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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2022—2023 学年高三学业水平诊断(一) 

 

语 文 

 

考生注意：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

条形码转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

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传统的中西绘画区别很多，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西方画以“目视”，中国画以“神

遇”。西方学者说，西方画是科学的，中国画是哲学的，这是很有道理的。“目视”

即用眼睛去看，“神遇”是用心神去领会、思考。当然，西方画用“目视”，不是

完全没有“神遇”，只是基本上靠“目视”；中国画也必须先“目视”，但主要是

“神遇”。 

 

西方人认为玫瑰花最美，花红而大，叶绿而肥，所以，送情人的花最多是玫瑰花，

因为目视之很美。中国文人认为石头最美。宋朝的文人米芾见到石头就下拜。石

头怎么美呢？因为石头独立自由，不倚不靠，冷热不改其容。《周易》反复说“介

于石”，即耿介正直如石之状。石头的这种高尚品德正是人所需要的。所以美与

不美，西方人以“目视”，中国人以“神遇”。中国人称“目视”的“目”是“陋

目”。因为目只能看到物象的表面，至于物象的内涵，物象所联系的哲学含义及

人格修养，目视无能为力的，只有靠心神去“遇”，即神遇。 



 

西方画因以“目视”，所以色彩要丰富，要符合科学，而且必须在丰富中见统一。

中国画因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反对色彩太多。道家认为“五色乱目”，“朴素而天

下莫能与之争美”。中国画用墨，要在统一中见丰富，虽然是一笔墨色，但却变

化多端，内涵丰富，然而其内在的变化只有学养很深的人才能感受到。而西洋画

的色彩，凡人皆可目视而见。所以，西方画讲究形式美、色彩美、视觉冲击力，

形式、色彩、视觉都是“目视”所得。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们的油画，

细腻而真切，也是为了悦目。中国画讲究“切实之美”，反对表面上的“好看”。

《茶疏》说“不务妩媚，而朴雅坚致”，即不求形式上的好看，而要朴实、高雅、

坚致。清朝沈宗骞在他的《芥舟学画编》中说：凡事物之能垂久远者，必不徒尚

华美之观，而要有切实之体。“华美之观”即形式美，是不必过求的，“切实之体”

是内在美。西方人注重的是“视觉冲击力”。所谓“视觉冲击力”，就是画面上的

笔触出奇，形象险怪突出、灿烂峥嵘，给人十分特殊的印象和力量。而中国画家

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犹如一个不成熟的青年，横冲直撞，而成熟的长者却沉

静而安详。 

 

中国画重线条，西方画重块面。中国画的线条必须借鉴书法，书法的用笔有无穷

的学问。怎样下笔、运笔、收笔，一波三作。如何提、按、转、顿、挫等等，如

何将自己的感情融汇进去。而且，画家还必须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很深的中国古

典学问知识，画的格调才能高。所以，中国画看上去很容易，但也最难画好。不

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专门的研究，那也是无法

理解、无法心领神会的。 

 

传统西方画处处要实，虚处也要靠实笔来画，空白处也要用白色去画。而中国画，

虚处要虚，实处要化实为虚，而且化实为虚最要功夫。这正如西医，血管、神经

都实实在在地能看到，能透视出来，而中医的经络、气完全看不到，也透视不出。

中医的虚病实病、火、寒也完全是虚的，是靠感觉而知。中国画的虚，还有格调

的雅和俗，也完全靠感觉。这感觉中以知识的多少为高低，最后都在“神遇”之

中。 

 

(摘编自陈传席《“目视”与“神遇”：中西绘画的区别》) 

 

 

 

材料二： 

 

写意，既是中国书画美学鲜明的标识，也是中华美学精神与审美理想的深刻内涵。

中国美术的实践与成果，不只体现在自觉回归中国优秀艺术传统上，还体现在将

外来艺术本土化的深耕中。“写意油画”“写意雕塑”是近年来美术界的热词。在

吸纳外来艺术优长的过程中，“写意的油画”“写意的雕塑”成为艺术民族化的重

要成果。的确，决定中国绘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不只是“以书入画”

的“写意”表现方式，更在于中国文化的写意精神，它们共同形塑了中国艺术的

总体风貌。因而，不论什么样的外来艺术，都会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在民族审

美的影响下发生转化。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播出的文化节目《遇鉴文明》，

使这种跨文化探索引人注目。节目展开一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让

观众在不同文明特色的对比中，进一步增进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找准自己的精神

坐标。 

 

在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写意精神的影响下，西方现代绘画出现了从写实再现向

主观表现的转变。而中国画也在 20 世纪初发生写实性变革。这不仅是对油画再

现写实方法的积极借鉴，更是传统中国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对现实的关切中，

所进行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变革，促使中国画完善并发展了描绘现实、观

照生活、塑造人民形象的表现方法。 

 

(摘编自尚辉《写意与绘真，文明的审美互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目视”和“神遇”两种方法不是截然对立的，西方画虽重“目视”，但也追

求“神遇”。 

 

B.中国画反对色彩太多，故仅用黑白两色，看似单一的黑白方寸之间，却有着变

化多端的丰富内涵。 

 

C.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油画，细腻而真切，这种创作特点让后期的西方画重视

对形式、色彩、视觉等方面的追求。 

 

D.《遇鉴文明》节目展开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体现了跨文化的探

索，有利于增进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论述中西绘画之间“神遇”与“目视”的区别，这与材料二中“写意”

与“绘真”的区别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B.西方绘画注重作品自身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力，画面笔触出奇，形象险怪突出，

这与“成熟”的中国画迥然不同。 

 

C.中国画重线条，以书法为基础，画家如果书法方面的文化素养比较差，即使精

通笔墨技巧也难以达到很高的境界。 

 

D.20世纪之后，西方现代绘画和中国画开始彼此借鉴交流，西方现代绘画出现写



意倾向，而中国画也发生写实性变革。 

 

  

 

3.下列选项中，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3分) 

 

A.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石涛《画语录》) 

 

B.由神奇而入平淡，全在笔墨静逸，气味幽雅。(金城《画学讲义》) 

 

C.凡诸落定之处，务要斟酌得当，勿使出入。(沈宗骞《芥舟学画编》) 

 

D.挥毫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 (李方膺《题画梅》) 

 

  

 

4.材料一所运用的论证方法贴切自然，令人信服，请结合材料一最后一段加以分

析。(4分) 

 

答： 

 

  

 

  

 

  

 

  

 

  

 

5.作为美术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画的发展？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6分) 

 

答：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胆量(节选) 

 

徐贵祥 

 

桑秋天的排长一当就是九年。 

 

别的没啥毛病，还是因为胆小。对上，除了敢在当年的副连长后来的团参谋长面

前发发牢骚，其余的表现均是唯唯诺诺。胆小也有胆小的优点，不惹事，没有磨

皮蹭痒的花花点子，当然胆小还是弊多，大事交给他总是让人放心不下，更别指

望他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直到九年后部队调防到了边境线，上级考虑，桑秋天的排座实在不能再当下去了，

再当下去就不像话了，这才把他提到了连长。 

 

和平时期的边境，没啥大仗，偶有摩擦，小打小闹过过枪瘾而已。但是炮击始终

热闹，两家都在锻炼部队。对方依仗地形优势，常常将小炮推到炮团眼皮底下惹

是生非。沙子不大，但钻进眼里硌人，春节前团里拟了一个方案，决定派出前进

观察所，潜进深山密林，弄清对方小炮的游击阵地，将其痛打一顿，大家好安稳

地过个年。 

 

参谋长将桑秋天叫到团指挥所，把方案大致情况介绍了一遍，然后说：“反复考

虑，这个任务对专业技能要求高，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桑秋天低头抽烟，态度很不明朗。 

 

“有个人倒是定点很准，图上作业全师有名，可是，那家伙是属猪大肠子的，撑

不直。”参谋长又说，目光在桑秋天的脸上晃了两圈。  

 

桑秋天依然不吭声，眼睛东张西望。窗外刮了一阵微风，杨树叶子哗哗地响。  

 

参谋长憋不住了，问：“桑秋天你写请战书了吗？” 

 

“没有。”这一次，桑秋天回答得干脆。 

 



“桑秋天，你去把镜子拿来。” 

 

“干什么？”桑秋天抬起头来，稀里糊涂地反问。 

 

“拿来照照你的脸，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当个连长窝窝囊囊的，成天一副

阴死阳活的熊样子，肠子没有个伸直的时候。天塌下来了，你怕不怕？” 

 

桑秋天翻了翻眼皮，又低下头玩弄手中的半截烟。 

 

“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写了请战书决心书，有人还写了血书。你丢不丢人？” 

 

“写那玩意儿干啥，牛皮吹破了缝不上。”桑秋天一甩脑袋，振振有词。 

 

“你呀你……”参谋长哭笑不得，“你放屁都怕砸脚后跟……别忘了，咱们可都

是在‘钢七连’淬过火的。” 

 

桑秋天瞅了瞅参谋长，然后又耷下眼皮：“参谋长，有话你就直说了吧。” 

 

“这不是明摆着吗，”参谋长站起身，手捏红蓝铅笔敲了敲桌面，“开设前观是件

抢手的任务，别人打破头来争。”参谋长抽出一摞文稿扔在桑秋天的面前，“翻来

覆去找不见你的大名，这分明是往咱们‘钢七连’脸上抹大粪嘛！” 

 

桑秋天向文稿扫了一眼，满脸不屑的神气：“做样子给人看的，上级咋决定我咋

服从。” 

 

“那好，”参谋长扔了一支烟过来，自己也点燃一支，“这个任务交给你。” 

 

桑秋天的脸色顿时灰下来，牵下脑袋，手指痉挛地搓揉着那根香烟，直到把它搓

成一根柔软的面条儿。金黄色的烟丝从桑秋天的指间流出，颤颤抖抖地落在地上。 

 

桑秋天心惊肉跳地带领四名测地兵和两名计算兵，趁夜暗雾浓钻进距驻地九公里

的榔呀山，潜伏四天四夜，终于摸准了对方的三个游击炮阵地。表尺和射向都是

桑秋天本人计算并亲自下达的，而且还负责观察修正炸点。 

 

电台启用不久，就被对方侦听出位置。就在炮战打得最热闹的当口，两个排的兵

力把他们包围在榔岈山东侧的1879 高地。 

 

桑秋天在向 1879 高地转移的途中受了伤，腿上挨了一枪，估计是碎了髌骨，得

有人架着走，架到 1879 高地顶上，便又迅速展开作业，指示修正炸点。间瞄(间

接瞄准)射击开始后，后方的阵地就成了瞎子，校正延伸火力捕捉目标就全听桑

秋天的了。 

 

几名战士是桑秋天用手枪逼走的。战士们起先不走，抱着桑秋天大哭大嚷“要死

死在一起”，桑秋天横竖挣脱不开，急得高喊：“你们这是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啦，



任务没完成我不能离开，你们留在这里没用，赶紧回去带人来接我……”那几个

战士死不松手，抬胳膊拽腿硬是要把桑秋天往山下运……桑秋天掏出手枪将枪口

搁在太阳穴上，悲悲壮壮地吼了一嗓子：“你们再不走，老子就抠火！” 

 

兵们只好撤了。他们抢占一个制高点，向包围上来的敌军实施压制射击，掩护桑

秋天作业。 

 

桑秋天终于没再回来，又坚持了二十多分钟，指示打掉对方的最后一个炮阵地，

然后靠在一棵树上，对电台吼了一声：“关机，我要炸电台了！” 

 

据前去营救的一名排长说，桑秋天在电台上捆了四颗手榴弹，等人家拥上来抓俘

虏抢电台的时候，他才突然将弦扯断。 

 

参谋长给桑秋天的爹拍了份电报，老爷子很快就赶到了，硬硬朗朗地登上了海拔

两千一百六十米的云雾峰，去年那片刚刚平静的战场。老爷子心平气和地问起部

队的伤亡情况，参谋长回答说只亡一人，就是桑秋天。随行的人都不吭声，都在

等待老爷子捶胸顿足地哭一场。 

 

老爷子坚决不哭，垂着两臂如同塑像一般挺着庞然的身躯，花白浓密的头发在阳

光下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 

 

他举起望远镜又看了一会儿，看得很细。遥远的天穹、湛蓝的天空、雪白软绵的

云絮……目光终于落在那座嶙峋挺拔的山峰上。老爷子放下了望远镜，转过身来，

沉默半晌，颤颤巍巍地落下两颗巨大的老泪滴。  

 

（有删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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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A.小说开篇交代桑秋天“排长一当就是九年”，设置悬念，进而引出桑秋天胆小

懦弱的性格，与小说的结局形成对照和反差。 

 

B.文中有关参谋长和桑秋天的对话描写，有利于进一步展现桑秋天的人物形象，

同时推动情节发展，使小说紧凑自然。 

 

C.文中参谋长之所以将此次任务交给桑秋天，不仅是因为他相信桑秋天有能力完

成此次任务，更是希望借此锻炼他的“胆量”。 

 

D.本文围绕题目“胆量”来展开，映射到桑秋天身上，他的前后表现却不相同，

引发读者对“胆量”的内涵的深入思考，深化了主题。 

 

  



 

7.下列对文中桑秋天的描写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桑秋天依然不吭声，眼睛东张西望”写出了桑秋天对于参谋长提到的问题刻

意回避，不愿正视的态度。 

 

B.“翻了翻眼皮”“又耷下眼皮”写出了桑秋天在考虑是否接受此次作战任务时

内心的矛盾与自卑的心理。 

 

C.“向文稿扫了一眼，满脸不屑的神气”，表现了桑秋天对参谋长称赞别人主动

接受任务而认为自己胆小的态度不认同。 

 

D.“脸色顿时灰下来，耷下脑袋，手指痉挛……”写出桑秋天被指定任务后内心

的恐惧而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复杂心理。 

 

  

 

8.小说结尾为何要安排老爷子登上云雾峰这一情节？请简要分析。(4分) 

 

答： 

 

  

 

  

 

  

 

  

 

9.圆形人物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

刻画的人物形象，人性更真实、更复杂、更丰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请结合

你对圆形人物的理解，谈谈桑秋天这一形象。 (6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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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诸者，堂邑人也。公子光既得专诸，而礼待之。光曰：“天以夫子辅孤之失根

也。”专诸曰：“前王余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

“前君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则光之父也；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

将卒，传付嫡长，以及季札。季札亡在诸侯未还，余昧卒，国空。有立者，嫡长

也。嫡长之后，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当代立乎？”专诸曰：“何不使近臣言于

王侧，陈前王之命，以讽之，令知国之所归？何须私备剑士，以捐先王之德？”

光曰：“僚素贪而恃力，知进之利，不睹退让。吾故求同忧之士，欲与之并力。

惟夫子诠斯义也。”专诸曰：“愿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时未可也。”专诸曰：

“凡欲杀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吴王何好？”光曰：“好味。”专诸曰：“何味所

甘？”光曰：“好嗜鱼之炙也。”专诸乃去，从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安坐

待公子命之。 

 

十二年春，吴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佣以兵围楚，使季札于晋以观诸

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见专诸曰：“今二弟伐楚，季

子未还。当此之时，不求何获？时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专诸曰：“僚可杀

也。方今吴外困于楚，内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具酒而请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为我具酒

来请，期无变患乎？”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

三重使兵卫陈于道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酒酣，公子光佯

为足疾入窟室裹足，使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

因推匕首，以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共杀专诸，众士扰动。公子光伏其甲士以

攻僚众，尽灭之。遂自立，是为吴王阖闾也。乃封专诸之子，拜为客卿。  

 

(节选自《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使兵卫陈

于道/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 

 



/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使兵卫陈

于道/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 

 

C.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使兵卫陈

于道/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 

 

D.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铁之甲三重/使兵卫陈

于道/阶席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使坐立侍皆操长戟交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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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A.公子，先秦称诸侯的儿子为公子，后泛指有学识之人或豪门士族的年轻男子。 

 

B.“安坐待公子命之”的“安”为安逸，与《孟子》中“死于安乐”的“安”含

义相同。 

 

C.窟室，文中指地下室。春秋郑伯有修建窟室，彻夜饮酒欢娱，后借指畅饮欢娱

之所。 

 

D.客卿，古代官名，春秋战国时授予非本国人而在本国当高级官员的人。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公子光决心要刺杀吴王僚，他认为自己是诸樊的嫡长子，而吴王僚只是余昧的

儿子，相比于吴王僚，他更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 

 

B.专诸一开始认为无须用刺客刺杀吴王僚，但公子光对专诸以礼相待，最终感化

专诸，使专诸同意去刺杀吴王僚。 

 

C.专诸为完成刺杀吴王僚的任务，在了解吴王僚喜欢吃烤鱼后，利用三个月的时

间到太湖学习烤鱼，为之后的刺杀做好了准备。 

 

D.面对公子光的邀约，吴王僚心有疑虑而做出了相应准备，但最终还是被专诸刺

死，专诸也被吴王僚身边的人刺死，其子得到了封赏。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何不使近臣言于王侧，陈前王之命，以讽之，令知国之所归？ 



 

 

 

 

 

 

 

 

(2)僚白其母曰：“公子光为我具酒来请，期无变患乎？” 

 

译文： 

 

 

 

 

 

 

 

14.刺杀吴王僚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关键的是善于抓住刺杀的时机，请简要概括。

(3分) 

 

答：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15～16 题。 

 

猎罢夜饮示独孤生 

 

陆游 

关辅何时一战收，蜀郊且复猎清秋。 

洗空狡穴银头鹘，突过重城玉腕骝①。 

贼势已衰真大庆，士心未振尚私忧。 

一樽共讲平戎策，勿为飞鸢念少游②。 

【注】①玉腕骝，骏马名。②《后汉书·马援传》中，马援从弟少游劝说马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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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12400413

3011110

https://d.book118.com/505124004133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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