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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考语文模拟预测卷（新高考通用 01）
建议用时：150 分钟

满分： 150 分        实际得分：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

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考生号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

项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

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

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

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 1（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

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血缘

社会就是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

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

了他的地。

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

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

清算往回。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

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

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钱上往来”就是这种可以当场清算的往来，

狭义地说就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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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

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

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

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

的基础。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

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

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断亲”现象的具体调查比例数据

（选自胡小武《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

材料三：

不愿意走访亲戚、不愿意回家过年、不愿意参加亲戚间的聚会……这一代年轻人似乎

更想要一种“走亲戚自由”的权利，而被忽略的长辈们则越发地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孝顺、

亲情观念淡薄。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亲情观念，现今正经历着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圈层的碰撞。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亲属之间具有强烈的群体同聚意识，宗亲

互助成为必然，亲属间互动也较为频繁。但在现代城市中资源富集，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

好、收入高、竞争环境相对公平，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理性选择。于是空间上的距离带来了关系上的疏离，滕尼斯所说的“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

一个屋檐下”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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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亲”现象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息息相关。社会关系网络更多建立在社会阶层地

位相近的人之间，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人之间难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来自不

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理想目标、追求、关注点与所遭遇的问题各不相同，因而彼此之间更多属

于“鸡对鸭讲”，无法谈到一块儿去。例如，在家庭聚会上，长辈的关注焦点是学业、工作

与婚姻家庭。一方面，长辈的“人生三问”确实是其关心年轻一代的方式，保守、传统的思

想观念让他们对于稳定的生活极为看重。另一方面，长辈的关注焦点确实也与年轻一代的关

注焦点存在偏差。

此外，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内卷化不断引起人们的共鸣。

现在的大多数学生，从小内卷式的教育与学习致使他们的休闲时光被完全压榨，再也没有多

余的时间维系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在教育压力之下，学生阶段的社交圈与亲戚和长辈逐渐发

生分离。当这部分人群踏入工作领域，逐渐走入中年，又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如果还需

要维系着没多少感情、也没多少价值的亲属关系的话，会更加身心俱疲，因而他们选择“断

亲”。

要说明的是，“断亲”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无论如何“断亲”，“断”

的只有相对意义上关系之间的距离，而永远无法断绝血缘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终究会找到新的亲情存在形式与社交关系，而最舒服的相处状态永远是每个人的生活方

式与追求。

（节选自陈友华、宗昊《“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家族世世代代“生于斯，死于斯”，人一出生就决定了他的地，这体现了地缘和血缘是不

分离的。

B．商业是在社会生活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繁重之后产生的，它不能存在于亲密的血缘

社会中。

C．当下的年轻人不愿意走访亲戚、回家过年等现象，表现出他们缺乏孝心、亲情观念淡薄

的问题。

D．当下，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亲情观念正经历着两种不同文化圈层的碰撞，“断亲”则是碰撞

的体现。

2．下列选项中，与材料二“经常联系”项变化趋势相符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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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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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更好地了解当下年轻人“断亲”的原因，你所在的研究性学习小组计划对本地区的年轻

人展开问卷调查，以下问题不适合出现在问卷中的一项是（    ）

A．相比父母，你与亲戚交往的频率高吗？ B．你认为走亲访友会不会耽搁你的学习？

C．距离的远近会影响你走亲戚的意愿吗？ D．你是否喜欢和亲戚聚会时聊天的话题？

4．请结合材料一指出“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的特点。

5．有不少网友批评现代年轻人选择“断亲”的做法抛弃了“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请结合材

料拟出几条理由进行反驳。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6．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小题。

文本一：

万物之母

许地山

在这经过离乱的村里，荒屋破篱之间，每日只有几缕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来；那人口

的稀少可想而知。你一进到无论哪个村里，最喜欢遇见的，是不是村童在阡陌间或园圃中跳

来跳去；或走在你前头，或随着你步后模仿你的行动？村里若没有孩子们，就不成村落了。

在这经过离乱的村里，不但没有孩子，而且有人向你要孩子！

这里住着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一见人来，便说：“善心善行的人，求你对那位总

爷说，把我的儿子给回。那穿虎纹衣服、戴虎儿帽的便是我的儿子。”

她的儿子被乱兵杀死已经多年了。她从不会忘记：总爷把无情的剑拔出来的时候，那

穿虎纹衣服的可怜儿还用双手招着，要她搂抱。她要跑去接的时候，她的精神已和黄昏的霞

光一同麻痹而熟睡了。唉，最惨的事岂不是人把寡妇怀里的独生子夺过去，且在她面前害死

吗？要她在醒后把这事完全藏在她记忆的多宝箱里，可以说，比剖芥子来藏须弥还难。

她的屋里排列了许多零碎的东西，当时她儿子玩过的小囝也在其中。在黄昏时候，她

每把各样东西抱在怀里说：“我的儿，母亲岂有不救你，不保护你的？你现在在我怀里咧。

不要做声，看一会人来又把你夺去。”可是一过了黄昏，她就立刻醒悟过来，知道那所抱的

不是她的儿子。

那天，她又出来找她的“命”。月的光明蒙着她，使她在不知不觉间进入村后的山里。

那座山，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进去，何况在盛夏的夜间，杂草把樵人的小径封得那么严！她

一点也不害怕，攀着小树，缘着苒萝，慢慢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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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一块大石上歇息，无意中给她听见了一两声的儿啼。她不及判别，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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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不要哭啦。”

她从大石下来，随着声音的来处，爬入石下一个洞里。但是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她

很疲乏，不能再爬出来，就在洞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醒时，心神还是非常恍惚。她坐在石上，耳边还留着昨晚上的儿啼声。

这当然更要动她的心，所以那方从霭云被里钻出来的朝阳无力把她脸上和鼻端的珠露晒干了。

她在瞻顾中，才看出对面山岩上坐着一个穿虎纹衣服的孩子。可是她看错了！那边坐着的，

是一只虎子；它的声音从那边送来很像儿啼。她立即离开所坐的地方，不管当中所隔的谷有

多么深，尽管攀缘着，向那边去。不幸早露未干，所依附的都很湿滑，一失手，就把她溜到

谷底。

她昏了许久才醒回来。小伤总免不了，却还能够走动。她爬着，看见身边暴露了一副

小骷髅。

“我的儿，你方才不是还在山上哭着么？怎么你母亲来得迟一点，你就变成这样？”

她把骷髅抱住，说，“呀，我的苦命儿，我怎能把你医治呢？”悲苦尽管悲苦，然而，自她

丢了孩子以后，不能不算这是她第一次的安慰。

    从早晨直到黄昏，她就坐在那里，不但不觉得饿，连水也没喝过。零星几点，已悬在

天空，那天就在她的安慰中过去了。

她忽想起幼年时代，人家告诉她的神话，就立起来说：“我的儿，我抱你上山顶，先为你摘

两颗星星下来，嵌入你的眼眶，教你看得见；然后给你找相像的皮肉来补你的身体。可是你

不要再哭，恐怕给人听见，又把你夺过去。”    “敬姑，敬姑。”找她的人们在满山中这

样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一点影响。

    “也许她被那只老虎吃了。”

    “不，不对。前晚那只老虎是跑下来捕云哥圈里的牛犊被打死的。如果那东西把敬姑吃

了，绝不再下山来赴死。我们再进深一点找罢。”

    唉，他们的工夫白费了！

    纵然找着她，若是她还没有把星星抓在手里，她心里怎能平安，怎肯随着他们回来？

    （选自《许地山文集》）    文本二：

祝福（选段）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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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

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

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

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

了。各处去一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

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

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

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

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

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

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

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

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节选自鲁迅《祝福》）

(1)下列对这两篇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祝福》中祥林嫂“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一方面突出阿毛之死对她的打

击很大，祥林嫂希望能得到别人同情和安慰；一方面又强化了鲁镇人的冷漠、麻木以及看客

的特点。

B．《祝福》中鲁镇的有些老太太特意寻来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听完后流下眼泪，叹息

一番，说明鲁镇的人们并不是同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

C．《万物之母》开头“离乱”“荒屋破篱”“零零落落的炊烟冒上来”的环境描写烘托了小说的悲

剧氛围。

D．《万物之母》第一段中“有人向你要孩子”，这里设置了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同时又引出下文小说叙述主体。

(2)下列对这两篇文章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万物之母》中“月的光明”“朝阳无力”“零星几点”等景物描写既将小说情节浓缩在一夜一

天之中，又映衬主人公心理的变化。

B．《祝福》中祥林嫂反复说“我真傻，真的”，这句话道出了祥林嫂对阿毛的死怀有无比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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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疚的心理，也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无比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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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万物之母》结尾没有交代村民是否找到敬姑，以及对纵然找到、她也不会回来的猜测，

运用留白的手法，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

D．《万物之母》描写了敬姑从失子到寻子的经历，其心理经历了从失子的悲痛，到思念儿

子，再到找到小骷髅的害怕、痛苦，最后再到希望复活儿子的坚定。

(3)《万物之母》和《祝福》都采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有何作用？请结合《万

物之母》的相关情节简要分析。

(4)同样是遭遇失子的不幸，但小说《万物之母》里的敬姑并不像《祝福》中的祥林嫂那样

到处向别人哭诉不幸，而是不顾一切寻找儿子。请分析许地山这样安排情节的用意。

二、古代诗文阅读（37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昔有二翁，同邑而居。甲翁携酒至乙翁第，二人对酌，不亦乐乎。乙翁曰：

“吾未尝登泰山，君有意同行乎？”甲翁曰：“是山余亦未登，然老矣，恐力不胜。”乙翁

曰：“差矣曩者愚公年且九十而移山今吾辈方逾六旬何老之有！”甲翁曰：“甚善！”翌日，

二翁偕往，越钱塘，绝长江，而至泰阴。夜宿，凌晨上山。乙翁欲扶之，甲翁曰：“吾力尚

可，无需相扶。”自日出至薄暮，已至半山矣。

（节选自佚名《二翁登泰山》）

材料二：四月既望，乘山轿，出郡北门三里入山。盘曲上登，将四十里，经名迹尤著

者十数，皆纵览徘徊始去。越南天门，折而东行，有碧霞宫、东岳庙。又北上为岱顶，即天

柱峰也。方余未至南天门时，级道陡耸，巍矗天半。仰睎岩隙，白云孤翱。历阶可升，不知

所极。俯视则一线危磴，窈深莫测，目眩神骇，趑趄却顾。屏息释虑，鼓勇复前。俄登天门，

道忽坦夷，异境顿辟，睹所未见，方自幸向之不遽止也。

是夕宿碧霞宫。四更后趋岱顶东之日观峰，候日出。风雨骤至，寒甚，良久雨止。极

东红光一缕，横亘凝云之下。俄而璀璨耀目，日轮晃漾，若自地面涌出。体不甚圆，色正赤，

可逼视。其上明霞五色，如数百匹锦。顾视女墙，日景甚微，忽又不见。

（节选自薛福成《登泰山记》）

材料三：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

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

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

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



试卷第 9 页，共 2 页

若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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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姚鼐《登泰山记》）

7．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

黑。

差矣 A 曩者 B 愚公 C 年且九十 D 而移山 E 今吾辈 F 方逾 G 六旬 H 何老 I 之有！

8．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绝，在文中是“横渡”的意思，与《劝学》“而绝江河”中的“绝”意思相同。

B．四更，又称“四鼓”，旧时把一夜分为五更（五鼓），四更在丑时，是指凌晨一时至三时。

C．顾，在文中是“回头”的意思，与成语“三顾茅庐”“奋不顾身”的“顾”意思不同。

D．景，在文中是“日光”的意思，与《岳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的“景”意思不同。

9．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记叙了二翁登泰山的经过，二翁老当益壮，不畏困难，积极进取，充分证明了“有

志者，事竟成”的人生哲理。

B．材料二中作者来到南天门，向上看石阶山道巍然直入云天，向下看石阶险峻如线、深不

见底，使人产生进退两难之感。

C．材料二描写到泰山观日出，与姚鼐《登泰山记》中的写法类似，也是按时间顺序写日出

的过程，也运用了正侧面结合及比喻的手法。

D．材料三姚鼐登上泰山山顶后，俯视山下景观，山水城郭甚是美丽，令人感受到身处险峰

更能欣赏到无限风光的哲理。

10．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睹所未见，方自幸向之不遽止也。

（2）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11．材料二、三都描写了登山的过程，二者的侧重点有何不同？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节

元稹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

化蛤①悲群鸟，收田②畏早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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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知松柏志，冬夏色苍苍。

【注】①化蛤：雀化蛤。古人认为麻雀数百年后入海会变成蛤蜊。一说“千岁燕化为

海蛤”。②收田：指收割农田的作物。

1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诗以清新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风貌，展现了深秋时节的别样韵味。

B．首联通过描写菊花渐黄，点明了深秋的时令，让读者仿佛能感受到秋天已经深入。

C．颔联主要从视觉角度，生动地展现了寒露时节的萧瑟秋意以及大自然的壮阔气象。

D．尾联描绘松柏“色苍苍”，与颔联的“风扫叶”景象形成对比，突出松柏的品质。

13．本诗借自然景物及其变化抒发了哪些人生感慨？请结合内容简要分析。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4．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战国时的六国，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却亡于秦国。苏洵认为六国灭亡的

理由是“                    ”；杜牧则认为“                    ”，就能抵御秦国。

（2）苏轼《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描写作者乘一叶扁舟浮于浩

瀚水面，境界高远，与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                 ，                 ”

两句所写景致十分相似。

（3）古时，在春天到来之际，人们总是沐浴祈雨，希望一年都风调雨顺。《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曾皙也为我们描绘过这样的画面：成年人带着几个孩子

“                 ，                 ”，然后唱着歌回家。

三、语言文字运用（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    甲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

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 A 的魔力

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

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

只能在 B  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

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衰颓为

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

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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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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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