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太阳联考试卷河南语文高三 

河南省南阳市 2021-2022 学年高三金太阳第一次联考语文试题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们喜欢在文化上寻找归属感，文化上的怀旧是另一种意义上

的乡愁，对于游子而言，故乡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在情感上

是最亲近的，所以最值得怀念；然而情感终究无法代替理智，

虽然复古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但纯粹的复古是没有价值

的，任何有意义的复古都是以复古为契机所进行的思想创新，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亦然。即

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推崇的以“托古改制”为招牌的社

会改良思想，也是以儒学为名行变革之实。从这种意义上说，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成为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

要么在完成现代转化后实现具有创新意义的复兴，儒学的重构

过程其实是其自身的转化与应用的过程。当然也有学者对于儒

学的现代性转化是深表怀疑的，认为儒家文化已然失去其最佳

生存的封建社会土壤，只不过在国人的心头仍残存着些许情感

上的眷恋。“列文森曾以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

矛盾来描述解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位美国加州伯

克利教授对儒学的复兴持悲观态度，他“判定儒教已经“博物

馆化’，成了一具仅供观赏凭吊的文物”，在他看来，儒家学

说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就会成为一片阴影

并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被无所为地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此

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方面长期以来流行的对儒学的种种

偏见影响犹存，另一方面，经过近代以来的冲击和摧残，儒学

在民间的基础已极度削弱，百姓对儒学经典和基本知识的把握



极其薄弱。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儒学复兴论者无法有效证明儒

学的当代价值，那么，儒学的怀疑论者将依然存在。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大势所趋。

无论是西方的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承认人的超越性和认识

到哲学不可能脱离实践中的关切，因此，承认人是在某种程度

上创造着自身性质的存在物，进而认为认识位于一种生存的处

境之中。西方人文与中国传统之间的选择并不是单选题，而是

应当在交流与包容中寻求和谐共生，以理性的精神寻求解决问

题的方法，以道德追求提升内在品质。正如学者林存光所指出

的，“对于当今世界的价值与信仰的多元事实，应采取一种勇

于承认而积极对话的开放意识与心态，因为儒学从来就不是温

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任何人都不能期望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

认同儒家的价值理念，更不能因他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同就急

于立儒教为国教而强迫其就范。”多元化不轻易认定谁是好的

谁是不好的，“百家争鸣”比“独尊儒术”更有利于文化的发

展，是因为它符合文化的特质，人类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多

元，人类的交流必定造就文化的交融，在特定的生存语境下，

人们所应当找寻的一定是最适宜的那种生存智慧。 

（摘编自赵鸣《反思“儒学复兴 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

值》）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任何复古都是以复古为契机所进行的思想创新，中国春秋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亦然。 

B．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成为历史深处的文化记

忆，或者实现具有创新意义的复兴。 

C．儒家文化已然失去其最佳生存的封建社会土壤，只不过在

国人的心头仍残存着情感上的眷恋。 



D．儒家学说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就会成

为一片阴影并栖息在人们的心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多处运用对比，论证了对儒家所持的不同态度，从而

阐述“儒家复兴”所处的困境。 

B．文章基于对儒学复兴当代价值的认同与接受，提出了儒学

具有当代价值的有效证明。 

C．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分析事实，再引出观点，然后指出

和谐共生的主张，思路清晰。 

D．文章肯定了“儒家复兴”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它所处的

困境，体现了的思辨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待西方人文和中国传统文化，应在交流与包容中和谐共

生，采取勇于承认和积极对话的开放意识与心态。 

B．人类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百家争鸣”符合文化

的特质，所以比“独尊儒术”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C．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同儒家的价值理念，但

我们不能因此就急于把儒教立为国教。 

D．虽然当今世界的价值与信仰多元化，但对于西方人文和中

国传统，相对而言，本国传统文化更先进。 

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充分运用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传统文

化资源在现有文化产业链条中形成更受欢迎的文化符号，也就

是 IP，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如今，正值以 5G通

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时

代，我们应该进一步健全版权保护机制，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和

引导，让更多有技术能力和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参与到传统文化

的 IP 挖掘和培育中，如采取建立传统文化 IP 扶植基金计划等

方式，对重点传统文化的活化项目给予定向引导和支持。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全面运用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等

数字化形式，推动传统文化 IP 化，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

国文化符号，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软实力，共同努力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 

（摘编自范小青《科技助力传统文化 IP 化》） 

材料二： 

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文

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野蛮与文明之别，文艺创作必须对传统

文化取精去糟，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要“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也就是在文艺创作中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呈现应考虑到当代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时代性，以

艺术手法审美地实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达成时空共鸣。当

然，在“两有”的区别准则与“两相”的实践路径基础上，对

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在传承与

发展路径中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准则，这对一些由经典名著改

编成的网络文艺作品尤为重要。编剧应当对经典名薯“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精辟见解。这里的“转化”应当是提升

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应当顺应观众鉴赏水平的提高、顺应艺术

传播的媒介特征；这里的“发展”应当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

战胜野蛮、雅致战胜庸俗。 



（摘编自张金尧《当前中国网络文艺的三维探析》） 

材料三： 

在顶层设计方面，把国学教育摆上重要位置，站在文化自信的

高度来认识并逐级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从而增强师生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光大，中华传统

美德薪火相传。把传统文化精髓纳入中小学统编教材、教案和

课程设置，同时可授权省级教育部门结合区域特点、民族特色

编印必要的辅助教材或课外读物。 

在教学内容设置中兼顾诗、书、画等经典传统文化元素。加强

教师的国学知识培训、进修、考核等，让教师深刻领会国学精

华，真正为人师表，更好地传授国学知识，并运用学生喜爱、

生动活泼的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何学彬《重视国学教育，弘扬传统文化》） 

4．下列对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让传统文化 IP 化，可以使传统文化资

源形成更受欢迎的文化符号，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创新。 

B．运用数字化手段让传统文化 IP 化，就能打造出具备全球影

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提升文化自信和国家软实力。 

C．将经典名著改编成网络文艺作品，要取精去糟、去伪存

真，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提升作品的艺术性。 

D．把传统文化精髓纳人中小学统编教材、教案和课程设置，

可以增强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5．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代科技手段可以使传统文化更加生动、形象、直观地展

现出来，从而提高文化艺术品位。 

B．只有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传统文化才

能在新时代得到很好地传承与发展。 

C．对经典名著创造性地转化，要注意顺应观众鉴赏水平的提

高、顺应艺术传播的媒介特征。 

D．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教师的国学知识培训等，能更

为深入地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6．如何使中华传统文化得到更好传承？请结合三则材料简要

分析。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小镇的阳光与月光 

刘帆 

  夜幕落下，天边最后一抹阳光像水一样流走，大地开始升起

动荡的月光。 

傍晚，关门歇业，小镇的人跟锁有说不完的话题。 

偏偏小镇的节奏很慢。先前倒不担心什么失窃之类的事情。小

镇的人面孔基本上熟悉，见面打招呼慢悠悠的，喝茶的人慢悠

悠的，连赏春踏青或秋游也是慢悠悠的。 

  城里刘律师一年前来到小镇，或许是被小镇的慢时光吸引，

居然租了间房子，搞起事务所，住了下来。还别说，生意红火

着呢。 



人们纠纷断理，纷纷找刘律师这样的中人，小镇的人讲理，好

啊！ 

镇子尽头的梨树下，有一间锁店。老板姓索，人们习惯叫他

“锁匠”。说是锁店，其实接的多是锻打银长命锁之类的活，

而且这是主活，生意红火。不过，最近好几个月不见什么客人

去店里，不远的裁缝店的张掌柜，看到早早关门歇业的锁匠从

店门前经过，摇了摇头，缓缓地收拾东西，潮水一样人流涌动

的大街，随着张掌柜的店子锁门，终于安静下来。锁匠进入自

己的铺子后，愤懑地吐了口唾沫。锁匠显然注意到了裁缝店张

掌柜的表情，月色下的不真切，往往比阳光的虚假笑容真实。

明天，乐于帮人家打官司的刘律师将回到镇上，锁匠心里泛起

一阵希望，我一定请刘律师帮我去惩罚那个坏我声誉的人。 

  这边厢，张掌柜坐在自家的屋子里，也在想锁匠为一个女

人，为何不惜去冒险？自从发现锁匠那日堂而皇之开门进入镇

上钱掌柜的家后，张掌柜一直纳闷：钱掌柜的家，锁匠为何能

够自由出入呢？直到看到锁匠掏出明晃晃的钥匙，张掌柜才终

于明白。有天一时没忍住，张掌柜就告诉了茶叶店的大嘴巴老

板娘。 

不久，一条锁匠潜入民宅的消息很快传递开来。 

  锁匠不知道这些，只看到生意越来越差，张掌柜的眼神越来

越奇怪，锁匠渐渐心中有了谱。每天大门敞开着，锁匠特别注

意大街上，刘律师是否从门前经过。锁匠准备了礼物，只要刘

律师回来，到时，就上门去找刘律师打官司。 

锁匠有一个二婚的小女人，因为她，锁匠时常沉浸在熟透的幽

香里。 

生活安逸，偏偏女人不安生，惹得风言风语的。锁匠走在路

上，想起那天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犹豫再三去开钱掌柜家的



门。半年前，钱掌柜曾来配钥匙，锁匠无意中多配了一把，不

想这留一手，竟派上了用场。可是女人并不在钱掌柜家，锁匠

忐忑不安，为此，那天还很沮丧。后来，又效法去开其他怀疑

人家的门。 

今天提着礼物到刘律师家，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情。人言锁匠是

个入室行窃的人，生意差不说，关键是锁匠心里憋屈：我不拿

人家钱财的。一路走一路想，大老远的，看到刘律师从里屋出

来，锁匠身子闪进屋，刘律师就看到了锁匠。 

  刘律师放下手中的资料夹，对锁匠大半夜的过来有点讶异，

眉头有点皱。刘律师待锁匠坐定，递给锁匠一杯茶水。银色的

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刘律师注意到锁匠的脸色，明显的与

上一次见到的阳光面孔不同。 

  那次见他是在白天，热辣辣的太阳，把简陋的锁店照得异常

的光明，锁匠的手脚忙个不停。刘律师刚从乡下回镇子，路过

锁店，当时彼此还打了招呼。 

  刘律师对手艺人特好，这些人不光是自己的主顾。曾张罗匠

人协会的刘律师，对锁匠自然也熟悉。只是刘律师的事业多半

还是在城里，回来的次数很少，算起来，虽然同一个镇子，却

是半年没有见面了。 

“锁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有何冤屈需要打官司？”刘律师

问锁匠。 

锁匠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月光，想了想才对刘律师说：“我要

告裁缝店的张掌柜。” 

锁匠絮絮叨叨，刘律师听完，明白了，基本上跟耳闻的差不

多。刘律师不动声色，静静地看着锁匠，发现不知咋的，这个

昔日受人尊敬的匠人，头上似乎多了许多白发。 



刘律师感慨，他数落着锁匠：“我一直很欣赏你这样的手艺匠

人，有一门绝活手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你曾经是多么阳

光的行头。一个这么小的镇子，今天你自己坏了匠人的规矩，

生意怎么会好呢？你看你，白发，半年前还不是这样，你这是

何苦呢？” 

锁匠开始局促不安。 

“你的案子我不能接。乡里乡亲的找你银匠，你应该知道银的

特性。大伙儿那么喜欢你，是因为你手艺好，银子本身无害，

对人体有保健作用，所以大伙儿都喜欢把它交给你锻打。你兼

给有需要的人配钥匙，主意很好，但是无论多么高明的配锁

人，都不能自己偷偷配主顾的钥匙，更不能拿偷偷配的钥匙去

开主顾的门。” 

“可是，女人……”锁匠欲言又止。 

“锁匠啊，你脑袋腐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能够作为证据吗？人

家鄙视你，不是你怀疑女人怎么样，实在是你坏了行业规矩，

大家觉得不安生。因此，即使我帮你把官司打赢了，但是理和

法这边你却输了。回去吧，多做阳光的事情，别把自己整得银

灰色。” 

  锁匠讪讪回家，走在月光里。边走边想从前阳光的日子。 

刘律师的话在理。 

  明天从头再来。这样想着，到家后，锁匠安安稳稳地睡着

了。 

（摘编自《时代文学》2019 年第 4 期）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

项是（ ） 



．文章一开始就写到小镇“动荡的月光”，意味着小镇将有

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为后面写锁匠的麻烦之事定下基调。

B．文章第二段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傍晚，关门歇业”上承

第一段，“小镇的人跟锁有说不完的话题”具有启下作用。 

C．文中的“阳光”“月光”有特殊含义，且互为反义，“阳

光”主要指锁匠生意红火，过着阳光生活，与大家关系融洽。 

D．文章从动作、语言、外貌等角度，描写出一个正直、热

心、善于观察、乐于助人、有群众基础的刘律师形象。 

8．结合文本，谈谈你对“月色下的不真切，往往比阳光的虚

假笑容真实”的理解。 

9．结合文本，简要分析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四、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父游朝，通庄、列

二子书。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

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

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

子》，亦以自号。有韦诣者，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

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

施斤斧。豹席棕履，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县令使浚

渠，执畚无忤色。尝欲以大布制裘，嫂为躬绩织，及成，衣

之，虽暑不解。 



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

帝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

陆羽常问：“孰为往来者？”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

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颜真卿为湖州刺

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敞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

泛宅，往来苕、霅间。”辩捷类如此。 

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

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

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 

（节选自《新唐书·张志和传》）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

为构之/人号大夫桥 

B．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

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 

C．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

为构之/人号大夫桥 

D．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

为构之/人号大夫桥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明经，是选举官员的科目，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

“明经”为名。 



．翰林，是唐以后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明清两代从进士中进

行选拔。

C．太虚，本指宇宙万物最原始的实体气。文中为“天空”之

意。 

D．宪宗，为中国古代帝王谥号。是帝王在立室奉祀时被后世

追尊的名号。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张志和少年得意，深受器重。张志和十六岁即登明经榜，

以策论谒见肃宗，受到皇上赏识。 

B．张志和才华横溢，博学善著。他学识渊博，曾著《玄真

子》《太易》《卦》。 

C．张志和追求简易，淡泊宁静。他以豹皮为席，棕草为履，

垂钓时不用鱼饵，不在意是否钓到鱼。 

D．张志和胸襟过人，能言善辩。陆羽曾问他与谁往来，他却

以自己本与天地共处，何谈往来来应对。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

湖，自称“烟波钓徒”。 

（2）尝欲以大布制裘，嫂为躬绩织，及成，衣之，虽暑不

解。 

五、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杜甫 

兵戈不见老莱衣②，叹息人间万事非。 

  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 

黄牛峡③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 

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 

[注]①这首诗是诗人在成都白马江畔送韩十四去江东探亲时写

的。②老莱衣：相传为春秋时隐士，七十岁还常常穿上彩衣，

模仿儿童，使双亲欢娱。③黄牛峡：位于宜昌之西。 

14．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万事非”三字，概括了辛酸的人间悲剧，表现出诗

人忧国忧民的感情。 

B．颔联是前后相生的流水对，从诗人自己“无家寻弟妹”，

引出对方“何处访庭闱”。 

C．颈联虚实相生，黄牛峡的景色乃是实景，而白马江头则是

诗人想象之中的虚景。 

D．这首送别诗笔力苍劲，伸缩自如，离情别绪深沉委婉，是

送别诗中的上乘之作。 

15．请简要分析本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六、情景默写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荀子在《劝说》中举例论证借助外物的重要性时说，终

日殚精竭虑思考，却“_______________”，踮起脚极目远

望，也“_______________”。

（2）《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岑参运用浪漫主义手法，

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描写了沙漠上寒冰

纵横、彤云密布的景象。 

（3）白居易在《琵琶行》中，“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两句写出了送别的自然场景，渲染了离别

之情。 

七、选择题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 ，实以诗文造园。可见，园林因为有

了意境才显得意蕴深远。园林意境的欣赏具有意随人异、境随

时迁的特点。站在欣赏者的角度来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

间，感受到的意境会______。园林主人以自我的兴趣造园，因

而园中诸物皆具园主之色彩，见园如见主人。明清苏州多文人

造园，故而书生气息芬郁；扬州多富商造园，因而常夸富斗

奢；北京多王公贵族造园，故而多 ；日本多禅僧作庭，故而

多 空灵。园林兴作的意境营造，具有极大的主观性。（ ），

才足以打动人心，才经得起时间考验。有我之境是自然景物把

审美主体的主观情绪移置、外化，并产生情感共鸣的审美心理

模式，同样在中国园林中得到了体现。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说

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

竹，芜没于空山矣。” 

17．依次填人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独树一帜 泾渭分明 冠冕堂皇 幽静 



．标新立异 泾渭分明 富丽堂皇 幽静

C．独树一帜 大相径庭 富丽堂皇 枯寂 

D．标新立异 大相径庭 冠冕堂皇 枯寂 

18．下列填人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也正是由于创和欣赏者将主观情感融入其中 

B．也正是由创和欣赏者将主观情感融入其中 

C．也正是由于将主观情感融入其中的创和欣赏者 

D．也正是将主观情感融入其中的创和欣赏者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有我之境是把审美主体的主观情绪外化、移置于自然景

物，并产生情感共鸣的审美心理模式 

B．有我之境是把审美主体产生情感共鸣的主观情绪外化、移

置于自然景物的审美心理模式 

C．有我之境是把审美主体产生情感共鸣的主观情绪移置、外

化于自然景物的审美心理模式 

D．有我之境是把审美主体的主观情绪移置、外化于自然景

物，并产生情感共鸣的审美心理模式 

八、选择简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近视眼的发生和发展与近距离用眼关系非常密切。阅读、书写

等近距离工作。容易造成近视。研究发现，饮食中增加蛋白



质，减少碳水化合物供应，可使有遗传背景而发生近视的青少

年减少或中止近视度数的增加。 

人们一直认为，视力减退是“悄悄”降临的，直到发现视物模

糊时，则木已成舟。其实，在视力减退之前，①______。有些

学生看书时间一长，字迹就会重叠串行，抬头再看面前的物

体，有若即若离、浮动不稳的感觉，有些人在久望远后再将视

线移向近处物体，或② ，眼前会出现短暂的模糊不清现象。

这些都是眼睛睫状肌调节失灵的表现，有了这些状况，③ 。

早期的近视有真假之分，错过最佳治疗期，往往就要背负一辈

子近视眼的烦恼。 

20．在上面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

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 

21．请结合上述材料，用三个四字短语简要概括近视眼的防治

方法。 

九、材料作文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吃播”刚刚消停，又有“喝播”冒出头。在“喝播”视频

中 ，有人配上一点饭菜作为“掩饰”，有人则连菜也不吃，

直接“对着瓶吹”，有的博主一顿饭就能喝光一整瓶白酒。在

感慨互联网流量经济无孔不入的同时，“喝播”的存在不禁让

人捏一把汗。部分网站已经特意为这类喝酒视频标注“该行为

存在风险，请勿轻易模仿”的警示语。众所周知，过量饮酒伤

害身体，传播酗酒更是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请你从下列任务中任选一个，根据要求完成写作。 

①以朋友的身份，给网名为“尝尝酒酒”的“喝播”主播写一

封信，交流你的感受。 



②请你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给某刊“说天下”栏目投稿，以

“构建健康网络环境，平台监管不能缺席”为副标题，写一篇

评论。 

③有人说：网络是自由的空间，“喝播”秀能满足部分网民的

需求，应该宽容对待。请你写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观点。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切合身

份，贴合情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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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以及解析 

1．B 

2．B 

3．D 

【分析】 

1．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 

A.“任何复古都是以复古为契机所进行的思想创新”错误，原
文为“任何有意义的复古都是以复古为契机所进行的思想创

新”，选项没有“有意义”的限制，扩大了范围。 

C.原文相关内容为“有学者对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是深表怀疑

的，认为儒家文化已然失去其最佳生存的封建社会土壤，只不

过在国人的心头仍残存着些许情感上的眷恋”，故选项内容只

是有的学者的观点，不是文章的观点。 

D.根据原文“在他看来，儒家学说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

始瓦解之后，就会成为一片阴影并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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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32300321

1011102

https://d.book118.com/725323003211011102
https://d.book118.com/72532300321101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