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育才学校科学高中部 2024 届高三下学期第六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下面是某图书馆网站上关于一本科普著作的部分信息，包括部分图书目

录、试读内容和读者评论三个板块。请阅读这些内容，完成第 1～5 题。 

●图书目录（部分） 

第六章 基因的维度 

第一节：先天论的放肆 

第二节：基因允许学习的发生 

第三节：基因表达的可塑性 

第七章 学习经验 

第一节：学习的先天实验 

第二节：学习的先天与后天争论史 

第三节：学习是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 

第八章 文化之谜 

部2024届高三下学期第六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解析) --第1页

部2024届高三下学期第六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解析) --第1页



第一节：允许文化的基因 

第二节：人类心智在文化之海中畅游 

第三节：基因是先天与后天的根基 

●试读内容 

①科学界存在这样的观点：先天基因不足以解释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

必定是由后天而不是由先天所造就的。以巴甫洛夫为例：他痴迷于反射，

甚至相信思想只不过就是对已发生行为的一种反射。他相信“每个行为的

真正原因都独立于人之外”，而且“心智所含的99．9% 内容都取决于广义

上的教育，而只有 0.1% 取决于个人”。 

②1903 年，巴甫洛夫向世人展示了他最著名的实验：经训练的狗，只要

铃响或节拍器声音，就可以吃到食物。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展示

了这样一条狗，它一听到铃响便开始反射式地分泌唾液。之后，他又证

明了一只没有大脑皮层的狗，在被喂食时，仍可反射式地分泌唾液，但

是听到铃声时，则不会有此反射。因而，他得出结论：对铃声的“条件反

射”存在于大脑皮层中。 

③巴甫洛夫似乎发现了一种机制，即条件作用或联想论。大脑可以通过这

种机制进行学习，获取它对世界规律的认识。这是个伟大的发现。由此他的追随者开

始断言，大脑仅仅是一个通过条件反射来学习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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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现代学习理论家对巴甫洛夫理论做了一点补充。他们提出，主动式学

习并不是在刺激和奖励共同持续出现时发生的，而是发生在预期的巧合

情况，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相符的时候。如果心智发生了“预测误差”，

即在某种刺激后产生了期待的回报，而这种期待却没有实现，那么心智

就必须更改之前的期待：它必须学习。例如狗实验中，铃响后不再有食

物，而另有闪烁的光预示有食物，那么狗就得从它的预测和不相符的新

现实中，主动学习。 

⑤巴甫洛夫陷入了一个令他感到不安的讽刺之中。他信奉“每个行为的真

正原因都独立于人之外”。而在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对于预测误差的反

应，在大脑中，也以生理形式存在。位于大脑中的黑质和腹侧被盖区这

两个区域的特定神经元，会分泌多巴胺，对意外情况做出回应。在获得

奖励时，它们更活跃；当在没预料到的情况下被剥夺奖励时，则不太活

跃。若要形成意外情况和自己行为的关联，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一定要

经过特别的设定，以便对意外情况产生回应。那么它们是如何被设定的？

答案是通过基因。 

⑥基因不仅与先天相关，与后天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认为，所有的

动物包括人类都拥有同一组 CREB 基因。当大脑开始主动学习时，它们

就会处于开启状态。在学习期间，它们必须要合成一种蛋白质，使神经

元之间形成新的强化联结。基因在构造大脑后，没有离开让大脑自己运

行，它们实际开始做学习的活儿。就像此时此刻，在你大脑中的某个地

方，一个基因开启了，于是一系列蛋白质开始运作，改变了大脑细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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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突触，这样一来，也许你会永远将阅读这一段文字与厨房飘出的咖

啡香关联起来。 

⑦这些基因受到我们的行为的支配，而不是行为听命于基因。后天和先

天一样，受到基因影响程度是相同的。后天培育依赖于基因，而基因也

要求后天培育。基因不仅预先规定大脑的广义结构，而且它们还吸收学

习的经验、顺应社会的线索甚至运转记忆。它们是意志的原因，也是意

志的结果。 

（有删改） 

●读者评论 

小可：本书作者想要反驳“先天基因不足以解释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

必定是由后天而不是由先天所造就的”这一观点，那么只要在生物学层

面写出人们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受先天基因的影响，反驳的理由就已经足

够充分了。因此作者关于“后天”的论述是不必要的。 

1．根据目录推断，试读内容所在小节应该是（ ）（3 分） 

A．第六章 第一节 B．第六章  第三节 C．第七章  第二节 

D ．第七章 第三节 E．第八章  第二节 F．第八章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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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③段画线句中的“断言”违背了逻辑的基本规律。下列存在谬误的说

法中，哪一选项违背的逻辑基本规律，与文中“断言”相同？（ ）（3 分） 

A．因为我们证明不了外星人不存在，所以外星人是存在的。 

B．医生告诉我这种病伴有发射性疼痛，但没说是哪种元素的放射性。 

C．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既不愿意退让，又不愿意中止。 

D ．这是他的个人诗集，收录了他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 

3．以下不符合试读内容文意的一项是（ ）（3 分） 

A．著名的狗实验表明，大脑可以通过条件反射机制进行学习。 

B．巴甫洛夫实验证明主动式学习取决于一个人的生理机制。 

C．意外情况和自己行为关联的程度，应该和先天的基因有关。 

D ．基因参与构成大脑，并在大脑开始学习后开启合成蛋白质。 

4．根据文意，作者不可能认同的一项是（ ）（3 分） 

A．一个人的行为的真正原因并不都独立于人之外。 

B．未经特别设定的多巴胺神经元有可能不太活跃。 

C．后天的主动学习可以影响先天基因的运行活动。 

部2024届高三下学期第六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解析) --第5页

部2024届高三下学期第六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含答案解析) --第5页



D ．CREB 基因使你将文字和厨房咖啡香味相关联。 

5．结合试读内容，写一条读者评论，反驳读者小可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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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米故乡（节选） 

苏童 

1982 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

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

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石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

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 

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

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

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

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远处的风景，怀着一种新

生的心情。远处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

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

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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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

不见。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①但是从文学意义

上说，八百米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故乡了，只是稍显局促而已。从孩提时代到二十

岁，我主要是在苏州城北的这八百米范围内活动，成长。我的写作，其

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

浮现在脑海里，分别是河水、铁路、工厂、河里的客船、驳船和农用船。

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 

那八百米范围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脸会在我写作

的时候悄悄一闪，进入我的记忆，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乡的名义

降临。 

齐门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临河的房屋，127

号，这个门牌号码现在应该是消失了。那曾经是我母亲的家族很多人的

旧屋，一面临街，一面临河。临街的那一侧住着我大舅一家，隔着一个

小小的天井，临河的两间屋子曾经住着我们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

井的耳房里住着我外祖母。 

我三岁那年三舅买下了隔壁一户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们家的隔壁。这

样，一个家族的人各有门户，却又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母亲这一家家境

贫困，从镇江地区的扬中岛上出外谋生，移民到苏州，一直团结在我大

舅的周围，一起居住，一起生活。这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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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条街上，东汇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拥挤的房

子里，很奇怪，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两所房子间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八百

米。 

②八百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 1982 年夏天的

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

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区，

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

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 

我们这个家庭有点儿特别，几家人聚拢在一起，在一个新的居留地过着

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为下一代更改故乡的名字。但故乡的名字是

不容易改变的，我们家周围的邻居大多是苏州的老居民，他们早已接纳

了我们这个家族，但是，对于我们 127 号的日常生活，毕竟是有点好奇

的。而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语言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无法统一，我外祖母

不会说苏州话，我大舅母不会说扬中话，我的父母和舅舅们则交替使用

家乡方言和苏州话——他们互相之间用家乡话交流，对孩子们、对外人

都说流利的苏州话。 

长辈们的家乡方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

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③

我们家的下一代都为上一代的家乡辩解过，为地理位置辩解，为口音所属方言辩解，

出于虚荣心，或者就是出于恼怒。当你为父母的口音感到恼怒时，你如何体

会“故乡”这两个字带来的荣耀？相反，下一代体验的是一种隔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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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忘故乡的艰难。说到底，孩子们是没有故乡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

农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

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母亲的家族在几十年的

艰难时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个亲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终，在

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一切烟消云散，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第二

代，还有第三代，最后还是失散了。 

五年前，随着苏州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妈都被安置在了别的居民

小区。同样的，由于亲戚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疏远，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新家。

我在苏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地方，他们的孩子纷纷到南

京来求学，我设法找到他们，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叫到家里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过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电话，是致谢的电话，之后，又恢复漫长的疏远，联

系中断了。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

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

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④对我来

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

见了。 

6．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开头部分自“我”父母乔迁新居始，以齐门外大街的拆迁重建终。

通篇采用了顺叙的叙述顺序，显得有条不紊、合情合理。 

B．文章选用的石桥、客船、临河的房屋等江南习见的风物极具典型性，

体现了南方作家浓郁的地域创作特色，增添了散文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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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作者看来，不断的搬迁不仅导致亲人距离上的疏远，还不可避免地

导致其情感上的疏离。 

D ．文章的叙述于平实中富有怀旧气息，对八百米故乡种种事物的罗列，

勾勒出故乡的风土人情与烟火气。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句子①中“局促”一词，意为对于文学载体意义上的故乡来说，“八百

米故乡”的确稍显狭小。 

B．句子②语义上与上段文字紧密相连，并引发下文的叙述，结构上承上

启下。 

C．句子③中的“虚荣心”，是“我们家的下一代”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以

自己的家乡为荣”。 

D ．句子④发人深省，并照应题目，表达了作者对记忆深处“八百米故乡”

的深切缅怀。 

8．有人认为本文的题目不合适，应该改为“故乡的回忆”。你认同这一观

点吗？请简要分析原因。（5 分） 

9．本文曾被《读者》的《文苑》栏目选载。假如你是该栏目编审，请从

几个方面谈谈选用本文的理由。（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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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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

破之济西。燕昭王大说，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收齐卤获以

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

属燕，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

尝丕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于是燕惠王固

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

代之，畏诛，遂西降赵。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

战逐燕，尽复得齐城。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

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

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

毅报遗燕惠王书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

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

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

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

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

出也。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

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

报，唯君之留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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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史记·乐毅列传》） 

材料二： 

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

所惧，唯恐他将来，即墨残疾。”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毅归赵，燕军共忿。田

单与士卒分功，尽散饮食飨士。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

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

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

凿城数十穴，夜纵牛，烧其端，牛尾热，怒而奔，五千人因衔枚击之，

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遂杀

骑劫。 

（节选自《智囊·兵智部》）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

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齐田单后 A 与骑劫战 B 果设诈 C 班 D 燕军 E 遂破骑劫于即墨 F 下 G 而

转战 H 逐燕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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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让，责备，与《侍坐》中“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让”词义不同。 

B．遇，相待，与《庄子·养生主》中“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中的“遇”词义

相同 

C．诛，杀、戮，与成语“口诛笔伐”中的“诛”词义不同。 

D ．南面，古代多以朝南为尊位，君主坐北向南，此句谓乐毅想在齐国

称王。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在济西大败齐国后，燕昭王把在齐国缴获的战利品带回燕国，让乐毅

带兵进攻仅余的两座尚未攻克的齐国城池——莒和即墨。  

B．燕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存在嫌隙，散布谣言说齐国人害怕的只是

乐毅打来，即墨就会被攻陷，而乐毅按兵不动是要称王。 

C．乐毅投奔赵国后，燕惠王非常后悔，主要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被左右

侍臣蒙蔽了，竟然让骑劫代替乐毅的职务，这说明他善于自省。 

D ．乐毅在给燕王的回信中写自己之所以回信，是想让燕惠王明察先王

任用爱护自己的理由，并进一步表明自己事奉先王的拳拳之心。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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