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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
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青藏高原是除南北极以外冰雪储量最大的地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水塔”。过去50年，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的
冰川面积由5.3万平方公里缩减至4.5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数量从1081个增加到1236个，湖泊面积从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近5万平方公里；受冰川融水径流量增长影响，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上游年径流量呈增加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灾害风险的加剧。专家表示，全
球变暖是大趋势，我们能做一些“减缓”工作，但“适应”始终是核心，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体系，把损失降到最低。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亚洲水塔的生态环境岌岌可危

 B．全球变暖加剧了亚洲水塔的生态危机

 C．建立亚洲水塔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势在必行

 D．亚洲水塔变化影响着大批人的生存和发展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文段首先指出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随后通过数据资料详细介绍了过去50年该地区的冰川面积、湖泊数量、湖泊面积
以及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上游年径流量的变化情况，紧接着提出问题，即青藏高原的这一系列变化加剧了灾害风险，最后通
过转折词“但”引出文段重点，并通过“需要”提出对策，要在青藏高原地区建立相应的预警体系，对应C项。

A项，“生态环境岌岌可危”文段并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B项，“全球变暖”属于转折前的部分内容，非重点，排除；

D项，“影响着大批人的生存和发展”文段并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C。

【文段出处】科技日报《亚洲水塔全球最脆弱 我国建立灾害监测预警体系》

2、大象是大型食草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要消耗100-300公斤食物和80-200升水。亚洲象以100多种植物为食。中国野生亚洲象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不到150头，由于政府的保护，2020年有近300头。西双版纳过去40年和最近5年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时间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
期以来，当地年平均气温稳步上升，2019-2020年比1981-2010年高1.6 。最近两年年均降水量明显下降，高温缺水导致2020年极端干旱，西双
版纳2020年3月发生严重干旱，植被生产力深度下降，这也正是亚洲象开始向北迁徙的月份。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本次迁徙是亚洲象离开栖息地最远的一次

 B．此次亚洲象的长距离北迁超出了正常范围

 C．过去30年里，中国的野生大象数量翻一番

 D．高温干旱，植被生产力下降，导致亚洲象北迁

《正确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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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文段开篇介绍大象是大型食草动物，对食物和水的消耗量较大，接着介绍近些年来，中国野生亚洲象数量增长了一倍，随后
介绍近年来西双版纳地区年平均气温稳步上升并引发了干旱。最后通过指代词“这”引导尾句，强调2020年3月西双版纳地区出
现高温干旱，植被生产力深度下降，该时间与亚洲象北迁时间重合，即高温干旱，植被生产力下降导致数量增长的亚洲象缺
乏食物，被迫北迁，故文段为分总结构，强调高温干旱，植被生产力下降，是亚洲象北迁的原因，对应D项。

A项，“亚洲象离开栖息地最远的一次”文段并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B项，“长距离北迁超出了正常范围”文段并未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C项，根据“中国野生亚洲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到150头······2020年有近300头”可知，“过去30年里，中国的野生大象数
量翻一番”表述错误，且数量增长不是文段重点，文段重点在分析其北迁的原因，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亚洲象为何北迁？有了新推测》

3、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带有仪式感的活动。比如，对纸飞机哈一口气再飞出去，看到流星划过就赶紧许个愿，过个生日吹个蜡烛······总之，是一
些具有重复性和结构性的习惯。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矫情，但一项实验发现：仪式感能帮我们缓解焦虑。

这是一篇文章的开头，接下来最有可能介绍的是：

 A．得了焦虑怎样做好自我疏导

 B．仪式感为什么能帮我们消除焦虑

 C．有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生活中的仪式感

 D．关于仪式感对焦虑的影响程度的实验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根据提问方式可知，本题为接语选择题。文段开篇引出“仪式感”这一话题，表示有许多相关活动，随后通过“比如”进行举例论
证，并通过“总之”将这些活动总结为习惯，最后通过转折词“但”重点强调一项实验的结论，即仪式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
故下文应该继续围绕“有关仪式感能够缓解焦虑的实验”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对应D项。

A项，缺少文段最后论述的核心话题“仪式感”，排除；

B项，“消除焦虑”表述过于绝对，且没有提及与实验有关的内容，与文段最后论述的核心话题不一致，排除；

C项，缺少文段最后论述的核心话题“缓解焦虑”，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澎湃新闻《亲亲抱抱是一种基因行为，只传女不传男｜WEEKLY》

4、质量        是产出来的，        是管出来的，        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这就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共助质量强国建设取得新成
效。

 A．不 不 而

 B．既 也 更

 C．首先 其次 再次

 D．要么 要么 要么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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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根据“是产出来的”“是管出来的”以及“是市场竞争出来的”可知，这三方面内容均是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这三方面内容
应为并列或递进关系。B项“既······也······更······”中，“既······也······”表示并列关系，“更”表示递进关系，可体现文段这三
方面内容均是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文段逻辑关系，当选。

A项“不······不······而······”为反义并列关联词，文段并未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具有反义并列关系，不符合文段逻辑关系，排
除；

C项“首先······其次······再次······”为承接关系关联词，文段并未体现这三方面内容的先后顺序，不符合文段逻辑关系，排
除；

D项“要么······要么······要么······”为选择关系关联词，文段并未体现这三方面内容间的选择关系，不符合文段逻辑关系，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质量强则国加强》

5、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______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成立

 B． 建立

 C． 确立

 D． 确定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C项，“确立”指牢固地建立或树立，与“劳动关系”是惯用搭配，符合语境。

6、清代科举文体中的 “策”与 “论”实为两种文体，常为人所混淆，甚至误以为殿试及乡会试的“策问”就是 “策论”。事实上，自清前期乡会试的孝
经论、性理论在乾隆时期被取消后，直到清末科举改制，“论”才重新回到乡会试之中，且因其专试历代史事、清朝掌故，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科
举文体，即 “中国政治史事论”。作为用以选才的科举文体， “中国政治史事论”固然脱胎于古文的“论”，却与一般的政论、史论有着明显的差
异。它受制于科场程式的束缚，文学色彩略淡，政治意味更浓。这正是中国古代 “文以载道”的理论与以文章考察士子才、学、行的科举制度形
成互动影响的典型案例。

这段文字接下来最可能介绍：

 A．政治史事论科举文体的特点

 B．清代选才规则及选才观念的转变

 C．“文以载道”的理论对科举制度的影响

 D．清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影响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本题为接语选择题，重点关注文段最后论述的核心话题。文段开篇提出清代科举文体中的“策”与“论”常为人所混淆，随后通
过“事实上”转折提出“论”是一种全新的科举文体，即“中国政治史事论”。接着指出“中国政治史事论”不同于一般的政论、史
论，并具体说明这一科举文体具有的特点，尾句通过“这”指代前文“中国政治史事论”，说明它是“文以载道”的理论与以文章考
察士子才、学、行的科举制度形成互动影响的典型案例。故文段接下来应继续围绕“中国政治史事论”这一科举文体的特点展
开论述，对应A项。

B项，“选才规则及选才观念”，D项，“清代科举制度”概念范围扩大，文段重点论述科举制度中的“中国政治史事论”这一话题，
均排除；

C项，“‘文以载道’的理论”非重点，尾句通过“典型案例”突出强调 “中国政治史事论”，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A。

【文段出处】《"中国政治史事论"与清末科举改制》

7、古籍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无法接触到古籍，即使学习了相关知识也很难提高实践能力。古籍修复虽然可以看作一门技艺，但
需要文学、目录学，乃至材料、化学等理工科目的背景知识才能更好地工作，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图书馆、博物馆等招聘单位对于古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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