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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海淀高一（上）期末 

语    文 

（2023.01） 

一、本大题共 2小题，共 10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

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

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他在 1961

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 

那是 1961年 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

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正在勾头散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袁隆平把讲义

夹放在田埂上，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蔸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

植株上。他屏气静神地伸出双手，欣喜地抚摸着那可爱的稻穗，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 

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优异，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条扎

上记号，从此格外精心地照顾这蔸稻禾。收获季节他得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

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期待收获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种。可是当秧苗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它们高的高，矮

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 

一种失望的情绪掠过袁隆平心头，但是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着深入研究的袁隆平进而想到，从遗

传学的分离律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今年它

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可以断定去年发现的性状优异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他返回试验田对那些出现分离的稻株进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一一做了详尽记录。经过

反复统计计算，袁隆平证明，这次发现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 

袁隆平的实践让他发现了真理：只要探索出其中规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也就一定能把这种

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 

关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

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袁隆

平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

究。他知道，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

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

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这种方法产生的种子数量极

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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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

应用。但袁隆平不打算退却。 

1964 年 7 月 5 日，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

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 14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株雄花不开裂、性状奇

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

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的不孕性》发表，它宣示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和实

现途径，开创了水稻研究的新纪元。 

 （取材于《语文》必修上册第 4课） 

材料二：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起，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 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

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 4000 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 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钟扬为什么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 1/7 的地

区，植物种类占到了 1/3。有些地方甚至百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枯。”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

中这样介绍。 

他扎根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宝库”。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

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宽

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2017 年 5 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 5 至 7

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 5至 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就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

一出生就去除掉，这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

因里的秘密。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

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

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

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复旦大学 2012年 7月 6日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

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 年，钟扬突发脑出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

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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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 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之后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

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

这样说。 

（取材于《语文》必修上册第 4课） 

1. 请根据以上两则材料，分别为它们拟写一个凸显所报道人物特点的标题。不超过 10个字。 

2. 根据以上两则材料中袁隆平、钟扬的事迹，概括科学家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5 分。 

（一）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苏辙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蒣搽芋，而华屋玉食之

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

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

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

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

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①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

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也。”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

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

必有以处之矣。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常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

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②从之，常出其

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有删改） 

【注释】①黾（mǐn）勉：努力。②驰骤：指马飞快地奔跑，这里比喻用力地追。 

3. 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字词的意思。 

（1）子为我志．之 

（2）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3）其．谁肯信之 

（4）先君命辙师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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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用一个四字词语，概括苏轼“谪居儋耳”时的生活态度。 

5. 阅读第二段，概括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歌的原因。 

（二） 

阅读下面 诗歌，完成小题。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和陶归园田居（其一）①
 

苏轼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③。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注释】①这首诗是苏轼晚年被贬惠州所写。②周公与管蔡：西周初，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平

定叛乱。③华颠：白头，指年老。 

6.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和苏轼的《和陶归园田居（其一）》，抒写了同样的心情：

___________________。 

7. 张孝先说，“（陶渊明）其诗天然不可及。余读东坡所和诗，仍是东坡本色。盖各有其佳处耳”。请结

合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或．苏轼的《和陶归园田居（其一）》，对陶诗或．苏诗的特色加以赏析。 

8.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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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诗文常用典故表达丰富而含蓄的思想情感。《短歌行》中“呦呦鹿鸣，__________”，借《诗经》中

的诗句表达招纳贤才的热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__________”，诗人

借“元嘉北伐”的历史暗示南宋朝廷要汲取历史教训。 

（2）古人常借“月”的意象寄情悟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 __________”，《虞美

人》中的“小楼昨夜又东风，__________”，《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__________”，《赤壁赋》中

的“__________，而卒莫消长也”。 

（3）论说文常用对比来增强说理的力度，如《劝学》中“骐骥一跃，不能十步；__________，功在不舍”，

拿良马和劣马作比，强调了学习中坚持的重要性。 

三、本大题共 2小题，共 8分。 

阅读下面《论语》语录，完成小题。 

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 

②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

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 

③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政》） 

④子曰：“君子不器。” 

（《为政》） 

⑤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 

⑥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 

⑦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宪问》） 

9. 孔子称赞子贡学习能“告诸往而知来者”。上面语录与之相反的学习情状是：“__________。” 

10. 阅读以上《论语》语录，写一段话来分享你 阅读体会。要求：至少引用上面 2条语录，150字左

右。 

四、本大题共 2小题，共 7分。 

阅读《乡土中国》（节选）中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

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

的反映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

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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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

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

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

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

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

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

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

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

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

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

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

翻译的字句。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

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

特殊语言，即所谓的“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

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

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

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

一点样。我们永远在【甲】    ，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

达，难怪他要【乙】    了。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丙】    ”，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

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

体系。 

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

工具。我要辫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而且我还愿

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

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

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节选自费孝通《文字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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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根据文意，将下面的词语分别填写在【甲】【乙】【丙】处。 

眉目传情  削足适履  呕尽心血 

12.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中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 生了变

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他在上文中是如何阐明这一观点的？请简要作答。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10 分。 

阅读《荷塘月色》（节选）、《我与地坛》（节选），完成小题。 

（一）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

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

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

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

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

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

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

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

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

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

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

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

辫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

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节选自朱自清《荷塘月色》） 

（二）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

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

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

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

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

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

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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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

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天的苦心安排。” 

（节选自史铁生《我与地坛》） 

13. 根据文章内容，分别解释《荷塘月色》（节选）中“冷静”和《我与地坛》（节选）中“宁静” 的含

义。 

14. 阅读《荷塘月色》《我与地坛》中的写景文字，分析景物描写在两篇散文中的不同作用。 

六、本大题共 1小题，共 40 分。 

15. 按要求写作。 

有人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

现。” 

以上文字，触发了你怎样 联想，请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表达你的思想认识或 体验感悟。文

体不限，不少于 700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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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2小题，共 10 分。 

【答案】1. “泥腿子”科学家   种子达人“钟大胆”     

2. ①拥有用科技造福人民的坚定信念。 

②身体力行，重视实践研究。 

③善于观察反思，能从失败中发现真理。 

④有科学而独到的认知，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 

⑤有胆识，无惧研究道路上的困难。 

⑥甘做科研的开拓者、奠基人，不断开创研究的新领域、提升研究的新高度。 

【解析】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把握人物形象，拟写标题的能力。 

材料一主人公是袁隆平，文章主要写他为了研究出高产水稻，终生奋斗在一线，大半生和泥土打交道的事

迹。袁隆平为了实验，常年扎根试验田，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做着这些的袁隆平，就和农民

一样，说他是“泥腿子”专家，“泥腿子”科学家最符合他的形象特点。故可拟题为“泥腿子”科学家或

“泥腿子”专家； 

材料二主人公是我国走在收集种子、研究种子最前沿的科学家钟扬。文章主要内容是写钟杨为了收集种

子，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牺牲生命，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

“钟大胆”，这是对他工作精神的形象表述。综上可拟题为：种子达人“钟大胆”。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概括人物形象的能力。 

结合“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

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可概括出，拥有用科技造福人民的坚定信念。 

结合“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

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

家的极限”可概括出，身体力行，重视实践研究。 

结合“袁隆平把讲义夹放在田埂上，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可是当秧苗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

它们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他返

回试验田对那些出现分离的稻株进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一一做了详尽记录。经过反复统

计计算，袁隆平证明，这次发现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可概括出，善于观察反思，能从失败中发现

真理。 

结合“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

盾，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可概括出，有科学而

独到的认知，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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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但袁隆平不打算退却”可概括出，有胆识，

无惧研究道路上的困难。 

结合“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的不孕性》发表，它宣示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

和实现途径，开创了水稻研究的新纪元”“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可概括出，甘

做科研的开拓者、奠基人，不断开创研究的新领域、提升研究的新高度。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5 分。 

（一） 

【答案】3. （1）记述，记载  （2）学习，效法  （3）岂，难道  （4）相当于“之”（他），或做兼词“于

是”。     

4. 安贫乐道（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等）     

5. ①苏轼偏爱陶渊明的诗歌； 

②陶渊明的为人之道令苏轼自省； 

③苏轼借和陶渊明的诗来表明态度：敬服陶渊明，以他为榜样。 

【解析】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 

（1）“志”，语境讲整理诗集，此处译为记录，记载。句意：你替我把这些记下来。 

（2）“师范”，抓住“其万一”分析，即他的一点长处，需要动词“学习”“效法”等。句意：想在晚

年学得他一点长处的原因。 

（3）“其”，表示反诘、反问，用于句首，难道，哪里。句意：哪里有人肯相信呢。 

（4）“焉”，根据前面动词“师”分析，应该是“师（于之），向他学习，做兼词；还可以理解为代词，

他。句意：先父便要我向他学习。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人物进行评价探究的能力。 

抓住“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分析，他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和幼子苏过挑着担子过

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蒣搽芋”，住的是用茅草、竹子修的房屋，每天吃的是苦菜和芋头；“平生无

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子瞻平日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只是把史地著作当作园囿来游

览，把文章当作音乐来欣赏。 

根据苏轼生活的场所，吃住的特点及平时起居生活的特点分析，此时他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过的安然、

淡定、舒适等。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概括信息的能力。 

结合“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分析，我唯独喜爱陶渊明的诗。陶渊

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看上去朴质而实际上华美得很，看上去清瘦而实际上肥美得很。苏轼唯独喜爱陶渊

明的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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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如对于他的为人，我确实是很有感触的。“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

半生出仕，以犯世患”分析，我现在真的有了他这种毛病，由于自己没有早早知道这种毛病，做了半辈子

官，却招来了世间的灾祸。陶渊明的为人令苏轼感触，令苏轼自省。 

结合“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分析，这就是我十分佩服渊明，想在晚年学得他一点长

处的原因。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歌，敬服陶渊明，以他为榜样。 

参考译文：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东坡先生被贬谪到儋耳，他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只和幼子苏过挑着担子过海。他住的是用茅草、竹

子修的房屋，每天吃的是苦菜和芋头，心中没有那种住室堂皇、食物精美的想法。子瞻平日没有什么特殊

的爱好，只是把史地著作当作园囿来游览，把文章当作音乐来欣赏，到了这时也全都停下来了，只是喜欢

写诗。他写的诗精深华妙，并未显出老年人那种衰弱疲惫的精神状态。 

这时，我也被贬谪到海康，子瞻来信对我说道：“古代的诗人已经有写过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人

追和古人作品的。追和古人的诗，便从我东坡开始。在诗人中没有谁是我非常喜爱的，我唯独喜爱陶渊明

的诗。陶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看上去朴质而实际上华美得很，看上去清瘦而实际上肥美得很。即使是

曹植、刘祯、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众位诗人，都赶不上他。我前后和渊明的诗共一百几十首，至于

那些得意之作，自认为在渊明面前并不觉得很惭愧。现在我将要把它们编成集子并且一起抄录下来，来送

给后世的君子。你替我把这些记下来。但是我对于渊明，哪里只是喜爱他的诗呢？如对于他的为人，我确

实是很有感触的。渊明临死前写信给陶俨等人说：‘我年轻时生活穷苦，常常因为家里贫穷东奔西跑。我

性子刚烈，才智笨拙，和事物多有抵触，自己估量照我的性子干下去，一定会给你们留下祸患，于是尽力

辞去世事，使你们很小就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渊明这些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我现在真的有了他这种

毛病，由于自己没有早早知道这种毛病，做了半辈子官，却招来了世间的灾祸。这就是我十分佩服渊明，

想在晚年学得他一点长处的原因。” 

唉！陶渊明不肯为了五斗米而穿戴整齐去拜见乡里小人，子瞻做了三十多年的官，被管监的官吏置于

屈辱、困顿的地位，最后还是不能改悔，以致陷入大难之中，他才想起在晚年从渊明身上求得寄托，哪里

有人肯相信呢？虽然是这样，子瞻做官，出入朝廷、官职或升或降的原因还是可以考究出来的。后世君

子，一定会从中总结出一些立身处世的教训来。 

我年轻时没有老师，子瞻成年以后，学问也有成就了，先父便要我向他学习。子瞻曾经称赞我的诗具

有古人的风格，我自己认为比不上古人。然而苏轼自从被贬谪到黄州住在东坡之后，他的学问一天天地长

进，如同河水正奔流而来那样充沛盛大。他的诗和杜子美、李太白比起来，是要超过他们的，于是就和陶

渊明相比。我虽然随着他奔驰不已，总是落在他的后面，对于他追和陶渊明的诗，我又跟着写了一些和

诗。 

（二） 

【答案】6. 轻松愉悦（乐我所然、适物自闲）     

7. 示例一：陶渊明的诗言浅意丰，自然质朴。《归园田居》（其一）用寻常的田园意象、白描的手法描绘恬

静美好的田园风光，用“爱”“恋”“思”等词直接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平实简约的语言中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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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返自然”的欣喜、激动之情。 

示例二：苏轼的诗平淡而富有深味。《和陶归园田居（其一）》勾勒了一幅旷远的自然山水图景，以“孔

丘”“颜渊”“周公”“管蔡”等典故表现乡邻品德高尚，用“不二价”“不争田”“馈”“救”等词描

述了淳朴的民风；苏轼陶醉于美景、乡情，反映了他超然旷达的心胸、安贫守节的志趣。 

【解析】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评价诗歌中作者的思想情感的能力。 

从诗人描写的安宁闲适的乡村生活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等处可知，诗人在辞职归田后心情非常

轻松愉悦。 

从“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等处可知，诗人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艺术特色的能力。 

陶渊明的诗语言通俗易懂、自然质朴，同时又含义隽永耐人寻味。《归园田居》（其一）用地几亩，屋几

间，树几株，花几种，远处村落何如，鸡在何处鸣、狗在何处吠，琐琐屑屑，平平淡淡，语言极为通俗，

而意境极为高雅。诗中用寻常的田园意象、白描的手法描绘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借景抒怀，表达对田园

生活的喜爱；同时，用“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比喻，写出诗人对仁途官场的厌倦；用“爱丘

山”“恋旧林”“思故渊”等，直接抒发对自己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平实简约的语言中真实流露出自

己“返自然”后的欣喜、激动之情，诗因此而显得更为自然生动、富有情趣。 

苏轼 诗《和陶归园田居（其一）》语言通俗平淡而富有深味。“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

景，寓我有限年”四句写景，写惠州被群山环绕，风光无限，勾勒了一幅旷远的自然山水图景。“东家著

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四句，写出了当地人的道德淳厚、民风纯朴。“周公与管

蔡，恨不茅三间”二句，设想彼此对立的人也会向往安居于此。其中以“孔丘”“颜渊”“周公”“管

蔡”等典故表现乡邻品德高尚，用“不二价”“不争田”“馈”“救”等词描述了淳朴的民风。“我饱一

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写生活虽穷困，但诗人

仍能感到满足。“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则直接抒发了诗人乐天安命、

闲适超脱的情怀。可见，苏轼是生活虽然穷困拮据，但他陶醉于美景、乡情，反映了他超然旷达的心胸、

安贫守节的志趣。 

8. 【答案】    ①. 食野之苹    ②. 赢得仓皇北顾    ③. 一尊还酹江月    ④.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⑤. 唯见江心秋月白    ⑥. 盈虚者如彼    ⑦. 驽马十驾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及文学常识的能力。 

注意重点字词的写法，如“赢”“仓皇”“尊”“酹”“唯”“盈”“驽”等，要理解字义去记忆。 

三、本大题共 2小题，共 8分。 

【答案】9.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10. 今天读到《论语·述而》中这样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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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启发。反思我们现代教育，是不是太急切了，给孩子留的思考时间太少了呢？《论语·为政》中说“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强调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也不能脱离学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是学习的最基本方法。 

【解析】 

【9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经典名著基本内容、主旨或观点的整体把握能力。 

“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意思是：告诉你以前的事，你却知道未来。这里指的是你(子贡)能从我(孔子)已经

讲过的话中领会到我(孔子)还没有说到的意思。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赞扬，赞扬他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

那么与之相反的学习情状就是不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就是《论语·述而》中说的：“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意思就是：不能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它许多事情。比喻不善于学习，不能够由此及彼。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经典名著的价值、意义的感悟和评价能力。 

本题考查学生对经典名著的价值、意义的感悟和评价能力。题干要求阅读以上《论语》语录，写一段话来

分享你的阅读体会。首先要感悟明确，确实是从材料所给的《论语》语录中读出自己的感悟、自己的体

会。其次联系语录要恰当，题干要求至少引用材料中的两条语录，引用的这两条语录要和你的感悟相一

致，做到引用恰当。最后要分析合理，感悟有理有据，做到论点与论据相统一。如“学而不思则周，思而

不学则殆”可以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起引用，来说明思考的重要

性；“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可以和“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起引用，来论证人要有点精神，不能做物欲的奴隶。 

四、本大题共 2小题，共 7分。 

【答案】11. 【甲】削足适履  【乙】呕尽心血  【丙】 眉目传情     

12. 从乡土社会的角度说，指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不需要文字来表情达意，乡下人不识字也并不是因为

“愚”。从文字的角度论，指出文字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工具，而且是有缺陷的工具；文字下乡并不能使乡

下人“聪明”起来；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 

【解析】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第一处， 

根据前句说的“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

去”“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

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及后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可知，此处是说我们运用语言表

情达意时，因语言的束缚，只能迁就凑合语言的要求，故选用“削足适履”。削足适履：指把脚削去一块

来凑合鞋的大小；比喻不合理地迁就凑合或不顾具体条件，生搬硬套。 

第二处，根据语境说的“李长吉要在这束缚中去求比较切近的表达”可知，李长吉为了在语言的束缚中寻

求比较切近的表达用尽心思，故选用“呕尽心血”。呕尽心血：比喻用尽心思。多形容为事业、工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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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创作等用心的艰苦。 

第三处，根据前句说的“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和后句“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

接的会意了”“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可知，此处是说我们此时不是靠话语，而是靠

表情、肢体动作等来传递情意，故选用“眉目传情”。眉目传情：眼色传递情意；多用于男女之间。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根据“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

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

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可知，从乡土社会的角度说，指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

会，不需要文字来表情达意，乡下人不识字也并不是因为“愚”。 

根据“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

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现代化的过

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

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

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

明’起来”可知，从文字的角度论，指出文字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工具，而且是有缺陷的工具；文字下乡

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 

五、本大题共 2小题，共 10 分。 

【答案】13. 冷静：既指环境的安静，也指独处时内心世界的宁静，精神的洁净脱俗或思想的自由。 

宁静：指环境安静，也指作者内心安宁沉静。     

14. 《荷塘月色》：作者借宁谧的荷塘、朦胧的月色及荷塘四周的景致，表达获得暂时的安宁、自由的喜悦

及无法真正摆脱愁闷的无奈，情因景生、情景交融。 

《我与地坛》：地坛曾经壮丽辉煌，如今被废弃，这与作者在疯狂的年龄残废了双腿的命运十分相似；地坛

历尽沧桑却从容坦荡，启迪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景理相融。 

【解析】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 

《荷塘月色》中“冷静”，结合原文“我爱热闹，也爱冷静”可知，这里的“冷静”和“热闹”相对，是

指环境的安静；再根据“爱群居，也爱独处”可知，这里的“冷静”与“独处”有关，结合“像今晚上，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

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可知，具体指的是独处时内心世界的宁静，精神的洁净脱俗或思想的自由。 

《我与地坛》中“宁静” ，结合“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天的苦心安

排”可知，这里的“宁静”与“在人口密聚的城市”相对，指环境安静；“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

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是因为在这里作者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因此“宁静”也指作者内心安宁

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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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文中环境描写的作用的能力。 

《荷塘月色》中的景物描写有月下荷塘，借荷叶、荷花、荷香、荷波渲染了月下荷塘宁谧的氛围；还有荷

塘月色，通过描写荷塘青雾、满月的月光、落在荷叶上的月影等写出了月色的朦胧美好；最后描写荷塘四

周的景致，高高低低的树，无精打采的路灯，热闹的蛙声蝉声，写出了环境的安宁。 

再结合文中表达情感的句子如“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

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

觉是个自由的人”“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可知作者借

助景色表达了获得暂时的安宁、自由的喜悦及无法真正摆脱愁闷的无奈，情因景生、情景交融。 

《我与地坛》的景物描写有“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

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

在坦荡”，描写地坛曾经壮丽辉煌，如今被废弃；“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

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

废了双腿”，地坛由壮丽辉煌到如今残破衰颓与作者在疯狂的年龄残废了双腿的命运十分相似； 

地坛历尽沧桑却从容坦荡，“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

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这启迪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景理相融。 

六、本大题共 1小题，共 40 分。 

15. 【答案】例文： 

聚个人之力，奏时代强音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时代以其雄浑的气魄影响着个人命运，而个人，也

以星星之火汇聚燎原之势，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若个人将其力量汇入时代潮流，定能奏响新时代的嘹亮

号角，展现时代之强音。 

时代的洪流下，有人踔奋发，慎行不息，终于潮流之中实现自我价值；有人毫无主见，人云亦云，最终

不过成为乌合之众；更有甚者，逆时而行，不顾历史，终自食苦果。由此可见，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存在一定

限度。个人若仅令时代推已向前，难以实现自我价值；个人若与时代相背，将淹没于时代大潮中，难觅其踪；

唯有保持自我主动性，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方能顺应时代，书写时代，改变时代。 

个人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仍在时代的洪流中闪闪发光。先秦时期，有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

治学精神点亮时代的求学明灯，有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炽热情怀印照时代的精神；

五四风雷，见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家园情怀汇涌起时代之大潮，闻北平学子“外争

主权，内除国贼”的铮铮誓言挽狂澜于既倒，奏时代之强音。是先辈们以个人的力量共同推动时代向前，留

下一串串个人与时代交汇的脚印。既如此，何言个人之力微弱？又何谈无力以小我而影响时代？ 

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更应不负盛世，担负起时代责任。无论是“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青春誓言，还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无不展现出新青年对时代的传承与担当。正如

李子柒传承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田园中国；正如王亚平艰苦训练，只为推动中国航天事业向前发展；正如

吴天一守护生命于青藏高原，护时代之列车安全向前......我们并没有因时代的富强而安逸，相反，我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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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之力汇入时代大潮，推动时代蓬勃发展。 

狄更斯曾落墨于《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回首当下，疫情危机不减，复兴

之路任重道远；放眼寰宇，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双头怪竞相疯长，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唯有

个人只肩担起道义，顺时代之脉搏，方能化危险为机遇，更好地实现人生之价值。 

“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我们敢于向时代挑战，敢于书写时代的新篇章。 

与其坐以待毙，消失于历史扉页，不如汇聚起个人之力，奏响时代的强音!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写作的能力。 

审题： 

本题为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中第一分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强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气质，引导我们去关注历史上

各种不同的时代区别；第二分句“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明确

不同的时代气质取决于不同时代中“每个人的表现”。 

综合来看，材料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组成部分，都会对时代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材料的写作重

点，也是以当今时代的我们对于时代的作用为主。因此，要明确时代与我们个人的关系。时代是个人发展

的宝贵沃土。立足我们时代青年的身份，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

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跑出奋斗圆梦的“加

速度”。 

行文思路上，采用总分总的结构，首先提出观点，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时代的洪流，与祖国同向同行，成

就美好的未来。然后设置分论点，一要不断提升自我，做到素质过硬，全面发展；二要有责任担当，自觉

肩负起民族复兴梦的重任；三要立足本职工作，把握当下，积极高效地努力工作，将小我融入大我，成为

新时代的中坚力量。论证时采用典型的例证和引证。最后总结全文，提出号召，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坚定理

想信念，不断提升知识素养，做到心理状态自信达观，充分展现出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 

立意： 

1.躬逢盛世，激扬青春。 

2.明确时代使命，做时代的弄潮儿。 

3.承担历史责任，绘好时代画卷。。 

4.用个人发展点亮时代的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