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承德第一中学 2024 年高考语文一模试卷 

注意事项 

1．考生要认真填写考场号和座位序号。 

2．试题所有答案必须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第一部分必须用 2B 铅笔作答；第二部分必须用黑

色字迹的签字笔作答。 

3．考试结束后，考生须将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收回。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道德不仅是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石，对个体而言，也是自我修为的价值彰显、

人格魅力的美丽呈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一直强调“修、齐、治、平”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提出“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要求弘扬个人品德、磨砺个体品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推动践行以

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这一鲜明主张，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对公民个人品德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指

明努力的方向。 

个人品德是公民个人在修养身心、规范举止方面的道德依循，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形成了由全体

到个体、由外在到身心的完整道德链条。“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执着于爱国奉献，“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

不言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彦夫，几十年奋斗不止带领老百姓蹚出脱贫新路；“小巷总理”武

荷香，把社区当成自己家，把社区居民当亲人……一个个榜样楷模，让人们感动于爱国奉献的家国大义，知晓了明礼

遵规的文明法则，读懂了勤劳善良的奋斗之美，领略了宽厚正直的德性纯真，感受到自强自律的人格光辉。“美德好

比宝石，它在朴素的背景衬托下反而更加美丽。”高尚的个人品德修养，足以让一个人终身受益。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德不孤”，首要在于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发乎真心地讲道

德、遵道德、守道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有人说得好：“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

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才可以说他是有德的。”这提醒人们，

锤炼个人品德，必须时时处处地提升，持久不懈地发力。一两件事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值得点赞，一辈子崇德向善、

践行道义更值得敬佩。让个人品德积累于一点一滴中，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善行义举必将蔚然成风。 

自律之外，他律不可忽视。实践表明，放任自流不是文明养成之道，一个社会整体文明素养的演进，往往都是依

法治理、持续管理的结果。“醉驾入刑”，推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蔚然成风；立法强制垃圾分类，节约资

源渐成文明时尚；以法治破解高铁“霸座”，无赖行径受到严惩……好品行、好风尚，既需要个体主动作为，也需要

榜样引领示范，还需要法律法规的强力托底。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

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方能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心，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达到新高度。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道德建设能否成风化人，有赖于多做细致入微的实功，不务大而空泛的虚名。每

一个小我点亮一盏明德惟馨的心灯，簇起一团崇德向善之火，成就以德兴国的中国力量，必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摘编自《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自古及今，中华民族一直重视个人品德修养，其精髓一脉相承，其要求基本一致。 

B．个人品德事关公民个人修养身心、规范举止，是完整道德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C．修养个人品德任重而道远，须严格自律，应发自真心，持久不懈，积累于点滴之中。 

D．由好品行到好风尚，进而社会整体文明素养得以演进，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促成。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运用引证法，从道德的重要性谈起，引出“个人品德修养”这一中心论题。 

B．文章从自律和他律两方面论述了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是采用了对比式结构。 

C．引证和例证是本文主要的论证方法，通过引用经典语句和列举典型事例证明观点。 

D．文末把个人品德上升到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有力地深化了中心论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道德是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以德治国就是我们国家今后奋斗的主要方向。 

B．黄旭华、朱彦夫、武荷香等人成为时代楷模，与他们高尚的个人品德修养密切相关。 

C．只要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崇德向善、践行道义，就能推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D．法治对道德建设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我们在进行道德建没之前首先要强化法治。 

2、下列有关名著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三国演义》中，刘备在刘焉的招军榜文前慨然长叹，身后有人说道：“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

回视其人，并问其姓名，由此结识关羽。 

B．《家》中，高家要把鸣凤嫁给冯老爷，晚上鸣凤来到觉慧窗下，房里咳嗽一声。鸣凤担心惊动别人，但还是轻轻敲

了三下，低声叫了一声“三少爷”。 

C．《边城》中，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她对傩送的爱从未明确表达过，对天保的提亲也不曾坚定拒绝。她是人性

美、自然美的化身，深切感人。 

D．《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太太去世不久，葛朗台就请来克罗旭公证，要求欧也妮在财产文书上签字，欧也妮

签了字，葛朗台这才放了心。 

E.《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没能继承他本应该继承的王位，他的母亲乔特鲁德也很快就忘记了和老国王的恩爱，后

一情况让哈姆莱特更难承受。 

3、下列各项中，加点词语的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①调查显示，电商对实体商店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服装、餐饮和超市这些关乎民生的领域，也让往日顾客盈门的文具

店门可罗雀．．．．。 

②“半由天命半由人力”告诉我们，一个人努力，未必能成功；但一个人不努力，当机会来临时就不能把握机遇，从

而与成功失之交臂．．．．。 

③一个美国大兵和一只拉布拉多扫雷犬，在阿富汗战场上结下了生死情谊，战后他们一起生活，惺惺相惜．．．．，互相疗伤。 

④共享单车从天而降．．．．之后，关于共享单车驶入机动车道、随意停放、被肆意破坏、据为己有等问题已多有报道和评论。 

⑤即将九十岁的袁隆平老骥伏枥．．．．，只要与杂交水稻科研有关的事，他意是很重视，比如奔赴各地考察和指导，杂交水

稻试验示范等。 

⑥桂诗春是倡导并组织创建外语教学界内联网的第一人。莘莘学子都经历过的高考英语，更与他休戚相关．．．．。 

A．①③⑤ B．①②⑤ C．②④⑥ D．③④⑥ 

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20 年庚子鼠年，十二生肖中为什么会有“鼠”这样让人望而生厌的动物，实在是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就中国

文化来看，鼠从来都不是什么瑞兽，从《诗经》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开始，鼠就一直是      好逸恶劳的剥

削者的象征，“三岁贯女”却“莫我肯顾”一直逼得百姓要“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庄子》中吃“腐鼠”的“鸱”

以“小鸟之心”度着“鹓鶵之度”历来     嘲笑。词典中关于“鼠”的成语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抱头鼠窜、贼眉

鼠眼、鼠目寸光……”鼠一直是如此的      。生活中比“鼠”名声好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它放

到十二生肖中？其实十二生肖中除了鼠，还有像虎，蛇这样的凶兽，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人世间除了      也

有千回百转，有春风得意也有时乖命蹇，一阴一阳之谓道，有苦有乐才是人生。十二生肖代表着年份，年份代表着时

间；十二生肖就是要告诉我们，顺和逆在年份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当欣然接受。而把“鼠”放在开头，再经历

“虎”与“蛇”的挫折，最后回到“鸡豚狗彘之蓄”的安乐，由苦到乐先苦后甜。 

在干支纪年中，十“天干”与年份尾数的数字相对，而“庚”恰好对应 0，意味着只要天干为“庚”的年份，这

一年份的尾数一定是 0，0为“无”“无”为万物之始“无生万有”，而“鼠”为十二生肖的开头，因而，（     ）“万

事开头难”，面对新年伊始的挫折，我们只要心有信念百折不挠，就一定能够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1．下列在文中括号里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我们完全可以把 2020庚子鼠年看作一个新的开始 

B．我们应该可以把 2020庚子鼠年理解为一个新的开始 

C．我们完全可以把 2020庚子鼠年当作一个新的开始 

D．我们应该可以说 2020庚子鼠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2．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部恰当的一项是 

A．为富不仁     备受      恶贯满盈      一帆风顺 

B．贪得无厌     倍受      恶贯满盈      吉祥如意 



C．为富不仁     倍受      臭名昭著      吉祥如意 

D．贪得无厌     备受      臭名昭著      一帆风顺 

3．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十二生肖代表着年份，年份代表着时间；就是要告诉我们，顺和逆在时间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当欣然接受。 

B．十二生肖代表着时间，时间代表着年份；十二生肖就是要告诉我们，顺和逆在年份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当

欣然接受。 

C．十二生肖代表着年份，年份代表着时间；十二生肖就是要告诉我们，顺和逆在时间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当

欣然接受。 

D．十二生肖代表着时间，时间代表着年份；就是要告诉我们，顺和逆在年份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当欣然接受。 

 

5、阅读下面两首诗，完成下面小题。 

《时世行》两首 

唐·杜荀鹤 

山中寡妇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乱后逢村叟 

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 

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 

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 

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 

1．两诗都反映百姓穷苦境况，共同原因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_。 

2．两诗尾联在艺术手法上有何不同？ 

 

6、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中的空缺部分。 

第一组 

(1)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______________。(《过秦论》贾谊) 

(2)人知从太守游而乐，____________。(《醉翁亭记》欧阳修) 

(3)元嘉草草，封狼居胥，_____________。(《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 

(4)___________，齐彭殇为妄作。 (《兰亭集序》王義之) 



(5)舞幽壑之潜蛟，______________。(《赤壁赋》苏轼) 

(6)___________________，乐夫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辞》陶潜) 

(7)庭下如积水空明，_________， 盖竹柏影也。（《记承天寺夜游》苏轼) 

(8)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_____________。(《关雎.诗经》) 

第二组 

(1)风急天高猿啸哀，_____________。(杜甫《登高》) 

(2)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_____， 亦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3)___________， 枯松倒挂倚绝壁。(李白《蜀道难》) 

(4)渔舟唱晚，____________;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王勃《滕王阁序》) 

(5)_____________，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 

(6)_______________,何似在人间!(苏轼《水调歌头》) 

(7)浩荡离愁白日斜，_________。(龚自珍《己亥杂诗》> ) 

(8)日月之行，若出其中;_________，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7、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赡养上帝（节选） 

刘慈欣 

两万艘外星飞船又布满了地球的天空，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有大量的太空舱沿着垂向各大陆的太空电梯上上下下，

接走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年多的二十亿上帝。那些太空舱都是银色的球体，远远看去，像是一串串挂在蛛丝导轨上的晶

莹露珠。 

西岑村的上帝走的这天，全村的人都去送，所有的人对上帝都亲亲热热，让人想起一年前上帝来的那天，好像上

帝前面受到的那些嫌弃和虐待与他们毫无关系似的。 

村口停着两辆大客车，就是一年前送上帝来的那两辆，这一百来个上帝要被送到最近的太空电梯下垂点搭乘太空

舱。 

秋生一家都去送本家的上帝，一路上大家默默无语，快到村口时，上帝停下了，拄着拐杖对一家人鞠躬：“就送

到这儿吧，谢谢你们这一年的收留和照顾，真的谢谢，不管飞到宇宙的哪个角落，我都会记住这个家的。”他说着把

那块球形的大手表摘下来，放到兵兵手里，“送给你啦。” 

“那……你以后怎么同其他上帝联系呢？”兵兵问。 

“都在飞船上，用不着这东西了。”上帝笑着说。 

“上帝爷子啊，”秋生爹一脸伤感地说，“你们那些船可都是破船了，住不了多久了，你们坐着它们能去哪儿呢？” 

上帝抚着胡子平静地说：“飞到哪儿算哪儿吧，太空无边无际，哪儿还不埋人呢？” 



玉莲突然哭出声儿来：“上帝爷子啊，我这人……也太不厚道了，把过日子攒起来的怨气全撒到您身上，真像秋

生说的，一点良心都没了……”她把一个竹篮子递到上帝手中，“我一早煮了些鸡蛋，您拿着路上吃吧。” 

上帝接过了篮子：“谢谢！”他说着，拿出一个鸡蛋剥开皮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白胡子上沾了星星点点的蛋黄，

同时口齿不清地说着，“其实，我们到地球来，并不只是为了活下去，都是活了两三千岁的人了，死有什么可在意的？

我们只是想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喜欢和珍惜你们对生活的热情、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上帝文明早已失去

的，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上帝文明的童年。但真没想到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了。” 

“你留下来吧爷爷，我不会再不懂事了！”兵兵流着眼泪说。 

上帝缓缓摇摇头：“我们走，并不是因为你们待我们怎么样，能收留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有一件事让我们没

法待下去，那就是：上帝在你们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群老可怜虫，你们可怜我们了，你们竟然可怜我们了。” 

上帝扔下手中的蛋壳，抬起白发苍苍的头仰望长空，仿佛透过那湛蓝的大气层看到了灿烂的星海：“上帝文明怎

么会让人可怜呢？你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文明，不知道她在宇宙中创造了多少壮丽的史诗、多少雄伟的

奇迹……现在文明是老了，但不是我们的错，无论怎样努力避免，一个文明总是要老的，谁都有老的时候，你们也一

样。我们真的不需要你们可怜。” 

“与你们相比，人类真算不得什么。”秋生敬畏地说。 

“也不能这么说，地球文明还是个幼儿。我们盼着你们快快长大，盼望地球文明能够继承它的创造者的光荣。”

上帝把拐杖扔下，两手一高一低放在秋生和兵兵肩上，“说到这里，我最后有些话要嘱咐你们。” 

“我们不一定听得懂，但您说吧。”秋生郑重地点点头说。 

“首先，一定要飞出去！”上帝对着长空伸开双臂，他身上宽大的白袍随着秋风飘舞，像一面风帆。 

“飞？飞到哪儿？”秋生爹迷惑地问。 

“先飞向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再飞向其他的恒星，不要问为什么，只是尽最大的力量向外飞，飞得越远越好！这

样要花很多钱死很多人，但一定要飞出去，任何文明，待在它诞生的世界不动就等于自杀！到宇宙中去寻找新的世界

新的家，把你们的后代像春雨般洒遍银河系！” 

“我们记往了。”秋生点点头，虽然他和自己的父亲、儿子、媳妇一样，都不能真正理解上帝的话。 

“哦，秋生啊，”上帝想起了什么，又站住了，“走的时候没经你同意就拿了你几本书，”他打开小包袱让秋生

看，“你上中学时的数理化课本。” 

“啊，拿走好了，可您要这个干什么？” 

上帝系起包袱说：“学习呗，从解一元二次方程学起，以后太空中的漫漫长夜里，总得找些打发时间的办法。谁

知道呢，也许有那么一天，我真的能试着修好我们那艘飞船的反物质发动机，让它重新进入光速呢！” 

“对了，那样你们又能跨越时间了，就可以找个星球再创造一个文明给你们养老了！”秋生兴奋地说。 

上帝连连摇头：“不不不，我们对养老已经不感兴趣了，该死去的就让它死去吧。” 

一个星期后，最后一艘外星飞船从地球的视野中消失。上帝走了。 



西岑村恢复了以前的安静，夜里，秋生一家坐在小院中看着满天的星星，已是深秋，田野里的虫鸣已经消失了，

微风吹动着脚下的落叶，感觉有些寒意了。 

“我明白了。”秋生爹说，在这灿烂的星空下，他愚拙了一辈子的脑袋终于开了一次窍，他仰望着群星，头顶着

它们过了一辈子，他发现自己今天才真切地看到它们的样子，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充满了他的血液，使他觉得自己仿

佛与什么更大的东西接触了一下，虽远未能融为一体，这感觉还是令他震惊不已，他对着星海长叹一声，说： 

“人啊，该考虑养老的事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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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小说运用荒诞离奇的想象虚构出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讲述了 20 亿个来自其他星球的“上帝”与地球

人类共同生活发生的故事。 

B．送别上帝的时候，玉莲哭了，送给上帝一篮煮熟的鸡蛋并且向他诚挚道歉，表明她对之前自己嫌弃和刻薄上帝的

过分行为颇为后悔。 

C．上帝告诉秋生“首先，一定要飞出去！”，意为一种文明要发展，就不能故步自封，应该不断探索未知，将自己

的基因和文明撒播宇宙。 

D．文章讲述被技术惯坏的文明在暮年时遭受到的苦难，意在警醒人类：科技不会带给人类幸福，反而会增强人类的

惰性，加速文明的衰亡。 

2．作家刘慈欣认为科幻文学需要保持“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平衡”，请从“科学性”与“文学性”的角度简析本文的基

本特征。 

3．结合小说内容，请从人性、人类命运、宇宙文明发展三个角度探究作品的主题意蕴。 

8、    在中国的“乡治”传统中，乡规民约占据重要地位。北宋就有益田《吕氏乡约》，后经朱熹编考增损，历

代沿袭。明代出现了乡约讲读制度，不只讲枯燥的律令，还辅之以道德事迹、格言谚语，使民众喜闻乐见。清代沿用

乡约讲读的方式，虽然基层推行中不免形式化，但仍有不少村民受到教化。 

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是因为自《吕氏乡约》以来，它就主要是民间性的，是村民共同约

定的规范，它虽然也不乏惩罚务款，但重主要是“德治”规范，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是乡村社会普遍认同的；

明清时的讲读制度，也都诉诸道德教化，过内化的道德影响众人，并形成舆论等制约机制，使人们大多能自发遵从。

当然，在社会经济层面，小农经济、儒家伦理及宗族影响力，也是其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 

乡村治，则国家安。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

了乡规民约“全覆盖”。因此，各地出现了制定或修订乡规民约的热潮，但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这些公约既

无法接续乡规民约的乡治文化传统，又无法与当下乡村治理有效配合，村民不关注，村干部用不上。一些村庄，乡规

民约流于形式，或仅用于宣传。有村民反映，乡规民约也就是挂在村委会墙上的摆设，村里有些矛盾或纠纷，还是靠

风俗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解决。乡规民约与乡村治理缺乏有机连接，与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等无关，这些导致它不

被重视，治理实效缺失。 



当下，中国乡村变迁巨大，已迥异于百年前。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乡规民约不可能“复活”。但是，乡规民约蕴含

的传统乡治文化机理，有着超越时空的贯通性；传统乡规民约的人民性、乡土性，以及民间自治道德与法文化氛围，

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乡规民约的制定必须运用民主方式，要体现村民意愿。只要民主参与制定的乡规民约不违背

国家法律，就应该受到鼓励。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支部可以先形成建议，由“村两委”形成乡规民约初稿，然后会

开征集意见，组织村民代表讨论，进行修改，再经过党群议事会，村民大会等形式审议通过。 

乡规民约对于村民而言，无疑是“准法律”，其制定者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找到并总结潜藏于乡村生活的“既

存的法律”，不能完全脱离乡土习俗，不能违背人情习惯。作为一种自治性规范，乡规民约也可以说是村落的“习惯

法”。乡村社会，真正的法律应该是长久沿袭生成的，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良善民俗。乡规民约既是民间自治法律，要

发挥实效，其内容就要更加贴近乡土的良善习俗。如此，乡规民约才能重新获得生机，在村风文明、乡村秩序构建中

发挥实效。 

（摘编自韩伟《乡规民约如何重获新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乡规民约能够有助于中国的乡村治理，也得益于后世对乡约讲读制度的沿袭。 

B．乡规民约的乡治文化传统能否得到继承，直接影响其在乡村治理中实际效能的发挥。 

C．乡规民约建设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需要，民主方式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D．乡规民约虽有超越时空的文化机理。但经历了十国乡村的百年巨变，不可能复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论述乡规民约的地位、作用和建设，探索使它重获生机的办法，有现实针对性。 

B．文章论述乡规民约的发展变化，以一些村庄为例子，重在论述乡规民约的建设方法。 

C．文中使用“准法律”一词，有助于更好地阐述乡规民约的重要性、乡土性和自治性。 

D．文章从民间性和德治功能等方面，论述了乡规民约在乡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乡规民约作为民间自治法律，多能体现村民意愿，是当今社会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B．传统乡规民约诉诸道德教化，具有人民性、乡土性，一定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扬光大。 

C．乡规民约来源于长久沿袭的良善民俗习惯，自律性与制约性相统一才更能发挥实效。 

D．随着小农经济及宗法制的解体和儒家伦理的式微，乡规民约要存在就必须彻底变革。 

9、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艺的语言同是社会交接的工具，所以说文艺有社会性。但是我们虽着重文艺的社会性，却与一般从社会学观点

谈文艺者所主张的不同。在他们看，政治经济种种社会势力对于文艺倾向有决定的力量；在我们看，这些势力虽可为

文艺风气转变的助因，而它的主因仍在作者对于读者的顾虑。各时代、各派别的文艺风气不同，因为读者的程度和趣

味不同。汉人的典丽的词赋，六朝人的清新的骈俪文，唐宋人的平正通达的古文，多少都由于当时读者特别爱好那种



味道，才特别发达。中国过去文艺欣赏者首先是作者的朋友和同行的文人，所以唱酬的风气特盛，而作品一向是“斗

方名士”气味很重。在西方，有爱听英雄故事的群众才有荷马史诗和中世纪传奇，有欢喜看戏的群众才有希腊悲剧和

伊丽莎白后朝的戏剧。近代人欢喜看小说消遣，所以小说最盛行，这些都是很粗浅的事例，如果细加分析，文学史上

体裁与风格的演变，都可以证明作者时时在迁就读者。  

一个作者需要读者，就不能不看重读者；但是如果完全让读者牵着鼻子走，他对于艺术也决不能有伟大的成就。

就一般情形说，读者比作者程度较低，趣味较劣，也较富于守旧性。因此，作者常不免处在两难境遇：如果一味迎合

读者，揣摩风气，他的艺术就难超过当时已达到的水准；如果一味立异为高，孤高自赏，他的艺术至少在当时找不着

读者。在历史上，作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因袭者，守成者；一是反抗者，创业者。不过这只是就粗浅的迹象说，

如果看得精细一点，文学史上因袭和反抗两种势力向来并非绝不相谋的。纯粹的因袭者决不能成为艺术家，真正艺术

家也绝不能以为反抗而不因袭。所以聪明的艺术家在应因袭时因袭，在应反抗时反抗。他接受群众，群众才接受他；

但是他也要高出群众，群众才受到他的启迪。这话看来像圆滑骑墙，但是你想一想曹植、陶潜、阮籍、杜甫、韩愈、

苏轼、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哪一个大家不是如此？  

一般人都以为文艺风气全是少数革命作家所创成的。我对此颇表怀疑。从文艺史看，一种新兴作风在社会上能占

势力，固然由于有大胆的作者，也由于有同情的读者。唐代诗人如卢仝、李贺未尝不各独树一帜，却未能造成风气。

一种新风气的成立，表示作者的需要，也表示读者的需要；作者非此不揣摩，读者非此不爱好，于是相习成风，弥漫

一时。等到相当时期以后，这种固定的作风由僵化而腐朽，读者看腻了，作者也须另辟途径。文艺的革命和政治的革

命是一样的，只有领袖而无群众，都决不能成功。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才能养成，才能因袭；作者与读者携手，

一种风气也才能破坏，才能转变。作者水准高，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是人人承认的；读者的水准高，也可

以把作者的水准提高，这道理也许不那么浅显，却是同样地正确。  

（选自朱光潜《作者与读者》）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持有社会学观点的人在看待文艺者的主张时，一般会认为政治经济种种社会势力对于文艺倾向有决定的力量。 

B．作者在创作作品时要注重读者对其作品的反应，但不能一味地迁就读者的反应，否则作者就难以有伟大的成就。 

C．在文学史上，作者有因袭者（守成者）与反抗者（创业者）之分，而这两种势力完全相互抗衡，无法进行转化。 

D．文艺史的发展充分证明，无论是破坏一种风气，还是养成一种风气，无疑都需要作者与读者一起共同携手打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各时代、各派别的文艺风气会受到读者认知程度和趣味的影响，如汉人典丽词赋的发达就完全是读者特别爱好它

而形成的。 

B．读者相比作者来说，他们认知程度较低，趣味较劣，也比较守旧，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就会有一定的顾虑，往往

处于两难境地。 

C．唐代诗人如卢仝、李贺各独树一帜，诗风大胆，有一定的成就，但没有形成一种风气，其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看好



他们的读者。 

D．作者与读者相辅相成，前者水准高，也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反之亦然，这道理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要

必须承认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艺的创作有其社会性，作者也时时会迁就读者，从文学作品的体裁与风格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B．聪明的艺术家在处理因袭和反抗时的方法非常得当，他既接受群众，也会高于群众，这样，群众才会接受他。 

C．在中国古代，对于作者创作的作品，朋友和同行往往是最早欣赏者，但他们只嗜好唱酬，并不是真正的文人。 

D．从文艺史可看出，新风气往往是在旧风气的打破中形成的，作者与读者这两方面的相互推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10、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①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

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①，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

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僭之命不愉②，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

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

犹若不可法。 

②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

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

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③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③坏都舍。向其先表

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

与先王之法亏④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④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节选自《吕氏春秋》 

[注]东夏之命：东夷和华夏的语言。②口僭之命不愉：口音方言的意思不能理解。③而：如，好像。④亏：差异。 

1．第①段中作者分别从________、________两个方面阐述了不可法先王之法的理由。 

2．第③段“循表夜涉”的典故在文中的作用是________。 

3．下列各组句子中，能够说明法令为什么需要因时变化的一组是（   ） 

①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 

②时不与法俱至 

③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 



④其时己与先王之法亏矣 

⑤故治国无法则乱 

A．①②④ 

B．②③⑤ 

C．②③④ 

D．①④⑤ 

4．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下面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认为制定法令必须根据时代的需要，因此法令不能盲目效法，一成不变。 

B．文章认为“察今可以知古”，因为上古时代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并没有不同。 

C．文章认为完全依赖法律制度来治理社会、维护安定，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D．本文通过批判“先王之法”，阐述了制定法令制度必须从当前实际出发的道理。 

5．本文采用多种论证方法，请对此作简要评析。 

11、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君子亭记 

王阳明 

①阳明子既为何陋轩①，复因轩之前营，驾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

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

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

立，不挠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

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 

②门人曰：“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慑，处困

而□，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非君子之时乎？其交翼翼，其处雍雍，

意适而匪懈，气和而□，非君子之容乎？夫子盖谦于自名也，而假之竹。虽然，亦有所不容隐也。夫子之名其轩曰‘何

陋’，则固以自居矣。” 

③阳明子曰：“嘻！小子之言过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学而未能，则可云尔耳。昔者夫子不云

乎？‘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②，吾之名亭也，则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将为小人之归矣，而可乎？小子

识之！” 

（选自《王阳明集》有删改） 

[注]①何陋轩：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后，伐木为轩，自建居所，并命名为何陋轩，取《论语》中“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之意。②《论语注疏》：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但君子（儒）则将以明道，小人

（儒）则矜其才名。 



1．对第①段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君子亭位于何陋轩的前面。 

B．交代了君子亭命名的缘由。 

C．竹之姿像虞宫廷里的群妃。 

D．必要的隐忍也是君子之道。 

2．将下列词语填入第②段方框处，顺序恰当的一项是（    ） 

①弗拘    ②能亨    ③若愚    ④能恭 

A．①③②④ B．①④③② C．③④①② D．③②①④ 

3．有人认为第③段中“嘻”字可两解：一是表惊讶的感叹词，二是嬉笑的意思：结合具体内容推断不同解释背后的王

阳明形象。 

4．本文围绕“君子亭”的命名，层层推进，请加以分析。 

 

1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2019 年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38 年来，中国女排屡创佳绩，形成了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对于女排精神，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曾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也竭尽全力。是你

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和你咬到底。希望女排的经

历给国人带来正能量。” 

郎平还说过：“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 

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假如你所在班级举行辩题为“女排精神靠实力还是意志”的辩论会，请你选择其中一方写一篇辩论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切合身份，符合文体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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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8．B 



9．B 

【解析】 

7．本题考查内容理解和分析的能力。做好这类题，考生除了要审清题目要求，明确所问，还要具备筛选并提取、整合

信息的能力，筛选信息时一定要全面迅速，提取对照时一定要敏感、细致、准确。 

A 项，“其要求基本一致”表述错误。原文中说“新时代对公民个人品德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是“更高”，而非

基本一致。 

故选 A。 

8．本题考核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答题时注意分析文章的思路，中心论点和分论点的关系，论点和论据

之间的关系，论证方法的类型，重点考核为论点是否正确，论据证明的是什么观点和论证的方法，同时关注选项叙述

与文章内容表达的细微差别。本题要求选出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 

B 项，“采用了对比式结构”判断错误。“首要在于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自律之外，他律不可忽视”，可见，二

者是并列关系，文中没有对比之意。 

故选 B。 

9．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要做好此类型，平时应该积累易错类型及常见问题，比如判断绝对，

时态有误，杂糅、遗漏、多余信息，偷换概念等等。 

A 项，“奋斗的主要方向”于文无据，于实不符，文中提及道德与法治并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方能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

心，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C 项，“只要……就……”表述绝对。原文说“一两件事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值得点赞，一辈子崇德向善、践行道义

更值得敬佩。让个人品德积累于一点一滴中，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善行义举必将蔚然成风”“发挥法治对道德建设

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方能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心，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可见，至少还需要发挥法治的作用。 

D 项，“在进行道德建设之前首先要强化法治”于文无据。原文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发挥法

治对道德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把道德导向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方能以法治的力量维护道德、凝聚人心，推动全

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故选 B。 

【点睛】 

做一般论述类文章的阅读试题，要掌握大体的解题思路和步骤： 

7．先通读原文，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用铅笔标记重要符号的信息。这是正确解题的第一步。在阅读中，通过把握文

章的关键处，了解文章主旨和作者的价值趋向。一般来说，论述类文章的标题、起始段落的中心句，开启几个重点主

体段落的起始句，收束几个重点主体段落的收束句，全文总结性段落的总括句，往往直接表明了作者的价值取向。整



体阅读时快速抓住这些语句，对于理清文章局部的内容要点或分论点，把握文章局部内容的内在关联，具有全局性的

定向作用。 

8．审析题干，吃透选项。有了对全文的整体把握，不难迅速找准区域。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的题干设置，限定了考生

答题的内容，指示着思维的方向。我们在解答现代文阅读试题时就要仔细地审析题干，弄清题目要求，然后按照要求

吃透各选项的含意，根据上下文的意脉，寻找答题的信息，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解答试题。但是有的选项涉及的信息

不止一处，考生常常择其一点而丢掉其他。这就要求考生在实际阅读中要培养自己的“多点意识”，力求找准找全对

应点，也就是答题的区间。 

9．阅读时，先看题目涉及文中哪些段落或区域，确定对应的语句，再仔细分析这一段里每一句话的意思，理清段落之

间的关系，了解行文思路。阅读题一般是从选文里有可能被考生忽略且又不一定真懂的地方抽出来编成各种形式的问

题，用来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阅读题解题的核心是“提取信息”，亦即筛选，因此，答案要从选文里找，只要认真

揣摩上下文意，准确抓住关键语句，大多数题目的答案在原文中是能够“抠”出来的。 

7．在辨析过程中，找到题干在原文中的位置，大体确定作答范围。把题中每一选项的表述与文中相关内容仔细比较，

看有无变化。从句式、陈述对象、句意侧重点、范围大小、程度轻重等方面辨析异同，认清命题者设题常用的干扰方

法，避免误入陷阱。其中，有的变化可能是形式上的，其核心内容并无改变；有的变化是本质上的，如偷换概念、张

冠李戴、以偏概全等，其表述内容与原文不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选项在文中找不到相关语句，这就需要仔细辨别其

是无中生有还是合理分析。 

8．阅读题的题干不仅能显示答题的区域，还能显示答题的方式。要站在命题人所“问”的角度回答问题，问什么答什

么，使所答充分、到位、准确、有条理。整合时一定要确保文通句顺。 

牢记：①弄清题干语言的构成形式，确定答题的语言形式。②弄清题干中作者的话和命题者的话。题目中出现作者的

语句，一般是考生要理解和分析的对象，而命题者的话一般起到引导考生明确解答重点或者提供限制条件的作用。③

弃含蓄为直接，弃分说为概括。④多从原文中筛选、提炼、整合语句作答。 

9．要认真分析题干中的每一个词语的含义。如“意义”“解释”“作用”“原因”“证据”“主要的”“根本

的”“属于”“不属于”等。特别注意文中某些虚词，如“可能、大概、也许、将会”等，甄别正误。 

2、AC 

【解析】 

本题考查把握作家作品的能力。这类题目的解答需要学生在熟悉并掌握相关名著内容及情节的前提下，根据题目要求

作答。学生平时学习中应该多读名家名著，一方面扩展知识面，提高文学修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解答题目。 

A 项，“由此结识关羽”错误，应该是张飞。  

C 项，“她是人性美、自然美的化身，深切感人”错误，“她对傩送的爱从未明确表达过，对天保的提亲也不曾坚定

拒绝”表现的是翠翠的害羞。 

故选 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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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117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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