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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中学高 2020 级高二下期一学月考试 

语文试卷 

命题人：王红、弓卓娜    审题人：何永芳  

（考试时间：150分钟    总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分） 

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3题。 

自从古代朝廷采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来，‚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始

终结伴而行。于是，针对考生开办的‚补习班‛便应运而生。 

说起古代的‚补习班‛，书院无疑名气最大、招牌最亮。书院分官私两类。

私人书院最早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官办的书院则是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

讲经之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

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进

而打破了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的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私人书院

主要是给业余时间愿意学习或是没有考中的学生提供的学习场所。 

进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北宋初期，私人开办书院的现象越来越多，据史

料记载，两宋时的书院达 700 所，且大多为地方上热爱教育和文化的人出资兴建。

他们花重金聘请已回乡或致仕的举人、进士或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老师，欧阳修、

梅尧臣、朱熹等都给书院的学生上过课。书院除了要求学生熟读四书五经，还锻

炼学生们写八股文的能力，熟悉八股文的格律、步骤等。唐朝和宋朝的科举考试，

策问一科是学生们的重点复习对象。于是，一些‚年度热点问题‛便成为学生考

前必须掌握的重中之重，有的学生考前就针对可能的考题作好文章并背熟，一旦

考到，直接默写出来。明清时代，科举更为火爆，明代各类书院发展到 1000 多

所，针对科考‚八股文‛，这些书院纷纷高薪聘请‚名师‛和已考取功名的才子

担任补习老师，那些科场老手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精心选编诸多标准的八股文

训练学生，并装订成册供学生学习模仿，以便科考取得高分。由此可见，模拟考

试以提高中榜率，古人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 

更神的是，古代也有‚押题‛达人。史上最牛的‚高考补习班‛老师吕祖谦

‚押题‛简直神乎其神。乾道二年和乾道八年，他在为母亲和父亲守丧时，开办

了‚高考补习班‛，亲自编写《丽泽讲义》《东莱博议》等辅导教材，朱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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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的女儿都曾投其门下求学。特别是针对科考，吕祖谦还专门创立了类似现代

中学的‚AA 班‛，并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复习大纲及考题‛，因封面为黄色，

所以又称‚黄册子‛，传说一名学生拥有‚黄册子‛且能正确解答里面的题目，

科考就能顺利过关。于是，前来‚补习‛的学生‚至千百‛。吕祖谦最得意的学

生巩丰在《咏玩珠亭》中说：‚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

千百。‛在当时，‚同门至千百‛可谓天文数字。 

自宋仁宗执政末开始到清朝取缔科考止，封建朝廷也多次打压私人开办的书

院，但都未能根绝。 

(摘编自赵柒斤《北京晚报〃古代科考也有人押题》，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古代的“补习班”是伴随着科举产生的，其中名气最大、招牌最亮的非书院

莫属。 

B．私人书院产生于唐末至五代期间，宋代、明清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从宋仁宗

起多次遭到打压。 

C．私人书院这一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佛教禅林讲经制度的

模仿。 

D．官办书院集藏书、教学等于一体，私人书院则主要为没有考中的学生提供学

习场所。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二、三段论述了书院的产生、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存在一定关系。 

B．文章第三、四段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论证古代通过模拟考试提高中榜率。 

C．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论证了“书院的功能”，论述的重点是私人书院。 

D．第四段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方法，突出了来私人书院“补习”的学生数目之多。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因为欧阳修、朱熹等有名气的人担任老师，所以当时的人愿意出资兴建书院。 

B．因私人书院打破了官办书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所以虽遭打压但未根

绝。 

C．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熟悉八股文的写法，掌握“年度热点问题”，就能通过科

举考试。 

D．吕祖谦针对科考，对书院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大胆创新，于是前来学习的人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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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秋夜 

巴金 

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里吹进来，写字桌

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我

抬起头，就好像看到先生站在面前。 

仍旧是矮小的身体，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

和慈祥的微笑，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

雾。 

他在房里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俯在他那个

书桌上写字，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

殊的东西。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 

风在震摇窗户，雨在狂流，屋子里灯光黯淡。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

目的光。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

心一直在燃烧，成了一颗鲜红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东西。我望着这颗心，我

浑身的血都烧起来，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

望，这不是第一回了。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我接触

到这颗燃烧的心，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不仅是我，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

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找到勇气，得到启发。 

‚不要离开我们!‛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这是许多人的声音，尤其是

许多年轻人的声音。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我决不离开你们!‛这是多年来听

惯了的声音。我看见他在窗前，向窗外挥一下手，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

过多少次的话。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过什么顾虑？‛ 

‚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在暴力面前低头？‛ 

‚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敢做，敢骂，敢恨，敢爱？‛ 

‚我所预言的‘将来的光明’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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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仍然要记住：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从四面八方送来响

应的声音。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愈凝念厚，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不

知道哪里送来了火，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愈燃愈亮，于是整个房间，整个夜都

亮起来了，就像在白天一样。 

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愈燃愈小，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它愈

燃愈往上升，渐渐地升到了空中，就挂在天空，像一轮初升的红日。 

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形，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我连忙跑到窗前，

我看出来：像初日那样挂在天空里的就是先生的燃烧着的心。我第一眼就只看到

一颗心。可是我仰起头来再看，先生的慈祥的脸庞不是就在那儿？他笑得多么快

乐! 

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 

我笑了，我也衷心愉快地笑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而且也永不会死! 

我回到写字桌前，把《野草》阖上，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

上燃烧。 

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野草》上做了一秋夜的梦。 

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 

可是在先生的书上，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 

【写作背景】 

本文写作于 1956 年 9 月，正值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诞辰 75 周年、逝世 20 周

年之际，正值国内社会主义革命面临很多困难之时，正值当时文艺界出现了‚文

艺干预生活‛的讨论，巴金此时发表了批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有见地的文章并

受到了批评，感到了压力。 

4．下列对这篇散文的赏析，正确的两项是（5分） 

A．文章先写“翻到《野草》最后一页”，再写“把《野草》阖上”，最后写“俯

在摊开的先生的《野草》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以《野草》为线索贯穿全文。 

B．本文是一曲鲁迅精神的赞歌，作者借助于梦境，便于充分展开想象，表现出

强烈而不寻常的感受。 

C．“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等是鲁迅先生现在站在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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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者说的话，作者精心选择和组合，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精神。 

D．作者把鲁迅先生燃烧的心比作“初升的红日”，并在其中叠印先生“慈祥的脸

庞”，崇敬之情至此达到高潮。 

E．“在先生的书上，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这句话含蓄地表明

作者每读一次鲁迅，就有一次新的发现。 

5．文中写“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屋子里灯光黯淡”，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

析。（4 分） 

 

 

 

6．“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成了一个鲜红．．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东西”一句中

加点的词语分别有怎样的含义？请联系全文加以阐述。（6分））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题。 

材料一： 

    2017 年 6 月，《新华字典》应用程序上线。正版的应用程序每天只能免费查

两个字，超出限定再行查询需要支付 40 元的使用费。自 2016 年以来，多家互联

网内容平台和自媒体，纷纷推出了知识付费产品，一时间语音问答、会员订阅、

直播课程等知识服务爆红。是谁在为这些付费内容买单？记者调查发现，年轻人

在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正成为付费阅读中

越来越具话语权的群体。 

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并非天然形成，这部分归功于政府近年来加强网络版

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网剑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网络侵权的盗版行

为。与互联网商业靠吸引流量、构建庞大生态系统变现的模式相比，知识付费因

其投入成本低、产业链条短、变现直接而备受个体创业者的欢迎，也契合了当下

国内的创新创业热潮。 

    （摘编自《知识 APP 你愿意买单吗？年轻人更青睐为知识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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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2017 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倾向付费领域分布 

倾向领域 专业资料 文学书籍 教育文章 时事新闻 健康心理 其他资源 

份额 36.3% 21.7% 15.6% 13.5% 9.1% 3.8% 

    （数据来源于公开资料、智研咨询整理） 

材料三： 

    知识付费这种方式容易让人养成依赖性一一只要点点鼠标、花点儿小钱。所

有寻求的答案立即一目了然。得到了答案，却失去了存疑、寻找、分析、判断、

论证的过程。换句话说，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拿到了答案，痛快倒是痛快，但

让人怀疑长此以往人们会不会上瘾。 

用户愿意付费阅读，除了要获取某些急需的知识、技能或经验，更多的是希

望通过学习有所成长，但知识付费碎片化的解答方式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知

道了某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你看起来很聪明，但那只是因为你记住了答案，与你的

实际思考能力无关。下次碰到问题，你照样一筹莫展。知识多和思考能力强之间

是不能画等号的。 

    （摘编自《警惕‚知识付费‛让你丧失思考能力》） 

材料四： 

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有人担心为知识付费会造成网络用户间

因经济因素而不平等的局面。其实，互联网对知识的普及化程度一直在加深，我

们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加容易。但是，信息的数量不等于知识的精度和深度，为知

识付费所对应的信息服务主要是后者。 

网络提供知识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模式以信息全面广博为特征，另一种

模式则追求信息的深刻新颖。前者多采用免费服务，信息上传者和分享者并不求

经济回报。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满足于普及型的信息提供，如果想知道

的东西在百度、谷歌上能轻松查到，知识精英也就不存在了。对那些渴望得到更

精准、更前沿信息的人来说，有针对性地付费获取知识，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摘编自《不管你是否接受，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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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通过《新华字典》应用程序上线的例子引出了内容付费的发展盛况，

对其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在我国的广阔前景。 

B．材料二侧重于用户的需求角度，分析 2017 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的倾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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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比例，能对我国内容付费发展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 

C．材料三侧重于分析内容付费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是作者个人的冷静思考，但

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这些不足必将阻断其发展。 

D．材料四侧重于网络对知识付费提供内容的分析，并对人们担忧的内容进行了

解释，指出这种消费形式对于部分人是最好的选择。 

8.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年轻人成为文化消费中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群体，这与他们享有丰富的物质

生活和对于内容付费的支出有很大关系。 

B．专业资料和文学书籍两类的用户倾向占到将近六成，表明我国内容付费的消

费者是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学爱好者。 

C．与互联网商业的模式不同，知识付费契合了国内创新产业热潮，具有投入成

本低、产业链条短、变现直接等特点。 

D．以信息全面广博为模式的知识在网络上是免费的，而以追求信息的深刻新颖

为模式的知识必须付费后才能得到。 

9. 对于促进内容付费的快速良性发展，你有怎样的建议？请结合材料分析概括。

（6分） 

 

 

 

二、古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3小题。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

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

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

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

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

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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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

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

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

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

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

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

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

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

数为帝分别言之 

B.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

数/为帝分别言之 

C.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

数为帝分别言之 

D.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

数/为帝分别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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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A. 字，又称为表字。古代男子成年后，由于其同辈或下属等不便直呼其名，便

另取一与本名含义有某种关系的别名，称之为“字”。 

B. 隋唐科举考试设进士科。会试合格的举人参加最后一级殿试，殿试及第者称

为“进士”。 

C.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古人还常用致事、致政、休致等名称，盖指

官员辞职归家。 

D. “谥”，即谥号，一般是评价其人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的一种或褒或贬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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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对本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欧阳修因直言而遭不幸。欧阳修写书信指责范仲淹，而司谏高若讷把欧阳修

的书信呈给皇上，因此欧阳修被贬官为夷陵令。 

B. 欧阳修不怕朋党之争。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为认

为范仲淹正直而被放逐，被人称为“党人”。欧阳修也为此写出《朋党论》进献

皇帝，来说明君子与小人的朋党之别。  

C. 欧阳修深得皇帝器重。当保州有战事，欧阳修以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转运使

之职出征之际，皇帝还请欧阳修跨越职务给自己进言。  

D. 欧阳修屡遭邪党迫害。因欧阳修力挺杜衍等人，奸邪党人借欧阳修外甥女入

狱之事网罗欧阳修的罪名，后又担心欧阳修被复用，便一再陷害他。  

13．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5 分）    

 

（2）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5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4～15题。 

江间作四首（其三）  

潘大临 

西山通虎穴，赤壁隐龙宫。形胜三分国，波流万世功。 

沙明拳宿鹭，天阔退飞鸿。最羡渔竿客，归船雨打篷。 

14. 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联写眼前宏观景象：虎穴龙潭，山川险要，正是兵家必争之地。 

B. 颔联顺势转入怀古：赤壁形胜，造就了三国一代英雄，但是这万事功业终究

被大江的波涛所涤荡，深长的感喟里包含着对追逐功名的失望。 

C. 颈联又回到现实，写眼前景物，作者描摹宿鹭的悠闲、飞鸿的远引，透露出

心中的羡慕之情。 

D. 尾联直抒胸臆，表达作者对“渔竿客”的羡慕之情。最后作者也像“渔竿客”

一样雨中驾着归船，十分惬意。 

15. 颈联两句中各有一个字用得十分传神，请找出来，并说说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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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阿房宫赋》中杜牧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向当朝统治者敲警钟的句子是

“                     ，                     ”。 

（2）李煜《虞美人》中的“                     ，                    ”

是以水喻愁的名句，将抽象的情感作了形象化的表现。 

（3）杜牧在《泊秦淮》中讽喻晚唐统治者醉生梦死、荒淫误国的诗句是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19题。 

FAST（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的科学意义             。建望

远镜是瞄准 21 世纪的科学前沿，寻找暗物质、暗能量。宇宙中有 99%的质量和

能量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它的特性是什么。FAST 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家为

之振奋，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也在紧盯着它——寄希望于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

能找到外星人和宇宙起源之谜。 

中国‚天眼‛有多大？沿着 FAST 的圈梁走一圈用时 43 分钟。‚天眼‛的‚眼

眶‛是一圈钢铁结成的圈梁，登上圈梁往下看，巨大的天坑里，             地排

列着一个个‚网结‛。FAST 的圈梁被 50 根 6 米到 50 米          的钢柱支在半

空，周长约 1.6 公里，FAST 口径有 500 米，组成的球形反射面相当于 30 个足球

场大小。 

国家天文台 FAST 工程技术人员介绍说，探听地球之外的音讯，‚天眼‛的

能力和其大小           。简单来说，眼睛越大，看得越远。尤其特殊的是，

这只‚天眼‛并非‚死眼‛，FAST 的索网结构可以随着天体的移动自动变化，

带动索网上活动的 4450 个反射面板产生变化，足以观测到更大天区的天体，同

时，馈源舱也随索网一同运动，采集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                ）。 

17.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分） 

A．毋庸置疑  星罗棋布  参差不齐  息息相关 

B．不容置喙  星罗棋布  参差错落  休戚相关 

C．毋庸置疑  阡陌纵横  参差不齐  休戚相关 

D．不容置喙  阡陌纵横  参差错落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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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FAST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之振奋，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也在紧盯着它——

寄希望于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能找到外星人，并解开宇宙起源之谜。 

B．FAST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之振奋，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也在紧盯着它——

希望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能找到外星人和宇宙起源之谜。 

C．FAST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之振奋，也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紧盯着它——

寄希望于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能找到外星人，并解开宇宙起源之谜。 

D．FAST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之振奋，也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紧盯着它——

寄希望于这个最大的“天眼”或许能找到外星人和宇宙起源之谜。 

19.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 

A. 调整视线的指向，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遥远的太空对它来说将不存在

方向上的死角。 

B. 遥远的太空对它来说将不存在方向上的死角，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调

整视线的指向。 

C．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调整视线的指向，遥远的太空将不存在方向上的

死角。 

D．如同人类转动自己的眼珠，调整视线的指向，遥远的太空对它来说将不存在

方向上的死角。 

20．下面是某中学 18 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请把这个构思写成一段

话。要求内容完整，表述准确，语言连贯，不超过 110字(含标点符号)。(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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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仿照下面的示例，利用所给材料续写三句话，要求内容贴切，句式与所给示

例相同。（6分） 

示例：封狼居胥、精忠报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中国人有

爱国品质。 

材料： 

诚信     敬业     友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鞠躬尽瘁   立木为信   废寝忘食    高山流水    一诺千金    刎颈之交 

四、作文（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 

网上热议‚舒适圈‛这一话题。所谓舒适圈，是形容人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圈

子里，在圈内有自己熟悉的环境，与认识的人相处，做自己会做的事，感到轻松

自在。 

于是，有人认为，人处在舒适圈内，有安全感，避免了不必要的挑战，能更

好的发挥自身潜能，不断成长。但，也有人认为，人要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接受新的挑战，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自身潜能，不断成长…… 

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1)自拟题目；不要写成诗歌。(2)不少于 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