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届高三仿真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17分） 

材料一： 

在丹皮尔的著作《科仿真学史》中有这样一句话：“科学解释按

其本质来说，一般也就是用我们的心灵比较熟悉的现象来说明新的现

象。”实际上科普大抵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用公众日常生活中所熟悉

的来解释他们未必熟悉的，或者可以这样说，科普要从受众已经知道

了什么开始。 

但是对于某些参与到科普之中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在

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是来讨论科学的，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单刀直

入，直奔正题。这其实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在开始之前不能达成

共识，或者说不知道目标受众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和层次，那就很难达

到预期效果，因为有时候你叙述的是他们完全不懂的，或者是他们完

全不感兴趣的，往小了说这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往大了说这无益于

“鸡同鸭讲”“对牛弹琴”。这也就是说，在正式开始之前，双方要达成

共识，寻找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交流和沟通，实际上这也是为

了后续的交流能够“共情”。 



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这

种“融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难以察觉的，他们消费科学和技

术产品，但是往往并不知道这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就此而

论，科学实际上在某些“消费者”看来跟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当

然这种距离往往是心理距离或者认知距离，而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

同时，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赏识的东西，都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所以

有必要从公众理解的角度来探讨科学，传播科学，但是理解的前提就

是需要他们知晓科学。至于如何知晓，那就需要从他们日常生活中所

接触到的东西入手。 

为什么我们主张科普需要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开始呢？我想原因

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非科学从业者来说，走出校园之后

他们就很少会系统性地接受科学方面的信息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也

放在了解决“吃穿住用行”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方面。因而从他们关

注的方面着手也能获得传播科学的最大公约数。第二，公众的身边之

事往往是他们沉溺其中而没有真正体会到这里蕴含着大量科学的“琐

事”，从这些地方出发，更能激发出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能够

引领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经济、文化

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科学文化也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文化，而

是为广大公众所接纳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应该成为一种精神

气质，那么公众的身边之事往往会成为普及科学、建设科学文化的“变



压器”。就目前来说，让所有人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实现起来还有难

度，但是科研人员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要比非

科学专业人士对科学的理解更深入，因而从“就低不就高”的角度来说，

让科普“放低身段”从受众的身边之事做起更容易达到效果。 

（摘编自王大鹏《科普不妨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 

材料二： 

通常来说，我们说某个人不说“人话”带有某种侮辱的意思，但是

在科普这个问题上，“说人话”可能是科普人员需要掌握的一种技能。

当然这里的“说人话”意指说普通公众能理解的话，或者说就是要用大

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毕竟科研人员经过

“十年苦修”而习得的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不太可能期望普通人能够“一

夕顿悟”。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从受众的视角

去思考和看待问题；不过也有人并不认同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只满足了某些特定的受众，也就是具有很多“前置知识”的受众，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也许某些消费科学内容的人本身就是对科学感兴

趣的人呢。而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的受众，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理解科

学，那么“说人话”依然是必须的。 

在谈到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很多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记者会

抱怨说科研人员不“说人话”，不会讲故事。实际上，他们这里谈到的



是受访人员无法将专业术语进行转化，这会使得访谈人员和受众“如

坠云雾”，继而不得要领，我们也丧失掉了一次开展科普的机会。 

当然，我们这并不是说术语不好，而是说术语应该用在适当的场

合，比如学术交流过程中。这就好比足球运动员与球鞋的关系，不是

说他们不能穿球鞋，而是说最好不要在室内穿球鞋，球鞋最适合的场

所是球场上的草坪。术语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

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节省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它也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共同体的集体认知。“隔行如隔山”，如果你不是

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可能真就不明白某些术语到底是什么意

思。但是，当我们从学术交流撰写大众传播的时候，就需要警惕对专

业术语的使用。实际上，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的诅咒”。 

（摘编自王大鹏《科普要尽量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心理距离或者认知距离使得某些“消费者”觉得跟科学有一定的

距离，但实际上科学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B.需要从公众理解的角度来探讨、传播科学，是因为得到公众的

理解和赏识的东西，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 



C.让更多的人理解科学，就必须“说人话”，获得更多的受众，而

不仅仅局限于本身就对科学感兴趣的人。 

D.科普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能够引发“共情”，激发探索欲，

宣传到位，普通群众很容易认识科学本质。 

【答案与解析】D （“宣传到位，普通群众很容易认识科学本质”

曲解文意，材料二“不太可能期望普通人能够‘一夕顿悟’”。）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科学家会觉得科普是浪费时间，难以“放低身段”，因为讨论科

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单刀直入，直奔正题。 

B.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科学文化是为

广大公众所接纳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C.术语应该用在适当的场合，科普人员应将专业术语进行必要的

转化，针对访谈人员和受众开展一次科普活动。 

D.从公众关注的方面着手能获得传播科学的最大公约数，是需要

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入手进行科普的原因之一。 

【答案与解析】A（“科学家会觉得……”范围过大，材料一原文

为“对于某些参与到科普之中的科学家来说”；另外，“科普是浪费时



间……”也错误，根据原文可知，某些参与进科普的科学家是觉得从

受众熟悉的开始比较浪费时间，不够单刀直入。） 

3.下列选项中最能支持“科普需要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观点的

一项是（3分） 

A.为了让公众理解参与科学，科普人员需要掌握“说人话”的技能，

打破受众与科学间的壁垒。 

B.某网发表的科普文章切中公众日常生活知识“痛点”，形式活泼，

生产者与读者形成了互动。 

C.社会公众参与科学要从信任开始，因为信任是关键，所以首先

应该确立彼此的信任关系。 

D.科普只要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然后逐渐“升级”，最后一定能

讲到科学的本质和方法。 

【答案与解析】B （A 重在强调科普要说人话。C 重在描述公

众参与科学“首先应该确立信任关系”这一前提，重在对“信任”的阐述，

与“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无直接关联。D 重在强调故事的趣味，没

有强调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 

4.请简要说明材料一使用了哪些方法阐述对科普受众分析的必

要性。（4分） 



【答案】 

①从丹皮尔的著作《科学史》中“科普要从受众已经知道了什么

开始”，指出了科普受众的认识起点。 

②从某些参与到科普之中的科学家认为科普是在浪费时间的看

法中，指出了科普受众知晓科学的必要性。 

③从当前的时代背景强调科普从公众的身边之事做起，指出了科

普受众的参与是科普的基础。（每点 2分，答对两点满分） 

5.假如你是学校科普协会的负责人，向协会成员作“如何科普宣

传”的报告，请结合材料列出你的报告要点。（6分） 

【答案】 

①用公众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来解释他们未必熟悉的。 

②从“就低不就高”的角度出发，让科普“放低身段”，从受众的视

角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交流和沟通。 

③科普人员要“说人话”，说普通公众能理解的话，面向公众时，

应“去术语化”。（每点 2分，答对三点给 6分，意思对即可）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小题。 

忆平乐 

冯 至 

六年前，十一月下半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只漓江

上的民船。那时正是长沙大火后，各地方的难民潮涌一般地到了桂林。

抗战以来，如果说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那么武汉撤退显然是第二

个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后的局势将要怎样发展，但对于将来都具有

信心。人们好像很年轻，报纸上虽然没有多少好消息，同时几乎天天

要跑警报，可是面貌上没有一些疲倦。 

在桂林住了半个多月，全国各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发生感应，

但是一上了漓江的船，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

样澄清，传不来一点外边的消息。我立在船头，当桂林的那些山峰渐

渐在我面前消逝时，我心里想，十月的下旬在赣江上，十一月的下旬

在漓江上，一东一西，中间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么一个大省，但是

民船，两个地方却没有一点不同，同样的船篷、同样的船身、同样的

船夫撑船的姿势。从空间我又想到时间：在战前，在百年前，漓江上

的航行也必定没有多少变化。山是那样奇兀，水是这样清澈，江底的

石块无论大小都历历可数。此外就是寂静、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

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破。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至于山水的奇丽还要算漓江。船过了

大墟，这条江水便永久被四面的山包围起来了。船在水中央，仿佛永

久在一座带形的湖里，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人没有事做，只有望着

四围的山峰。经过长久的时间，山峰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转了一个大

弯子，面前的山峰紧接着也改变了形象，原来船已经走出这“带形的

湖”，又走入一座新的“带形的湖”里。山的转变无穷，水也始终没有被

前面的山遏住。这样两天，过了阳朔一直到了平乐。 

在平乐，我们找到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

走越热，临行的前一天，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

在热的地方穿，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汽车在第二天清早就要开行。

我说，我们不妨到裁缝铺里试一试。我们于是在临江的一条街上买了

一件衣料，随后拿着这件衣料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地说来不

及了。最后到了一家，仍然是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样坚决，不

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们也就利用这一点可能的意味向

那裁缝恳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

工资。” 

“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

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增加。” 

“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们继续恳求，最后那裁缝被我们说动了，他说，“放在这里吧，

我替你们赶做——” 

我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他，继续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琐事。晚饭后，

一切都已收拾停当，我们决定早一点睡，至于那件夹衣，第二天清早

去取，想不会有什么耽搁。想不到睡得正熟的时候，忽然有茶房敲门，

说楼下有人来找。 

我睡眼朦胧地走到楼下，白天的那个裁缝正捧着一件叠得好好的

夹衣在旅馆的柜台旁立着。他说，这件夹衣做好了，在十二点以前。 

我当时很感动，我对于我的早睡觉得十分惭愧。我接过来那件夹

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张一元的

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

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

钟正打十二点。 

六年了，在这六年内听说广西也有许多变化，过去的事在脑里一

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来，敌人侵入广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样的大

地名天天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平乐也曾经一再地在报纸上读到。当我

读到“平乐”二字时，不知怎么漓江两岸的风光以及平乐那晚的经验都

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也

会有了变化，还有那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

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 



并且，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

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

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业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

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真正变得不

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

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现在敌人正在广西到处猖獗，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病菌

似的传布着，我坐在房里，只苦苦地思念起漓江两岸的风光和平乐的

那个认真而守时刻的裁缝：前者使人深思，后者使人警醒。 

一九四三年，写于昆明 

（选自《山水》） 

6.下列对文章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叙述武汉撤退后，尽管局势不容乐观，但“人们好像很年

轻”，脸上也没有倦容，表达了坚决抗日、抗战必胜的信念。 

B.文章说“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是作者同情裁

缝处境艰难，特意多给他点钱，可栽缝只接受应得的工资。 

C.平乐的裁缝是一个认真守时的平凡人，与平乐的山水一样地纯

净和朴素，却都在战乱时期给作者带来心灵的慰藉。 



D.文章中有两处“衣冠”，最后说“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病

菌似的传布着”，可见作者对某些衣冠人士的强烈愤慨。 

【答案与解析】B（“是作者同情裁缝处境艰难，特意多给他一点

钱”错误，作者多给他一点钱，是对裁缝的守时尽力心存感激，想以

此略表心意而非出于同情。） 

7.下列对文章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本文以时间顺序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经历，既有描写又有议

论，注重情感、哲理的融合，景、事、理有机统一，意蕴隽永。 

B.文中说衣服“在我的手里”“沉重得多”，委婉含蓄的表达了作者

内心受到的感动，照应下文作者六年后对裁缝深沉的怀念。 

C.文章运用排比手法、连用双重否定句，赞美农夫、手工业者均

能够恪守职责，感情洋溢，达到了加强语势、深化文意的表达效果。 

D.文章撷取平凡人物，通过裁缝师傅恪守信用这件事，以小见大，

展现劳动者身上闪光的品质，抒发作者对那里山水人物的赞美和思念。 

【答案与解析】C（“文章运用了排比手法”错误，文中并未运用

排比修辞。） 



8.文末写到“前者使人深思，后者使人警醒”，请结合全文理解“深

思”和“警醒”的内涵。（4分） 

【答案】 

①深思：对战争破坏美好生活进行了深刻反思，表达了对和平、

宁静生活的向往。 

②警醒：通过赞美裁缝对失去操守的“衣冠人士”进行讽刺批判，

警醒我们越是社会动荡越要保持操守和品格。 

（每点 2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

酌情给分） 

9.本文是一篇沉淀着哲理意味的诗化散文，你觉得文中主要蕴含

了什么哲理？对我们有何启示？请简要分析。（6分） 

【答案】 

哲理：现象时刻在变，精神永垂不朽。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

事也在变，但那些美好的事物不会随之而改变，如普通百姓做事认真、

恪守信用、待人诚恳的精神是永远不变的。 



启示：诚信做人，认真做事，弘扬工匠精神，不管外在环境如何

变化，都要坚守自我，决不随波逐流。只要大部分人能够如此，中华

民族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定能顺利实现。 

（每点 3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

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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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

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敬

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

来取东地于楚。王令群臣献计。上柱国子良入见，曰：“王不可不与

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

子良出，昭常入见，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

东地五百里，是去东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

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曰：“不可与也。虽然，王身出玉声，

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



于秦。”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

景鲤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

典主东地，且与死生。”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

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

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

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

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节选自《战国策·楚策二》） 

材料二： 

秦人留之（楚怀王），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欲立王子之在国

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今又传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乃诈赴于齐。齐得王召群臣谋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其人曰：

“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

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节选自《资治通鉴》） 

10.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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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夫隘楚太子A弗出B不C仁D又欲夺之 E东地 F五百里G不义 

【答案与解析】 

BDG 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 

句意：你们阻挠楚太子回国是不仁；又想抢夺楚国的东地五百里

是不义。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质，即人质。与《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必以长安君为质，

兵乃出”中的“质”词义相同。 

B.归，与文中的“去”相对，与《诗·周南》中“之子于归，宜其室

家”的“归”字用法相同。 

C.玉声，佩玉相击之声，借指为美妙的声音，是对楚襄王言语的

敬称。与“金玉良言”并不一样。 

D.矫，假托的意思，文中所指“昭常假传命令”，与成语“矫枉过正”

中的“矫”字含义不相同。 

【答案与解析】B（让……回去，使动用法；女子出嫁。两句中

的“归”字用法不同。） 



1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楚襄王接受齐王的放归条件，答应愿意献出东地五百里但只是

权宜之计，从后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并不真想把土地献出去。 

B.楚襄王善纳言、善用人。在齐国使者前来索要东地时，他召集

群臣谋划，广泛听取意见；并利用三个人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帮助解除

危机。 

C.古代君子“之于天下，义之与比”，子良、昭常、景鲤、齐国国

相虽然在是否应该献出东地的问题上意见不同，但都主张不能失信于

天下，落下不义之名。 

D.楚国深知仅凭一己之力不足以抵御齐国、秦国，都曾派出楚襄

王、楚怀王作为质子。为了抵御齐国，联合秦国共同对付齐国，楚国

不战而保全了东地。 

【答案与解析】C（“都主张不能失信于天下，落下不义之名”错

误，有原文“昭常入见，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

去东地五百里，是去东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

常请守之’”可知，昭常并没表示这个意思。）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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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13410503

600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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