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合肥市六校 2024-2025学年高三上期中联考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深海探索包含两个概念：一是探索深海的水圈，包括水体及其生物；二是探索深海底下

的岩石圈，指的是石头。水圈的变化过程快，讲的大多是现在的事情；岩石圈的变化过程慢，

讨论的往往是超过人类寿命的时间尺度，动不动讲万年、亿年。现代科学 300年的发展，拓

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能够摆脱地心引力而进入太空；但是在时间域里还是寸步难行，

既进不到未来，也回不到过去。好在空间上的拓展也能弥补时间上的不足，深海的发现可以

成为一把时间的新标尺，犹如进入立体影院戴上了 3D眼镜。

古人吟诗作对时喜欢讲花卉月亮，赌咒发誓时通常用山岳海洋，其实山和海也是会变的，

只是“海枯石烂”容易，“翻江倒海”难，时间尺度并不相同。两者的时间尺度为什么不同

呢？“海枯石烂”是气候变化，变的是海水；“翻江倒海”是构造运动，变的是地壳。在

“板块学说”建立之前，人们习惯上把构造变化都叫作“地壳运动”，现在知道这并不确切，

因为板块运动不光是地壳，而是整个岩石圈在运动。

弄清楚岩石圈和地壳的关系非常重要。100年前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碰到的第

一个钉子就在这里：地壳长在地幔上，都是硬碰硬的岩石，怎么“漂移”呢？魏格纳确实错

了，“漂”的不是大陆的地壳，而是大洋的岩石圈。岩石圈由两部分组成：上部是地壳，下

部是地幔的顶层。按照现在的“板块学说”，是岩石圈在软流圈上“漂”，上地幔的顶部和

地壳都是刚性的石头，合在一起组成 60～120km厚的岩石圈。所谓板块就是浮在软流圈上的

岩石圈，软流圈因为高温高压的作用，能够以半黏性的状态缓慢流动，这就解决了“漂移”

的难题。当然，“板块学说”的关键其实还是在地壳，在于大洋地壳的新生和隐没。

“板块学说”成功的关键，是在深海海底发现了大洋地壳如何形成，具体说是从大西洋

的洋中脊入手，发现新的大洋地壳在这里形成，洋壳的年龄向东西两边都变得越来越老，这

就证明了海底在扩张。扩张中的海底使大洋岩石圈向东西两侧拓展，把大陆岩石圈推开，这

就是板块运动。岩石圈的时间尺度比水圈的长，海岸线只是水圈分布的海陆界限。海岸线会

随着潮汐周期或者冰期旋回中海平面变化而移动；而大洋和大陆岩石圈的界限不同，是两类

地壳相当稳定的界限。通常所说地球表面大陆占 29%、海洋占 71%是按水圈分的；按照岩石圈

的分布，地球上大洋岩石圈的面积只是略大于大陆岩石圈。

有了深海探索的结果，现在洋壳的形成过程和岩石成分都比较清楚，而陆壳的形成却要

复杂得多。原因在于这两类地壳十分不同：陆壳主要是花岗岩类基底，而洋壳是玄武岩类基



底。因为玄武岩比重大，大洋岩石圈比大陆岩石圈重，在软流圈上往下沉，这才形成了深海

盆。厚度也不一样，大洋岩石圈厚 50～140km，大陆岩石圈厚 40～280km，其中大洋地壳厚度

不到 10km，大陆地壳厚度有 25～70km。现在地球上大陆的平均高度约在海平面以上 840m，

大洋的平均深度将近 3700m，地形分布出现这种“双峰”现象的只有地球才有。太阳系固态

星球的表面，往往像月球那样布满撞击坑，满目疮痍，只有金星的表面和地球最为相近，同

样也有强烈的地形起伏，但是因为没有板块运动，金星上产生不了陆壳，地形分布就只有一

个“峰”。所以说陆壳是地球的“专利”。陆壳的化学成分也非常特殊，比如说单单硅一个

元素就占据质量的 60.6%，这种情况在太阳系里独一无二。

两类岩石圈之间更加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形成的年龄。陆壳的年龄比洋壳老得多，原

因在于两者的产生机制根本不同。洋壳的产生是个简单的连续过程，新洋壳在洋中脊产生的

同时，老洋壳在俯冲带消失，所以洋盆不断地在“换底”，世界上最老的洋壳也不过 2亿年。

陆壳的形成过程复杂，新陆壳在俯冲带和地幔柱形成，而形成的机制与时间分布至今还在争

论，只知道陆壳的平均年龄就高达 22亿年。大陆地壳并没有大洋地壳那种“推陈出新”的机

制，虽然地质历史上大陆的形成和破坏已几经反复，原有的大陆经过了多次分解与拼接，但

是核心部分的“元老”仍然地位稳定，被称为克拉通（craton）。    

正是大陆地壳年代的古老性和成因的复杂性，使得地质学家经过 200多年的努力，始终

没能理解其运动机制。相反，大洋深处的岩石圈比较活跃也比较简单，半个多世纪深海地质

的新发现，就解答了大陆地质中令人长期困惑的百年难题。

（摘编自汪品先《深海浅说》）

1.文中提到深海探索包括探索深海的水圈和岩石圈，下列关于水圈和岩石圈的说法不正确的

一项是（     ）（3分）

2.A. 水圈变化快速，其内容常与当下紧密相关。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舞台，短时间内不断演

绎着当下的多种现象。

3.B. 岩石圈变化缓慢，时间尺度超过人类寿命。如一部厚重历史书，记载着地球漫长岁月的

沧桑巨变。

4.C.深海发现可成为时间新标尺，如戴 3D 眼镜进影院。为认识地球历史提供新视角，弥补

时间研究不足。D. 水圈和岩石圈变化时间尺度较为接近。它们如同携手同行的伙伴，在时间

变化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5.下列关于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6.A. 通常所说地球表面大陆占 29%、海洋占 71% 是按水圈划分的，按照岩石圈的分布，地

球上大洋岩石圈的面积只是略大于大陆岩石圈。



7.B. 海岸线是水圈分布的海陆界限，会随着潮汐周期或者冰期旋回中海平面变化而移动；而

大洋和大陆岩石圈的界限是两类地壳相当稳定的界限。

8.C. 地球的陆壳主要是花岗岩类基底，洋壳是玄武岩类基底，由于玄武岩比重小，所以大洋

岩石圈比大陆岩石圈轻，在软流圈上往上浮。

9.D. 现在地球上大陆的平均高度约在海平面以上 840m，大洋的平均深度将近 3700m，太阳

系中地形分布出现 “双峰” 现象的只有地球。

3.下列选项，不属于文章第二段中“海枯石烂”或“翻江倒海”范畴的一项是（     ）（3
分）

A．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中“海潮随月大，江水应春生”描绘了海水周期性涨落的现象。

B．在唐朝时扬州还是观潮的好地方，而后海平面不断回升，泥沙逐渐堆积出今天的长江三角

洲。

C．几万年前大冰期时，随着海平面的大幅下降，东海和黄海的很多区域变为连成一片的陆地。

D．2000 多万年前中国西部隆升、地形倒转，长江大河流向翻转，方才有了“一江春水向东

流”。

4．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深海探索包含水圈和岩石圈两个部分，岩石圈变化过程缓慢，通过研究深海岩石圈能够帮

助人们了解地质历史时期的信息，弥补人类在时间域探索的不足。

B. 板块运动是整个岩石圈的运动， “板块学说” 的关键在于大洋地壳的新生和隐没，可以

推测在板块运动过程中，大洋地壳的变化对于地球的构造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C. 依据地球形成深海盆的相关缘由推测，在太阳系的其余星球当中，倘若存在着和地球类似

的关于岩石基底差异的情形，那么也可能出现类似地球深海盆那样的地形。

D. 鉴于陆壳的形成过程复杂，年龄古老，且其核心部分的 “元老” 地位稳定，所以在研究

大陆地质运动机制时，这些古老的 “克拉通”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5. 这篇科普文在讲解复杂海洋知识时，运用了哪些方法使得内容既易于理解又生动有趣？请

结合文本进行分析。（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秋风秋雨愁煞人

庐隐

淡雾仿若轻烟，笼住湖水与岗峦。远处翠翠隐隐，紫雾漫漫。舟子摇着双桨，低唱小调。

凌峰吩咐舟子将船拢了岸，踏着细草，走过一箭多路，来到一座孤坟边。四围满是霜后的枫

叶，鲜红比血，照眼生辉。树梢头哀蝉穷嘶，似诉将要僵伏的悲愁，促织在草底若歌若泣。

她在这冷峭的秋色秋声中，忽想起五年前曾在此地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坟旁青苔斑斓，

字迹模糊。她从地上捡了一块瓦片，将青苔刮尽，露出几个字是“女烈士秋瑾之墓”。

“哦！女英雄。”她轻轻低呼着。

那夜微冷的西风，吹拂着庭前松柯，发出凄厉的涛歌。沙沙的秋雨，滴在梧桐叶上。她

正坐在窗下，忽见门帘一动，进来一个英风满面的女子，原来是表姐。她神色露着张惶，急

将桌上洋灯吹灭，低声道：“凌妹真险，你领我从你家后花园门出去，迟了他们必追踪过来。

”凌峰莫名其妙地张慌着！她们冒雨出去，向北转过去。凌峰开了后门，把她送出去，连忙关

上跑到屋里，还不曾坐稳，已听见前面门口有人打门！她勉强镇定了，看看房里母亲，已经

睡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壁上的时针正指在十点。看门的老王进来说：“外面有两个侦探要见

老爷，我回他老爷没在家，他说刚才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进了咱们的家门，那是一个革命党，

如果在这里，须立刻把她交出来，不然咱们都得受连累。”凌峰道：“你告诉他没有人进来，

也许他看错了，不信请他进来搜好了……

母亲已被惊醒，推枕起来。凌峰背着人悄悄将适才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不禁垂泪：

“你姑爹姑妈死得早，可怜剩下她一个孤女……又是生来气性高傲，喜打抱不平，现在竟做了

革命党，哎！若果有什么意外怎么办？”十二点多钟凌峰的父亲回来了，也是一夜担心，昨夜

风雨，不知她躲在什么地方。

过了几天，忽从邮局送来一封信，正是秋瑾的笔迹。凌峰的父亲忙忙展读：舅父母大人

尊前：

前夜自府上逃出，正风雨交作，泥泞道上，仓皇奔驰，满拟即乘晚车北去引避，不料官

网密密，甫到车站，已遭逮捕。前途凶多吉少，则可预臆也。但甥自幼孤露，命运厄蹇，又

念皇皇华胄，摧残于腥膻之满人手中，谁能不冲发裂眦，以求涤雪光复耶？甥不揣愚鄙，窃



慕良玉木兰之高行，妄思有以报国，乃不幸而终罹法网，此亦命也。但望革命克成，又复何

憾？唯夙蒙舅父母爱怜，时予训迪，得有今日，罔极深恩，未报万一，一旦溘逝，未免遗恨

耳！别矣！别矣！临楮凄惶，不知所云。

肃叩 福安！

甥女秋瑾再拜

母亲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就到处去托人求情，但朝廷这时最忌党人，虽是女流也

不轻赦，等到七天以后，就要绑到法场行刑。父亲不敢把这惊人的信息告诉母亲，只说已托

人求情，或者有救，母亲每日在佛堂念佛，求菩萨慈悲，保佑这可怜的甥女。

这几天秋雨连绵，秋风瑟瑟，秋瑾被关在重牢里，手脚都上着镣铐，脸上早已惨白，没

有颜色。她坐在墙犄角里，黯然吟道：“秋风秋雨愁煞人！”念完这诗句，她紧紧闭上眼睛，

但是最终傲然地笑了。

行刑的头一天，她的舅父托了许多人情，要会她一面，但只能在铁栏的空隙处，并且时

间不得过五分钟。秋瑾这时脸色已变得青黄，两只眼球凸出，十分惨厉可怕。她舅父从铁栏

里伸进手来，握住她那铁镣锒铛的手，禁不住流下泪来。秋瑾怔怔地凝注他的脸，不禁惨笑，

摇头，凄厉地说：“舅舅保重！”她的心好像碎了，晕然倒在地下，舅父在外面顿足痛哭，而

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到了第二天十点钟的时候，道路上人忙马乱，荷枪实弹的兵士，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

蒸腾。几辆囚车，载着许多青年英豪志士。最后一辆车上，便是那女英雄秋瑾。凌峰远远望

见，不禁心如刀割呜咽地哭了。街上看热闹的人，对于这些为国死难的志士，有的莫名其妙

地说：“这些都是革命党？”有的仿佛很懂得这事情的意味的，只摇着头，微微叹道：“可怜！

”最后囚车的女英雄出现了，更使街上的人惊异，“女人也做革命党，真是破天荒的新闻！”这
些英雄，一刹那间都横卧在刑人场上，他们的魂魄，都离了这尘浊的世界。秋瑾的尸骸，由

她舅父装殓后，便停在普救寺里。

过了不久，革命已告成功，各省悬上白布旗帜，那腥膻的满洲人，都从贵族的花园里，

四散逃亡，皇帝也退了位。各处人士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尤是其中一个努力的志士，

因公议把她葬在西湖，使美妙的湖山，更增一段英姿。

凌峰想到这里，但见荒草离离，白杨萧萧，举首天涯，兵锋连年，国是日非，哪里是理

想的共和国家？她不由得悲绪潮涌，叩着那残碑断碣，慨然高吟道：

枫林古道，荒烟蔓草，何处赋招魂！

更兼这——



秋风秋雨愁煞人！

她正心魂凄迷的时候，舟子已来催上道。凌峰懒懒出了枫林，走到湖边，再回头一望，

红蓼鲜枫，都仿若英雄的热血，她不禁凄然长叹。上了小船，舟子洒然鼓桨前进，不问人是

何心情，他依然唱着小调。只有湖上的斜风细雨，助她叹息呢！

（原载 1927年 6月《蔷薇周刊》，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7.A. 小说开头描绘了萧瑟的秋景，霜后的枫叶、哀蝉、促织等景象不仅渲染了凄凉的氛围，

也为后文凌峰回忆秋瑾之事奠定了情感基调。

8.B. 秋瑾被侦探追捕时躲进凌峰家，体现了她当时的慌乱和无奈，而凌峰及其家人在面对侦

探询问时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们对秋瑾安危的担忧。

9.C. 小说详细叙述了秋瑾等志士遇害的经过，在清廷灭亡、皇帝退位后，秋瑾被公议葬于西

湖，暗示革命虽成功但仍有诸多遗憾。

10.D. 街上看热闹的人，对于这些为国死难的志士们态度各异，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微微叹

息，有的对女革命党感到惊异，说明当时民众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不一。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 小说运用插叙的手法，通过凌峰的回忆展开秋瑾的故事，使情节在现实与回忆之间交织，

丰富了文章内容，也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B. 文中环境描写细腻入微，如开头的秋景描写，以及秋瑾被捕那夜 “微冷的西风”“凄厉

的涛歌”“沙沙的秋雨” 等，营造出压抑、紧张的氛围，衬托出人物的心境。

C. 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如对秋瑾的外貌描写 “脸色已变得青黄，

两只眼球凸出，十分惨厉可怕”，生动地展现出她在狱中遭受的折磨。

D. 小说的语言风格典雅华丽，大量使用生僻的词汇和复杂的句式来增强文学性，同时也频繁

引用诗词，使文章充满古典韵味，符合革命题材的庄重感。

8．文本中多次出现 “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话，请结合文本分析这句话在文中的作用。（5 分）

          

          



9．在文本中，作者对秋瑾的经历展开了虚构创作。请依据文本内容，阐述文中具体虚构了哪

些情节，并分析这些虚构情节在秋瑾人物塑造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题。

材料一：

及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

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

弱者丧社稷。

（节选自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

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自汉以来，学者耻

言商鞅，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

则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

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

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

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之术者，必先

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

也。

用商鞅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节选自苏轼《论商鞅》）



材料三：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众怒之不可犯，众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商鞅之言，何为至今

而不绝邪？无他，商鞅者，乍劳长逸之术也。用此而谏争绝，桎梏脱，则虽目劳于刑名文籍

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骄乐，可晏享而不辍。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恶能不以此为两得之术

哉！

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

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

设大辟于此，设薄刑于彼，细极于牛毛，而东西可以相窜。见知故纵，蔓延相逮，而上

下相倚以匿奸。闰位之主，窃非分而寐寝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为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

受天命，正万邦，德足以威而无疚愧者，勿效尔为也。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

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狱吏无能移也。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

10．材料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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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秦固天下 A 之强国 B 而孝公 C 亦有志之君也 D 修其政刑 E 十年 F 不为声色 G 畋游之所败。

11．下列对材料中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材料一中“庶人之富者累巨万”的“庶人”，与《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中“是使民养生丧

死无憾也”的“民”意思相近，都指普通百姓。

B.材料二中“家给人足”的“给”，与《林黛玉进贾府》中“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

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里的“亲”一样，都是使动用法。    

C. 材料三中“见疾于民”的“见”，和《孔雀东南飞》中“君既若见录”的“见”意思和用

法不相同。

D.材料三中“谏争绝”的“谏”，和《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

受上赏”的“谏”意思相同，都有“规劝君主、尊长等改正错误”的意思。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材料一中班固提到商鞅变法后，秦国在经济上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富人积累了巨

额财富，而穷人只能吃糟糠。

B. 苏轼在材料二中指出商鞅变法使秦国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却胆小怕事不敢私斗，这是导

致秦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本原因。

C. 材料三中王夫之认为商鞅的言论至今不绝的原因是其方法有让人先劳累后享受安逸的特点，

能满足一些君主的需求。

D. 三则材料都对商鞅变法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商鞅变法带来的影响，有对

经济的、社会风气的、法治方面的。

13．请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2）则虽目劳于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骄乐，可晏享而不辍。

          

14．请结合三则材料，分析三则材料中作者对商鞅变法的态度各有什么不同。（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5--16题。

和①仲蒙夜坐

文同

宿鸟惊飞断雁号，独凭幽几静尘劳。

风鸣北户霜威重，云压南山雪意高。

少睡始知茶效力，大寒须遣酒争豪。



砚冰已合灯花老，犹对群书拥敝袍。

【注】①题中“和”，读 hè，指唱和，和答。仲蒙是诗人的友人。

15．下面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首联描绘了宿鸟被惊起、孤雁哀号的画面，营造出一种喧闹杂乱的氛围，表现出诗人孤寂

困苦的心情。

B．颔联通过多种自然景象，从不同感官角度描写了北风呼啸，霜气肃杀，阴云密布，大雪将

至的景象。

C．颈联通过细节描写，表现诗人在寒夜中难以入眠，感受到茶的提神作用，又因大寒而借酒

来驱除寒意。

D．尾联刻画一个生动的画面：砚台里的水已结冰，灯花即将燃尽，而诗人裹着破旧的长袍，

专注阅读。

16.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道：“作诗不过情、景二端。”请结合诗句分析《和仲蒙夜坐》

中，怎样具体体现这一观点？（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在《虞美人》中，李煜用“              ，               ”两句，表达因季节的轮回勾起对往

昔的回忆，自己沉浸在对故国的思念和伤感之中。

（2）在《赤壁赋》中，苏轼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概括了曹操的军队在攻破

荆州后顺流东下时的军容之盛。      

（3）唐诗宋词中，文人常常用“梦”来书写人生际遇或抒发人生感慨，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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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13302404

3011002

https://d.book118.com/986133024043011002
https://d.book118.com/98613302404301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