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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本科目考试启用前 

2022北京高中合格考语文 

（第二次） 

一、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4 分。 

1．在横线上默写原句。（6 分） 

（1）曹操在《短歌行》中以周公自比，用“    ，    ”来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愿望。 

（2）《琵琶行》中琵琶女的身世遭际，触发了诗人白居易“    ，    ”的人生感慨。 

（3）李煜《虞美人》中 “    ，    ”两句，以水为喻，形象地表现了愁绪的连绵悠长。 

2．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4 分） 

A．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活的厌倦，抒发了躬耕田园的喜悦之情。 

B．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借阿房宫的被毁，反映了秦亡的原因，告诫统治者要以史为鉴。 

C．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抒发了昂扬向上的青春激情以及胸怀天下的革命豪情。 

D．卡夫卡的《变形记》借别里科夫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深刻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3．下列对有关“君子”“小人”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4 分） 

A．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君子做事善于周旋却不去比较，小人做事会比较却不善于周旋。 

B．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知晓义，小人知晓利。 

C．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君子安然舒泰却不骄傲凌人，小人骄傲凌人却不安然舒泰。 

D．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 

二、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6 分。 

阅读《庖丁解牛》，完成 4-7 题。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 然，莫不中．音。合

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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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要认真填写考场号和座位序号。 

2．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共 16 道小题。第 2、3、4、5、6、8、9、12、13、14 小题，必须

用 2B 铅笔作答，其余小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作答。 

3．试题所有答案必须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的对应位置，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考试结束后，考生应将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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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

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

未尝，而．况大 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

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4．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4 分） 

A．莫不中．音       中：符合 

B．臣之所好者道．也    道：道义   

C．良庖岁更．刀     更：更换 

D．如土委．地      委：散落 

5．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4 分） 

A． B． 

C． D． 

 

6．下列对文中画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4 分） 

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A．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B．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C．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D．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7．用原文语句，将下面一段文字补充完整。（4 分）   

《庖丁解牛》是先秦时期庄周创作的寓言故事。故事叙述了庖丁解牛的过程，突出了解牛的关键：要依

照牛体的自然结构，即“  ①  ”和“  ②  ”；还要善于保护刀刃的锋芒，顺着牛骨间的缝隙运刀，运转

刀刃毫无阻碍，即“  ③  ，  ④  ”。这启示我们要像庖丁解牛一样，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4 分。 

阅读《红楼梦》（节选），完成8-11题。 

选文一 

（林黛玉母亲去世后，贾母念及黛玉无人陪伴教育，将她接入贾府。此时黛玉之父林如海尚在扬州任巡

盐科御史。） 

周瑞家的回了刘姥姥之事，见王夫人无语，方欲退出，薛姨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东西，你带

了去罢。”说着便叫香菱，“把匣子里的花儿拿来。”薛姨妈道，“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拿纱堆的花儿十二

枝。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儿的，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的巧，

就带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的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了凤哥罢。”  

  一时间，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迎春的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待书二人正掀帘子出来，手

里都捧着茶钟，周瑞家的便知他们姊妹在一处坐着呢，遂进入内房，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周瑞

家的将花送上，说明缘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

怵然为．戒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合于．《桑林》之舞 

吾闻庖丁之．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提刀而．立 

而．况大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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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玩耍呢，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

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 

  那周瑞家的便往凤姐儿处来。平儿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拿

匣子与他，说送花儿一事。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枝，转身去了。 

  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黛玉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玩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

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戴来了。”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

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

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

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 

（取材于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选文二 

（林黛玉因父亲去世，父母双亡，无人照顾，再次进贾府寄居。） 

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

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

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甲】但见一个个文彩（xuàn）    耀，好看异常，因而站住

看了一会。再往怡红院来，只见院门关着，黛玉便以手扣门。 

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

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

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他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

是他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

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

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
【1】

。如今父母

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
【2】

，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正是回去

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益发动

了气，左思右想，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 

注释：【1】客边：以客人的身份寄居在别人家里。【2】淘气：这里是怄气的意思。 

（取材于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选文三 

（林黛玉前一天探望宝玉未能进怡红院，第二天与宝玉不期而遇。） 

第二天，黛玉与宝玉谈及昨晚之事：“昨儿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宝玉诧异道：“这话从

那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乙】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

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林黛玉想

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这个原故。等

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

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说着抿着嘴笑。二人

正说话，只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来了。 

（取材于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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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四 

（中秋之夜，贾母带领众人在“凸碧山庄”赏月，夜宴后，人们散去。） 

林黛玉、史湘云二人来至“凹晶溪馆”。湘云笑道：“咱们就在这卷棚底下近水赏月如何？”二人遂在两

个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

人神清气净。湘云笑道：“怎得这会子坐上船吃酒倒好。这要是我家里这样，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笑道：

“正是古人常说的好‘事若求全何所乐’。据我说，这也罢了，偏要坐船起来。” 【丙】湘云笑道：“得陇望．．．

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

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

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

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取材于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8．下列语句中填写在横线上的汉字、加点字的注音、加点词语的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甲】但见一个个文彩（xuàn）    耀 

【乙】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 

【丙】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 

A．横线上应填“眩”；“讳”读作“wěi”；“得陇望蜀”比喻贪心不足。  

B．横线上应填“炫”；“讳”读作“huì”；“得陇望蜀”比喻贪心不足。 

C．横线上应填“炫”；“讳”读作“wěi”；“得陇望蜀”比喻求全责备。  

D．横线上应填“眩”；“讳”读作“huì”；“得陇望蜀”比喻求全责备。 

9．下列对选文内容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薛姨妈让周瑞家的把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分别带给贾家三位小姐、黛玉和王熙凤。 

B．黛玉在沁芳桥上因被各色水禽吸引，驻足观看而误了时间，到怡红院时，院门已关。 

C．黛玉因宝玉不让丫鬟开门而恼怒，她对宝玉极为不满，同时要求好好教训丫鬟。 

D．中秋之夜，黛玉与湘云在池边赏月，叙谈人生感悟，二人境遇相似，心意相通。 

10．对林黛玉在周瑞家的送宫花儿一事中的反应，有人说她小肚鸡肠，有人说她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你同意

哪一个观点，或许你还有其他的看法？请结合上面的选文谈谈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4 分） 

11．小说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往往是在具体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请根据上面的选文，分析黛玉在探望宝玉（选

文二、三）、中秋赏月（选文四）两件事中体现出的性格特点。（4 分） 

四、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2-14 题。 

怎样练就良好的记忆能力？ 

谁不想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呢？哪怕超强记忆力的有效期只是短短的一小时也好。那么，如何才能拥有记

忆力超强的“天才大脑”呢？我们知道,人的大脑中存在复杂的神经网络，其基本功能单位是神经元，而记

忆的过程就是由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的活动产生。神经元活动时产生特定的膜电位变化，可以传递刺激信

号，而通过这样的活动和传递，信息便在大脑中储存下来。 

记忆是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人的记忆中包含其所知的一切学识、技能以及经历，

而遗忘则可以发生在记忆形成的任何过程中。【甲】要使新获得的记忆变得稳定，【乙】需要不断地巩固再巩

固，重复记忆过程，【丙】会产生遗忘。正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展现的那样，遗忘的进程是不均匀的，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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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慢。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逐渐减慢，遗忘的数量也就逐渐减少。观察

曲线你会发现，所学知识在 20 分钟后，忘记了 42%；一天后，忘记了 74%；一个月后忘记了 79%。如果不

是像超忆症患者那样不停地自动重复强迫记忆，可以说没有人能做到不遗忘。既然如此，世上是否存在“过

目不忘”的本领呢？ 

  

 

 

 

 

 

 

 

 

 

 

我们知道，记忆可以按其保持时间的长短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类似于知觉加

工，只保持极短的时间，大部分信息在这一阶段“流逝”；少部分得到注意而进入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并

在几分钟内指导决策。随后一些重要的短时记忆被进一步加工，转化为长时记忆，可保存几天甚至几十年。

我们一般认为的“过目不忘”指的都是短时记忆，但这其实并不可靠，一旦分神或是记忆并未进一步加强，

一段时间过后也会忘得一干二净。 

通过使用一些记忆方法，可以提高记忆速度和能力。要灵活运用分类记忆、特点记忆、谐音记忆、争论

记忆、联想记忆、趣味记忆、图表记忆、碎片记忆等方式，提纲、笔记、卡片等记忆方法也能增强记忆力。 

可以说，兴趣是我们获得记忆的最有效的方法，并且能够将短时记忆加深到长时记忆，如果某个信息足

够引起人的极大兴趣或极大震撼，那么短时记忆可能会很快转变为长时记忆。 

掌握最佳记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加快记忆的速度，人在一天和一生中都存在最佳记忆阶段。记忆

的最佳年龄是青少年时期，此时的记忆速度最快；而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记忆速度虽有所下降，但提取信息

的能力却更强，也会转变为另一个优势。 

而一天中的最佳记忆时间却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习惯于规律作息，记忆效率在上午八九点钟最高；有的

人习惯于挑灯夜战，到了夜间思维才活跃兴奋。“一日之计在于晨”不见得人人适用，若是能找到自己的最

佳记忆时间，就能事半功倍。 

（取材于刘恺的同名文章） 

12．在文中【甲】【乙】【丙】三处依次填写词语，恰当的一项是（4 分） 

A．如果    就    所以  

B．无论    还是   所以 

C．无论    还是   否则 

D．如果    就    否则 

1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4 分）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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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记忆是神经元通过特定的膜电位变化传递刺激信号，在大脑中储存信息。 

B．使用任何一种记忆方法，都可以达到快速记忆的目的，让记忆一劳永逸。 

C．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遗忘速度由快逐渐放缓。 

D．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优势，不同的人应遵循各自的特点增强记忆。 

14．下列对文章行文思路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4 分） 

A．大脑记忆的基本原理——记忆过程会伴随遗忘——如何增强记忆 

B．如何拥有超强大脑——记忆的基本特点——记忆的类型 

C．大脑记忆的基本原理——记忆的基本特点——如何增强记忆 

D．如何拥有超强大脑——记忆过程会伴随遗忘——记忆的类型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44 分。 

阅读《乡土中国》（节选），完成第 15-16 题。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

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

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

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

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

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我在上一次杂话中已说明了礼治秩序的性质。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

裁判官吹了叫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

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

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

出规则之外。一个有 Sportsmanship 的球员并不会在裁判员的背后，向对方的球员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发

生此类事情，不但裁判员可以罚他，而且这个球员，甚至全球队的名誉即受影响。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

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

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

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

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

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

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

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取材于《乡土中国·无讼》） 

15．乡土社会中“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请概括这一观念形成的原因。 

（4 分） 

16．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文。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40 分） 

（1）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知礼是一种责任。时移世易，礼的内涵在变化，但我们今天同样要知礼、讲

责任。请以“知礼也是一种责任”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表达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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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土社会中，人不知礼，就是没有规矩，甚至有道德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形成了是非善

恶的共识。从不知礼到知礼，体现出人的成长变化。请以“知礼”为题，写一篇记叙文，表达你

的体验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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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14 分） 

1．（1）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2）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3）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D 3．A 

二、（16 分） 

4．B 5．D 6．A 

7．①依乎天理 ②因其固然 

   ③以无厚入有间 ④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三、（14 分） 

8．B 9．C 

10．答案示例： 

    看法一：我认为黛玉是小肚鸡肠。宫花原本要送的人多，周瑞家的要走的住所也多，最后送到黛玉这里

也很正常。但由于黛玉多心，便冤枉周瑞家的故意怠慢自己。 

    看法二：我认为黛玉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周瑞家的先送花给贾家小姐，最后才送给黛玉。由于黛玉性格

高傲，不甘心忍气吞声地受下人欺负，用严厉的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看法三：我认为黛玉具有人情练达的聪慧。周瑞家的最后才送花给黛玉。黛玉只看了一眼，问了一句，

就看破周瑞家的厚此薄彼的心思，当面揭穿、警告周瑞家的不要如此势利。 

11．答案示例： 

黛玉探望宝玉，丫头不开门，黛玉想到自己寄人篱下，于是便克制自己，压住怒火；黛玉听了宝玉“丫

头不开门”的解释，表示理解，反映出她宽容大度的特点；中秋赏月时，湘云想到不能像在自家那样乘船赏

月，感慨父母双亡，“许多事不遂心”，黛玉却宽慰与自己境遇相似的湘云，表现出黛玉的豁达。 

四、（12 分） 

12．D  13．B  14．C 

五、（44 分） 

15．答案要点： 

要点一：乡土社会信奉礼治秩序，服膺传统规则。 

要点二：人们在礼治秩序中修身、克己，如果身处讼事，会被看作逾越规矩、不知礼、坏礼治。 

16．（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