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名校联盟 2022-2023 学年高二上学期期末联考语文试题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22 年 9 月，《诗经心读》一书首发式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作者柳恩铭

博士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力倡导者。 

羊城晚报：《诗经》是传统教育的启蒙教材，《诗经》适合今天的学生阅读

吗？ 

柳恩铭：《诗经》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开创的“诗教”教材，养分十

分丰富。发端于《诗经》的诗教属于感性教育、艺术教育、审美教育，其伦

理、思想、价值等通过诗歌艺术直指人心、人性，让生命浸润诗歌的灵性和

智慧。《诗经》中包含的美学意蕴、文学精彩、史学价值、伦理学情怀、社

会学思考、政治学智慧以及哲学方法论等等，无一不是涵养性情、铸造灵魂

的养分。《诗经》作为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留下的经典作品，无论什么年龄

的人读都是可以的。对于小学低年级甚至学前的孩子，我建议以亲子共读或

者师生共读的方式读《诗经》，以诵读为主，让孩子对诗歌有一个初步的感

知和认知，接受一种富有节奏感、韵律感的审美教育。这种教育让孩子内心

柔软，也让孩子富有生命的爆发力，或许这种爆发力要在很多年以后才出现。 

《诗经》作为诗歌的起点，伦理的原点，文学的源点，美学的基点，在任何

时候、任何年龄段读都不过时。 

羊城晚报：很多家长都知道阅读《诗经》《论语》等经典的重要性，有的家

长趁孩子年龄小记忆力好，强制让孩子把《三字经》《弟子规》《诗经》等

背下来。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柳恩铭：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哪怕是初步理解的基础之上，再诵读，再背

诵，就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孔子教《诗经》“皆弦歌之”，全部配乐，全部歌

唱，那是多么唯美的教学，学生不喜欢才怪。亲子诵读非常美，家长要发自

内心地去感受《诗经》的美，带着孩子一起有感情地诵读，这是两个灵魂的

同频共振，这种效果非常好。就是在这种心领神会的、陶醉其中的诵读、朗

诵过程中，孩子学会了言语，学会了文学，学会了相处，学会了相爱，学会

了观察，学会了表达，实现了伦理的传承，思想的沉淀，情怀的构建。这种

方式比现在一般教师空洞说教的效果要好无数倍。诗教的教材不局限于《诗

经》，楚辞、唐诗、宋词、现代中外诗歌的典雅作品，都是当代诗教课程的

范畴。 

羊城晚报：广州目前在大力建设“中国诗歌之城”，对此，您怎么看？ 

柳恩铭：把“诗歌之城”的建设作为文化强市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市委市政府

高瞻远瞩的战略选择，是增强文化自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策略。建设

“诗歌之城”，把诗心、诗情、诗性植根于市民心中，让市民有梦想，有理想，

有信仰，能体现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诗教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给人诗和远方。诗是“兴、观、群、怨”，它最重要

的作用就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生命能够灵动，让生命能够有温度。这就是诗的

教育和其他理性的教育的最大区别，因为它是艺术的，是动态的，是审美的，

甚至是唯美的。诗可以让人有诗心、诗情和诗性，让教育有灵性。远方就是

由诗而拓展开去的人们对未来的梦想、理想和信仰。 

诗和远方，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前者是眼前的，后者是未来的。

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每一个市民都有诗和远方的时候，或许他们不再浮躁，

或许他们不再焦虑。我想，这就是广州创建“诗歌之城”最大的意义所在。 



（摘编自《专访<诗经心读>作者柳恩铭：读诗滋养心灵，滋润生命，涵养

诗和远方》） 

材料二： 

如果说《论语心读》是柳博士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诗经心读》则是柳

博士十年又磨一剑的真情之作。没有读柳博士的《诗经心读》，我总觉得《诗

经》离我们大众太遥远，大众读不懂，也不愿意去读。读完柳博士的《诗经

心读》，我才明白了孔子整理、删定、编写《诗经》，成三百篇，“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的诗教真谛。我读柳博士的《诗经心读》，读懂了作者借

助《诗经》，挖掘阐释《诗经》中无与伦比、超越时空的唯美爱情、唯善的

伦理、唯真的理性，理解了《诗经》兴、观、群、怨的教育价值，体会到中

国文化自《诗经》以来形成的诗教传统的深刻内涵，我也豁然明白了明代理

学家王阳明先生对童蒙教育提出的“诗歌启情志”一语的真谛。 

《诗经心读》开创了一种普通人愿意读也读得懂的经典阅读方法。长久以来，

《诗经》都是以其高冷的面貌、久远的历史与今天隔绝，与大众隔绝，是专

业研究经典，不是大众普及读物。这一方面是因为经典的语言文字阅读让人

望而生畏，另一方面是今人无法进入古人的情感世界，难以体会诗歌传达的

情感和情绪。而以往的注本多侧重语言文字的专业解读，鲜有如柳博士这般

用生命、用心灵、用情感去破解、阐释、赏析和领悟每一首简短诗句背后的

情感与思想。柳博士以丰富的人生经历、广博的阅读经验、深邃的思想、真

诚的态度为今人进入《诗经》经典世界，架设了一座理解之桥、沟通之桥。

我想，自《论语心读》以来，柳博士开创了一种面向社会大众的经典阅读方

法。这种方法证明，传统经典，哪怕是《诗经》这样的经典，都是可以被普

通大众接受并喜欢的。 



《诗经心读》可以作为当代人的恋爱教程、婚姻宝典，为中国人进行恋爱启

蒙教育。《诗经》中国风部分，大部分是有关恋爱婚姻主题的民歌。这部分

诗歌，过去经学家们都曲解为后妃之德类的道德教化题材，其解读缺乏生命

的热度和温度，充满腐朽的老学究气。后代注解的学者们也都难以跳出传统

解读的桎梏，不敢或者羞于大胆讨论爱，宣传爱。柳博士调动自己全部的人

生经验和非凡的人生智慧，引导读者穿越历史时空，走进《诗经》那些活泼

生动、充满无限生命力的少年的情感世界里。。于是，读者日渐冷漠的内心

也开始变得火热，心底里不由得发出感叹，真爱是如此美好！  

《诗经心读》体现出作者无处不在的教育情怀与育人信念。读过《论语心读》

的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论语心读》是众多《论语》注本中一个独特的存

在，成为最能打动普通读者、最能走进大众心里的经典。今天，作者在《诗

经心读》中依然怀着这样一-种初心和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通过重新注解经典还原其本身的现代性

人文价值和教育价值，重新再现经典的美育功能、德育教化功能、伦理教育

功能、价值引导功能。 

（摘编自李香平《论经典的教育价值一读<诗经心读〉有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柳恩铭认为比起楚辞、唐诗、宋词、现代中外诗歌，《诗经》更适合作

为当代诗教课程的教材，更能实现当代诗教的创造性传承。 

B．柳恩铭认为家长只要带着孩子一起有感情地诵读，就一定能产生两个灵

魂的同频共振，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C．柳恩铭认为诗教是有灵性的教育，和其他理性的教育相比，它是艺术的，

是动态的，是审美的，甚至是唯美的。 



D．《论语心读》是众多《论语》注本中最成功的，它已成为最能打动普通

读者、最能走进大众心里的经典。 

2．下列对材料二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先生指出童蒙教育的真谛是“诗歌启情志”，作者通过

阅读《诗经心读》明白了这一点。 

B．《诗经》等经典与当今大众产生隔阂，是因为经典的语言阅读理解起来

有难度，也因为今人无法理解古人的情感。 

C．过去的经学家和后代为《诗经》做注解的学者们经常把《诗经》中大部

分有关恋爱婚姻主题的民歌曲解为道德教化题材。 

D．柳博士创作《诗经心读》，是希望通过重新注解经典还原其本身的现代

性人文价值和教育价值。 

3．下列选项中，不能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句是（   ） 

A．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B．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C．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 

D．厌听啼鸟梦醒后，慵扫落花春尽时。 

4．请结合材料二内容，请概括《诗经心读》一书的特点。 

5．材料一为新闻访谈，羊城晚报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柳恩铭是如何回

答的？请分别用一句话进行概括。 

二、文学类阅读-单文本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

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

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 A 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

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

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

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

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

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

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

乔，每次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

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

不能够！我想我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

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

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

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

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

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

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洋洋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

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

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

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

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

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

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

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回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

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

候烫伤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

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

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

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

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

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

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

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

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 

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多次提到“牺牲”这个词语，突出了这对年轻夫妻对爱情的牺牲精神，

为了成全对方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 

B．乔和德丽雅这对夫妻挣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却做出很有艺术成就的样子，

德丽雅“得意洋洋”而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表现了他们爱慕虚荣的特

点。 

C．乔最初打算去卖报纸、搬石子挣钱，遭到妻子的反对，于是他也为自己

辛苦的工作说了一个有艺术气息的谎言——卖画。 



D．小说中几处描写“善意的谎言”，能让读者体会到乔和德丽雅为了爱而放

弃自己的艺术追求，文末“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

爱的执着。 

7．下列对文本内容及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通过德丽雅说自己找到了家教而实际上却是去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

个烫衬衣的活儿等情节，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形象。 

B．在整篇小说的叙事之中，欧·亨利主要运用人物对话来叙述这个温馨的故

事，让人体会平淡的小夫妻之间那种真挚的爱情，充满艺术感染力。 

C．这篇短篇小说，塑造了一对经济困窘却对艺术无比热爱的年轻夫妻，也

折射出美国草根阶层生活的艰辛。 

D．这篇题为“爱的牺牲”的小说，既无惊人的“牺牲”大事件，也无离奇曲折

的故事情节，更没有人物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整体上显得平淡无奇。 

8．作者以“爱的牺牲”为题，意蕴丰富。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9．欧·亨利的小说结尾往往有“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特点。请结

合本篇小说简要分析。 

三、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

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

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辞于二

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



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

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①乎？抑为保障乎？”

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日：“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

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

规②，智国③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

为难，谁敢兴之？”弗听。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

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

智伯。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吾与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

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桓子曰：

“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

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

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襄子

曰“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节选自《资治通鉴·周纪一》） 

[注]①茧丝：泛指赋税。因敛赋如抽丝于茧。②段规：韩康子的国相。③智

国：智瑶的家臣。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吾与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主不如与之/以骄智

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 

B．吾与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

/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 



C．吾与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

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 

D．吾与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

/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立，文中指确定继承地位。和《陈涉世家》“陈涉乃立为王”的“立”含义不

同。 

B．保障，文中意为“保护权利生命、财产等，使不受侵害”，与现代汉语“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有效保障”中“保障”一词意思相同。 

C．邑，封地、采邑，是古代君主赐予臣下作俸禄的封地。旧时也做县的别

称。 

D．城，本义是城邑四周的墙垣，外面的叫城，里面的叫郭。文中指的是城

墙。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提出反对意见。智宣子虽然没有听从智果的建

议，但封其为太史。 

B．赵简子通过无恤“诵其辞甚习”和“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两个表现，认

为他贤能，最后选定他做了继承人。 

C．智伯先后向韩康子、魏桓子和赵襄子索要土地，韩康子、魏桓子迫于无

奈答应了，而赵襄子不答应，导致智伯率军攻打赵国。 

D．赵襄子最终选择逃往晋阳，是因为晋阳是其先主赵简子的属地；且之前

赵简子派遣尹铎治理晋阳，他认为尹铎在晋阳奉行“保障"政策，使得晋阳政

宽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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