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高三语文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

测试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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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①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

静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

为它是经过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成了

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在白居易看

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是绝对的，在诗的浪漫逻辑中，爱情是无条件的，甚至可以

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不合客观的理

性，却恰恰充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③情感逻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像理性逻辑那样统一，它可以自相矛盾，鲁

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化诸葛亮不满，而对关云长的形象特别称赞，这是因为，

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

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④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

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因为在这以前，他在诸葛亮面前签

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是要掉脑袋的；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

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

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汉献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于

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很懂得关公的这种感情用事的

性格，就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自己过关以报当年的厚恩。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

感到自己的确还欠着曹操的一份恩情，只好今天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求得恩义的平衡

了。 

⑤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而

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明明是违反理性逻辑的，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



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恩怨分明”以求得“信义素著”之名。如果罗贯中的笔下，

关公的“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

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 

⑥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 

⑦然而让人物进入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情感逻辑，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生命的

关键。有时，这种逻辑并非像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那样直接，而是相当曲折的。 

⑧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去代替情感逻辑。而对于

我们来说，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中，占着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

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

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文化水平

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的优势。 

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

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

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不仅是作家的职业训练，而且

是青少年的基本修养，文学作品的阅读正是提高这种修养的最有效途径。 

1．对第①段加点词“歪曲”在文中含义理解恰当的一项是（    ）。 

A．扭曲 B．变异 C．深刻化 D．个性化 

2．有人认为第⑤段画线句改为“关公的这种行为，有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语言更为

简洁。你如何看，请简述理由。 

3．以下艺术形象最符合本文作者“饱和度”判断的一项是（    ）。 

A．《群英会蒋干中计》中的蒋干 

B．《品质》中的格斯拉兄弟 

C．《一碗阳春面》中的面馆老板夫妇 

D．《长亭送别》中的崔莺莺 

4．运用本文“无理而妙”的理论分析以下纪念鲁迅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节选自臧克家《有的人》） 

5．从论据运用的角度，评析本文论证的充分性。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瓦下听风 

彭家河 

瓦是乡村的外衣。 



在川北延绵而舒缓的群山中，村落就像灌木丛，一簇一簇地分布其间。远远望去，

几面灰白的墙壁和青黑的瓦顶在墨绿的草木间若隐若现，仿佛被弯曲山路串起的葫芦挂

在重峦之中。早年经常在深山中负重前行，窄窄的山路总不见头，有时要找一块歇脚的

石头都非常难。我上初中时隔几周的周末，都要与父亲一道从周边剑阁或阆中的乡场上

背小百货回村代销，有次父亲特地称了我背的货物，居然有一百八十斤。在山路上走得

精疲力竭快要倒下时，转过一个山湾，突现一片竹林，便心头暗喜。川北农家都喜欢在

屋后栽慈竹，可就地取材编背篼、席子等。果然，浓密的竹叶间透出一行行落满竹叶的

青瓦，看到瓦缝间飘散着绺绺灰白的炊烟，顿时就有了到家的感觉。不管主人熟不熟识，

暑天都可以到人家檐下歇凉，雨天可过去躲雨，如果正好赶上吃饭时间，主人家也不会

在乎一碗酸菜稀饭。看到了瓦，也就看到了家，心里就踏实了。 

在乡下时，盯着瓦顶发呆的时候也不少。早年乡下没有通电，也没有多少书看，特

别是感冒生病后，能做的事就只有躺在床上数檩子、椽子和亮瓦。川北多柏树，檩子都

是去皮粗略打整的小柏树，椽子则是柏木板，年份一久，灰尘和油烟就把檩子、椽子染

成与老瓦一样的黑色。在漆黑的房顶上，只有几片亮瓦可以透些光亮进来，不过瓦上的

落叶和瓦下的蛛网已让光线更加昏暗。亮瓦是玻璃制成的，能透光，但看不到瓦外的天

空以及树木，要凭借瓦上的声响，才知道房顶上的过客。如果声音是一路“咵、咵、咵”

地传过来，那一定是一只无聊的猫；如果是急促的沙沙声，肯定是心慌的老鼠在顺着瓦

沟跑。更多的时候，只是听听瓦上难以理喻的风，听风在房顶与瓦说些悄悄话。 

瓦与风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般都是轻轻絮语。我想，他们谈论的，无非是坎上庄稼

的长势啊，西河里的鱼啊，二帽岭上的花啊，因为每年春节前，我爹都要上房扫瓦，扫

下的就是麦子、鱼骨头、小树枝这些。瓦仿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风就是一年四季

在外面闯荡的男人，一回来就带些外面的小玩意，讲讲外面的小故事，把瓦哄得服服帖

帖。当然，有时候瓦与风也会吵嘴甚至打架，夜里总有些瓦从瓦楞间翻起来，与风纠缠，

有的还从房顶上落下，摔得粉身碎骨。听到“啪”的一声刺耳脆响，瓦下的主人都会心

头一紧，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房顶就大骂风，肯定是风的不对，瓦成天默默不语任

劳任怨，风过来一会儿，房顶就不得安宁，瓦还要跳楼寻短，难道不是风的错吗？这些，

风能说得清吗？风可能受了委屈，一路呜呜着跑了。落下房顶的瓦摔得四分五裂，抛弃

在路边。别的瓦仍然低眉信首，与属于自己的那一绺风继续私语，或许他们对风对瓦的

性格早已习惯，总有几片瓦会与风一起私奔，也总有几片瓦会宁如玉碎。乡下的故事，

不就是这样的吗？ 

瓦只要上了房，盖在檩椽上，往往就是一辈子。要么是仰瓦，要么是扣瓦，仰瓦要

上大下小，扣瓦要上小下大。有时，房脊梁上还会垒一排立瓦。每一片仰瓦的大头都要



压在上一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大头下，而且所有

的扣瓦都要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营造一个温暖

的家。瓦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乡下人肯定早就读懂了这些。 

一年当中，乡下人待在瓦屋里最长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庄稼都收种完毕，梅雨时

节或者霜雪天气，无所事事的大人小孩子就团聚在一起烤火做些家务。但更多的时候，

我则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垫着枕头靠着墙壁看小说，这样身心都温暖如春。我在乡下

教书时，有一年在南充人民中路一旧书摊上买回了所有的《十月》等文学期刊。有一天，

我合上杂志，听着瓦上风声，突然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人生，其实每一个人

只能经历一种人生，通过小说，可以品味别人的酸甜苦辣，可以经历各种人生。一个人

过好自己的人生，此生才有意义，重复或者模仿别人的人生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从此，

无论是出入瓦屋豪庭、身居陋巷还是穿行都市，我都内心恬淡自信，对世间奢华，心如

止水。 

瓦下的孩子都一辈一辈长大，离开了瓦屋，走出了大山。估计都没有多少闲暇回一

次老家，更没有多少机会再在瓦下静坐。我相信，每一片青瓦下，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

种子，总有一天，他们会在风中醒来，听听风中的故事。我相信，每一条都市大街上，

都有来自乡下的孩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怀念瓦下听风的日子。 

1．理解文中划横线句子的深刻含义。 

（1）瓦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 

（2）每一片青瓦下，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种子。 

2．赏析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 

3．说说文章倒数第二段在文中作用。 

4．文中的“瓦”意蕴丰富，你能解读出哪些意蕴？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这种巷，常在

江南的小城市中，有如古代的少女，躲在僻静的深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你要在这种

城市里住久了，才有机会接触到她优娴贞静的风度。这种小巷，(       )了市廛的红

尘，又深又长，曲曲折折，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望着前面，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一

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而且更加(       )。那里常是悄悄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

候，你向巷中踅去，都如宁静的黄昏，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不高不矮的围墙挡

在两边，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的藤萝，像古朴的屏风。小巷的动人处就是

它无比的悠闲。只要你到巷里踯躅一会儿，心情就会如巷尾的古井，那是一种和平的静

穆。它闹中取静，别有天地，仍是人间。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



本哀乐账，一部兴衰史。乌衣巷中，重门叠户，秋虫浅唱，歌吟往事；夕阳影里，

①        ，②         ，③         。此刻小巷的氛围澄明如水，净化一切，使人

忘忧。你情绪烦躁，心境悒郁吗?请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儿，你一定会(        )，

怡然自得，物我两忘。爱逐金追利，(      ）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

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静候你! 

1．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隔绝     幽僻     恍然大悟     斤斤计较 

B．隔离     幽僻     恍然大悟     锱铢必较 

C．隔离     幽静     豁然开朗     斤斤计较 

D．隔绝     幽静     豁然开朗     锱铢必较 

2．对文中使用的修辞手法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A．比拟、比喻、夸张 B．比拟、比喻、排比 

C．反问、借代、排比 D．反问、借代、夸张 

3．请结合刘禹锡《乌衣巷》的内容，仿照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在横线处补写出恰当

的语句。 

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东海郡开国公徐公行状 

[唐]李翱 

公讳申，字维降，东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举进士，初辟巡官于江西，

后选授洪州大都督府长史。时刺史嗣曹王举江西兵讨李希烈，故以长史行刺史事，任职

有成，曹王荐之，迁韶州刺史。 

四十余年，刺史相循居于县城，州城与公田三百顷皆为墟，县令、丞、尉杂处民屋。

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种与食，所收其半与之；不假牛犁者，三分

与二。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岁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将复筑室

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艺来者，与粟有差。刺史临视给与，吏无所行其私。应募者

数千人，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属迁于新城，县令之下各返其室。创

六驿，新大市，器用皆具。曲江县五百人以状诣观察使，请作碑立生祠。公自陈所为不

足述，乃刺史职宜如此，何足多者，不愿以小事市名。观察使嘉其让，迁合州刺史。其



始来也，韶之人户仅七千，凡六年，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 

贞元十七年，诘里盗，通蛮夷道，责土贡。大首领黄氏帅其属，纳质供赋。黄氏、

周氏、韦氏、依氏皆群盗也，黄氏之族最强，盘亘十数州。周、韦氏之不附之也，率群

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诸海，群盗皆服。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 

元和元年，诏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东海郡开国公。诏书未至，有疾薨

于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为刺史，一为经略使一为节度观察使，阶累升为金紫光禄大

夫，爵超进为开国公，官亟迁为礼部尚书。其事业皆足以传示后嗣，为子孙法。享年七

十。 

（选自《李文公集》，有删节） 

1．对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寄籍．．京兆府  寄籍：落户 B．不假．．牛犁者          不假：不租借 

C．盘亘．．十数州  盘亘：盘踞 D．周、韦氏之不附．．之也  不附：不纳贡 

2．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初辟巡官于．江西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B．不愿以．小事市名      木欣欣以．向荣 

C．而．逐诸海，群盗皆服  拔剑撞而．破之 

D．凡三佐藩屏之．臣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3．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最合理的一项是 

A．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岁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 

B．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岁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 

C．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岁/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 

D．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 

4．以下六句话分编为四组，全都属于直接表现徐申为官功绩的一组是 

①任职有成，曹王荐之    ②县令、丞、尉杂处民屋    ③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

初 

④创六驿，新大市，器用皆具    ⑤观察使嘉其让，迁合州刺史    ⑥阶累升为金紫光

禄大夫 

A．①③④ B．①④⑥ C．②③⑤ D．②⑤⑥ 

5．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文章用“行状”这种文体，记述了徐申的籍贯年纪、官职变化情况以及主要事迹。 

B．文章重点记叙徐申任韶州刺史时的政绩，以突出他政绩显著，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C．鉴于徐申治理蛮夷有功，边地不再有强盗为害，皇帝封他为东海郡开国公以嘉奖。 



D．徐申办事颇有成效，治理地方有方，又有军事才能，文章充满了对他的赞美之情。 

6．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刺史临视给与，吏无所行其私。 

（2）刺史以官属迁于新城，县令之下各返其室。 

（3）其事业皆足以传示后嗣，为子孙法。 

 

5．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各题。  

重  阳① 

文天祥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 

雁栖新月江湖满，燕别斜阳巷陌空。 

落叶何心②定流水，黄花无主更西风。 

乾坤遗恨知多少，前日龙山③如梦中。 

（注）①《重阳》这首诗是文天祥被捕后，在元朝被囚禁期间所作。当时，皇帝、

皇太后均已投降，并劝文天祥投降。②何心：何来的心。③龙山：隐喻中华民族的生息

繁衍的发源地。 

1．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实写他长期被囚的景况以及孤独思乡怀国的情绪，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囚人形象。 

B．“梧桐”是狱中所见景象之一，诗人着意写它，寄寓了一片深情，属触景生情的写

法。 

C．颔联通过想象描绘雁南飞、燕归巢等美妙景象，表现作者坚信能重获自由的乐观豁

达。 

D．尾联“龙山”既可指作者战败被捕之地，也指华夏民族发源地、沦陷的中原地区。 

2．请从颈联撷选的意象入手，结合全诗，分析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情感。 

 

6．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只选 3 小题） 

（1）_______________，此时无声胜有声……_______________，铁骑突出刀枪鸣。（白

居易《琵琶行》） 

（2）青山隔送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王实甫《长亭送别》） 

（3）燕、赵之君，始有远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苏洵《六国论》） 

（4）寄蜉蝣于天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羡长江之无穷。（苏轼《赤

壁赋》） 

（5）柔情似水，____________，忍顾鹊桥归路。____________，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鹊桥仙》） 

 

7．微写作。 

下面是主席讲话中用的典故，请你从这句话中提炼一个观点，写一段议论性文字。（不

超过 100 字）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出自《尚书》 

8．《主持人大赛》是中央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一项重大赛事，假如你是参赛选手，请从以

下三个任务中选择一个完成。至少运用两种修辞手法，150 字以内。 

（1）假如你是《朗读者》的主持人，本期嘉宾是中国女排总教练一—郎平，她将以“青

春”为主题进行朗读，请你为郎平的出场写一段主持稿。 

（2）元宵佳节，作为央视元宵喜乐会的主持人在节目现场你将与海外华侨直播连线，

请写一段主持稿，引出海外分会场的直播。 

（3）作为《最美中国人》的主持人，该节目的其中一位获奖者一一钟南山将上台领奖。

请你为这位 84 岁高龄仍义无反顾赶往武汉防疫第一线的“最美逆行者”写一段颁奖

词。 

 

9．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①2019 年 3月 30 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森林火灾。3 月 31 日下午，救

火队员遇突发林火爆燃，27 名森林消防队员和 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平均年龄仅为

25.5 岁。国家评定这 30名牺牲人员为国家英烈，授一等功。 

《人民网》 

②2019 年 9月 30 日上映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连上热搜。川航英雄

机长刘传健成为网红，网民纷纷为英雄机长点赞。 

《搜狐网》 

③2020 年 2月 10 日，视频连线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他说，武汉是英雄的

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只要同志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

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近期以来，还有全国各地超过 26000 人奔赴

武汉抗疫前线，与湖北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了一支支战疫抗疫的英雄交响曲，这些英勇事

迹都将载入史册，也必将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表彰和褒奖。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B 

2．答案示例：不能改。原句用“并不是……只是不是……而是”的句式，强调关公的

行为有着内在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看似自相矛盾，却有其独特性，在辨析中说理，突

显情感逻辑的本质特征。 

3．D 

4．答案示例：这句诗的“无理”体现在作者对“活着”与“死了”的判断不符合理性

逻辑，“妙”在不符合理性逻辑的诗句在情感上极具感染力，绝对化的情感逻辑，表达

了诗人对鲁迅精神的赞美之情。 

5．答案示例：本文先列举白居易《长恨歌》，论证情感逻辑具有绝对化的特征，再列举

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论证情感逻辑自相矛盾的特征，例证典型而充分，而在论证自

相矛盾的情感逻辑具有曲折性的特点时，缺少必要的论据支撑，是论证充分性上的不足。 

【解题分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重点词语的含义的理解能力。先要仔细读文章内容， 体会文章

的主旨。再根据词语所在的语境，结合上下文内容体会词语的含义。文章中的“歪曲”

加了引号，是说明它有特殊含义，不是其本义，排除 A；根据下句“这种表面上看来是

表层的感觉成了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的解说，可知“歪曲”的意思不是

“深刻化”“个性化”，而是“变异”，排除 CD 。 

故选 A。 

2．本题考查探究某一问题，提出自己个性化见解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要返回文本

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语句，分析作者的观点态度，再联系实际进行思考，提出自己

的见解。切忌脱离文本，自己发挥。本题要求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含义及作用，解答此

类题目需要学生准确细致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这类题目应该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进

行具体的分析。首先明确观点和看法，然后分析原句的语言形式特点和表达的内容，再

比较所给的句子，分析二者表达效果上的不同即可。分析原句“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



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而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可知，在

语言形式上采用了“并不是……只是不是……而是”的句式，强调关公的行为有着内在

的情感逻辑，比较“关公的这种行为，有他独特的情感逻辑”的直接表达形式，在内容

上更突显情感逻辑的本质特征，具有表达的独特性。 

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概括文本信息的能力。做选择题，基本方法是排除法和比对法，

就是把选项内容与原文有关内容认真、仔细地比较、对照，不符合原文意思的，就是错

误项，反之则为正确项。首先理解题干中“饱和度”的意思，结合原文“情感逻辑达到

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可知，“饱和度”的意思是

在作品中把一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本题中，蒋干是自以为是、自作

聪明；格斯拉兄弟和面馆老板夫妇都是平凡生活中普通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

都没有产生一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所以不具有“饱和度”。排除 ABC 。D

项，崔莺莺，她一方面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又不满于父母包办的婚姻，极力要

寻求自己的幸福，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她对自己的一举一动甚为谨慎。她的情感逻辑达到

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 

故选 D。 

4．本题考查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综合赏析能力。考查内容涉及理解作品的

内容，语言，表现手法，主旨等各个方面。做此类题目，须首先通读原文，整体理解把

握作品内容及主旨。解答本题，首先理解本文“无理而妙”的理论，根据原文第 2段，

指的是“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不合客观的理性，却恰恰充

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然后分析臧克家《有的人》中的诗句，指出哪些是“不

合客观的理性”，哪些是“绝对化的情感逻辑”，再分析其表达效果即可。 

5．本题主要考查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解答此类题目，应先梳理文章的内容，圈出

每段的中心句，把握文章的观点、论据，注意分析文章的思路，中心论点和分论点的关

系，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本题要求“从论据运用的角度，评析本文论证的充分性”，

就是要求分析本文如何运用论据进行事例论证的。解答时分别找出论点和运用的论据，

分析文章如何运用论据论证即可。本文主要论证了情感逻辑的两大特点：情感逻辑具有

绝对化的特征；情感逻辑自相矛盾的特征。并进行了举例论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

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

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见本文论证的

充分性。 

【题目点拨】 

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方法一般有：（1）抓句子中的重要词语。重要句子都有凸显



其含义的关键性词语。抓住了这些词语，就等于拿到了开启句子含义之门的钥匙。（2）

抓句子的位置。重要句子，或揭示段意，一般处于段首或段尾，或揭示文章脉络层次，

往往是那些具有总领性、过渡性、总括性的语句。理解这类句子的含意，常需要考虑它

在文中的位置：如果是总领句，解释句意时要考虑其所领起的语段的内容；如果是过渡

句，要密切关注上下文段的内容；如果是总结句，就需上溯，寻找相关信息，确定答案

要点。（3）抓句子的修辞。对含有修辞的句子的理解，应从修辞本身的特点、作用入手，

从而透视其深层意义。弄清作者采用的修辞方法，常常能破解作者写作一些警策句子的

真正目的。（4）抓句子的修饰、限制成份。要确切地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意义，可从句

子结构入手，在抓住主干的同时，特别留心那些修饰、限制成份。句子的修饰、限制成

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揭示句子内涵的作用。 

2、1．（1）人人都有各自的命运，但是都应当懂得像瓦一样尽责坚守，彼此团结，和谐

相处。（2）每一个在瓦下成长最后又离开瓦屋的孩子，最终都会深深怀念自己的故乡。 

2．①运用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地突出了瓦与风一静一动、一坚守一闯荡的特点。②运

用拟人手法，赋予风和瓦以乡村夫妻的情感和动作，饶有趣味。③以风和瓦缠绵又纠缠

的物事含蓄地写出了乡村夫妻的情事，富有乡村生活普遍、平凡而有趣的气息。 

3．①呼应文章第一段，再次突出瓦（屋）给乡下人以温暖；②表达我对温暖如春的乡

村瓦屋生活的怀念；③呼应标题（点题），揭示“瓦下听风”听出的人生哲理/启迪。 

4．①瓦象征乡村与家，让人温暖踏实；②瓦是“我”早年乡村生活的温暖记忆，渐渐

烙下了“我”对乡村的深情；③瓦象征默默不语，任劳任怨的村妇；④瓦意味着坚守职

责和遵守规矩；⑤瓦意味着恬淡自信，过好自己的人生；⑥瓦象征着离乡游子深沉的乡

土情结。 

【解题分析】 

【分析】 

1．此题考查理解重要句子含义的能力。理解句子有几种方法：抓住关键词语理解；联

系上下文理解句意；指出手法，分析句子；根据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揣摩作者的写

作目的理解句子。“瓦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句前是“每一片仰瓦的大头都

要压在上一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大头下，而且所

有的扣瓦都要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营造一个温

暖的家”，瓦的命运就是为主人遮风挡雨，瓦需要按照规矩排列的房屋之上，否则做不

到遮风挡雨，人要学习的就是瓦的尽责坚守，彼此团结，和谐相处。“每一片青瓦下，

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种子”，重点词语是“怀乡”，即怀念家乡，一辈一辈的孩子长大

后走出大山、没有多少闲暇回老家，但相信他们终会怀念瓦下听风的日子，揭示了主题。 



2．本题考查学生对语句的赏析能力。语句赏析的角度一定要知道，有修辞（比喻、拟

人、夸张、反问、设问、排比等）、词语（动词、形容词、副词、叠词等）、描写方法（语

言、动作、心理、神态）句式、手法、内容、情感等。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要会结合语

境作正确的赏析。把“瓦”比作“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把“风”比作“一年四季在

外面闯荡的男人”，生动形象地突出了瓦与风一静一动、一坚守一闯荡的特点；“瓦仿

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风就是一年四季在外面闯荡的男人，一回来就带些外面的小

玩意，讲讲外面的小故事，把瓦哄得服服帖帖”，运用拟人手法，赋予风和瓦以乡村夫

妻的情感和动作，饶有趣味；“当然，有时候瓦与风也会吵嘴甚至打架，夜里总有些瓦

从瓦楞间翻起来，与风纠缠，有的还从房顶上落下，摔得粉身碎骨”，以风和瓦缠绵又

纠缠的物事含蓄地写出了乡村夫妻的情事，富有乡村生活普遍、平凡而有趣的气息。 

3．此题考查把握重要段落作用的能力。通读文章，理解文意，从内容和结构分析作用。

（1）内容角度。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什么情感（奠定感情基调），与全文主旨有怎样

的联系。（2）结构角度。这是重点。既要考虑句子在段落中的位置，更要考虑句子所在

段落在全文中的位置。如果句子所在的段是开头段，则要考虑：①点明题目；②开门见

山；③总领全文；④为下文作铺垫，与下文形成对比、反衬，使文章有波澜；⑤交代思

路等作用。“庄稼都收种完毕，梅雨时节或者霜雪天气，无所事事的大人小孩子就团聚

在一起烤火做些家务”，呼应“瓦是乡村的外衣”，再次突出瓦（屋）给乡下人以温暖；

“但更多的时候，我则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垫着枕头靠着墙壁看小说，这样身心都温

暖如春”，表达我对温暖如春的乡村瓦屋生活的怀念；“有一天，我合上杂志，听着瓦

上风声，突然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人生，其实每一个人只能经历一种人生，

通过小说，可以品味别人的酸甜苦辣，可以经历各种人生”，呼应标题“瓦下听风”，

揭示“瓦下听风”听出的人生哲理，听出了一个人只能依据自己的特点，经历一种人生

并过好自己的人生的道理，不重复或者模仿别人的人生。这也是是文章的主旨。 

4．此题考查理解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理解词语有几种方法：（1）联系上下文理解句

意。（2）根据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揣摩作者的写作目的理解词语。“看到了瓦，也

就看到了家，心里就踏实了”，可知瓦象征乡村与家，让人温暖踏实；“每一片仰瓦的

大头都要压在上一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大头下，

而且所有的扣瓦都要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营造

一个温暖的家”，可知瓦是“我”早年乡村生活的温暖记忆，渐渐烙下了“我”对乡村的深

情；“瓦仿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可知瓦象征默默不语，任劳任怨的村妇；“瓦

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乡下人肯定早就读懂了这些”，可知瓦意味着坚守职责

和遵守规矩；“有一天，我合上杂志，听着瓦上风声，突然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羡慕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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