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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北师大二附中高一（上）期中 

语    文 
本试卷共六大题，满分 150 分，测试时间 150 分钟。 

请将所有答案都填写在答题卡上。 

一、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

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

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

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

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

一小部分。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

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

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

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

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权力

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

的社会。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乡土

社会环境固定，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

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

的，被教的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

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

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

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

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

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权力产生方式不同，社会冲突、合作产生横暴权力、同意权力，社会本身变动产生长老权力。 

B．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变迁，继而产生“文化英雄”和时势权力。 

C.长老权力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不能反对，也不容忍反对，因此被教化的也就没有反对的必要。 

D. “注释”是为了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可以说这是一种保留“面子”的“反对”。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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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章开篇提到本书前面提出的三种权力，引出了后文的论述对象“时势权力”。 

B.文章通过对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的对比论证，证明时势权力先进于     长老权力。 

C.文章引儒家注重的“孝”道“无违”，意在说明长老权力是不能容忍反对的。 

D.末段举“面子”“挟天子以令诸侯”等词句，说明注释大量存在于乡土社会中。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二者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一个社会不会突然与旧结构完全不同。 

B．一个人，只要他能提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他就能成为“文化英雄”。 

C.乡土社会是容易安定的社会，缺少“领袖”和“英雄”，因此时势权力在乡土社会中不易产生。 

D．只要表面上承认长老权力的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于是口是心非便难以避免。 

二、本大题共 3小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4—6 题。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奏响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

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 2016 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撰写的一段文字。他参与了

500 多块图文展板的写作。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

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

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设计部主任知道钟扬太忙了，因此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

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

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答应。”设计部主任告诉记者。 

从 2001年起钟扬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有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

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

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赵老师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科普这条路上的持续前行。

2003 年—2017 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 10 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畅销书。“《大

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洋洋

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老师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 7 年多次义务为全国中小学生进行形式多样

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实验中学的一位同学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教授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

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这

位同学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学校开设了“学与做科学社”。

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他的学生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

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

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他的学生说。 

4.在本选文第 1 段中，有五个短句被打乱了顺序。下面各项中排序最符合本文意思的一项是：（3 分） 

①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②从海洋到陆地 

③繁盛与灭绝交替 

④从原核到真核 

⑤简单与复杂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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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④②①③⑤ 

B.①④②⑤③ 

C.⑤③①④② 

D.④①②⑤③ 

5.钟扬的学生认为，钟老师做科普是因为“他愿意教人”。请结合本选文谈谈你对钟扬“愿意教人”的理

解。（6 分） 

6.本选文报道了钟扬科普活动的诸多方面内容。请在文中任选一个角度，写一段 150 字左右的新闻点评。

（10 分） 

三、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8 分。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 7－11 题。 

策字伯符，与周瑜相友，江、淮间人咸向之。策舅吴景，时为丹杨太守。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

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策指

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 

 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
①
。康不与，术大

怒，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

用其故吏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时吴景尚在丹杨，

繇至，迫逐之。景退舍历阳。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兵财千余，骑数十匹，

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 

策性阔达，善用人，士民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严白虎等

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欲先击破虎等，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据

会稽，屠东冶，乃．破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 

袁术僭号
②
，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

能逞，且欲抚之，礼辟
③
策弟权。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

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请张昭等谓

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决机于两陈．之

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年二十六。 

                                 （取材于《三国志·吴书一》） 

注释 

○1 斛（hú）：古代容量单位，南宋以前十斗为一斛。②僭（jiàn）号：冒用帝王称号。建安二年二月，袁

术在寿春称帝。③辟：征召。 

7.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比．至历阳                        比：及，等到 

B.术甚奇．之                        奇：引以为奇，器重 

C.卒．与客遇                        卒：最终 

D.决机于两陈．之间                  陈：通“阵”，阵地 

8.下列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    ） 

A.  已．而更用陈纪   

寿春，术已．据之 

B.  策乃．说术  

 乃．破虎等 

C.  呼权佩以．印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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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贤任能，以．保江东 

D.  士民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 

9.下列对文中划线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假如我袁术有像孙策这样的儿子，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B．景退舍历阳 

     吴景败退下来，驻扎在历阳这个地方。 

C．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刘繇抛弃军队悄悄逃跑，各郡太守都争相把城邑捐献给孙策。 

D. 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 

   许贡的小儿子和门客逃到江边躲藏起来。 

10.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孙策派人到袁术的军营中杀死了逃匿的骑兵，但是袁术并没有公开责怪他。 

B.面对袁术两次食言，孙策大失所望，便借出兵历阳的机会与袁术公开决裂。 
C.攻破严白虎后，孙策趁势重新安排地方事务，借此取得了主政江东的优势。 
D.孙策被任命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也有利于曹操实现对各派势力的牵制。 

11.《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孙策说：“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轻佻果躁，陨

身致败。”“策猛锐冠世，志陵中夏，然轻佻果躁”意思是说，孙策勇猛盖世，志在攻取华夏，但是轻

佻急躁。请结合本文内容，找出文本中可以提供的依据，从“勇”“志”“轻”中任选两个方面，分析

孙策形象。（4 分） 

四、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9 分。 

阅读下面诗词，完成 12－14 题。 

词一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词二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词三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2.下面对各词的解说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词一上阕，写月满西楼时，词人眼见红花凋落，感到枕席之上秋意的寒凉。 

B.词一下阕，写落花流水、相思闲愁。词人对远行丈夫的真挚思念绵绵不绝。 

C.词二开头写词人独自一人看着香炉里瑞脑香袅袅青烟出神，心中非常寂寞。 

D.词二写在东院篱笆之下，词人喝醉了酒，看到枯萎的菊花，感到痛彻心扉。 

13.从词一、词二到词三，我们看出李清照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情感意蕴的不同，也能看出三首词内在的

联系。请在词一和词二中，分别找到与词三产生呼应的意象，并分别分析其情感意蕴的不同。（6 分） 

14．在下面的横线上默写诗文原句。（每空 1 分，共 10 分。） 

①《短歌行》中，曹操巧引《诗经》中的“_______________，悠悠我心”两句，借女子思慕爱人，委婉

地表达了渴盼贤才的心情。（《短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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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③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  

④ 携来百侣曾游，                                。 (《沁园春•长沙》)  

⑤                            ，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 

⑥                            ，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 

⑦人生如梦，                          。（《念奴娇·赤壁怀古》） 

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⑨我国古诗词中常用一些意象来渲染愁情。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其间旦暮闻何物？

________________”，表达了谪居浔阳的痛苦心情。 

⑩白居易的《琵琶行》在描摹音乐的变化时使用了一连串比喻：“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                        ，幽咽泉流冰下难。” 

五、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选文，回答 15-18 题。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①     的。

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

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

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②     着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

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常跑这条线

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③      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系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

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一直向前走去。她尽量高高地踮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

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

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

和她离得那样近，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拿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

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

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谁也没提醒香雪，车门是开着的，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

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

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

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

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

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应该赶快下车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到车门上，看

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火

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着：“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

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

的却只有一位旅客。车上好像有人阻拦她，但她还是果断地跳了下来，就像刚才果断地跃上去一样。她胳

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

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

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香雪一面摆弄着铅笔

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上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住

在站上。香雪并没有住，更不打算想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

屈，替台儿沟委屈。想到这些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到：赶快下去，赶快回家，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

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于是，她对车上那些再次劝阻她的人们说：“没关系，我

走惯了。”也许他们相信她的话，他们没见过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惧怕，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

知所措。他们搞不清山里的女孩子究竟有多大本事，她的话使他们相信：山里人不怕走夜路。 

（本选文取材自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对原小说和教材内容都少许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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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根据文意，在下面各句中横线上填入的词语最符合文意的一组是 

                                                   （3分） 

①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__________的。 

②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________着台儿沟的寒冷。 

③凤娇________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 

A. 始终期盼   抱怨   仍然 

B. 照等不误   感叹   仍然 

C. 照等不误   抱怨   照例 

D. 始终期盼   感叹   照例 

16.下面对本节选文段的解说，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 分） 

A.天气虽然寒冷，但台儿沟的姑娘们却仍然真诚地期待火车的到来。 

B.香雪希望车里的人能看见她，她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看到铅笔盒。 

C.女乘务员拉开香雪，印证了严寒中火车上人们对于台儿沟的忘记。 

D.香雪替凤娇感到委屈，是因为“北京话”辜负了凤娇的一片挚诚。 

17.认真阅读本段文字节选，并结合《哦，香雪》小说全篇，试分析有哪些因素导致香雪一跃登上火车。

（6 分） 

18.本节选结尾处的画线语句是《哦，香雪》小说的原文，在课文中这段话被删改成了这样： 

       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

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到底有多大本事。 

请根据本段节选的内容，并结合《哦，香雪》小说全文，谈谈小说原文与删改后的课文内容在表达效

果上有何不同？（6 分） 

六、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67 分。 

名人故居是北京的历史文化名片。参观名人故居，是了解历史、感悟文化、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途径。

请你根据要求，完成 19--22 题。（共 17 分） 

下面是名人故居分布图。 

提示语： 

                                          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他写的许多作品描写北平社会各色

人物，展现北平 

生活画卷。 

                              

19.请你根据提示语，判断图中【甲】处是哪一位名人的故居。这位作家是________________。(2 分） 

20.提示语中提到的作品可能是______________（写一部作品即可）。（2 分） 

21.在鲁迅博物馆，四位同学观看了《朝花夕拾》的展品，联想到这部散文集，颇有感触。下面是他们分

别在参观记录本上写下的感受，其中比喻句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百草园见证了鲁迅美好的童年岁月，拔何首乌、摘覆盆子、捕鸟……那多彩的生活场景，好像色彩斑

斓的图画。 

B.长妈妈给童年的鲁迅讲规矩，说故事，还为他买《山海经》……这些小事如同涓涓细流，流淌在鲁迅

的记忆里。 

C.藤野先生的无私帮助和真诚关怀，对于当时遭遇困境的鲁迅来说，犹如冬日的暖阳。这样的老师令人

肃然起敬。 

D.《朝花夕拾》在平静的叙述中富有深长的韵味，如同一首热烈而激昂的乐曲。作品让人们阅读后感到

回味无穷。 

22.如何使北京众多博物馆、名人纪念馆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当代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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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课题。请你以“让博物馆（纪念馆）在青少年成长中起到更大作用”为主题，向教育主管部

门或文博主管部门提一个建议案。（10 分） 

要求：建议明确，理由阐释充分，实施方案切实合理。字数不超过 150 字。 

23.请以“声音的味道”为标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1）叙事完整，细节描写或场面充分，表达你对某种声音的思考或体验。 

（2）字数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