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届北京市平谷区高三一模（质量监控）语文试题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10 页,包括五道大题，23 道小题,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和姓名。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它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请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奥运史上主火炬的点燃方式各有创新，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主火炬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在全世界亿

万观众面前——微火、屏显、当空舞动，在科技的加持下，冬奥会主火炬实现冰与火的完美结合。

使用微火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前的奥运火炬都是熊熊大火，能源消耗量巨大，

北京冬奥会将绿色能源——氢气作为燃料，微火设计可实现氢气消耗量每小时小于 2立方米。

微火的实现并不容易。北京冬奥会主火炬须长时间燃烧，对环境适应性、稳燃性以及抗低温、火焰显色等方面

均提出很高要求，而且氢气的供给需要安全、稳定。航天科技集团的刘悦团队将氢气供给系统设计为撬装结构，使

储存、减压、输送、控制集成起来。

火焰本身太小，如何使之壮观？创意团队给出了设计，采用“微火+视频显示”的技术方案。视频显示技术用

在火炬的核心装置内，复杂的造型就需要大量采用“异形屏”技术，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保证系统的可靠性都存在诸

多挑战。刘悦团队将结构高度集成并实现轻量化，让观众只关注到唯美的火炬，感受主火炬的晶莹剔透。

北京冬奥会主火炬悬挂在鸟巢上空，宛如飘舞在空中的雪花托举着盛开的火焰，这对系统的高可靠性提出要求。

刘悦团队不光在结构的稳定性、承载力、空中姿态方面为主火炬找到最优方案，还在供电、信号、燃烧、机电、播

控等方面都进行了冗余设计，确保主火炬在鸟巢上空完美地呈现。

手持火炬“摇身一变”成为主火炬，这是一个悬念，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火炬手将火炬插入基座，一个“插

入”的动作成为开幕式最富创意的“点火”方式，动作虽然简单，但实现的功能却非常复杂。经历了一年多的设计、

研制、测试，2022 年 2 月 4 日晚,北京冬奥会主火炬成功点燃。

(取材于 2022 年 2 月 5 日《科技日报》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当代表达，以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表演，表述人类共同的情感。本届

开幕式，体现了人民性，让群众登上了舞台，从 5 岁小朋友到大中小学生，再到 70 多岁的老百姓，中国人民齐上

阵，载歌载舞，尽情展现风采，从内到外，洋溢热情和幸福。以淳朴的表达，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人民形象，

更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约有 1.5万人参加。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同样是在国家体育场，在摒弃“人海战术”

的前提下，如何展示全民奥运的参与热情？这对舞台呈现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科技与当代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科技赋能，还是疫情倒逼，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向。

开幕式上，在科技的助力下，“鸟巢”实现了智慧化升级，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中，地面屏幕实时捕捉演员的

行动轨迹，雪花实现了与演员的精准互动、交流，营造出空灵、浪漫的震撼场景，这是科技带给观众的全新体验。



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 5G 等科技成果的加持，彰显了科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一场世界独一无二的视

觉盛宴，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的大国气象，以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传递给世界，在冬奥会开幕

式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经典。

伴随冬奥会开幕式的圆满举办，科技与艺术发展，将会在更多领域迸发出更多中国气质，为中国艺术发展，为

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新的创新动能。

(取材于田沁鑫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具备更多、更强的可行

性。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文化类综艺节目创作的理念创新、形态创新与技术创新。

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让古风习习的诗意舞台，彰显

光彩夺目的中华审美风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经典咏流传——致敬英雄》对中华经典文本进行音乐化的创新

改编，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历史人物生动可感的侧面，表现不屈不挠、刚毅坚韧的英雄品格。如第九期节目中，

在情景交融的舞台中《昨夜书》生动诠释了岳飞的英雄气概与民族精神。在这种沉浸式 3D 视听体验中，观众英雄

抒发的家国情怀产生了强烈共振。

在传播上，通过制播联动、多屏联动、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精准掌握并充分利用融媒体传播规律，推动节

目的口碑式传播，是文化类综艺“破圈”的有益经验。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制作、播出等环节实现全程紧密联动、

场内场外全面互动、大屏小屏及时互动，综合提升传播效果。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与多家视频网站深度

合作，浙江卫视、北京卫视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商业网站合作……这些融合传播经验都值得好好总结。传承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久久为功，更需要花大力气，开动脑筋，创造性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将中华

美学精神巧妙熔铸其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播。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持续打动我们、滋润我们、鼓舞我们。

(取材于 2022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北京冬奥会的微火设计能源消耗量较小。

B. 撬装结构有助于氢气的供给安全、稳定。

C. 微火火焰借助视频显示技术给人壮观感。

D. 将手持火炬变为主火炬是最安全的方案。

2.根据材料二，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冬奥会开幕式不仅体现了人民性，也展现了国家形象
。

B. 科技与艺术融合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向。

C. 开幕式上，因雪花的空灵、飘逸，观众获得了视觉盛宴。

D. 科技与艺术发展将会给更多的领域赋予新的创新动能。

3.根据材料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化类综艺节目均运用先进技术彰显中华审美风范。

B. 现实舞台让观众与英雄抒发的情怀产生了强烈共鸣。

C. 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借助融合传播来提升传播的效果。

D. 只要借助了新技术、新理念就能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



4. 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2022 年冬奥会主火炬的点燃方式是一种独到的创新。

B.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将当代中国气象传递给了世界。

C. 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商业网站的融合传播是新的探索。

D. 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

5. 依据以上三则材料，简要概述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方式及意义。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

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

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

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

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

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

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

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

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

鸣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取材于北宋苏辙《汉文帝论》)

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者也；自魏、晋及五季，虽乱臣盗贼闇奸天位，皆泰然自

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事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

成汤“栗栗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以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

之所发耳。

然文帝用此治术，亦安于浅近，苟可以为而止。其闻张季之论，犹曰“卑之毋高”，盖谓兴先王之道以．明民，

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书》曰：“周公师保万民。”若文帝者，

能保之而不能师．也。夫是，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

(取材于清代方苞《汉文帝论》)

6.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刚强者皆乘风而靡
．”中的“靡”与“求之靡．途”中的“靡”意思不同。

B. “其不为晁错者鲜
．矣”中的“鲜”与“终鲜．兄弟”中的“鲜”意思相同。

C. “论君德者，必首
．汉文”中的“首”与“方首．长胫”中的“首”意思相同。

D. “能保之而不能师
．也”中的“师”与“或师．焉，或不焉”中的“师”意思不同。

7.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

A. 濞因
．之号召七国 蒙故业，因．遗策

B. 削之
．，反疾而祸小 顷之．，持一象笏至

C. 皆泰然自任而
．不疑 人而．不仁，如礼何

D. 盖谓兴先王之道以
．明民 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8.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文帝修复了尉佗在中原的祖坟，召唤并赐予他兄弟显贵的身份。



B. 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如果像文帝那样采用隐忍怀柔的政策，刘濞不一定会发动叛乱。

C. 接下之恭，临民以简：(文帝)对待大臣恭敬，用宽缓的政策治理百姓。

D. 苟可以为而止：如果可以维持下去就行了。

9. 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文帝对待匈奴显得很软弱，虽然没能让匈奴政权彻底归服，但基本保证了汉匈政权的和平相处。

B. 面对诸侯割据势力的日渐强大，晁错认为中央政权“削藩”导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C.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都是叛臣和外族阴谋篡夺的天子之位，但是都自信而专横地统治天下，没有畏惧和顾

忌。

D. 汉文帝不让张季高谈阔论治国方略，只让他关注眼前能落实的事，是认为张季不具备复兴先王之道的水平。

10.宋代文学家苏辙和清代文学家方苞各自在《汉文帝论》中表达了怎样的观点？又是如何论证的？

11.阅读下面《论语》中的文字，回答问题。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论语·尧曰》)

（1）翻译划横线句子。

（2）这三段文字是孔子对三代以来美德善政的高度概括，也是《论语》全书中治国思想的总结。请结合三段文字，

分析孔子理想中的“美德善政”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小题。

杂兴八首之三

清 顾嗣协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幸勿多苛求。

放言五首(其三)

唐 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12. 下列对两首诗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诗的一二句，写骏马能跨越险阻，却不如牛会耕田，赞美了牛的坚韧精神。

B. 顾诗的五六句，意思是如果舍长就短，即使是智者也会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C. 白诗的一二句，通过“赠”字，强调自己说的这个“决狐疑”的方法之宝贵。

D. 白诗的五六句，通过两个历史人物的事例，从反面说明了首句方法的正确性。

13. 下列对两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诗将同为家畜的“马”与“牛”、同为运载工具的“车”与“舟”作了对比，来证明观点。

B. 顾诗通过类比的手法，表现出了作者思维的深邃与细密，诗中阐释的道理颇具辩证性。

C. 这两首诗的诗意含蓄隽永，出语曲折委婉，结尾处均未点破观点，富有情味，让人思而得之。

D. 这两首诗均富有理趣，顾诗侧重于表达如何选用人才，而白诗侧重于表达该怎么样辨识人才。

14. 古诗中常常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才观，请结合以上两首诗及曹操的《短歌行》，简要分析三位作者是如何表达

人才观的。

15. 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

古文中作者常常运用借古讽今手法，对自己所处朝代的帝王进行规劝。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中心论点

“______”，意在规劝汉文帝要施行仁政，勿蹈暴秦覆辙：杜牧在《阿房宫赋》结尾写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______”

借秦统治者荒淫奢侈、自取灭亡的史实讽喻唐敬宗要节俭爱民。古诗中作者常常用典，传达出壮志难酬的感慨，如：

杜甫在《蜀相》中用典“_____，_____”；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典“廉颇老矣，_______”。

古诗中作者也慨叹时光易逝，如屈原在《离骚》中写道:“_______，春与秋其代序”。虽然我们挽回过去不太可能，

但未来可期，正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______，_____”。

16.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是曹雪芹精心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二人均品貌俱佳，德才兼备，但性格中有

截然相反之处。请结合作品相关情节，分析二人性格的显著差异。

阅读下面文学作品，完成小题。

爱书家的乐趣

上大学时，一位爱书的同学有一天突然对我说：“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一辈子别无成就，到头来只是染上了戒

不掉的书癖。”我从这自嘲中听出一种凄凉，不禁心中黯然．．。任何癖由旁人观来，都不免有几分可笑，几分可悲，

书癖也不例外。

有一幅题为《书痴》的版画，画面是一间藏书室，四壁书架直达天花板。一位白发老人站在高高梯凳顶上，肋

下、两腿间都夹着书，左手持一本书在读，右手从架上又抽出一本。天花板有天窗，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身上和书

上。如果我看见这幅画，就会把它揣摩成一幅善意的讽刺画。偌大世界，终老书斋的生活毕竟狭窄得可怜。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身在其中者会有全然不同的感想。叶灵风先生年轻时见到这幅画，立刻“深刻地

迷恋着这张画面上所表现的一切”，毫不踌躇地花费重金托人从辽远的纽约买来了一张原版。

读了叶先生的三集《读书随笔》，我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喜欢这幅画。叶先生自己就是一个“书痴”，或用他的

话说，是一位“爱书家”，购书、藏书、品书几乎成了他毕生的主要事业。他完完全全是此道中人，从不像我似的

有时用局外人的眼光看待书痴。他津津乐道和书有关的一切，举凡版本印次，书中隽语，作家轶事，文坛掌故，他

都用简洁的笔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借他的书话，我仿佛不仅参观了他的藏书室，而且游览了他的既单纯又丰富

的精神世界，领略了一位爱书家的生活乐趣。

叶先生自称“爱书家”，这可不是谦辞。在他眼里，世上合格的爱书家并不多。学问家务求“开卷有益”，版

本家挑剔版本格式，所爱的不是书，而是收益或古董。他们都不是爱书家。爱书家的读书，是一种超越了利害和技

术的境界，就像和朋友促膝谈心，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叶先生喜欢把书比作“友人”或“伴侣”。他说常置案

头的“座右书”是些最知己的朋友，又说翻开新书的心情就像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新的伴侣，而随手打

开一本熟悉的书则像是不期而遇．．．．的一位老友。他还借吉辛之口叹息那些无缘再读一遍的好书如同从前偶然邂逅的友

人，倘若临终时记起它们，“这最后的诀别之中将含着怎样的惋惜”!可见爱书家是那种把书和人生亲密无间地结

合起来的人，书在他那里有了生命，像活生生的人一样牵扯着他的情怀，陪伴着他的人生旅程。

凡是真正爱书的人，想必都领略过那种澄明的心境。夜深人静，独坐灯下，摊开一册喜欢的书，渐觉尘嚣远遁，



杂念皆消，忘却了自己也获得了自己。这是因为以读书为精神的安慰和享受，是需要一种寂寞的境遇的。由于寂寞，

现实中缺少或远离友人，所以把书当友人从书中找安慰。也由于寂寞，没有纷繁人事的搅扰，所以能沉醉在书中，

获得澄明的享受。但寂寞本身就不易得，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责任往往难于坚辞，而且是因为人性中固有不甘寂寞

的一面。大凡人只要有法子靠实际的交往和行动来排遣寂寞，他就不肯求诸书本。只有到了人生的逆境，被剥夺了

靠交往和行动排遣寂寞的机会，或者到了人生的困境，怀着一种靠交往和行动排遣不了的寂寞，他才会用书来排遣

这无可排遣的寂寞。如此看来，逆境和困境倒是有利于读书的。叶先生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

个在广阔的人生道路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我相信这是叶先生的既沉痛又欣

慰的自白。

爱书家不但嗜爱读书，而且必有购书和藏书的癖好．．。那种只借书不买书的人是称不上爱书家的。事实上，在书

的乐趣中，购和藏占了相当一部分。爱书的朋友聚到一起，说起自己购得一本好书时的那份得意，听到别人藏有一

本好书时的那股羡慕，就是明证。由于在购书过程中倾注了心血，交织着情感，因此，爱书的人即使在别的方面慷

慨大度，对于书却总不免有几分吝啬。自己喜欢的书，一旦借出，就朝夕盼归，万一有去无回，就像死了一位亲人

一样，在心中为它筑了一座缅怀的墓。

爱书家的藏书，确是把书当作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叶先生强调“书斋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是伴随主人的

精神历程而新陈代谢，不断生长的。在书斋与主人之间，有一个共生并存的关系。正如叶先生所说：“架上的书籍

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的生命流贯其中，连成一体。”这与某些“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

珍贵自满”的庸俗藏书家是大异其趣的。正因为此，一旦与主人断绝了关系，书斋便解体，对于别人它至多是一笔

财产，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那位训示子孙“借书不孝”的藏书家昧于这层道理，所以一心要保全他的藏书，想借

此来延续他死后的生命。事实上，无论古今，私人书斋是难于传之子孙的。

爱书家的爱书纯属个人爱好，不像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种社会责任，因而和评论家相比，爱书家对书的选择更不

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本好书在评论界遭冷落或贬斥，却被许多无名读者热爱和珍藏。

这种无声的评论在悠长的岁月中发挥着作用，归根结底决定了书籍的生命。也许，这正是爱书家们在默默无闻中对

于文化史的一种参与。

(取材于周国平的同名散文，有删改)

17.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从这自嘲中听出一种凄凉，不禁心中黯然
．．。

黯然：指听到自嘲后内心凄凉，情绪有些低落的样子。

B. 他都用简洁的笔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

如数家珍：叶先生对和书有关的内容，好像数自己的珍宝那样，十分清楚、熟悉。

C. 而随手打开一本熟悉的书则像是不期而遇
．．．．的一位老友。

不期而遇：随意翻开的书籍就好像意外碰见的友人，令人惊喜。

D. 爱书家不但嗜爱读书，而且必有购书和藏书的癖好
．．。

癖好：清晰地表明爱书家对书的极度偏执的喜好。

18.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与赏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版画《书痴》描绘了一位在阳光斜射下专心读书的老者，叶先生认为这种生活狭窄得可怜。

B. 作者认为，真正爱书的人，可能都领略过澄明的心境，在寂寞的境遇中，从书中获得慰藉。

C. 爱书的人在别的方面都慷慨大度，但对书却显得吝啬、小气，轻易不把自己的书借给别人。



D. 作者认为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种社会责任，容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而爱书家爱书只为悦己。

19. 分析文中划横线语句，简要分析叶先生对各类书籍怀有怎样的情感。

20. 结合全文内容，简要概括爱书家的乐趣有哪些。请结合其中的一点，联系现实生活谈你的感受。

21. 语言基础运用。

①连续在轨飞行 183 天后，3名中国航天员从广袤的太空安全返回，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圆满收官。

②在航天员们载誉归来的“高光时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新“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正式公布：今年我国

空间站将正式搭建完成。③航天，只争朝夕，这样的节奏令人感喟。④曾几何时，我国载人航天梦被国外同行讥为

“白日梦”。⑤如今，30年锲而不舍，中国即将拥有自主建设的大型空间站。⑥从逗留太空几天到入驻空间站半年，

从“太空家园”更舒适到“天外有人”成常态，中国载人航天在星辰大海不断迈进。⑦不断刷新的跨越发展，见证

着中国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稳健，坚定执着在“一张蓝图干到底”中得以彰显。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①句中“广袤”换成“浩瀚”更准确。

B. ②句中“最新”二字删掉不改变原意。

C. ④和⑤两句，不能调换位置。

D. ⑥句中画曲线处的句子有语病。

（2）⑦句中横线处句子结构与前一分句不同，请调整语序，使之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与前一句结构一致，将修改

后的句子写在答题卡上。

22.微写作。

高中阶段，同学们对整本书阅读选择精读还是泛读说法不一。对此，请结合你的阅读体验，为即将步入高中的

学弟学妹们提出阅读建议，并简要说明理由。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表达得体。

23.微写作。

为积极响应我区“创城有我，人人都是文明人”的动员令，某校学生会将组织以“争做最美创城人”为主题的

实践活动。请你写一封倡议书，号召全体同学积极参与。

要求:条理清楚，内容充分，不得出现学生和学校的名字。不少于 150 字。

24.微写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充满生机和希望，请你以“春天孕育希望”为题，

写一段抒情文字。

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表达得体。不少于 150字。

25. 作文。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有些人笃信古人、权威和书本，听信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常常把“自古以来”“著

名专家表示”“书上说”“大多数人认为”等当成口头禅。

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选取合适的角度，写一篇不少于 700字的议论文，题目自拟。

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足，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6. 作文。

在学习和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本书、一句话、一件事、一个决定……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让

你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和发现。请以“ ，让我发现另一个自己”为题，联系现实生活，写

一篇记叙文。



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合理、充实，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



2023 届北京市平谷区高三一模（质量监控）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奥运史上主火炬的点燃方式各有创新，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主火炬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在全世界亿

万观众面前——微火、屏显、当空舞动，在科技的加持下，冬奥会主火炬实现冰与火的完美结合。

使用微火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前的奥运火炬都是熊熊大火，能源消耗量巨大，

北京冬奥会将绿色能源——氢气作为燃料，微火设计可实现氢气消耗量每小时小于 2立方米。

微火的实现并不容易。北京冬奥会主火炬须长时间燃烧，对环境适应性、稳燃性以及抗低温、火焰显色等方面

均提出很高要求，而且氢气的供给需要安全、稳定。航天科技集团的刘悦团队将氢气供给系统设计为撬装结构，使

储存、减压、输送、控制集成起来。

火焰本身太小，如何使之壮观？创意团队给出了设计，采用“微火+视频显示”的技术方案。视频显示技术用

在火炬的核心装置内，复杂的造型就需要大量采用“异形屏”技术，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保证系统的可靠性都存在诸

多挑战。刘悦团队将结构高度集成并实现轻量化，让观众只关注到唯美的火炬，感受主火炬的晶莹剔透。

北京冬奥会主火炬悬挂在鸟巢上空，宛如飘舞在空中的雪花托举着盛开的火焰，这对系统的高可靠性提出要求。

刘悦团队不光在结构的稳定性、承载力、空中姿态方面为主火炬找到最优方案，还在供电、信号、燃烧、机电、播

控等方面都进行了冗余设计，确保主火炬在鸟巢上空完美地呈现。

手持火炬“摇身一变”成为主火炬，这是一个悬念，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火炬手将火炬插入基座，一个“插

入”的动作成为开幕式最富创意的“点火”方式，动作虽然简单，但实现的功能却非常复杂。经历了一年多的设计、

研制、测试，2022 年 2 月 4 日晚,北京冬奥会主火炬成功点燃。

(取材于 2022 年 2 月 5 日《科技日报》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当代表达，以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表演，表述人类共同的情感。本届

开幕式，体现了人民性，让群众登上了舞台，从 5 岁小朋友到大中小学生，再到 70 多岁的老百姓，中国人民齐上

阵，载歌载舞，尽情展现风采，从内到外，洋溢热情和幸福。以淳朴的表达，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人民形象，

更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约有 1.5万人参加。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同样是在国家体育场，在摒弃“人海战术”

的前提下，如何展示全民奥运的参与热情？这对舞台呈现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科技与当代大众生

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科技赋能，还是疫情倒逼，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向。

开幕式上，在科技的助力下，“鸟巢”实现了智慧化升级，在虚拟与现实的交错中，地面屏幕实时捕捉演员的

行动轨迹，雪花实现了与演员的精准互动、交流，营造出空灵、浪漫的震撼场景，这是科技带给观众的全新体验。

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 5G 等科技成果的加持，彰显了科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一场世界独一无二的视

觉盛宴，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的大国气象，以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传递给世界，在冬奥会开幕

式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经典。

伴随冬奥会开幕式的圆满举办，科技与艺术发展，将会在更多领域迸发出更多中国气质，为中国艺术发展，为

讲好中国故事，赋予新的创新动能。

(取材于田沁鑫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性。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文化类综艺节目创作的理念创新、形态创新与技术创新。

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让古风习习的诗意舞台，彰显

光彩夺目的中华审美风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经典咏流传——致敬英雄》对中华经典文本进行音乐化的创新

改编，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历史人物生动可感的侧面，表现不屈不挠、刚毅坚韧的英雄品格。如第九期节目中，

在情景交融的舞台中《昨夜书》生动诠释了岳飞的英雄气概与民族精神。在这种沉浸式 视听体验中，观众英雄

抒发的家国情怀产生了强烈共振。

在传播上，通过制播联动、多屏联动、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精准掌握并充分利用融媒体传播规律，推动节

目的口碑式传播，是文化类综艺“破圈”的有益经验。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制作、播出等环节实现全程紧密联动、

场内场外全面互动、大屏小屏及时互动，综合提升传播效果。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与多家视频网站深度

合作，浙江卫视、北京卫视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商业网站合作……这些融合传播经验都值得好好总结。传承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久久为功，更需要花大力气，开动脑筋，创造性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将中华

美学精神巧妙熔铸其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播。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持续打动我们、滋润我们、鼓舞我们。

(取材于 2022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

1. )

A. 北京冬奥会的微火设计能源消耗量较小。

B. 撬装结构有助于氢气的供给安全、稳定。

C. 微火火焰借助视频显示技术给人壮观感。

D. 将手持火炬变为主火炬是最安全的方案。

2.根据材料二，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冬奥会开幕式不仅体现了人民性，也展现了国家形象。

B. 科技与艺术融合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向。

C. 开幕式上，因雪花的空灵、飘逸，观众获得了视觉盛宴。

D. 科技与艺术发展将会给更多的领域赋予新的创新动能。

3.根据材料三，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化类综艺节目均运用先进技术彰显中华审美风范。

B. 现实舞台让观众与英雄抒发的情怀产生了强烈共鸣。

C. 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借助融合传播来提升传播的效果。

D. 只要借助了新技术、新理念就能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4.根据以上三则材料，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2022 年冬奥会主火炬的点燃方式是一种独到的创新。

B.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将当代中国气象传递给了世界。

C. 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商业网站的融合传播是新的探索。

D. 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

5.依据以上三则材料，简要概述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方式及意义。

【答案】1.D 2.C 3.C 4.D



到主火炬的晶莹剔透。②开幕式上运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 5G等科技成果，彰显了科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独

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展现出当代中国的大国气象。③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

彰显了光彩夺目的中华审美风范。

【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D.“将手持火炬变为主火炬是最安全的方案”中的“最安全”无中生有。文中只是说“手持火炬‘摇身一变’成为

主火炬，这是一个悬念，更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火炬手将火炬插入基座，一个‘插入’的动作成为开幕式最富创

意的‘点火’方式”，没有提到将手持火炬变为主火炬是最安全的方案。

故选 D。

【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C.“因雪花的空灵、飘逸，观众获得了视觉盛宴”强加因果。依据材料二第 3 段“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机器视觉

和 5G 等科技成果的加持，彰显了科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一场世界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可知，观众获得视觉盛

宴是因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 5G 等科技成果的加持。

故选 C。

【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辨析信息的能力。

A.“文化类综艺节目均运用先进技术显中华审美风范”错。依据材料三第 2 段“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可知，中“均运用”有误。

B.“现实舞台”有误，应是“沉浸式 3D 视听体验”这样的技术让观众与英雄抒发的家国情怀产生强烈共振的艺术

效果。

D.“只要借助了新技术、新理念就能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错。“只要……就……”表述绝对化。

故选 C。

【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D.“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偏概全。依据材料三原文“创造性运用新技术、新理

念、新表达，将中华美学精神巧妙熔铸其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播”可知，信息有意缺失

了“将中华美学精神巧妙熔铸其中”。

故选 D。

【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由材料一原文“使用微火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意团队给出了设计，采用‘微火

+视频显示’的技术方案。视频显示技术用在火炬的核心装置内，复杂的造型就需要大量采用‘异形屏’技术，从

设计到制造再到保证系统的可靠性都存在诸多挑战。刘悦团队将结构高度集成并实现轻量化，让观众只关注到唯美

的火炬，感受主火炬的晶莹剔透”可知，主火炬的点燃方式采用“微火+视频显示”技术方案，既能更好地展现绿

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又能感受到主火炬的晶莹剔透。



等科技成果的加持，彰显了科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一场世

界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代中国的大国气象，以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传递给世界，

在冬奥会开幕式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经典”可知，开幕式上运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和 5G 等科技成果，彰显了科

技美学的进步，呈现了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展现出当代中国的大国气象。

由材料三原文“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让古风习习的诗意

舞台，彰显光彩夺目的中华审美风范”可知，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彰显了

光彩夺目的中华审美风范。

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

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

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杖，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

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

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

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

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

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

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

鸣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取材于北宋苏辙《汉文帝论》)

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者也；自魏、晋及五季，虽乱臣盗贼闇奸天位，皆泰然自

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事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予”、

成汤“栗栗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以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

之所发耳。

然文帝用此治术，亦安于浅近，苟可以为而止。其闻张季之论，犹曰“卑之毋高”，盖谓兴先王之道以．明民，

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书》曰：“周公师保万民。”若文帝者，

能保之而不能师．也。夫是，乃杂于黄、老之病矣夫！

(取材于清代方苞《汉文帝论》)

6. 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刚强者皆乘风而靡
．”中的“靡”与“求之靡．途”中的“靡”意思不同。

B. “其不为晁错者鲜
．矣”中的“鲜”与“终鲜．兄弟”中的“鲜”意思相同。

C. “论君德者，必首
．汉文”中的“首”与“方首．长胫”中的“首”意思相同。

D. “能保之而不能师
．也”中的“师”与“或师．焉，或不焉”中的“师”意思不同。

7.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

A. 濞因
．之号召七国 蒙故业，因．遗策

B. 削之
．，反疾而祸小 顷之．，持一象笏至

C. 皆泰然自任而
．不疑 人而．不仁，如礼何

D. 盖谓兴先王之道以
．明民 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8. 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B. 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如果像文帝那样采用隐忍怀柔的政策，刘濞不一定会发动叛乱。

C. 接下之恭，临民以简：(文帝)对待大臣恭敬，用宽缓的政策治理百姓。

D. 苟可以为而止：如果可以维持下去就行了。

9. 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文帝对待匈奴显得很软弱，虽然没能让匈奴政权彻底归服，但基本保证了汉匈政权的和平相处。

B. 面对诸侯割据势力的日渐强大，晁错认为中央政权“削藩”导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C.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都是叛臣和外族阴谋篡夺的天子之位，但是都自信而专横地统治天下，没有畏惧和顾

忌。

D. 汉文帝不让张季高谈阔论治国方略，只让他关注眼前能落实的事，是认为张季不具备复兴先王之道的水平。

10.宋代文学家苏辙和清代文学家方苞各自在《汉文帝论》中表达了怎样的观点？又是如何论证的？

【答案】6.C 7.D 8.B 9.D

10.苏辙认为：柔弱可以胜过刚强，赞许汉文帝的怀柔政策。首先列举尉佗、匈奴、刘濞等相关史实进行正面例证；

接着举晁错削藩导致七国之乱，从反面进行论证；然后借百姓刺虎进行类比论证。行文简洁明了，论证思路清晰。

方苞认为：汉文帝有“君德”，但少“治功”，是因为他信奉黄老之道，有缺然之心。首先将魏晋南北朝以来专横

统治的帝王与汉文帝进行对比论证，然后引用孔子及《尚书》中的话展开论证。行文雅洁有序，论证思路严谨。

【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靡”意思不同。倒下，引申为归服；无，没有。句意：那些刚硬强大的人全都顺风归服了。/可是求官

缺少门路。

B.正确，“鲜”意思相同，都是“少”。句意：大概不重蹈晁错覆辙的，就很难了。/又缺少兄弟。

C.错误，“首”意思不同。以……为首；头。句意：品评帝王的品德，一定以汉文帝刘恒为首位。/方头长腿，从

神情上看是促织的优良品种。

D.正确，“师”意思不同。教化；向……学习。句意：能养活百姓却不能教化他们。/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

向老师学习。

故选 C。

【7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虚词的能力。

A.介词，趁；动词，沿袭。句意：刘濞趁这样的时机号召七个诸侯。/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

B.代词，代诸侯国；音节助词，不译。句意：中央主动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发动叛乱迅速并且损害相对小。/过

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象笏回来。

C.转折连词“却”；假设连词，“如果”。句意：全都从容自如地享有帝王宝座却没有半点犹疑。/人如果不讲仁

义，怎么对待礼呢？

D.都是连词“来”。句意：大概意思就是，复兴先王的治国策略来使百姓明达。/君臣牢固地把守着来窥视周王朝。

故选 D。

【8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B.“刘濞不一定会发动叛乱”错，应该是，刘濞一定不会叛乱。其中“必”，是“一定”，“未反”是“不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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