

第二问：略 4 分

( 观点阐述 2 分，结合地域特点或市民生活 1 分；语言表述优美 1 分)

（二）阅读下面《红楼梦》节选文字，根据要求完成 20 题。（5 分）

20、观点 1 分；事例得当 2 分；分析合理 2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5 分。

21 语言文字运用(5 分)

答案提示：①提高，完善，建立

②搭配不当，“闪动”与“笑靥”不能搭配。

22．微写作（10 分）

根据完成题目要求的质量，以 5 分为基准分，上下浮动。

23.作文评分标准

第①题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 类 卷 ( 4 2 — 5 0

分)

符合题意、论点明确

论据充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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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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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据较充实、论证合理
以 37 分为基准分。符合二类卷的

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为突出



语言通顺、表达基本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 类 卷 ( 2 5 — 3 2

分)

基本符合题意、论点基本明确

论据充实、论证合理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29 分为基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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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理紊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

第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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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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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基本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以 37 分为基准分。符合二类卷

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方面较为

突出的作文可得 39 分以上。

三 类 卷 ( 2 5 — 3 2

分)

基本符合题意、主题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想象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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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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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紊乱

以 24 分为基准分。

说明：没有题目的扣 2 分。

附：译文

古代圣贤的著作，总称做“文章”，这不是说文章要有文采又是什么呢？像水有虚柔的性质，所以才

会起波纹；树木有充实的质体，所以开出鲜艳的花来：可见文采要依附于一定的质地上。如果虎豹没

有花纹色彩，那它们的皮毛就同狗和羊的相似；犀和兕的皮虽然坚硬可做战甲，但还靠涂上丹红的漆

来显示它们的色彩：可见质地还需要文采。至于抒写性情，描写万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组

织好文辞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啊！

《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

又如老子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却是非

常美妙的；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子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



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

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体会《孝经》、《老子》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

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细看《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

侈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

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粉黛是用来装饰人的容颜的，但是顾盼时美丽的情态却只能从人美好的风姿

中产生出来。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但是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

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

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从前《诗经》的作者所写的诗歌，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

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

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

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

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

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

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

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

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

写了。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

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

致的感情。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

以抒写情志为根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组织文辞，织结藻采，是想要用来阐明道理抒发感情；如果文采泛滥，文辞诡异，那情和理就会

受到掩蔽。像用装饰有翡翠的纶线垂钓、用肉桂做钓饵，反而钓不到鱼。庄子所说：“言语的真实含

意被辞采隐蔽了。”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要是能够规范体裁来安顿思想，拟定格调来抒发感情，

感情确定之后才配合音律，思想端正之后才运用辞藻铺陈开去，使文章既有文采又不掩盖内容，材料

虽然广博但并不淹没作者的感情，要使赤、青等正色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色抛弃不用。这样才

算是善于修饰文辞，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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