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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平测试模拟试题 

注意事项 

1．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2．答题前，请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 0．5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填写在试卷

及答题卡的规定位置． 

3．请认真核对监考员在答题卡上所粘贴的条形码上的姓名、准考证号与本人是否相符． 

4．作答选择题，必须用 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选项的方框涂满、涂黑；如需改动，请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作答非选择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

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5．如需作图，须用 2B铅笔绘、写清楚，线条、符号等须加黑、加粗．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阅读的目的与诉求不同，方式与结果自然也不一样。有的阅读是为了消遣取乐，或

者满足个人趣味，这样的阅读强调个体的兴会和悦纳，自由度大，个体差异也大。思辨

性阅读则不同。它是为了获取真知，或者为了解决问题，个人的好恶与体验都要退居其

次，阅读的准确性、明断性与合理性，则成了判断阅读效果的首要标准。这就要求读者

的思维始终处在“思辨”的理性状态，自觉地分析与论证，审慎地权衡与判断。文本是

思辨性阅读的根基，尊重文本，知易行难。文本似迷宫,其意蕴与逻辑并不会直接呈現

在我们面前，而是隐藏在文本之中，等着读者去挖掘。迷宫里歧路纵横，浮云蔽日，走

着走着，恐怕连自己都会走丢。干扰我们的因素很多，语言自身就是其中之一。语言是

桥梁，是工具，这个道理人所共知；但语言又常常成为沟通与理解的障碍，成为横亘在

我们与文本之间的一堵墙。 

譬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秦王”，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对他的理解就会走向

脸谱化。就“完璧归赵”一节看，这个秦王看起来倒有点虚弱与怯懦，至少表面如此。

你看，蔺相如在朝堂上斥责秦王倨傲轻慢,要求他举行一个隆重仪式来交换和氏璧。面

对咄咄逼人的蔺相如，秦王没有暴跳如雷，而是满口答应。等到秦王布置好了场面，蔺

相如却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还公然指责秦王祖宗八辈都是背信弃义之徒。设身处

地站在秦王的角度想一想，他能不恼火吗？但秦王的反应也只是“与群臣相视而嘻”，

不仅没杀蔺相如，还好生款待他，很多人由此断言秦王“外强中干”。其实，教科书对

秦王的介绍也大多如此，但历史上的秦昭襄王并非如此粗鄙与虚弱。秦昭襄王,19 岁继

位，在位 56 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据历史记载,秦昭襄王“明而

熟于计”,城府很深，有忧患意识。他起用范雎、白起等文臣武将，采用“远交近攻”

的军事战略，各个击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面对



区区一个蔺相如，怎可能表现得如此不堪？显然，“外强中干”的判断难以立足。 

思辨性阅读要克服思维的懒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秦昭襄王，被我们简称“秦

王”之后，这个语词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历史上，秦国暴政常常作为儒家仁政的对

立面被表述，“秦王”也被抽象成为丑恶残暴的化身。显然，这个“知识”妨碍了我们

对秦昭襄王的具体理解与评价。 

语言总是通过我们自己来遮蔽我们的。思辨性阅读，必须穿过语言的雾霾，厘清文

本的事实，理清文本的逻辑，这就需要实证与分析的功夫。实证与分析看起来是两个范

畴，实际上是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借助逻辑分析的力量；而逻辑的

思辨呢，又必须建立在事实的辨别之上。如果断定秦王是虚弱的，那么，秦国的大国地

位怎么解释？秦昭襄王的雄才大略又体现在哪里？显然，事实的认定出现了逻辑破绽。

倘若秦王已经下了开战的决心，一个和氏壁岂能阻挡他的战争步伐？更何况蔺相如还诓

骗了他，等于给了他名正言顺的杀伐借口。秦王“明而熟于计”,恰恰就表现在这里：

不管你蔺相如怎么刺激，我自方寸不乱。这哪里还是怯懦和虚弱呢？可見，实证与分析

是思辨性阅读的基本功。 

(摘编自余党绪《思辨性阅读: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 

A．相对于消遣性阅读，思辨性阅读的自由度小，要求读者的思维要更为理性。 

B．文本虽然是理解的桥梁，却又是理解的障碍，可见把握文本的内容知易行难。 

C．思辨性阅读要克服思维的懒惰，否则固有“知识”可能会影响理解和评价 

D．作者认为，完璧归赵故事中的秦王并不是“外强中干”，而是“明而熟于计”。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阅读的目的与诉求说起，逐层分析，论证了文本在阅读中的重要性。 

B．文章在第二段中多处运用了比喻，论证了“尊重文本，知易行难”这一观点。 

C．文章结合秦昭襄王的相关史实，论证了我们对其外强中干的判断难以立足。 

D．文章末段阐明了实证与分析的关系，并论证了二者是思辨性阅读的基本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思辨性阅读要求不应有感性的兴会与悦纳，而应去分析论证，权衡判断。 

B．思辨性阅读的根基是文本，但文本的意蕴与逻辑常常隐藏在文本之中。 

C．对秦昭襄王的判断发生偏移，与我们思维懒惰、对他的理解脸谱化有关。 

D．重视实证与分析，厘清文本的事实，理清文本的逻辑，才可能走向真知。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工智能从概念到落地，经历了六十余年的探索。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

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成为 AI 的起源地。其后，人工智能在上世纪经历了两波高潮

和低谷。进入 21 世纪，大数据出现和深度学习崛起后，AI 又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但就

技术本身而言，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是深度学习，深度

学习本身仍在不断发展进化，目前深度学习需要大计算、大数据，而且能耗很高。从基

础技术原理角度来看，未来深度学习需要发展基于小数据、低能耗的人工智能算法。此

外，人工智能在应用的过程中不再仅仅是核心算法，而是结合硬件以实现一体化。从更

宏观的层面来看，人类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机械、电气和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

力。驱动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表现出很强的通用性，而每一次工业革命到达高潮时，驱

动它的核心技术就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呈现出标准化、自动化、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

特征。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呈现出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特

征，这意味着其将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因此，如今深度学习框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

用，下接芯片、大型计算机系统，上承各种业务模型、行业应用，将成为“智能时代的

操作系统”。 

（摘编自 2019 年 11 月新京报《人工智能：进入工业生产阶段，推动产业智能化》 

材料二： 

7月 3日，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大脑迎来了史上最重磅的 5.0 版本升级，

成为赋能产业智能化、软硬件一体的 AI 大生产平台。百度 CTO王海峰表示，人工智能

即将进入以“标准化、自动化、模块化”为特点的工业大生产阶段。这将驱动工业革命

进入高潮，人工智能会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尹世明则在8月 29日刚刚结束的2019

云智峰会上，承接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表示，“百度智能云希望更多行业都能享受到

AI 工业化带来的智能红利，完成降本增效，加速产业智能化，成就智能中国”。因此，

百度将集中更多资源支持智能云业务发展，把 AI 技术、云计算、基础技术体系进一步

整合，充分打通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年积累的优势，加强内部紧密配合，增强内部体系化

联动，使更多的领先技术能够通过云输出到更多行业。 

（摘编自 2019 年 9 月凤凰网《百度再次升级智能云加速中国产业智能化》） 

材料三： 



 

（英国调研机构 Canalys 报告） 

材料四： 

中国工程院的专家指出：智能制造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

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我国不能走西方顺序发展的老路，而必须“并联式”发

展，一方面应实事求是推动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需创新引领，因企制宜进行智能转型

升级。而智能化转型升级现面临三个突出的挑战： 

一是智能化转型亟需突破设备终端全面连接的瓶颈。据统计，在机械制造领域，设

备的数字化率大概为 47%，而这些设备的联网率只有 40%，就是说设备数字化联网率不

到 20%．因此想要真正实现转型，设备数字化联网率是极为核心的基础性问题。 

二是企业内部业务全面集成管控水平不高，跨企业协同难度大。如果内部的管控难

以一体化，即无法进行资源综合优化配置，云平台的作用也挖掘不出来。这不仅是技术

问题，而是价值与组织职责的博弈。 

三是工业技术软件化能力不足，工业 APP供给能力亟待提升。现时大约只有 10%左

右的企业工业软件总体应用较好，其它的如 ERP等工业软件应用比例虽然较高，但其对

企业的综合效益并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生产技术，跟现在的数据科学之间

如何融合，怎么转化为可以快速迭代、柔性共享的工业 APP，还需要探索。 

（摘编自《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 

1．下列不属于人工智能特点的一项是 

A．探索时间长，历经波折。 B．技术本身尚有缺陷。 

C．技术已经具备很强的通用性。 D．是“智能时代的操作系统”。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AI 的发展和深度学习关系紧密，既得益于深度学习的崛起，又受制于深度学习自身

的发展进化。 



B．随着人工智能具备强通用性和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特征，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

大生产阶段。 

C．百度大脑迎来史上最重磅的 5.0 版本升级，成为赋能产业智能化、软硬件一体的 AI

大生产平台，有助于加速中国产业智能化。 

D．百度云虽然在中国云市场中排名比较靠前，但要想使更多的领先技术能够通过云输

出到更多行业，是要面临挑战的。 

3．以上三则文字材料，内容侧重点和阐释方法分别有何不同。 

3．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谈“地方性写作的诗人” 

谭克修 

①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不妨先假设时代是一列火车，没有

人能让这列飞奔的火车减速，没有谁愿意被这列火车落下，但他们不急于买票，不愿意

随时被时代带走，踏上未知的旅程。即便被推怂上火车，甚至做了驾驶者，可以观察到

前方世界的瞬息万变，但他们内置在诗歌写作里的镜头，仍然会滞后于车速，保持着某

种延迟效果。他们一般以某种气定神闲的气质，先将自己的速度慢下来，主动落后于火

车。他们也不与火车南辕北辙，相向而行。他们甘当火车遗弃的旅客，不当铁轨的破坏

者。他们是这列飞奔的时代火车的“缓存键”。他们认同卡夫卡和本雅明关于写作者的

现实命运和写作命运的描述：“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

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

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

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

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

被揭示出来。”（本雅明） 

②在以“变”为特质的时代，这些诗人不竭的创作灵感，不是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公

共媒介获取的海量资讯，而是源自于他最熟悉的特定土壤。强化诗歌中的地方性，要求

诗人在写作之前，先建立精确的由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构成的坐标系。时间坐标可以建

立在记忆、现实经验或柏格森的“深度时间”上。空间坐标，有时需要精确到某个城市、

某个村、某条街道、某间房子甚至于某张床、某把椅子。      他深陷于具体的时空坐

标里，像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只为周边环境中的事物所感动，却无视远方的潮流变化。

他只爱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用独特语言为自己的体察喃喃自语。

如陶渊明归隐后的细致感受：“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如海德格尔在南黑森林某个陡



峭斜坡上滑雪小屋那样，竞然能体验到“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

精心的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

坡肃穆的单一”。他就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和地方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诗歌帝

国。这个坐标，让他具有各种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间联系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共时

性事件带来的深刻的和谐力量，能感受到各种事件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

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属于他

自己的坐标，让他与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便于沉下心来，用内在的磅礴

功力重新缝合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依然坚持日新月异的雄

心，若干年之后，就不得不依靠那些跟不上时代速度的诗歌来维护人类世界的全面回忆。 

③人类的命运，不会存在于铺天盖地的媒体里，一大堆虛无的统计数据里，只存在

于个体生命的具体感受里。那些高精度的影像资料和海量的统计数据，或许能部分还原

生活现象层面的真实，但面对各种人类生存境遇的真实，人类情感、心理和灵魂深处的

真实，必须仰仗那些有着某种“地方保护主义”情结的“落伍”诗人的具体生命感受来

完成。从这种意义来说，在经济领域被视为市场经济“毒瘤”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当代

诗歌领域却成了我眼中的稀世良药。很多人已经不再喜欢“主义”这个词，我却突发奇

想，在这里提出“地方主义”诗派。以激励自己和那些独自坚守着脚下土地的独立写作

者。无论他坚守的是大城市还是边远地方，他笔下那个地方，将是时间长河中唯一幸存

的地方。由于他的坚守，“边远地方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一一它们正是世界展开的地

方”（布罗茨基评价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语）。那么，他的写作，

也将成为不朽的写作。反过来，要让自己的写作不朽，专注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

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让地方性成为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

这种邮票大小的地方，还包括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

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 

（摘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1．概括第①段中“地方性写作的诗人”的特点。 

2．第②段加点词“特定土壤”在文中指__________。 

3．把下列语句组织起来填入第②段方框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 

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精通上乘武学的绝世高手。 

②建立相对完整的空间和时间坐标系， 

③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这个坐标系里， 

④他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 

⑤准确捕捉到需要描述的事件和情感。 



⑥他能感受到这个坐标里所有事物的细微变化， 

A．④②⑤⑥③① 

B．④②①⑥⑤③ 

C．④②③①⑥⑤ 

D．④③①⑥⑤② 

4．下列有关“地方主义”诗派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那些独自坚守着脚下土地的独立写作者，他们的坚守，能够帮助他们创造出不朽的

作品。 

B．他们远离时代的干扰，沉淀自己的内心，专注于“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让地

方性成为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 

C．那些高科技的时代工具或许能部分还原生活现象层面的真实，而这些诗人却能还原

生活深层的真实。 

D．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像是陶渊明、海德格尔，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住自己

的精神家园。 

5．分析第②段中画线句子在文中的作用。 

6．从加西亚·马尔克斯、沈从文、贾平凹、莫言四位作家中任选一人，分析他们的写

作为什么会成为不朽的写作。 

 

4．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秋 望 

[明]李梦阳 

黄河水绕汉宫墙①，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挽②，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③。 

[注]①汉宫墙：一作“汉边墙”。②飞挽：快速运送粮草的船只。③郭汾阳：唐代著名

的将军郭子仪。 

1．从题材看，这是一首_______诗。  

2．对本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全诗紧扣“秋望”，诗中之景物皆“望”中所见，透着凄清的秋意。 

B．首联中作者看到汉朝宫墙外是黄河水环绕，有世事沧桑的伤感。 

C．颔联中再现了训练场上将士们的活动，表现了他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D．尾联以问句作结,意味绵长，表达诗人深深的隐忧与热切期待。 

3．联系全诗，赏析“迷”和“冷”的表达效果。 



 

5．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各题。 

平凉① 

李攀龙 

春色萧条白日斜，平凉西北见天涯。 

惟余青草王孙路，不属朱门弟子家？ 

宛马如云开汉苑②，秦兵二月走胡沙。 

欲投万里封侯笔，愧我谈经鬓有华。 

注：①平凉在汉唐盛世时并不属于边塞地界，明王朝时嘉峪关以外大片土地尽失，平凉

渐渐成了边塞，而且平凉在明朝时属于陕西。②“汉苑”原指汉朝马苑，这里借写明代

平凉府的大牧马场。 

1．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首联描绘冷落、寂寥的平凉春色，荒芜的边城蒙上了一抹灰暗、冷峻的色调，寄情

于景，景中有情。 

B．颔联不露雕琢痕迹，貌似平淡无奇，实则在特定图景中，包含着诗人对人世沧桑的

深沉回顾和感叹。 

C．颈联抚今追昔，借助想象，用精炼的语言描绘出秦汉强盛时军队在边关塞外沙漠中

驰骋作战的图景。 

D．本诗用词准确富有表现力，如“宛马如云”，描绘出战马迅猛奔跑如彤云翻滚的情

景，极具动态感。 

2．尾联突出使用了怎样的抒情手法来表现诗人复杂的情感？请作简要分析。 

 

6．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 

(1)夙兴夜寐， _________ 。(《诗经·卫风·氓》) 

(2) _________，则芥为之舟。(庄子《逍遥游》) 

(3) _________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4)夜深忽梦少年事，_________  。(白居易《琵琶行》) 

(5) _________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6)_________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赤壁赋》) 

(7)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 _________ ?”(《论语·八佾》) 

(8)看似寻常最奇崛，_________ ，(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7．阅读下面《红楼梦》节选文字，根据要求完成题目。 



俞平伯品评《红楼梦》时说“钗黛虽然并秀，性格却有显著不同：如黛玉直而宝钗

曲，黛玉刚而宝钗柔，黛玉热而宝钗冷，黛玉尖锐而宝钗圆浑，黛玉天真而宝钗世

故。……” 

你认同这个说法吗？请结合《红楼梦》中的相关情节阐述你的理由。 

8．微写作 

《红楼梦》《呐喊》《边城》《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六部经典名著以其独特

的魅力，为人们所熟知。请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200 字左右。 

①有很多人喜欢外出旅行时带上书。如果外出旅行需要从这六本书里选择一本，你会带

哪一本呢？请谈谈你的理由。要求结合书的内容或艺术特点等，言之有理。 

②某同学在名著阅读交流会上说：痛苦能让一个人变得坚强；痛苦也能让一个人变得脆

弱。你同意哪一种说法？请从以下人物中选择一个，结合其相关情节加以说明。 

香菱、贾探春（《红楼梦》）        孙少平、田润叶（《平凡的世界》） 

华子良、刘思扬（《红岩》）        桑地亚哥（《老人与海》） 

天保、傩送（《边城》）            单四嫂子（《明天》） 

③这六部作品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请从这六部作品中选择一个

人物形象，以“        ，我看到了你灼热的心”为题，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

要求在横线上填写人物名字，结合书中的具体内容。 

 

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

爱生活。 

对此你有何理解？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

少于 800 字。 

 

 

 

参考答案 

 

 

1、1．B 

2．A 



A 

【解析】 

1．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文中信息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应先明确题干的提问方式，然

后浏览选项，到文中圈出相关的句子，再进行比对，设题的误区如下：因果关系不当、

于文无据、以偏概全、说法过于绝对化、变未然为已然等。本题中，B 项，“文本虽然

是理解的桥梁,却又是理解的障碍”错误，“语言”是“理解的桥梁”和“理解的障

碍”，而非“文本”。 

故选 B。 

2．本题主要考查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此类试题解答时，第一步，逐项审查每一个

选项有几个分句，分句与分句之间是什么关系，一般的有因果、条件、假设、目的等关

系。第二步，比对每一分句的意义在原文是否有依据，分句与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原

文中是否有依据。本题中，A 项，“论证了文本在阅读中的重要性”错误，论证的是“思

辨性阅读的重要性”。 

故选 A。 

3．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辨析信息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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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中，A 项，“不应有感性的兴会与悦纳”错误，原文只是说“个

人的好恶与体验都要退居其次”，而不是说“不应有”。 

故选 A。 

【点睛】 

做选择题，基本方法是排除法。但还要用好“比对法”。就是把选项内容与原文有关内

容认真、仔细地比较、对照，不符合原文意思的，就是错误项，反之则为正确项。那么，

要比对哪些内容呢？比对词语，命题者在设置选项时对原句作了改装、重组，即主要采

取了“删”(删除原文的状语、定语、补语，改变原意)、“漏”(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

有意漏掉重要信息，断章取义)、“改”(改换词语，曲解文意)、“凑”(胡乱拼凑、东

拉西扯、无中生有、随意组合信息)等方式设误。要看看选项在对原句改造过程中，删

去了哪些词，改了哪些词，添了哪些词，它们是否与原文意思一致。一般而言，选项中

的下面这些词语最值得我们优先比对：指代词(如“它”“其”等)，比对它是否有偷换

概念之嫌；范围词(如“都”“所有”“人人”等)，看它是否有任意扩大或缩小外延现

象；程度词、时间词(如“或许”“大概”“必定”“可能”“似乎”“已经”“将来”



，看它是否混淆偶然与必然、已然与未然，说法绝对等。 

2、1．D 

2．B 

3．材料一侧重阐释人工智能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状况，主要运用作比较阐释；材料二侧

重介绍百度人工智能及其发展方向，主要运用引用论证；材料三侧重介绍我国智能化转

型升级面临的挑战，主要运用列数字论证。 

【解析】 

【分析】 

1．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首先要认真审题，明

确题干的要求，如“下列不属于人工智能特点的一项是”，然后浏览选项，到材料中圈

出相关的内容，进行比对，做出判断。 

D 项，“是‘智能时代的操作系统’”不属于人工智能的特点，深度学习框架是智能时

代的操作系统，见材料一原文“如今深度学习框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下接芯片、

大型计算机系统，上承各种业务模型、行业应用，将成为‘智能时代的操作系统’”。 

故选 D。 

2．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整合文本信息，分析概括内容要点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首先

要明确题干的要求，即选择“正确”或“错误”“一项”或“两项”的要求，如本题

“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然后浏览选项的内容，到文章中圈

出相关的句子，再一一进行比对。 

B 项，“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说法有误，材料一原文是“这意味着其将进

入工业大生产阶段”，选项将未然说成了已然。 

故选 B。 

3．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章内容要点、筛选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此类题一般的答题模

式为：第一步，找出题干中的关键词语，确定筛选对象；第二步，在把握全文内容要点

的基础上，在文中找到题干信息对应的语句或段落并加以概括。 

解答本题，首先需要分别概括每则材料的内容。如材料一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经历，

对一些概念的阐述；材料二结合材料的出处“《百度再次升级智能云加速中国产业智能

化》”，讲述了百度人工智能的有关情况，由“百度 CTO 王海峰表示”、“并进一步

表示”可知运用了引用论证的方法；材料三主要是讲述“智能化转型升级现面临三个突

出的挑战”，材料中列举了很多的数字，运用的是列数字论证的方法。 

【点睛】 

解答实用类文本阅读可以从如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是阅读，注意整体阅读，注意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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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2423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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