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新高考高三名校期末联考语文测试卷 （有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 I  (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 3 年挣了 102 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随 后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 26 岁的陈思。 

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 80 万元。据他

所 说，饭店开了 5 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

来上海闯闯 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

会比现在更差，只会 更好。” 

2019 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 13000 元。厨师干了快

一年 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 年，

他加入 了众多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 一

天大概就 睡 3 个小时。” 

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 

徐家汇商圈跑单。 



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 80 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

10 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 

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

强 度，量力而行。 

澎湃新闻：去年 8 月，你一个月收入 4 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 

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

路 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

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 

去年 8 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还有我会规

划路 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 12单， 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

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 

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 ?送单超时过吗 ?出过事故吗 ? 

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 18 个小时， 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

了规 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 一天只允许工作 12 小时，我就马上到另

一家平台注册 骑手，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 

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

口 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 

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 

陈思：把剩下的 10 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回家乡再次创业。还是做餐

饮， 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

卖。人生就这么 一次，干就完了。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

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 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 

(摘自《澎湃新闻》,有改

动) 



材料二： 

中国从世纪之交开始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城镇化进程，由乡土

中国迈 

向了城乡中国。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

镇化  率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由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人口造成

的。进入 21 世纪， 长期蓄积于农村的大规模劳动力在短期内井喷式

地涌入城市务工，他们逐渐从  土地和家乡挣脱出来，投入异地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巨大洪流之中，但却长期“候  鸟式”漂泊于城乡之间，处于

“半城市化”状态。大规模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本  质上只是在生产方

式和经济收入上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不再主要依赖土地和农 业为生，

转而从工业和城市中获取经济收入。因此，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已接

近  65%,但由于大规模农民工的存在，仍然只迈过了城镇化的上半程。 

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关键任务之一。 

受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

主要 目的地不是东部沿海地区，而是返回家乡。阻碍农民工在东部

城市地带扎根的 首要因素仍然是住有所居问题，此外还有高昂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和日常生 活成本。除上述经济性因素外，农民工之所以

更倾向于回归故土扎根，还与社会 文化性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中

国人具有很强的乡土或家乡情结，这是乡土中 国最深沉的社会底蕴之一。

不仅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长期束缚于乡土，人们的 价值观念也对乡

土具有特别的感情和依恋。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根，家乡实际上是家

的外推和扩大，因此乡土情结对中国人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引导性。

另 一方面，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很强的完整性， 一旦其远离

家乡在外 彻底扎根，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这一重要的社会网络。他们

在家乡的城乡空 间体系中重新扎根，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社会关系

网络的完整，并可进一  步扩展和外推，进而嵌入家乡的城乡社会之中，

浸润和汲取这一社会的养分，避 免成为城市化洪流中的原子化个体，家乡

的城乡社会是他们的栖居地和避风港。 



因此，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返回家乡实现，他们会在家

乡 的城乡空间体系中重新分层级扎根下来，县域范围内的县城和小城

镇是农民工 返回家乡后的主要空间载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农民工的“分

层沉淀”过程，即 农民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等因素，主动选

择在家乡的中小城市、小 城镇、小集镇和村庄等不同层级空间中重新扎

根落地的过程。农民工“分层沉 淀”的过程，也是回归乡土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返乡农民工作为主体力量，将对 以县域为核心的城乡空间体系和

社会形态完成重塑。因此，中国城镇化下半程 的核心是农民工回归乡

土并重构乡土的过程。但是，由于县域非农就业空间有 限，农民工家庭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跨区域的“半工半耕”家庭形态仍然会长期 存在，这

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摘编自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有改动) 1.下列

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材料一中陈思在回答“今后有什么打算”时说道“我打算回家乡再次

创业”, 能够体现材料二的“家乡的城乡社会是他们的栖居地和避风港”

的说法。 

B. 外卖员陈思一个月收入 4 万元，主要得益于会规划路线，先去哪个商

家，熟悉对应小区环境以及学会抄小道。 



C. 陈思在上海跑外卖三年挣得百万，依然有归乡的想法，这可以印

证材料二 中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乡土或家乡情结，这是乡土中

国最深沉的社会底 蕴之一”。 

D. 陈思将来返乡开饭店，体现了材料二所说的农民工会根据自

身的经济收 入，主动选择在家乡不同层级空间重新扎根落地。 

2.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乡土情结对中国人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引导性，所以农民工一旦远

离家乡在外扎根，就会破坏先前很强且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 

B.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不愿意扎根发达的东部城市，除了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

公 共服务和日常生活成本外，主要因素是他们有很强的乡土或家乡情结。 

C. 农民工只有通过返乡才能真正实现其市民化身份，并在家乡空间

体系中根 据需求分层分批扎根来达到理想生活。 

D. 农民工家庭的现状加之县域非农就业空间有限，中国城镇化下半程将

面临长期性和艰巨性，相关部门要做好备案，积极应对。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3分)(    ) 

A. “搬砖”男孩林万东清华本科毕业选择回到家乡云南当一名公务员。 



B. 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当地企业，给非农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

位。 C.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代·宋之问《渡汉江》) 

D. 近年各地出现大量的“土专家”“农创客”返乡创业谋发展。 

4.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由于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

远远超 越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B. 材料二认为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是挣脱乡土的过程，而下半程的主题

则是回归乡土。 

C.在城镇化的下半程，回归乡土的农民工将以县域为主要空间载体，

重新分 层扎根，重构社会形态。 

D. 进入 21 世纪，长期蓄积于农村的过剩劳动力，逐渐从土地和家

乡挣脱出来，涌入城市另谋出路。 

5.材料二说“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返回家乡实现”,

请结合材 料谈谈你的理解。(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人间烟火 

朱长伟 

烟火是立在生命里的一道风景，是飘在岁月里的一种味道，是活在记忆中

的 一抹乡愁。从呱呱坠地起，熊熊之火，缕缕炊烟，便伴随着我一天天长

大。而最 先让我认识烟火的便是母亲。儿时，或伏背上，或拥怀中，或立一旁，

看着母亲擦 燃火柴，火光一闪，瞬间升腾起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母亲迅速

点燃手中的柴禾放 入灶中。 一把米面，几个煎饼， 一锅炖菜，在烟火熬煮中“咕

嘟嘟”吟唱，飘溢出人 间幸福的味道。 

记忆中，灶屋低矮窄小，靠墙垒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灶台，上蹲一口大铁锅，锅 上

扣有一个用玉米苞叶编织的锅盖，左边配有烧火用的风箱，锅头前杂乱堆积

着 烧火用的柴禾、炭盆和炭铲等。不大的壁龛内放置着一个小小的煤油灯，

灯芯如 豆，发出昏暗的光，映照出主人忙碌的身影。黑乎乎的墙壁上张

贴着灶王爷像  灶王爷慈眉善目，心存仁爱，护佑着朴实善良的凡俗人家。 

在凡尘行走的日子，总是充满烟火气。印象最深的是在春节“噼里啪啦”的鞭 炮

声中下饺子时的情景。母亲一只手托举着上面整整齐齐、密密麻麻排列着饺

子 的盖垫，另一只手则灵巧、麻利地往热气腾腾的大锅里下着白白胖胖的

水饺。只 见它们在母亲的“催促”下， 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跳入”热锅里。母亲

边下着饺子， 

边不停地轻轻吹拂着扑面而来的热气，以防遮挡住视线。当饺子完全下

到锅里， 一时间便热闹起来了，饺子们在沸腾的大锅里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翻滚着、嬉闹 着、追逐着。母亲不敢怠慢，迅速抓起策篱，用背部沿着

锅的边缘顺一个方向轻轻  推动一下拥挤的饺子，然后盖上锅盖，任凭饺子们

在锅里再“调皮”上一阵。 

母亲手拿策篱站在锅灶旁认真候着，等饺子在锅里煮三个滚才能熟。

姐姐 也没闲着，她与母亲密切配合，左手卖力地拉着“咕哒、咕哒”的风箱，

右手不时地 往火塘里填充着柴禾，努力把炉火烧旺，让鼓煽起的烈火起劲

地烘烤着锅底。干 柴燃烧得很彻底，也很壮烈。呼呼响的火苗扭着身子，

跳着舞蹈，郑重地完成了 它在人间的最后一个仪式后，便化为了灰烬和

青烟。青烟最需要安抚和疏导，烟 道则是其告别人间的最佳路径。它们

多数都能顺从乖巧、井然有序地滚滚涌出， 排向天空。但也有少部分青

烟自由散漫，随机开了“小差”,从灶口“偷偷溜出”, 先是顽皮地钻入烧火

人的眼鼻里，然后再在灶屋里四散开来， 一边“捣乱”,一边  乘机和锅里

冒出的热气搅和在一起，分不清你我。烟雾弥漫，能见度低，咳嗽流  泪，

环境“恶劣”,但我们心中有期盼，嘴上便无怨言。 

每天的炊烟都是在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啼鸣声中醒来，伸伸懒腰，然后从烟

囱 里袅袅升起，去迎接初升的太阳，在母亲蒸、煮、熬、炒的忙碌中演奏着

锅碗瓢盆 的“交响乐”。至深至纯的烟火气里，弥漫着饭菜的甜香，充满

着家庭的温馨，满 载着心底的快乐。当然也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

易。 

每次摊煎饼，母亲从一旁的盆里舀出一勺玉米糊倒在烧热的鏊子[注]中

间， 赶紧用煎饼耙子转着圈均匀地摊满鳌子，轻盈飘逸的动作就像

是在完成一件艺   术品，更像是在用心描绘着美好生活的蓝图。随着“吡

吡啦啦”的声响，热气蒸腾  起来，飘浮在母亲的脸上。其间要适时续柴，掌

好火候，瞬间煎饼的边沿翘起， 一  张泛着豆香玉米香的酥脆煎饼便从

母亲灵巧的手上揭了下来。母亲要把满满的  一盆磨糊变成一摞厚厚

的煎饼，非个把小时不可。有时遇上逆风，排烟不畅，灶  屋内浓烟滚

滚，常传出母亲被烟熏的咳嗽声。 

母亲每次摊完煎饼，便能攒出一个冒着轻烟的大火堆，余烬闪闪烁烁，热

度 持续良久。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地瓜埋入火堆中进行焖烤，熟时

取出，皮焦瓢 甜，香气扑鼻，口味胜于煮地瓜，常吃不厌。 

家里喂着十几只鸡，它们常常溜达到柴垛旁，时不时地从垛上扒拉下些柴

禾  来，无聊地啄来啄去，大风一吹，刮满院落。母亲每次摊完剪饼，都把

掉下来的碎 煎饼渣扔给它们吃。鸡们扑扇着翅膀一窝蜂地围过来抢食，

狗也撒开腿窜了过   来，吓得鸡们扑棱棱惊叫着飞出去老远，狗则伸

出红红的长舌头贪婪地独吞着。 小时候看母鸡趴窝下蛋是一件乐事，

眼瞅着鸡蛋从鸡屁股里亮晃晃地滚落出来， 落在身下软和和的麦穰上，

我第一时间抓在手里，热乎乎的。几只鸭子也不闲 着，当姐姐从水井



里打上水来，担着两只水桶颤颤悠悠地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将  水倒进

水瓮，几只鸭子便一拥而上，争先把头扎进了水桶里。 

有一年遇到了近半个月的阴雨天气。垛在院子里的柴禾禁不住缠绵雨水

的 细浇慢涸，变得湿漉漉的。柴禾点不着，冷锅冷灶难见烟火的日子，

真是一种 煎熬! 

每当黄昏时，炊烟便迎着余晖在村庄的上空依次袅袅升起，飘出一股股幸

福 的味道。这时，母亲便开始在锅台旁忙碌了。我时常和小伙伴们在外边

疯玩，常  常忘记了吃饭。天一擦黑，大街上便想起了母亲们吆喝孩

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

便是母亲的呼唤。”多少年  过去了，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仍然清晰如昨，

亲切依旧。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每看到烟火，便会想到母亲，想到老家，想到生 命

里的点点滴滴。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注】鏊子(à o zi),烙饼的器具。用金属制成，平面圆形，中心稍凸。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农家灶屋内部图景，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农村

生活的简单与淳朴。 



B. 文中写了农村常见的鸡、狗、鸭等动物，与“人间烟火”没有什么关系，体

现了文章选材的自由。 

C. 文中写到“真是一种煎熬”,这种“煎熬”能强化下文村庄上空升起袅袅炊

烟时的幸福感。 

D.作者引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言，突出了作者对母亲的爱与怀念，

字里行 间传递着浓浓的亲情。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 文章主要描写了乡村的生活环境，文风质朴平实，用词鲜活，有鲜明

的乡村 特色。 

B. 文章综合使用抒情、描写等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内容充实，且生动富

有感染力。 

C. 文中记叙小时候看母鸡趴鸡窝下蛋一事，属于插叙，体现了作者

童年时代 充满童趣。 

D.文中写到青烟自由散漫时用到开了“小差”“偷偷溜走”“捣乱”等词语，

生动 形象，且富有情趣。 

8.文中细腻地描写了母亲下饺子、摊煎饼的具体场景，有何作用?(5 分) 

9.本文为何以“人间烟火”为题，请从构思角度加以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 下

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

禄秩  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

楚。商君教秦  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

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  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

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

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  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

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  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

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  术哉!此世所以乱无

霸王也。 

(节选自《韩非子·和氏》) 

材料二： 

魏文侯以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 分

劳苦。文侯以吴起善用兵。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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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3706113

00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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