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市重点中学 2025 届高三练习三（全国卷 I）语文试题
考生须知：

1．全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全部在答题纸上作答。选择题必须用 2B 铅笔填涂；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用黑色

字迹的钢笔或答字笔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2．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答字笔在“答题纸”上先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

3．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1、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填入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科比的性格造就了他的高峰与低谷。     ，    ，     。    ，     。    ，都是自己找来的。求仁得仁，如此而

已。

①如果不是他这样的执拗性格，也许早就在巅峰期退役了

②使他成为了 NBA 史上训练最勤苦、最顽强的球员之一

③他的执拗、好胜、偏执、在意细节、某种程度上的孤僻

④所以他现在的处境，他的光荣，他的低谷，他的辉煌与幽暗，甚至他的苦境

⑤是这种性格使他成长为 NBA 最好的球员之一，是这种性格使他熬过了低谷

⑥但也许同样，如果不是他这个执拗性格，他根本无法在 NBA 鏖战这么久

A．①⑥⑤④②③ B．④②⑤①⑥③

C．⑤①⑥④③② D．③②⑤①⑥④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以高铁为镜，我们砥砺苦练内功的自主创新品格。十几年前，高铁技术还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冲

破技术封锁，弯道超车，    ，靠的就是自主创新。从车辆到线路，从制动到通信信号，没有技术，就从国外引进消

化吸收；（          ）。一步一个台阶，中国高铁企业苦练内功、   ，实现了国人高铁产业腾飞的梦想。以高铁为镜，

我们涵养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中国制造面临过这样的尴尬：号称是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老百姓却    ，

去国外抢购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等普通日用品。中国铁路凤凰涅槃的过程，为中国制造突围提供了有益借鉴。如

今，中国高铁的检验标准精确到了 1．11毫米以内；为了突破碰撞安全防护系统关键，我们做了 13种概念模型，历经

近百次仿真计算和试验验证，仅仿真计算生成的结果数据就高达 5111G。解码中国高铁成功的深层次密码，以优取胜的

品质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2．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后发先至  养精蓄锐  毋庸讳言  舍本逐末

B．后来居上  厚积薄发  毋庸讳言  舍近求远

C．后发先至  养精蓄锐  毋庸置疑  舍近求远

D．后来居上  厚积薄发  毋庸置疑  舍本逐末

3．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狠下决心奋力攻关外国不愿提供的核心技术

B．狠下决心奋力攻关，如果外国不愿提供核心技术

C．外国不愿提供核心技术，就狠下决心奋力攻关。

D．外国提供了核心技术，就狠下决心奋力攻关。

4．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如今，中国高铁的检验标准精确到了 1．11毫米；为了突破碰撞安全防护系统关键技术，我们做了 13种概念模型。

B．如今，中国高铁的检验标准精确到了约 1．11毫米左右；为了突破碰撞安全防护系统关键技术，我们做了 13种概

念模型。

C．如今，中国高铁的检验标准准确到了约 1．11毫米左右；为了突破碰撞安全防护系统，我们做了 13种概念模型。

D．如今，中国高铁的检验标准准确到了 1．11毫米；为了突破碰撞安全防护系统，我们做了 13种概念模型。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文明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及其古为今用之功。诸种正史、大量野史等著作的形成也大都有此动机。所以当君臣

就一些事议而不决或难决之时，或帝王的决策不合臣意或不合时务时，饱读经史的大臣往往会想到并引用历史之事、

前朝处理同类事务的惯例以作参考或直接仿效。三皇五帝、文王周公、前代明君之事，往往是大臣们提出建议规劝帝

王的凭借。在不违律令，不违儒家伦理的前提下，对前朝惯例的借鉴或采用就有着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朝成功

的惯例，尤其是前朝明君的言行方式，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具有正面的引导意义。借鉴历史的力量以及前代帝王尤其

是有作为的帝王对同类事务的处理办法，来表达观点、制约帝王或影响朝廷决策，有时极为有效。如唐贞观二十年，

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以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时褚遂良即上书规劝，要太宗“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之

举，后“太宗从之”（《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明武宗死后，因其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武宗之叔父兴献王的儿子继位为明世宗。随后世宗即面临一个如

何尊称孝宗、武宗及生身父母的“大仪”问题。大臣们各引其据，有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有引“文帝则以

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之事以提出建议。明代舒芬曾上疏武宗皇帝，反对“畋游无度”，其立论之一即“自古万乘之

重”和“古帝王所以巡狩”应该如何之类。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

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

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所以大臣也会以

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

定的事。

当然，也有不在意舆论者。唐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时韩瑗上书，高宗不仅没有采

纳此建议，而且更无惧“四海之士”的惕然。韩瑗后为褚遂良辩护，又引“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

乱”之事，不仅未果，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



虽然儒家反对怪力乱神，但由于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其政治文化中仍然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精神融入政治伦理之中。由于一方面有着“天何言哉”的自然定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王道之政

都是“以君随天”的道德假设，所以自然界的异象，诸如地震山崩、河水断流、慧星见于东方之类，更容易被大臣、

文人、术士等加以伦理的附会，引申出自然对世事的态度，以警示帝王。

(摘编自王建光《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明重视以史为鉴，而对前朝惯例借鉴的前提是不违律令和儒家伦理。

B．为防不良舆论被反对者利用，帝王有时也接受大臣的规劝改变自己决定的事。

C．褚遂良曾劝唐太宗参照殷周、汉、魏的做法处置太子居所问题，被太宗采纳。

D．大臣、文人、术士等认为自然界异象更容易被加以伦理的附会，以警示帝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借助三个方面的典型材料，论证了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决策的规劝方式。

B．文章运用较多篇幅论述以史为鉴规劝帝王的方式，是因为该方式规劝效果好。

C．文章综合运用例证、引证、喻证和辩证说理的方法阐明道理，论证手法灵活。

D．文章通过韩瑷上书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的事例，阐明了规劝帝王具有风险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大臣规劝帝王的凭据，常为前朝明君具有引导意义的言行方式、成功惯例等。

B．明世宗继位之后，采纳了大臣们提出的建议，解决了面临的相关“大仪”问题。

C．封建时代“路人之议”等舆论的建构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

D．儒家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其政治伦理中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历史学家期待夏朝文字的出现，但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甲骨文是       的学科发现，是

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环境下，可能早已       。

同样，       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也是       。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

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在现有材料框架下，以修建是否带有墓道的墓葬，作为社会等级高的标志，是新出现的殷墟社

会现象。这似乎是商代晚期礼制构建和等级区分的一系列新尝试之一，可视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变革现象，而非传承

有序的制度或传统。

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       )。我们不应以小概率的文字、王陵、都城的性质确定与否，来无视大概率的社会

历史发展变革。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可望而不可即 淹没 憧憬 强人所难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

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47062061044010003

https://d.book118.com/04706206104401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