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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5 年高考综合改革适应性演练

语 文 2025.1.3

一、阅读

(一) 阅读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四大发明”长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但它还不足以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例如，水稻、

大豆、茶等作物的栽培技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四大发明”。基于科技史界的长期研究，

我们评选出 88 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并将它们大致分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

就三类。

评估某项发明的原创性，要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能证明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或者属于

最早之一且独具特色。为慎重起见，我们未推选那些因史料不足而不易判断其科技内涵或原创性的发明。

在推选的发明创造中，有些可能未持续发展或实用功能有限，却体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技艺； 还有些在技术

的复杂性方面不甚突出，却曾对文明进程产生较大影响。

中华民族成就了诸多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水稻栽培、粟作、琢玉等技术出现在史

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先秦两汉是相当数量重要科技发明的形成期。盛唐的科技

创造不甚突出，反倒是长期被认为偏安积弱的宋代却拥有辉煌的创造发明。大约从元末开始，我国传统科

技进入缓慢发展阶段，鲜有重大发明创造。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我国科技史界注重探讨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以及科技与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我们希望以

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国传统科技，将古代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从而审慎地判断哪些发明创造是中

国人做出的或具有鲜明的中国技术特点。纵观古代历史，科技知识可能是多地起源的，也可能是通过传播

而被不同文明分享的。中国人向世界贡献了多种作物栽培方法，以及丝织、瓷器、造纸、印刷、火药、指

南针等方面的技术，也引种了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等作物。还有一些发明创造属于传播基础上的再次创

新，其创新成就依然堪称杰出。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交流的通道，也是科技知

识传播和互动的活跃区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科技史学科为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我们期待，先贤发

明创造的智慧能够成为激励当代国人持续创新的动力，透过悠远的历史传递智慧的回响！

(摘编自《〈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前言》)

材料二：

准确掌控船行方向是航行中首要的大事。在初期，由于船只比较小，一般利用篙和桨直接控制船行方向。



随着船只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深水区域，篙用不上了，而船只体积增大，桨的数量增加，需要许多人来划，

大的桨得几个人才能划动，这时候桨要兼负推进和制导方向的职能，操纵起来就很不容易了。于是，桨分

成两种，一种专管划行，一种专管控制方向。专管控制方向的舵桨逐渐从船舷移到船尾中央，从划动改变

为不离开水面的左右摆动，是舵的前身。在广州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上，舵浆的形状跟划行用的

长浆不同，桨翼短而宽，增大桨翼伸入水中的面积，增强了控制方向的性能。不过，舵桨还存在一些缺陷。

例如，舵桨长长地伸在船尾的后面，在狭窄的航道或靠岸的时候不容易操纵； 又如，大型船舶舵桨的桨翼

也要扩大，操纵起来很费力，尤其是遇到大的风浪，操纵就更困难了。因此人们进一步改进了舵桨的形状

和安装方式，真正的舵终于产生了。

舵的作用原理跟桨不同。桨是通过划水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船只前进的。舵不划水，但是当船舶

航行的时候，船尾所产生的水流会在舵面上形成水压——舵压。虽然舵压很小，但是根据杠杆原理，它推

动船舶转动的功效不小，即使是满载的大船也能转换方向。

舵最迟在东汉已经出现和使用。由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模型可知，舵面呈不规则的四方形，面积比较

大，跟舵桨已经没有相似之处。舵柱用十字状结构固定，从船尾斜伸入船的后方，表明这已是一种转轴舵。

在舵柱的顶端有个洞孔，可能是用来安装舵把的。它应用杠杆原理，只要转动舵把就可以使桨面偏转，调

节、控制船行的方向和路线。

早期的舵柱斜伸出船尾。后来人们又把舵柱改为垂直伸进水中，舵面跟舵柱的连接位置也由舵面中部

移到边上，这种舵称作垂直舵。中国船舶独特的尾部结构，正好便于垂直舵的装置。中国船舶一般都是首

尾翘起的，尾部后端边缘通常呈弯月形，成为安装垂直舵的理想位置。由于航线上的水有深有浅，舵逐渐

演进成可升可降的升降舵，依据水的深浅随时调节舵的高低。宋代以后出现了平衡舵，把一部分舵面积分

布在舵柱的前方，缩短舵压力中心与舵轴的距离，减少转舵力矩，使操纵更加轻便； 同时，还增大了舵面

面积，提高舵控制航向的能力。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开孔舵，在舵面上打许多小孔，这样不但转舵省力，而

且由于水的表面张力，舵的性能也不会受到影响，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发明。

我国是最早发明舵的国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发明，在十世纪末叶以前已经被引进阿拉伯文化区

域。”欧洲使用的舵可能是十二世纪引入的。舵在欧洲的引入和使用，为十五世纪开启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

件。

(摘编自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



1. 下列对材料一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科技史研究的推进，需要突破“四大发明”这一提法的局限，全面考察中华民族的科技成就。

B. 中国古代科技创造在时间上并非均匀分布，先秦两汉成果众多，对推动中华文明的形成更加重要。

C. 不同文明之间的科技交流，既有可能通过实物的形式，也有可能通过知识分享的形式来进行。

D. “全球史视野”要求拓展科技史研究的范围，例如将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科技交流纳入考察视

野。

2. 根据材料二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当船只体积较小或者行驶于浅水区域时，使用舵来操控航向，比起用篙和桨并不具备优势。

B. 广州西汉末年墓出土的木船模型上舵桨的形状，说明划水性能并非舵桨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因素。

C. 垂直舵的产生是基于中国古代船舶独特的尾部结构，因此它难以应用于古代其他地区的船舶。

D. 从升降舵、平衡舵、开孔舵等可以看出，古人在舵的改进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减少舵压以便操控。

3. 下列对两则材料论述和说明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材料一运用作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古代科技知识输出和引进的不同特点。

B. 材料二中以东汉陶船模型为例，说明早期舵的形制，也佐证了舵的产生时间。

C. 材料一主要按照逻辑顺序展开，材料二则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说明。

D. 材料二中李约瑟的论断，可以佐证材料一中关于科技知识传播的观点。

4. 舵入选了材料一提到的 88 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请根据材料内容，说明其入选的理由。

5. 通过上面的材料，读者对于科技史学科的研究内容、方法和价值可以获得哪些认识?请根据材料分析概

括 。



(二) 阅读Ⅱ  【云南、青海、宁夏、内蒙 使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滹沱河和我 

牛 汉

从我三四岁时起，祖母常两眼定定的，对着我叹气，说：“你这脾气，真是个小滹沱河。”每当我淘气

得出了奇，母亲和姐姐也这么说我。但从她们的话音里，我听不出是在骂我，似乎还带着点赞美； 可她们

那严正的眼神和口气，却分明有着告诫的意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跟滹沱河一块说。

滹沱河离我们村庄只一里路光景，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滹沱河。什么是河，我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概念。

只晓得这个滹沱河很野，很难管束。真想去见见它，看我究竟和它有什么相同之处。我想它多半也是一个

人，比我长得强大，或许只有它能管住我。

过了不多久，记得是个春天，我随着姐姐和宝大娘带着竹篮和小锄到滹沱河边挖野蒜，野蒜长在沙性

的土里。当我们走向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旷野，宝大娘朝远远的前面指给我看：“那就是滹沱河。”但我并没

有看见什么，哪里有滹沱河呀? 那里什么都没有。那是灰灰的沙滩，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除去沙土之外，

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我感到异常地失望，滹沱河啊，你丢尽我的人了！我怎么会像眼前这个喊不应打不

醒的滹沱河?

姐姐和宝大娘说说笑笑地在岸上的树林子里低着头挑野蒜，我怀着满腔的悲伤向她们说的滹沱河走去。

我找寻我那个失落的梦，在滹沱河那里寻找我心中的滹沱河。

我刚从岸上走下河滩，姐姐大声地喊我：“不要去那里，快上岸来。”我莫名其妙，不懂得岸是什么，

沙土和石头有什么可怕? 我还是只顾往里走。姐姐风一般跑下来，不由分说把我拽到树林子里，说：“就在

岸上待着，不要下去，大水会把你冲走。”我瞪起眼睛问姐姐：“哪里有大水? ”姐姐对我说： “有，说来

就来！”

我朝着几步以外的滹沱河望去，它真的说来就来吗? 从远远的左边望到远远的右边，那灰灰的沙和灰灰

的石头似乎都滚动了起来，看不到头尾，我恍惚觉得滹沱河是一条巨大的正在飞动的蛇，这沙滩是它蜕下来

的皮，那数不清的石头是皮的鳞。这时我才感觉到这没有一点生气的皮跟在草丛里曲曲折折飞动的蛇一样地

可怕。我知道，蛇说来就来，你还没有瞅得清，它早已从草上蹿走。滹沱河也一定能。

算起来是 1929 年的秋天，我已在村里小学校读一年级。一天，窗户才透亮，我梦醒似的睁开了眼，

仿佛被谁猛推一下，我首先感到了一种大到似乎听不见的声音，它应当是声音，但天和地因有它而变得异

常地寂静了：一切已知的和熟悉的声音都被它吞没了。我问祖母：“这是什么动静? ”祖母小声说：“大河

发 水 了 。 ” 大 河 就 是 滹 沱 河 。 我 一



骨碌从炕上下到地上，衣服不穿，拔腿朝门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为什么不叫醒我? ”“它半夜来的，

它来谁也不知道。”

这时，我似乎听见全村的几百条狗都在呻吟，哪里是叫！我家的两条狗正仰着脖子，但我没有听到叫

声。狗也觉得奇怪，不叫了，缩着脖子伏在地上，两只耳朵直竖了起来。那声音，不，那滹沱河一会儿像

是从深深的地下喷出来的，一会儿又觉得天空在打闷雷，像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祖母又一次对我说：“这

就是滹沱河。”这时，我虽还没有见到滹沱河，却真的已感到它来了。这一片呻吟般的狗吠声，村里人远远

近近的呼唤声，平常谁的声音我都能听出来，此刻全分辨不出来了。这就是滹沱河来了的气势。

祖母双手伸开，拦着不让我去。她哪里能拦阻住我，我不是个小滹沱河吗? 滹沱河的声息越来越大，

大水仿佛淹没了我们的村子。我听见有谁立在房顶上闷声闷气地喊：“后生们，快堵水去，带上铁锹，带上

四齿铁耙！”我当然是个小后生，照吩咐扛上锹，跑向大门外，人们全都朝大河那里跑，我融进了人流之中

……

我不歇气地随着大人们跑着，一过关头，赫然地望见了滹沱河，它不像水在流动，是一大块深褐色的

土地在整个地蠕动。看不见飞溅的明亮的水花，是千千万万匹野兽弓起了脊背在飞奔。它们由于飞奔，一

伸一缩的身躯拉长了多少倍，形成了异常宽广的和谐的节奏。滹沱河分成了明显的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凝

重的水的大地，上面是飞奔的密密匝匝一色的野兽，它们仿佛空悬地飞奔在水的大地上。我所听到的那淹

没一切的声音，正是这千千万万匹野兽的狂吼，还有它们践踏的水的大地的喘息声。

姐姐和宝大娘挑野蒜的那片树林子已不见了，灰色的沙和石头全都不见了，显然都被滹沱河活活吞没。

我现在才明白姐姐说的岸是什么，岸是河时刻想吞噬的颤栗不安的大地。大后生们不准我和别的小后生们

走向岸边，但我还是钻过了赤裸的与滹沱河同色的脊梁和腿脚的栅栏，走到河的跟前。我觉得脚下的地似

乎不由自主地扑向河，我伸手到浑浊的河里，我想摸摸滹沱河，它几乎要把我揪到它的怀抱，我感触到它

强有力的手掌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有一个汉子把我提起来，扔到人群的后面。

几天以后，洪水消退，我去看了一次滹沱河。岸又显出来了，石头又露出来，滹沱河似乎没有远走，

像是整个地陷落进了深深的大地的内部，它随时能走出来。

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又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

括它那深褐色的河水，那颤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几十年来，每当濒于绝望

时，我常常被它的呼吼声惊醒过来。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

A. 本文的命名方式与《我与地坛》相似，都是以家乡地理景观为切入点，表达了对亲人深切的思念。

B. 本文与《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样，赋予河流以人格，表现自然环境对“我”成长的巨大影响。

C. 本文通过孩子的视角观察和描写滹沱河，呈现了滹沱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让文本充满童趣。

D. 文中画线的部分写到后生们的身体与滹沱河同色，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同滹沱河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关于滹沱河发水过程的描述，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整个过程的描述层次清晰，首先描写家中情形，主要侧重听觉，之后描写河边状况，综合了视觉、

听觉等多种感觉。

B. 文中从听觉方面写滹沱河发水，还调动了多种声音加以烘托，如狗的“呻吟”吠叫、村人“远远近

近”的喊声、混沌于天地之间的响声等。

C. 本文描写大水形态时语言充满动感，气势磅礴，用“蠕动”和“飞奔”的鲜明对比凸显发水前后的

变化。

D. 听闻发水后“我”突破祖母拦阻，钻过人群到河跟前，体现出了“小滹沱河”与滹沱河的相似之处。

8. 请梳理文本中“我”对滹沱河情感的变化过程。

9. 文章最后一段说“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请谈一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二) 阅读Ⅱ【四川、河南、陕西、山西 使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文本一：

我的漫画 

丰子恺
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

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

我从小喜读诗词。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常把它译作

小画，粘在座右，随时欣赏。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

反而累赘。有人看了我的画，惊骇地叫道：“噫，这人只有一个嘴巴，没有眼睛鼻

头！”“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 ”对于他们，我实在无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

“无言独上西楼”“几人相忆在江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便是那时的作

品。

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

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

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这些画我今日看

时，一腔热血还能沸腾起来。这就是“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爸爸回

来了”等作品。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仿佛觉得年光倒流，返老还童，从前的憧憬，依然活跃在

我的心中了。

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

浮出一只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市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子”。我住

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作“市井小景”“邻人之爱”； 客居乡村，就作“话桑麻”

“柳荫”。这些画中的情景，多少美观！这些人的生活，多少幸福！ 我明知道成人社会还有黑暗的一面，

我的笔不忍描写，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①西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

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都市奇观”“䰞儿”“警报解

除后”“轰炸”就是这类的作品。

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觉得触目惊心。我想，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

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我的笔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寻

求更深刻的画材。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作了一幅“生机”。有一天到友人家，看



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在汉口看见一枝

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又作了一幅“大树被斩伐”。②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沉郁者，意在

笔先，神在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此言先得我心。

(有删改)

文本二：

美与同情 

丰子恺

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各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

所见各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

但画家所见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的

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

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

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在中国画家是很好

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

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

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及于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及于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

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泣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

的送春归； 用实用的头脑看来，这些都是诗人的疯话。其实我们倘能身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

及于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没

有体得龙马的活力，不能画龙马； 没有体得松柏的劲秀，不能画松柏。中国古来的画家都有这样的明训，

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 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

是“物我一体”的境涯，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

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③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

像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

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

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即使外部饱受压迫，内部仍旧



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

西洋艺术论者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

的感情移入其中，没入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经验到美的滋味。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

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没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身的饥寒与疲劳。小孩子真是人生的

黄金时代！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

平的世界。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本一记述自己漫画创作的题材从“古诗句” “儿童相” “社会相”到“自然”的转变，表明现

在创作优于过去创作的价值评判。

B. 文本一列举大量漫画作品的名字，一方面是回顾自己创作历程的需要，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在绘画

理论上对艺术的现实性的追求。

C. 文本二中，同样看树，博物家、园丁和木匠有一种态度，而画家采取另一种态度，前者更多考虑实

用的目的，后者则注重对于形式本身的欣赏。

D. 两个文本整体上使用白话口语，但也插入一些文言句式或诗意表达，如“先得我心” “子规的啼

血” “桃花的笑东风”等，造成一种刻意雕琢、追求庄重的效果。

7. 对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句子①引用西方谚语，意在指明漫画具有一种社会功能：通过讽刺笔法介入社会，对现实社会予以

批判和改造。

B. 句子②中作者自比“沉郁的诗人”，指的是自己倾向于将忧愤深沉的情感融入看似寻常的一草一木，

加以描摹传达。

C. 句子③中连用三个“认真地”，不仅强调儿童的“同情心”比起成人更加“真切而自然”，也体现出

他们有意对抗外部的“压迫”。

D.句子④中“黄金时代”的比喻，既指作为人生阶段的童年时代，又代表了对建立在“美的世界”基

础上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8. 为什么说“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 请结合文本二的内容简要分析。

9. 请结合文本一的记叙，简要分析“感情移入”在丰子恺漫画创作中的体现。



(三) 阅读Ⅲ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乐天。乐天始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

(作者自注：具乐天与予书。)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

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

甲科。由是《求玄珠》《斩白蛇》等赋，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未几，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

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

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

“元和诗”。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

写模勒①，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作者自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

卖于市肆之中也。)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③。”

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诏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

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

至于乐天之官秩景行，与予之交分浅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书。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节选自《元稹集》卷五十一)

[注] ①模勒：仿照原样雕刻。②微之：元稹字微之，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10.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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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涂对一处

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贞元 A 末 B 进 C 士尚驰 D 竞 E 不尚文 F 就中 G 六籍 H 尤摈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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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骚》，文中指《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

B. 会，恰巧、适逢，与《陈涉世家》中“会天大雨”的“会”意思相同。

C. “召而问之”与《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而”用法不相同。

D. 刺 ， 指 担 任 州 刺 史 或 郡 守 ， 与 《 屈 原 列 传 》“ 以 刺 世 事 ” 的 “ 刺 ” 意 思 不 同 。



12. 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白居易自小聪慧，与一般儿童不一样，刚开始学说话时，就能明确无误地分辨出“之”与“无”字，

后来他在给元稹的书信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细节。

B. 礼部侍郎高郢开始用儒家经典来决定录取或黜退，白居易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所创作

的《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在新进士中广泛流传。

C. 由白居易、元稹所引领的新诗风十分流行，时人纷纷仿效，称之为“元和诗”，扬、越等地常常有

人雕版印制元、白二人的诗作，并叫卖于市井之中。

D. 元稹在会稽时亲自收集并编辑了白居易的作品，共成五十卷，因为考虑到次年皇帝要把年号改为

“长庆”，就把这部作品集命名为《白氏长庆集》。

13. 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 未几，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

(2) 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14. 根 据 材 料 ， 说 说 在 元 稹 看 来 “ 叙 文 之 要 ” 应 包 含 哪 些 内 容 。



(四) 阅读 IV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5~16 题。

秋 怀 邵 雍

寒露缀衰草，凄风摇晚林。

鸟声上复下，天气晴还阴。

节改一时事，人怀千古心。

谁云子期死，举世无知音。

15. 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全诗的结构安排清晰明了，前四句描写秋天景色，后四句则是展开议论。

B. 诗歌从寒露、凄风、鸟声、晴阴等多个角度落笔，使秋日景色立体可感。

C. 诗人了解人性中软弱的一面，指出人或许会在一念之间改变自己的气节。

D. 诗的尾联使用了“伯牙绝弦”的典故，以此展现出诗人宽广自信的胸襟。

16. 孔 子 说 ：“ 德 不 孤 ， 必 有 邻 。” 请 结 合 这 句 话 ， 谈 一 谈 你 对 本 诗 主 旨 的 理 解 。



(五) 名篇名句默写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子路表示自己如果治理一个危难中的中等国家, 三年

之后, “        ,            ”。

(2)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          ，          ”两句，通过河中画船、天空飞鸟描

绘出长江上的美丽景色。

(3)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使用相邻的两个数字来表示一个大概、差不多的数量，这种用法在古诗词

中 也 很 常 见 ， 如 “            ，            ”。



二、语言文字运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2 题。

彗星，也称“帝星”，是由冰、尘埃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组成的一类小天体，因形状如扫帚而得

名。大多数彗星比较暗弱，通常需要借助天文望远镜或其他专业设备才能观测和拍摄到，因而肉

眼可见的彗星  ①  。近来引发观星热潮的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正是一颗肉眼可见的大彗星，

它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首先发现的。这颗彗星在一个近抛物线的椭圆轨道上运行，环绕太

阳运行一周需要 61751 年，即每过六万多年才有机会见到。该彗星亮度很高，2024 年 10 月中下

旬是最佳观测期，在此期间人们裸眼就能看到壮观的彗尾。

在网友们分享的众多照片和视频中，还出现了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与北京西郊玉峰塔、颐和

园十七孔桥、西藏的雪山“同框”的作品，天文景观与地理景观  ②  ，美不胜收。有“追星人”

表示，能够亲眼目堵这六万年一遇的星际邂后，堪称宇宙级的浪漫体验。10 月下旬之后，这位天

外来客托着修长的大尾巴渐行渐远，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18. 下列词语与文中加点的“帚星”得名方式最接近的一项是

A. 汤勺           B. 云鬓

C. 草堂           D. 花车

19. 文中第二段有多处错别字，请找出两处并加以改正。

20. 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21. 文中画波浪线的“追星人”指什么? 为什么要加引号?

22. 某少儿科普栏目计划在最佳观测期前夕，推出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的卡通形象。请根据以上材料，替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写一段自我介绍，要求信息准确、语言流畅，不超过 80 个字。



三、写作【云南 青海 使用】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梁启超《敬业与乐业》

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

少于 800 字。

三、写作【陕西 使用】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辩论赛这样的活动形式是否有利于推动知识的进步，增进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请明确立场和观点，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

少于 800 字。

三、写作【四川 河南 山西 使用】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本试卷阅读Ⅱ的材料二中说：“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把这点心灵阻

碍或消磨了。”

你是否同意上述说法? 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

少于 800 字。

三、写作【宁夏 使用】

23.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择一事终一生。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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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112112104006141

https://d.book118.com/888112112104006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