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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淮安市淮阴中学2021-2022高二语文上学期10月阶段性测试试

题（含解析） 

注意事项 

1.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2.答题前，请务必将姓名、班级、学号、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纸上。 

3.请用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按题号在答题纸指定区域作答，在其它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圈舞，是一种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原发性舞蹈形式。所谓“原发性”，即它不但在

我国各民族舞蹈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同时也是世界各地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舞蹈形

态。从世界范围内的“圈舞”现象来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不论其动作如何变换、

其曲调如何不同、其服饰如何迥异，而围圈齐舞的这种方式却是高度一致的。 

②各种原发性的圈舞，是民间或者社群在举行各种祭礼、仪式、庆典、民俗等活动中的

主角儿。它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这样的围圈齐舞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参与其中的人们随

着共同的舞动，在各自的心理层面生成一种“聚在一起”的感受，这种感受让人类产生彼此

在情感沟通上的极大满足感，从而获得对于人类心灵的抚慰具有积极意义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需求，特别是在劳动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说到圈舞所具备的特有

功能,我们亦可以在比较其与其他舞蹈形态之间的差异而获得，比如同样古老的“排舞”和

“对舞”等形态,这些舞蹈形态同样是传统舞蹈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但与它们相比，圈舞所具

有的“聚在一起”的特质更为明显而集中。特别是其极大的随意性，可以让参与者随时加入

其中,这种自由而自如的组织方式,也显露出圈舞所具有的更为便利的操作性。 

③凝聚力显然是圈舞所具有的一大社会功能。圈舞是一种群体参与的活动，其鲜明的群

体参与性是十分显而易见的。“群体”的整体性原则及其道德会规范“个体”行为。群体作

用于个体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情绪的传导和规则，而非言语式的说教，舞蹈时大家相互情绪的

感染，成为彼此传导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情绪上的感染，个体因为“从众” 心理，

很容易把自我情绪投射在集体的情绪之中，从而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 

④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圈舞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都可以见到这种舞蹈。在我国的各族舞蹈中，圈舞同样十分流行。西藏林芝，在一个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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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天傍晚都会有大量的群众“聚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大圈，自娱自乐地不停欢舞；新

疆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常在广场中央席地而坐，现场演奏出欢快的维吾尔族乐曲，而来自四面

八方的人们在广场中央围圈而舞。  

⑤在专业舞蹈圈，“一 0八”是业界为群舞作品常见的队形归纳出的三种基本形态，意

指：一排，圆形和八字形。从图案构形的角度来认识，圈舞所象征的圆形图案本身就具有独

特的美学气场，其带给观者视觉特有的感受，显然会形成其特殊的含义乃至深意。脱胎于圈

舞而成形的圆形，为我们的舞台带来了饱满而不尽的意象，为艺术家的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绝

的动力。  

(摘编自江东《圈舞，圆形与舞蹈的交互作用》)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圈舞作为一种原发性舞蹈形式，是我国各地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舞蹈形态。 

B. 因为便利的操作性，圈舞与古老的“排舞”和“对舞”相比，其“聚在一起”的特质更为

明显而集中。 

C. 个体通过自我情绪的调整，融汇到集体的情绪之中，“群体”的凝聚力得以增强。 

D. 圈舞和群舞常见的圆形队形特点，为它们的舞台带来饱满而不尽的意象，也为艺术家提供

创造力。 

2. 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在论证圈舞满足人们心理需求时，用“排舞”“对舞”等形态和圈舞进行比较论证，

来突出圈舞所具有的“聚在一起”的特质。 

B. 文章在论证圈舞的一种原发性特征时，主要运用了举例的论证方法。 

C. 文章第 3段与第 2段所讲的内容有一致性，但作者将第 3段内容独立，其用意在于：凝聚

力不仅是圈舞的一种社会功能，更是圈舞的精神实质。 

D. 文章从种类、功能、分布和图案构形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圈舞这种舞蹈形态的特

点。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圈舞的情绪传导和规训降低，那么，“群体”的凝聚力也可能会减弱。 

B. 如果人有一种基本生存需求时，那么他会采用圈舞的方式，通过情感的沟通、心灵的抚慰，

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C. 圈舞的分布极为广泛，几乎遍及世界各大洲。其影响绵延至现代社会，在我国的少数民族

中圈舞依然是相当受欢迎的文化娱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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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图案构形的角度来看，圈舞所象征的圆形图案具有独特的美学气场。圈舞的圆形指代对

专业舞蹈圈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答案】1. A    2. D    3. B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解答此类题时，要回到原文中逐句比较，依据文意，力

求明辨各选项表述的正误。特别要注意其中的细枝末节的毛病，例如事件的前后倒置、内容

上的归纳不完整、中心概括上的无中生有、片面遗漏、强拉硬连、任意拔高等。 

B 项，强加因果，根据第二段可知“便利的操作性”不是产生“聚在一起”的特质更为明显而

集中的原因；原文是 “这种自由而自如的组织方式，也显露出圈舞所具有的更为便利的操作

性”，没有提到它们有因果关系； 

C 项，主客颠倒，“个体通过自我情绪的调整”说法错误，根据第三段“群体作用于个体的方

法主要是通过情绪的传导和规训”可知，个体并非主动调整，而是受群体作用； 

D 项，“圈舞和群舞常见的圆形队形特点”，说法错误；根据第五段“圈舞所象征的圆形”和

“脱胎于圈舞而成形的圆形”，可知“圈舞”并非实指圆形，另外，“圈舞”因原发性，谈

不上舞台效果和艺术家创作动力。 

故选 A。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论述类文本的论据论证分析能力。答题前，先通读原文，整体理解把握文本

的内容。明确文章的论述话题是什么，观点是什么，文章采取了什么论证思路，从哪些角度

和层面进行分析论证的，使用了哪些论据，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然后结合选项所分析的材

料进行分析。 

D 项，文章从功能、分布和图案构形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未从种类方面进行阐释。 

故选 D。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 信息的能力。这类题目首先要速读题干，明确对象及要求，

解答时要整体理解文章的内容，准确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内容，尤其是对选文中心句的理

解，要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理解，看看有没有偷换概念、范围缩小或扩大、混淆关

系、轻重范围失当、因果颠倒等问题。要辨明检索区间，确定对应语句，联系上下文体会。 

B 项，说法过于绝对；圈舞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需求，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不一定采用圈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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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故选 B。 

【点睛】论述类文本题在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时，一般分为三步：第一步，把握全文主要内

容，因为该题涉及的内容一般范围比较大，所以把握全文主要内容是筛选和整合的基础。具

体来说，要探究文章的观点，把握作者在文中体现的态度，筛选出文中使用的论据等。对文

章的主要内容有个整体把握，筛选和整合信息时才会心中有数。第二步，把握题干，确定答

题区间。第三步，将选项信息与原文语句内容进行对应比较。选项信息的语言与原文语句内

容在表述上有一定区别，命题者常通过改变叙述的方式来设置一些干扰项，解答时要认真核

对，找出符合题干的选项。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

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文化旅游 1.0 时代主要依托的是老祖宗留

下的资源，文物发掘、遣迹保护、古建修复、文化恢复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文化

旅游 2.0 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中生有、变废为宝”

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择，“永远建不完的

迪士尼”即是文化旅游 2.0 的典型代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一些优秀的文旅企业，如无锡

灵山、华强方特、宋城演艺、华夏文旅等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创意和科技为驱动的核心竟争

力，成为文化旅游 2.0 时代的先行者。可以说，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

是文化旅游 2.0 时代的赢家。 

 (摘编自肖建勇《文化旅游进入 2.0 时代》)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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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202X-2022 年中国在线旅游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材料三：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

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所以，在依据资源本身的文化类型进行产品组合时，应考虑到资源的

功能性转换，使整个线路切合场景活动特点和旅游者的审美习惯，否则就可能脱离市场。毫

无疑问，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具备相应的主题。主题越鲜明，越典型集中，越富层次感，就

越有利于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达到应有的广

度和深度。文化旅游是一段时间有限、场景集中的经历与体验。旅游者在有限的时空中获得

文化旅游的体验和感知，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就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趣的形式去展

现文化。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崇尚参与

和亲身感受是现代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

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会的有效措施，以便旅游者进入体验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角色

当中。 

（摘编自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 

材料四： 

随着旅游者对旅游活动内容的文化性需求不断提高，以感知异域文化特色、体验异域文

化氛围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正在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旅游主题也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更富

于知识性的文化旅游转变。因此，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

势，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但

是，由于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多城市开始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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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有甚者，为了文化旅游利益而争夺历史文化发源地。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让历史文化遗产沦为金钱的附庸，那文化旅游也就失去了意义，更无特色可言。 

（摘编自桑彬彬、黄敏《我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4. 下列对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持续增强，一方面促使文化旅游迅速崛起，一方面推进大众旅游

和全域旅游加速发展。 

B. 文旅企业如果想要成为文化旅游 2.0 时代的赢家，就必然要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

驱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C. 从材料二中四个年龄段用户旅游主题类型选择来看，文化体验游认可度在 21~30 岁这一年

龄段最高，而后随年龄段增大而递减。 

D. 文化旅游产品越能分层次、多视角地进行设计和展示，使其内涵得到充分发挥，也就越能

切合不同旅游者的需求。 

5. 下列对材料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依靠传统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并非新型旅游业态最主要的开发形式，未来的文旅产业更能彰

显其智造业的属性。 

B. 文化旅游崇尚文化参与，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进行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

受和参与的机会。 

C. 大众旅游的旅游者注重观光游览，而历史学者、文化学者更期望借助旅游来“阅读”。中

国文化这部历史长卷。 

D. 要让旅游者在一定文化场景中获得深刻丰富的体验和感知，必须用典型、形象、通俗、有

趣的形式展现文化。 

6. 结合文章分析，我国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更好地发展文化旅游？ 

【答案】4. A    5. C     

6. (1)结合业态的发展趋势，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做到“无中生有、变废为宝”。

(2)结合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开发具有体验性、参与性的文化旅游产品；(3)结合区域特色选

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杜绝效仿，避免无序竞争。 

【解析】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解答此类题时，阅读一定要细致，要回到原文中逐句比

较。依据文意，力求明辨各选项表述的正误。特别要注意其中的细枝末节的毛病，例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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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倒置、内容上的归纳不完整、中心概括上的无中生有、片面遗漏、强拉硬连、任意拔

高等。 

A 项，因果倒置；原文说，“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旅游业对国民经

济的支撑得以持续增强，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新型业态也得以迅速崛起”。由“得以”二

字可知，“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全域旅游的加速发展”是因；“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得

以持续增强”是果。 

故选 A。 

【5题详解】 

本题考查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首先应迅速浏览，划记关键词；其次在文中找到题干对应的

区位，最后做出判断。比对时注意选项与原文是同义转述，还是改变了原文。同时要熟悉设

误的类型，如偷换概念、混淆未然已然、混淆或然必然、无中生有，强加因果，肯定否定不

当、强加因果，曲解原文等。 

C 项，“大众旅游的旅游者注重观光游览”说法错误；由原文“大众旅游的旅游者并不是历史

学者、文化学者，也不都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卷”可知，大众

旅游者也不都是只注重观光游览，也有的期望以旅游来“阅读”中国文化这部恢弘的历史长

卷。 

故选 C。 

【6题详解】 

本题考查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筛选答案时，要仔细审题，确定筛选标准、范围；一

般来讲，题干所在的位置前后，往往就是信息最密集的地方；在筛选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对

主旨或共性的东西加以提炼。 

依据材料一，“文化旅游 2.0时代不以有限资源而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无

中生有、变废为宝’是主要特征，文旅产业的智造业属性得以彰显，不断迭代成为必然的选

择”“未来，谁拥有了创意和科技创新能力，谁就是文化旅游 2.0时代的赢家”，可以得出

我国发展文化旅游的第一条途径：结合业态的发展趋势，以无限创意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

做到“无中生有、变废为宝”。 

依据材料三“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有必要研究为旅游者提供亲身感受和亲自参与的机

会的有效措施”，和材料四“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

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可以

找出我国发展文化旅游的第二条途径：结合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开发具有体验性、参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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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品。 

依旧材料四“要结合区域特色、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及业态的发展趋势，选择文化旅游的

开发模式，开发出特点鲜明且具有体验性、创意性的文化旅游产品”，以及“很多城市开始

竞相开展文化旅游，这其中出现了效仿现象”，可以找出我国发展文化旅游的第三条途径：

结合区域特色选择文化旅游的开发模式，杜绝效仿，避免无序竞争。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冷（节选） 

李娟① 

到了十二月底，一天比一天冷。牧归时，羊背盖满大雪，马浑身披满白霜，嘴角拖着长

长的冰凌。牛和骆驼也全都长出了白眉毛和白胡子，一个个显得慈眉善目。至于骑马回来的

人，眼睫毛和眉毛也结满粗重的冰霜，围巾和帽檐上白茫茫的。 

就在那几天，收音机的哈语台播报了寒流预报，说一月头几天乌河以南的冬季牧场气温

会降至零下四十二度，提醒牧民外出放牧不要走太远。于是大家开始做准备。泥土已经不多

了，但居麻还是和了些泥巴，把结着厚厚冰霜的墙角漏风处糊了一遍。 

高寒天气终于到来了，每天早晚温度计的水银柱都停在零下三十五度左右（这是这支温

度计所能显示的最低刻度）。我很想知道最冷的深夜又会降到多少度，水银柱会不会一直缩进

最下端的小圆球里…… 

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古人会说“酸风射眸子”——果然很酸！果然是“射”！迎风眺望远

方，不到几秒钟就泪流满面，眼睛生痛。加上眼泪在冷空气中蒸腾，雾气糊满镜片，很快又

凝固为冰凌，立刻就什么也看不清了。而这风明明又不是什么大风，只比微风大了一点点而

已。 

房子尽管被认真修补了一遍，还是四处漏风。房间里的一锅雪，放一晚上也化不了一滴。 

那几天，居麻放羊回来，一边去除身上寒气沉沉的厚重衣物，用力拔掉大头靴，一边咬

牙切齿地说：“好得很！太好了！越冷嘛，我越高兴。零下四十度不行，要零下五十度才好！”

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早点把脚冻掉算了，以后就再也不怕脚冻了！” 

平时居麻回来得很晚，往往五点了，太阳落山很久了还看不到羊群。快六点时，暗沉的

荒野里才有点动静。当羊群终于清晰地出现在视野里时，我就走下沙丘遥遥前去迎接。等我

走近了，他撇下羊群打马飞奔回家，留下我独自赶着羊慢慢往回走。 

每次出发前，居麻光穿他那身行头就得花去老半天时间，尤其是穿靴子。他的靴子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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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两号，但还是不够大，不能同时穿羊毛袜和毡袜，否则太紧了，血流不畅会更冷。于是

他在羊毛袜和毡袜间犹豫了半天，选择了毡袜。毡袜虽然太硬，但毕竟密实些。穿上毡袜后，

再往脚踝上各裹一块厚厚的驼毛块，并想法子使之顺溜地塞进靴子。全身披挂妥当后，再艰

难地坐下来，连喝三碗热茶再出发。 

我叹道：“又要开始锻炼身体了！” 

他闻之突然正色，笔直站起，用喊口号的架势大喝：“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捞起马鞭，推门昂然而去。 

居麻说他放羊时，每隔一个小时就得扯些梭梭柴在雪地上生一堆火烤脚。有一次眼看再

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可还是扛不下去，生火暖和过来后，才能继续往家走。 

这次进入冬窝子之前，我最大的顾虑当然也是寒冷。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传言，说这一年

的冬天是“千年极寒”，于是准备工作几乎全放在御寒上了，穿得比所有人都厚，招来牧人

一致嘲笑。 

无论如何，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正在过去”。我们生活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

中——这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这个行星的命运，

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则。鸟儿远走高飞，虫蛹深眠大地。其他留在大地上的，无不备下厚实

的皮毛和脂肪。连我不是也啰里巴嗦围裹了重重物什吗？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

寒冷可以抵抗。 

居麻说，差不多每年的十二月下旬到一月中旬总会是冬天里最难熬的日子，不可躲避。

再往后，随着白昼的变长，气温总会渐渐缓过来。一切总会过去的。是的，一切总会过去。

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 

二月初的某天黄昏，我在北面沙梁上背雪时，一抬头，突然发现太阳高悬在沙漠之上。

而以往在这个点上，太阳都已经沉入一半了。而且落日角度也明显偏北了许多。宽广的大风

长长地刮过，迎风度量一下，竟然是东风，是东风啊！ 

到了二月十七号那天，我的日记有了以下内容：晴，很热。加玛回来时，我们一起去背

雪，没有戴帽子，只穿着短外套。途中休息时，她愉快的说：“夏天一样！就像夏天一样！”——

好像完全忘记了几天之前的冬天。 

【注】①李娟，散文作家，诗人，新疆阿勒泰人。2010年冬天，李娟跟随着熟识的哈萨

克牧民居麻、加玛一家，深入阿泰勒南部的冬季牧场、沙漠，度过一段艰辛迥异的荒野生活。

而后，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纪实散文力作《冬牧场》。 

7.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优质资料\word 可编辑 

 - 10 - / 24- 10 - 

A. 文本第 1段中，作者描写了羊、马、牛、骆驼以及牧归的人在寒冷的天气中外在形貌的变

化，突出了“冷”给人的真切、鲜明的感受。 

B. 作者引用古人说的“酸风射眸子”的话，既使文本语言显得丰富而富于变化，也以这句古

语表现了寒风的凛冽和其对人内心情感的摧伤。 

C. “我”体谅居麻一家的艰辛，当居麻晚上牧羊归来时，“我”就远远走下沙丘去迎接。居

麻因为寒冷难耐，撇下羊群打马飞奔，赶紧回家取暖。 

D. 文本最后 1段，作者借加玛的话，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和两个短句，表达了牧民感受到寒冷

的冬天即将过去时兴奋激动的心情，很有感染力。 

8. 结合全文，分析文中画线句子的意蕴。 

9. 李娟 2011年获得人民文学奖，颁奖词中有段话：“正是这种富有价值的、兼具深情与克

制的日常记录和生活描写，使她的文学疆域远远超越具体的地理界线与时间限定，在广大的

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你怎样理解这段评论？请结合文本赏析、探究。 

【答案】7. B    8. (1)“寒冷的日子”是四季运行的规律，虽令人痛苦难熬，但终会过去，

美好幸福的日子终会到来。(2)与其抱怨痛苦，不如充满希望，坚韧乐观地积极面对。     

9. (1)本文描写了新疆阿勒泰地区艰苦的生活，表现了人民在严冬里单纯质朴的感情，表达

了作者和当地牧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2)作者更表现了一种人类面临生存困境时一种不抱

怨、不逃避的生活态度，表现了生命的韧性。(3)本文写得是阿勒泰的牧民生活，但是表现了

新疆乃至更广阔空间最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超越了时空，必将产生广泛的共鸣和深远的影

响。 

【解析】 

【7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学生首先应对文本的整体内容有所

把握；然后结合题目回到文中对具体语句进行具体分析。答题的关键是审读题干，把握命题

意图，找出题干所在的具体语段及语句；将题目材料信息带入选文比对理解分析。 

B项，在文中，这句话并没有对人内心情感的摧伤。 

故选 B。 

8题详解】 

本题考查理解句子的含义。理解句子的含义，首先要找到在文段所在位置，根据上下文，看

看句子的表层含义下，是否具有深层含义，比喻义，引申义，句子有没有指代某种东西，或

者作者想传递的特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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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下文“我们生活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它是这个行星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

则”，可知寒冷的日子是四季运行的规律；依据下文“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寒

冷可以抵抗”，可知寒冷虽令人痛苦难熬，但终会过去，这也正是“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

寒冷的‘正在过去’”的含义，也体现出了作者面对寒冷的乐观态度：与其抱怨痛苦，不如

充满希望，坚韧乐观地积极面对。 

【9题详解】 

本题考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答题时，要依据文中所写

的内容，即“富有价值的、兼具深情与克制的日常记录和生活描写”，探讨文章所表现出的

“在广大的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考生作答时可从以下几点作答：作品的内容朴实、真

实；作品表现出的乐观、韧性、倔强；作品的边疆特色等。 

李娟的散文《冷》，用朴素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千年极寒中新疆阿勒泰地区艰苦的生活与生命

的倔强。李娟似乎只是把她所经历的记下来，就像一个邻家女孩絮絮地在讲故事，现实的悲

苦和坚硬在她笔下都化作了温暖、幽默和柔软的存在。文中描写了寒冷中居麻牧羊的不易，

表现了新疆阿勒泰地区人民在严冬里单纯质朴的感情，表达了作者和当地牧民对这片土地的

热爱。文中说：无论如何，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正在过去”。可见，作者面对生

存环境的严酷，积极乐观，一点也不怨天尤人。李娟曾说：“说起来，都是公平的，只有忍

受限度之内的生活，没有完全不用忍受的生活。”她看得透，想得明白，她那颗强大而柔软

的心在巨大的早晚温差中放声歌唱，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感恩和赞美，这种乐观的

精神也就具有了在广大的时空获得延伸性的力量。文章描写阿勒泰的牧民生活，表现了新疆

乃至更广阔空间最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这就给我们打开一幅边疆画卷，让我们看到更为真

实的阿勒泰的牧民生活情景，这种情景超越了时空，必将产生广泛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 

二、古诗文阅读（40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元景安，魏昭成(帝)五世孙也。父永，自积射将军为元天穆荐之于尔朱荣，参立孝庄之

谋，赐爵代郡公，持节．．招纳降户四千余家。景安沉敏有干局，少工骑射。善于事人。释褐．．尔

朱荣大将军府长流参军。高祖平洛阳，领军娄昭荐补京畿都督，父永启回代郡公授之。天平

末大军西讨景安临阵自归高祖嘉之即补都督邙山之役力战有功赐爵西华县都乡男代郡公如

故。世宗入朝，景安随从在邺。于时江南款附，朝贡相寻，景安妙闲驰骋，雅有容则，每梁

使至，恒令与斛律光、皮景和等对客骑射，见者称善。世宗嗣事,启减国封分赐将士，封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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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开国子．。天保初，加征西将军，别封兴势县开国伯，赐姓．．高氏。四年，从讨契丹于黄龙。

后频从驾再破茹茹，迁或卫大将军，兼七兵尚书。时初筑长城，镇戍未立，突厥强盛，虑或

侵边，仍诏景安与诸军缘塞以备守。督领既多，且所部军人富于财物，遂贿货公行。显祖闻

之，遣使推检，同行诸人赃污狼藉，唯景安纤毫无犯。帝深嘉叹，乃诏有司以所聚敛赃绢伍

百匹赐之，以彰清节。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驰驿诣邺，慰劳百司，巡省风俗。肃宗曾与群

臣于西园宴射，中的者赐与良马及金玉锦彩等。有一人射中兽头，去鼻寸余。唯景安最后有

一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仪，操弓引满，正中兽鼻，帝嗟赏称善。天统初，出

为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台仆射、豫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景安之在边州，邻接

他境，绥和边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内蛮多华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宁辑，比至

武平末，招慰生蛮输租赋者数万户。入周，以大将军、大义郡开国公率众讨稽胡，战没。 

（节选自《北齐书·元景安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 天平末/大军西讨/景安临阵自归/高祖嘉之/即补都督/邙山之役力战/有功赐爵西华县都

乡男/代郡公如故 

B. 天平末/大军西讨/景安临阵自归高祖/嘉之/即补都督/邙山之役/力战有功/赐爵西华县都

乡男/代郡公如故 

C. 天平末/大军西讨/景安临阵自归/高祖嘉之/即补都督/邙山之役/力战有功/赐爵西华县都

乡男/代郡公如故 

D. 天平末/大军西讨/景安临阵自归高祖/嘉之/即补都督/邙山之役力战/有功赐爵西华县都

乡男/代郡公如故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代表皇帝亲临，可以行使权力。 

B. 释褐，“褐”指平民所穿的粗布短衣，释褐即脱去平民衣服，常喻指始任官职。 

C. 子，爵位名。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封赐爵位，依序为公、侯、伯、男、子五等。 

D. 赐姓，多指国君以国姓赐功臣。文中皇帝赐元景安高姓，用来表示对他的褒宠。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元景安出身显贵，历任多职。他是魏昭成帝的后代，父亲元永被赐爵代郡公；他自己也深

受器重，担任过将军、尚书、行台仆射、刺史等职务。 

B. 元景安擅长骑射，深受赏识。世宗令他与梁国使者一起骑马射箭，见到的人都很赞叹；君

臣在西苑宴饮射箭时，他一箭正中兽鼻，得到世宗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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