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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第五十七中学高二（上）期中 

语    文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3 分 

材料一 

刘宗周《<论语>学案》中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认为对“学而时习之”中“学”的理解是理解

本章乃至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基础。那么，如何理解“学”呢？ 

至少在东汉之前，对“学”通行的解释是“觉”。皇侃认为：“学，觉也，悟也。”这个理解不无道理。

但皇侃进一步解释：“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强调以“先王之道”来对人的性情进行引导；

这一过程不是“自觉悟”，而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服从外在的训导。这种以“导”为前提的“觉”明显是不彻

底的，要达到“自觉悟”，还需要从自身切近处入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获取对人生、对世界的基

本认识。子夏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儒家那里，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而“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在

学习中，对日常人事的体验是达到“自觉”的相对容易的途径。 

对“学”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是“效”，有“效法”之义。“效”的基本方法是诵读记载先贤言行的

著作，即“读书”。“学谓读书”是宋明理学著述中常见的观点，不过将“效”只是理解为效法先贤，甚至进

一步引申为读书，并将其作为“学”的全部意义，则显得偏狭。因此，有许多学者对以读圣贤书为学的做法提

出了批评，激烈的如李贽、颜元自不待说，连一些理学的服膺者也不赞同将学与读书等同起来，明代的郝敬说：

“或问：学是诵读否？曰：不废诵读，不倚诵读。”可谓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见解。 

“学”的过程是“说（悦）”的。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说法，愉悦何来呢？

通过前文对“学”字的分析可知，孔子所谓“学”，并非后世科举等功利的目的驱动之下的皓首穷经之“学”，

而是将“学”作为完善自身人格、不断实现人生超越的途径。如果将功名利禄当作“学”的目的，并以外在最

终结果的获得为幸福，那么作为达到这一幸福结果的代价的“学”的过程，往往是苦的。而如果超越外在的功

利目的，将“学”作为自身完善的必由之路，那么“学”一分，便能够自得一分。从目标上说，学无止境；从

过程上说，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结果。快乐便会伴随着对自身每一个细微进步的体会油然而生，至于别人知

与不知，都不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取材于赵清文的相关文章） 

1. 下列对材料一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对“学”的理解关系到对整个孔子儒学思想的理解 

B. 皇侃推崇先王之道，主张以此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C. 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不过人道比天道更易于把握 

D. 明代的郝敬不赞成诵读圣贤书，他的观点比较合理 

2. 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学习苦乐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学习过程的苦乐与学习的目的有关    B. 通过科举获得的功名利禄往往是苦的 

C. 通过学习完善自我的过程令人愉悦    D. 自我进步的快乐与别人是否知道无关 

3. 下列加点字词的读音和解释，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A. 人道迩：“迩”读作ěr ，意思是“近” 

B. 服膺：“膺”读作 yīng，意思是“反对” 

C. 中肯：“中”读作 zhōng，意思是“适合” 

D. 皓首穷经：“皓”读作 gào，意思是“白” 

材料二 

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字，历来有不同的阐发。 

宋代理学家谢良佐在解释“时”的意义时说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从学习做人之道的角度来说，谢氏的

说法说明了做人的道理存在于“百姓日用之间”，可以说“道不远人”。要想达到“无终食之间违仁”，就要时时刻

刻谨记做人之道，正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在“时”的规范下，内化成一种心性品质，

自然可以达到“三月不违仁”，并进一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近代的程树德则指出“时”有三种蕴义：“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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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人身中为时者，即注意教育的阶段性。人的身心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皮

亚杰、埃里克森等都对其做了经典的研究。我国先哲的理念虽然没有准确的心理学实验支撑，他们的直觉经验使他

们提出了教育的顺序性原则，注重抓住学习过程中的关键期，对不同时期的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学记》中的

“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就年中为时者，即根据一年中时令的不同调节学习内容。《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

《礼》”，这种学习观反映了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特殊思维，古人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发现了

天地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外界自然变化能够引起人体内在情感变化。在这种“外象内感”的思维方式影响下，

古人不但强调学习要把握年龄的时机，还要注意学习活动与外界环境的感应关系，把握季节时机。 

三就日中为时者，就是每一天的学习也要“适时”。上午大脑功能活跃，要安排逻辑性较强的课程；中午学生

大脑活动减弱，人开始昏昏欲睡，要安排午休；科学证明傍晚最适合锻炼身体，要安排体育锻炼。 

                                              （取材于陈祥龙的相关文章） 

4．根据材料二，下列关于谢良佐的观点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学习与日常生活相伴相生 B．学习要时刻不忘做人之道 

C．学习是天生的心性与品质 D．达到“仁”需要时时学习 

5．根据材料二，下列对“学而时习之”中“时”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三个月不违背仁德 B．一生中恰当的阶段 

C．一年中恰当的时令 D．一天中恰当的时辰 

6．下列在第四段横线上填入的句子，正确的一项是（2分） 

A．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 

B．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C．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D．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材料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也高兴吗?”(南怀瑾《<论

语>别裁》)“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这些理解从字面上看是确

切的,但再细加思考,则似嫌简单,“学”并不仅仅指需要温习、练习的学问, 而“习”也并不只是温习、练习的意

思。 

要理解孔子之学, 必须了解“学”的内涵。孔子认为学习内容相当广泛。孔子从小就曾从事多种工作,驾得一

手好车, 弹得一手好琴, 还管理过仓库、畜牧, 孔子对入门弟子的教育即是从技能开始, 内容是“六艺”(御、射、

书、数、礼、乐)。孔子一生对《诗》《书》《礼》《乐》《春秋》《易》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并以它们为

教材。孔子很重视思想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提出了“仁”这一儒学核心思想。孔子还十分关心社会政治现实,指

导学生如何从政。 

“习”与“学”息息相关，有“实习、实践”的意思。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以是否见于行动,来确定其是否为“学”

或“好学”。技能需要练习,而思想伦理与政治理念则非实习、实践不可。孔子教导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

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强调的就是实践、躬行。把“习”理解为“温习”,是从书本知识

的教学方面分析；把“习”理解为“练习”,是从知识、技能的可操作性上解释；把“习”理解为“实习、实践”,

乃是从孔子教育观、政治思想观着眼,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行”孔子之“道”,这一理解,应

该较为契合孔子学说。 

学之习之,知之行之,这一学习理论也开了中国教育史知行论之先河。目前,教育注重书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而

对贴近社会生活的道德礼义的规范和实践不够重视, 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先

学做人,再学文章,强调学而习、知后行,是孔子教学的成功之处,提示我们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必须联系生活实际,切

忌空谈。 

                                              （取材于朱依群的相关文章） 

7．根据材料三，下列关于“学”“习”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将“学”“习”解释为“学问”“练习”完全错误 

B．孔子本人多才多艺，学能致用，是“学”的典范 

C．孔子的教育观、政治思想观重视道德和社会实践 

D．教育要重视“学”“习”联系，“知”“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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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哪几个方面？请根据上面三则材料简要说明。（6分）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0 分。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

士则讲义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
①
.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

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

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傍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

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

答策，三九
②
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

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
③

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

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

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是贵学乎？”主人对曰：

“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

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

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荼，岂得同年而语矣。

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闇与孙武、

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从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

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取材于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注释①札：铠甲上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叶片。②三九：即三公九卿，执掌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③鹿独：颠沛

流离的样子。 

9.下列句中加点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3分） 

A.或因家世余绪     余绪：前代遗留下来的 

B.则假手赋诗       假：虚假 

C.非复曩者之亲     曩：从前 

D.自美于矿璞：     矿璞:未经磨莹的金玉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A.以．此销日               B.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 

长成以．后                 为将则．与孙武、吴起同术 

C.求诸身而．无所得         D.施之．世而无所用 

  生而．知之者上             不师古之．踪迹 

11.对下列句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笔则才记姓名                             B.塞默低头 

提笔也就能写写姓名                        闭口不语，低着头（以掩饰窘迫） 

C.特立杰出者如芝草                         D.犹蒙被而卧耳 

  特异、杰出的人像芝草一样（稀少）          犹如蒙着被子睡觉一样（束缚） 

12.以下各组语句，泉都属于不学无术者丑态的一组是（3 分） 

①讲议经书   ②射则不能穿札   ③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④傅粉施朱   ⑤望若神仙   ⑥触地而安 

A.②③④        B.①⑤⑥         C.①④⑤           D.③④⑥ 

1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作者强调人要有所专本，以此立足 

B.士农工商，没有高低，应平等对待 

C.饱食终日，安于享受，必遭人耻笑 

D.作者认为孙武、管仲等人属于天才 

14.本文末段作者的学习经历引发了你哪些共鸣和思考？请作简要说明。（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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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22 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8 题。 

燕子来舟中作 

杜甫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诗题交代了作诗的起因，结合全诗内容可看出，诗人此时以船为屋、寄身水上。 

B.首联以“动经春”表明时光飞逝，借春燕“两度”衔泥表现诗人羁留时间之长 

C.颔联说旧时相识的燕子如今在远处看着别人，含蓄地表达了对世态炎凉的批评 

D.尾联写燕子在桅杆上呢喃数语后“穿花贴水”而去，这让诗人感到寂寥和悲伤 

16.“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情感，下列诗句没有运用这种手法的一项是（3 分） 

A.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B.四郊飞雪暗云端，唯此宫中落旋干。（吴融《华清宫二首·其一》） 

C.壮心君未减青春，多难我今先白发。（欧阳修《送将秀才游苏州》） 

D.来时万缕弄轻黄，去日飞球满路旁。（石柔《绝句》） 

17.杜甫的诗歌体现了“民胞物与”的思想，即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请结合本诗和

下面诗句加以分析。（6 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8.在横线处填写作品原句。（共 10 分） 

1.《氓》中以“桑”暗示情感事态的变化，女子初婚时似“桑之未落，           ”，遭遇遗弃时则“桑之落

矣，             ”，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 

2.傍晚时分，一叶叶小渔船飘荡在鄱阳湖的水面上，船歌相呼应和，悠长而辽远。此景此情正应了王勃《滕王

阁序》中的两句：“               ，                 。” 

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写到酒：“携幼入室，             。             ，眄庭柯以怡颜。” 

4.杜甫《登高》中写到秋风的句子：“            ，渚清沙白鸟飞回。               ，不尽长江滚滚来。” 

5.表“是一种应用文体，不容易写出真情实感，立米《陈情表》却写得极为感人：“臣无祖母，           ；

祖母无臣，                      。” 

以下 1+3 

6.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          ，           ，”与“无限风光在险峰”有异曲同工之妙。 

7.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作者借“            ，              ”写了与友人任凭小船从流飘荡，泛舟于

茫茫的江面的自在与畅快。 

8.秋阴不散霜飞晚，                       。 

9.独上江楼思渺然，                    。 

10.                  ，斯人独憔悴。 

11.                   ，江湖夜雨十年灯。 

12.黄河落天走东海，                      。 

13.                  ，动人春色不须多 

四。课内文言文，共 3 小题，共 6 分 

19.选出下列各句中，句式与其它句不同的一项（2 分） 

A.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B.童子何知，躬逢盛栈。 

C.州司临门，急于星火。 

D.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 

http://www.baidu.com/link?url=2ST1hCmreif8ICgwnITsJzbzkImsRd5CNDrY_DqDJ_o__Gx7dXNlW7klfgnhv-qQG-SpXcSrYyy4qpmSF6k9h-FF86_lwLmQSbfC3-l08byE4T3yrJA3sii11oJPjINf
https://www.baidu.com/s?tn=site888_3_pg&usm=1&wd=%E6%9D%9C%E7%94%AB&ie=utf-8&rsv_cq=%E7%87%95%E5%AD%90%E6%9D%A5%E8%88%9F%E4%B8%AD%E4%BD%9C&rsv_dl=0_left_exactqa_detail_2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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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下列句子中不含通假字的一句是：（2 分） 

A.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B.御六气之辩。 

C.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 

D.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 

21.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2 分） 

A.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其．视下也，以若是则已矣 

B.感吾生之．行休                               之．二虫又何如 

C.列子御风而．行                               鸟倦飞而．知还 

D.去以．六月息者也                             猥以．微贱 

五。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19 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 22-26 题。 

枪挑紫金冠 

谁要看这般的戏？新编《霸王别姬》。霸王变作了红脸，虞姬的侍女跳的是现代舞，一匹真正的红马扮乌骓。

我先是手足无措，而后生出了深深的羞耻--所谓新编，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将我们送往戏里，而是在推我们出去。

它像镜子，只照出两样东西：胆大妄为与匮乏。  

     羞愧地离席。出了剧院，二月的北京浸在浓霾里。没来由想起了甘肃，陇东庆阳，一个叫做小崆峒的地方，黄

土上开着一树树的杏花。三月三，千人聚集，都来看秦腔，《罗成带箭》。我到时，恰好是武戏，一老一少，两个武

生，耍翎子，咬牙，甩梢子，一枪扑面，一锏往还，端的是密风骤雨，又配合得滴水不漏。突然，老武生一声怒喝，

一枪挑落小武生头顶的紫金冠，小武生似乎受到了惊吓，呆立当场。  

    我以为这是剧情，哪知不是，老武生一卸长髯，手提长枪，对准小的，开始训斥；鼓锣钹之声尴尬地响了一阵，

渐至沉默，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他是在指责小武生上台前喝过酒。说到暴怒处，举枪便打。这出戏是唱不下去了，

只好再换一出。我站在幕布之侧，看见小武生在受罚：时代已至今天，他竟然还在掌自己的嘴。  

梨园一行，哪一个的粉墨登场不是从受罚开始的？这台前幕后，遍布着多少不能触犯的律法：玉带不许反上，鬼魂

走路要手心朝前，上场要先出将后入相…… 如此讲究戒律，却是为何？ 

     千百年来，多少伶人身上承载着这样的命数：三天两头被人喝了倒彩，砸了场子，不得科举，不得坐上席，甚

至不得被娶进门去；在最不堪的年代里，伶人出行，要束绿巾、扎绿带，单是为了被人认出和不齿；就算身死，也

难寿终正寝。  

     戏台上那烟尘里的救兵、危难之际的观音，实际都不存在。唯有信自己，信戏，以及那些古怪到不可理喻的戒

律。这些戒律因错误得以建立，又以眼泪、屈辱浇成，越是信它，它就越是坚硬和无情，虽然它不能改变那可怕的

命数，但它总能赏你一碗饭吃，给你些许做人的尊严。  

     在江西万载县乡村场院里，我看过一出赣剧《白蛇传》，那大概是我此生看过的用时最长、记忆也最刻骨的一出

戏。  

     这出戏只五回，而每一回竟长达一个多小时。戏台上，小青与法海，一场打斗，但见翎子翻飞旗杆挑枪，但见



 6 / 7 

金盔跌落银靴生根。可能是我想多了，--编排这出戏的人真是看透了人世。漫长的时间之下，戏台上的打斗正如生

活中的对抗，几乎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既认真，又厌倦。  

     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金风玉露一相逢。就

要挨在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

景不长；她那边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

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

山万水。  

     这便是戏啊，老生和花旦，凤冠和禅杖，纷纷聚拢，造出幻境：这一方戏台，虽无波涛却会江水长流，不事耕

种也有满眼春色。所谓“强烈的想象产生事实”，它让你沉醉其中，到了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看戏我演戏？我还清

楚地记得散场之后的夜路。那一隅戏台被空前扩大，连接了整个夜幕：在月光下走路，折断了桃树枝，再去动手触

摸草叶上的露水，都像一场戏。  

     还记得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一艘废弃的运沙船上看徽剧《单刀会》。那只不过是个寻常的戏班子。  

可是，这里的关云长，全然不是人人都见过的那个关云长。上百种关公戏中的关云长，先是人，后是神，在不断的

言说中变得单一和呆板，戴上了一副面具，成为了人们所缺失之物的化身。他不再是刘玄德一人的二弟，而是万千

世人的二弟。他的命运，便是被取消情欲，受人供奉。可是，且看这出戏里的关云长：虽说逃脱了险境，惊恐、忐

忑、侥幸却一样都没少，置身在回返的行船上，一遍遍与船家说话，以分散一点惊惧，惶恐得像个孩子。  

     这一出乡野小戏，几乎照搬了元杂剧，竟然侥幸逃过了修饰和篡改；可以说，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

其实就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人心。是人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

记，全都放置于唱念做打里残存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还是二月的北京，再次踏入美轮美奂的剧院，去看《战太平》。又是要命的新编，又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声

光电一样都没少。管他蟒袍与褶衣，管他铁盔与冠帽，都错了也不打紧，反正我有声光电；谋士的衣襟上绣的不再

是八卦图，名将花云的后背上倒是绣上了梅兰竹菊，都不怕，反正我有声光电。  

     唯有闭上眼睛。闭上眼后，却又分明看见 一个真实的名将花云正在怒发冲冠，正在策马狂奔。他穿越河山，带

兵入城，闯进剧院，来到没有畏惧的人中间，立马横枪，劈空断喝，一枪挑落他们头顶的紫金冠 。  

（取材于李修文的同名散文） 

22.下列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滴水不漏：形容技巧高超。  

B．粉墨登场：指化装登台演戏。  

C．不可理喻：指不通情理。  

D．如火如荼：形容情感热烈。  



 7 / 7 

2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______  

A．第二段中作者“羞愧地离席”，是因为发现自己不能理解作品被如此改编的用意，惭愧于自己与新编作品间的

隔膜。  

B．文章中对白素贞与许仙相逢的描写，体现了中国戏剧表演中的含蓄细腻，能引人入戏，这样的表演令作者十分

欣赏。  

C．叙写《单刀会》时，作者特意交代这个寻常的戏班是以“废弃的运沙船”为舞台，是想突出戏班面临的生存困

境。  

D．文章结尾处，作者重复“反正我有声光电”，是在强调和肯定现代技术手段可以给新编戏剧带来别样的舞台效

果。  

24.第四段中问：“如此讲究戒律，却是为何？”请根据文意用自己的话概括“如此讲究戒律”的原因。  

25.文章写了作者看过的三出戏《罗成带箭》《白蛇传》《单刀会》，请分别概括作者借这三次观看经历所表达的对戏

剧艺术的认识。作者这样构思体现了怎样的匠心？  

26.作者借“挑紫金冠”的“枪”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对下列经典作品中的“事物”与作者创作意图的解读不

正确的一项是 ______  

A．《红楼梦》中写史湘云有金麒麟、薛宝钗有金锁，是为了说明她们有显赫的家世，从而反衬出林黛玉出身的贫寒。  

B．《药》中夏瑜坟上的“花环”，是鲁迅认为需“听将令”，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而特意添加的。  

C．《边城》中的傩送曾面临“碾坊”与“渡船”的选择；前者意味着物质的丰足，后者则代表了自己想要的爱情。  

D．《红岩》中江姐等人绣的“五星红旗”，既寄托了江姐等同志们得知新中国建立时的喜悦，也蕴含着她们对党的

爱与忠贞。 

六、写作  共 2 小题，共 60 分 

27.某校高中语文组在十一国庆期间进行了征文活动，要求学生原创一篇以庆祝建国 69周年为主题的文章。现优秀

作品已经选出，将要在公众号发表。请你为这期公众号写一段篇首语，要求主题突出，有激情、有文采。（150字以

内）（10 分） 

28 作文（50分） 

请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8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近年，众多 2000 年以后出生的同学即将走进高考考场。十几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将成长为青

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