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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高考语文调研试卷（二）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 小题，19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2009 年 12 月 7 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经过近 2 周的激烈争

吵，各方最终未能对下一步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共识。以下是记者对本次会议中方科技顾问丁仲礼院士的采

访。 

记者：这次哥本哈根的峰会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记者：这个排放多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丁：简单讲，就是一个国家以后还能使用多少能源。对普通国民来说，它意味着生活能否继续改善，

福利能否进一步增加，甚至有没有工作。 

记者：基于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

出，相对于 1750 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对此，

您怎么看？ 

丁：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一个科学结论，其实这个 2 摄氏度只是英国某研究机构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

的。随着这个结论的迅速流行，它慢慢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 

记者：如果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不算一个依据吗？ 

丁：你怎么知道它可信？它并非科学实验的结果，它只是计算机的模拟。 

记者：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 IPCC 作为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一

个组织，它拿出的报告，不应该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吗？ 

丁：科学家有主流吗？科学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在 IPCC 报告原文中，并

没有确认气候变暖就是由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

变暖有多大的影响。按照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控制升温 2 摄氏度的共识，到 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

排放量约为 8000 亿吨。这个总量非常非常小。打个比方，假如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 1.4 吨碳，那么到 2050

年人均排放量就只有 0.8 吨碳。这还是建立在人口总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之下。 

记者：哥本哈根会议前，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减排方案，特别是 IPCC、G8 方案，只对发达国家

规定了减排的具体目标，却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具体要求，难道他们只给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当然不行。他给自己定指标，目的就是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姑且不论历史上他们的人均排放是

发展中国家的 7.54 倍，即便按照他们的方案，今后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的 2.3 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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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自己定指标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记者：陷阱？ 

丁：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今后国际上严格限制排放，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稀缺的

商品，你不够排就得买。所以这个 8000 亿吨排放量，分配到多少，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假如

真要定指标，那么我们要求今后 40 年的排放跟你一样多，甚至只需要你人均排放的 80%，行不行？ 

记者：那他可能会说，你是个人口大国，这么一乘总量太大了。 

丁：那我就要问了，中国人还是不是人？同样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们就可以多排？ 

记者：也可能他会认为现在都是以国别计算，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贫富，现在中国只能按碳排放大国

的标准来算。 

丁：我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究竟能排多少？根据 G8 的方案，8000 亿吨的

一个蛋糕，他 27 个发达国家 11 亿人取走 44%，余下的 55 亿人分 56%，你说公平不公平？ 

记者：您是在指责 IPCC？ 

丁：为什么不能指责？科学本来就应该经受得住人家的批评。我在中科院写的文章，就是直接批评 IPCC

工作组的。 

记者：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词很激烈，有这么严重吗？ 

丁：假如告诉你，中国从 2020 年以后，每年得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

公平不公平？ 

记者：一个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

是否合适？ 

丁：我们需要的是公平，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否则他们不会理你。 

记者：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 

丁：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我理解的公平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

空间。 

记者：您原来是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但这次谈判，您一直在做政治解读，别人也许会对你提出各种

疑问，您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 

丁：你是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记者：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更应该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

前提去制定方案？ 

丁：那我问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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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假如如您所说，但是发达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方案，而任其拖延下去，地球会

不会变得更糟？ 

丁：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了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气温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

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 10 倍的时候也有的是，地球不还是好好的？因此，这不是人类拯救地

球的问题，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记者：人类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最终取决于什么？ 

丁：取决于文明。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弹性的文明．．．．．产生，或者

是我们现有文明能有更好的发展。 

（根据央视《对话》栏目组采访实录整理，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争吵”在文中指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以 G8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激烈交锋。 

B.“价值判断”在文中指基于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这个阈值，各国都争取在全球 8000 亿吨的碳排放

总额中分配到更多的碳排放权益。 

C.“情绪色彩”在文中表现为，在面对 IPCC 等组织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时，丁仲礼院士为引起发达国家

的重视而使用了一些激烈言词。 

D.“弹性的文明”是指能够包容不同文明、维护不同文明利益的全新文明，它具有公平正义的属性，能

团结人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中丁仲礼院士观点的一项是       

A.衡量碳排放权分配是否科学，既要看排放总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的利弊，也要看人均排放量对普通百

姓生活的影响。 

B.计算机模拟并不是科学实验，故而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的共识

没有科学依据。 

C.IPCC、G8 方案试图通过对发达国家规定减排具体目标的方式，压缩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操控

全球碳排放权。 

D.无论是既往历史，还是 G8 的未来排放方案，如果从人均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的高排放才是气候变

暖的罪魁祸首。 

（3）丁仲礼作为科学家，也去了解碳排放权背后的政治。下列选项，最适合用来评价这一行为的是       

A.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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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D.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4）丁仲礼对记者提问的反驳体现出科学家的严谨思维，请结合文中画横线处的内容加以说明。 

（5）这是一次广受关注的访谈，请你对记者的提问作简要评价。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 小题，16 分） 

2．（16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河西 

贾平凹 

天很高，没有云，没有雾，连一丝浮尘也没有，睛晴朗朗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无遮无掩的太阳，

笨重地，迟缓地，从东天滚向西天。几千年了，上万年了，沙砾漫延，似乎在这里验证着一个命题：一粒

沙粒的生存，只能归宿于沙的丰富，沙的丰富却使其归以一统，单纯得完全荒漠了。于是，风是最百无聊

赖，它日日夜夜地走过来，走过去，再走过来；这里到底是多大的幅员和面积，它丈量着；它不说，鸟儿

不知道，人更不知道。 

①一条无名河，在匆匆忙忙地流。它从雪山上下来，它将在沙漠上消失，走不到大海，就被渴死了。

但它从这里流过，寻着它的出路，身后，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祁连山，贺兰山，走廊的南北二壁，

颜色竟是银灰，没有石头、树木，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白花花的，像横野的尸骨。越往深处，深处越是

神秘，沙的颜色白得像烧过的灰，②山岭便变形变态，峁，梁，崖，岫，壑洼，沟岔，没有了完整的形象，

像是消融中的雪堆，却是红的，又从上至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楞角，犹如冲天的火焰，突然地一个力的凝

固，永远保留在那里了。而子夜里升起了月亮，冷冷的上弦，一个残留半边的括号，计算过一种什么样的

古老的算术？ 

当太阳把一个大圆停在天边，欲去却还未去，那整个沙原、寂山就被腐蚀了一层锈红。一切都是无言

的，骆驼默默行走，沙鼠悄悄扒洞，苍蝇也丧失了嗡嗡的功能，于无声处去舔血。沙蒿，红沙菜，金刚草，

那裹在一片尖刺中的一颗一颗沙粒般的叶子。一群羊从远远的地方拥过来，散着一个扇形，牧羊人就在扇

后。其实，最孤独的是牧羊人了，他已经坐在一个沙包上，沉寂得像一尊雕塑了。他的肤色赤黑得像发着

油腻的石头，眼睛却老睁不大，深深地陷进去，正看着一只马蛇子翘着长长的尾巴，影子一般地在卵石和

蓬草里窜行。 

倏忽风就起身了，再就吹一片云来，才一出现，大颗大颗的冰雹夹杂在雨点里就下来了。流沙在瞬息

中或聚或散，骆驼草却巩固了地盘，碗大的一个丘包，像是一个一个偌大的蘑菇，又像是一些分布均匀的

铆钉，因为是有了它们，这荒漠的地表才没有被揭了去吗？生命的坚强，启示了电线杆的忠诚；它们说尽

了人的话语，却没一句是它们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始终在列队站着。③再往西去，再往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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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市偶尔就要出现楼，台，亭，阁，花坛，鱼塘，还有驼群马队，万千人物……眨眼却没有了。这里曾经

是唐朝花雨丝绸之通道吗？这里曾经是刀光血影杀声吞云的古战场吗？眼前只是白沙，白沙，还是白沙。

沙的形成真的是卵石成千上万年在风里碰撞的结果，这该是多么伟大的艺术，似乎宇宙的变迁，生命的进

化，在这里是一幕放慢了的镜头，那一个世纪如果缩短为一个生命的单元，石头的碰撞为细沙，会是一首

何等雄壮的七音俱发的音乐啊！ 

这个时候，一辆列车从地平线上开来，看上去只能算是蠕蠕爬动。一天一趟的火车，带来了运动，也

将生命的活力同时注射在他们的身上了吗？脸上都是笑笑的。列车走过了，轰轰的钢铁的震响慢慢消失，

留下的又是那万籁的一个静，又是那屋后一排七棵用食水浇灌起来的白杨。还有一柱直直的孤烟；他们该

吃晚饭了。列车继续往前走，车上坐满了西行的旅客，他们兴致特别高，一边吃着从沿途车站买来的西瓜，

一边谈论着戈壁沙漠这么缺水。他们谈论着远处奔跑的一只黄羊，它奔跑着，时不时就要将身子往空中一

跃，作一个弓的形状，它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激动得发狂吗？他们有的在作起诗：“啊，到了这儿，才知

道了祖国之大！”有的则油画写生了，感叹着这里该是产生东山魁夷风景画风格的妙地。但是，一个奇异

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铁路的北边，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一个坟墓，一个卵石的堆积；几千个卵石堆

积的坟墓，横横竖竖，竖竖横横。睡眠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睡眠在这里？他们没

有看见一块墓碑，没有看见一丘砖砌起的坟台，更没有松柏，更没有花圈。他们猜想着，是当年长征路经

这里的江西红军？是曾经进军新疆，沙漠剿匪的战士？或者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民工？或者是那开发金川镍

矿的工人？他们一起趴在车窗口，互相看着，一句话却也不能出唇；这里曾经经历过同别的地方一样的人

为的浩劫，灾难，贫困，又比别的地方更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凶恶和狠毒，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价值的真正的

体验。④坟墓是坟墓的纪念碑吗？活着的人是死去的人的墓志铭吗？列车在戈壁沙漠的深处一步一步推

进，车上的人都在默默地说： 

永远要记着那些为了征服戈壁沙漠而牺牲的和仍有可能牺牲的人！ 

（选自《散文》1984 年第 1 期，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无论是漫延无垠的沙砾，还是走来走去的风，都在验证着沙漠的广袤，引发作者“丰富归于统一”的

辩证思考。 

B.作者充满想象地去观察被骆驼草固定了的丘包，觉得它们像蘑菇，像铆钉，让人看到了生命的坚强。 

C.列车的声响给戈壁带来了生命活力，而过后的寂静与重复出现的白杨树，又难免会使人们涌起一阵厌

倦之感。 

D.看到成片的坟墓时，旅客不由自主地猜想墓主的身份与死去的原因，在这过程中，他们的心绪渐渐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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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句子①中的河流是本文的暗线，与后文不断出现的沙漠生命有直接内在联系。 

B.句子②中全用逗号，强调山岭形态的突兀和多变，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C.句子③用反复的方式拓展了空间，既展现河西的辽阔，又引发对历史的想象。 

D.句子④连用两个问句，看似疑问，实则肯定，其中充满对死者的纪念与尊敬。 

（3）这篇散文的最后部分着意描写西行列车上旅客看到窗外景象的反应，这样写有什么用意？请结合

文本简要分析。 

（4）班级同学普遍认为这篇散文的景物展现了一种阔大之美。不同的是，甲组认为本文在景物描摹时，

擅长以大写大；乙组则认为本文在景物描摹时，善于以小写大。你支持哪一小组的观点？请结合全文作

简要说明。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材料一：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纣之身，天下大乱，周公相．武王，三年讨其君，天下大悦。世

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

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

怠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

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说，距被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节选自《孟子•滕文公下》） 

材料二：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

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武王继文王之业，躬．擐甲胄，伐无道

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宁静．．王室，

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

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

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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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潰，濡不给讫，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

故节财、薄葬、闲服
①
生焉。 

（节选自《淮南子•要略》） 

【注】①闲服：简服，指守丧三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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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墨之道 A 不怠 B 孔子之道 C 不著 D 是邪说 E 诬民 F 充塞 G 仁义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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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指辅佐，与《答司马谏议书》“游处相好”中的“相”词义不同。 

B.躬，亲身、亲自之意，与材料二“禹身执萦臿”中的“身”用法相同。 

C.宁静，安定的意思，与“非宁静无以致远”中的“宁静”意思不同。 

D.道，疏通的意思，与《离骚》“来吾道夫先路”中的“道”意义相同。 

（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周公随武王讨伐纣王，又继承文王的事业，辅佐成王，成就了周朝功业。 

B.孟子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便圣人再次出现，也会认同他说的话。 

C.周文王想推翻纣王的暴政，实现王道统治，而太公擅长谋略，适逢其时。 

D.孔子教授七十弟子周朝制度，让他们有衣穿，有书读，形成了儒家学派。 

（4）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②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 

（5）如果《淮南子》的作者读到材料一，他是否会赞同孟子对墨子学说的否定？请结合材料二说明理

由。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 小题，9 分） 

4．（9 分）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各题。 

赵文远见和用韵答之 

辛弃疾 

粝食粗衣饱暖时，从他鼻涕自垂颐。 

万金药岂世无有？九折臂余人始知。 

过雨沾香辞落蒂
①
，随风飞絮趁游丝。 

我无妙语酬春事，惭愧新歌值凤吹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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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蒂：同“蒂”。②凤吹：笙箫等乐器。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根据诗题和内容，可推知赵文远写诗给辛弃疾，询问他的身体、生活情况。 

B.颈联转入春景的描写，花瓣经雨飘落、柳絮风中飘飞，为下文抒情作铺垫。 

C.尾联暗点本诗是用来唱和的，诗人自谦无才描写春景，称赞友人诗写得好。 

D.本诗托物言志，豪放慷慨，艺术风格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似。 

（2）诗的颔联讲述了怎样的生活经验？又蕴含了怎样的言外之意？请谈谈你的理解。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5．（6 分）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贾谊在《过秦论》中通过“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写秦朝一统六国的不易，又以“             ”

写从陈胜起义到秦朝灭亡，快得出人意料，两相对比，总结出“                ”的道理。 

（ 2）《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列举了“他植者”种树存在的种种问题，说自己只是

“          ，           ”，而树木也就活得长久、长得很快。这颇有《老子•第六十四章》“复

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意味。 

（3）古代诗文中，女子的鬓发常被比喻成云朵，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6．（2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微信聊天，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精妙的、基于文字和符号的社交礼仪。 

比如，用微信时，句子结尾用不用句号大有讲究。别人请你帮个忙，你回一句“好的”或“好的。”，

有没有这个句号，A_______。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句号表示一句话的结束，新一句话的开始。但微信通

常是一句一句发送的，你写完一句话不用句号直接发送了，对方完全能明白。①也就是说，②微信已经不

需要句号的“分隔开两句话”这个功能，③“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也已经让人们适应了。④在这种情况

下，⑤你在句末加一个句号，⑥就刻意像是在告诉对方“我说完了”。这个语气是生硬的！如果前面是“好、

可以、同意”之类的正面词汇，句号立即就让这句话产生消极抵抗的意味。 

还有，现在年轻人一般都不用“ 微笑”这个表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情本来表示开心、

微笑，但忽然之间，年轻人用它来表示“呵呵”的心情，含有一种嘲讽的意味。试想，聊得兴起时对方突

然发一个微笑表情过来，你是越看越不舒服，简直就是（  ）。如今在微信中你想表达像生活中的那种

微笑，要表达出真诚、友好，请使用“ 龇牙”；如果你真的笑出了声，现有表情已不足以表达，你最好

直接用文字告诉对方“我笑出声了”。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9 
 

另外，现在 B_______，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形容

词贬值”。大家．．都用一个词，那这个词就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了，必须用一个更夸张的词，这样原来

那个词就贬值了，甚至意思走向了反面。比如，看完一场明星演唱会，用微信跟朋友形容现场人很多，你

会用什么词呢？“很多”“特多”，都太平淡、太土气了，年轻人会用“巨多”“狂多”“暴多”这样的词，

而且这里的形容词一直在换。 

（1）将下列俗语填入文中括号内，恰当的一项是       

A.五十步笑百步 

B.笑口常开 

C.皮笑肉不笑 

D.笑里藏刀 

（2）文中标有①～⑥序号的句中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标出原句序号后再做修改，并使修改后的语句与

上下文的衔接流畅自然。 

（3）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

过 12 个字。 

（4）请用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解释“形容词贬值”的现象，要求表达简洁明了，不超过 60 个字。 

（5）第四段中加点的“我们”和“大家”都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但在文中表意有差别，请作简要

说明。 

四、写作（60 分） 

7．（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会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会和更多经历不同、个性各异的人相遇。这时，

同理心强的人，更能在差异中拓宽视野，结交朋友，丰富自己。这不仅关乎个人成长，对促进社会和谐与

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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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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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高考语文调研试卷（二）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1 小题，19 分） 

1．（19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2009 年 12 月 7 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经过近 2 周的激烈争

吵，各方最终未能对下一步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共识。以下是记者对本次会议中方科技顾问丁仲礼院士的采

访。 

记者：这次哥本哈根的峰会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记者：这个排放多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丁：简单讲，就是一个国家以后还能使用多少能源。对普通国民来说，它意味着生活能否继续改善，

福利能否进一步增加，甚至有没有工作。 

记者：基于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

出，相对于 1750 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对此，

您怎么看？ 

丁：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一个科学结论，其实这个 2 摄氏度只是英国某研究机构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

的。随着这个结论的迅速流行，它慢慢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 

记者：如果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不算一个依据吗？ 

丁：你怎么知道它可信？它并非科学实验的结果，它只是计算机的模拟。 

记者：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 IPCC 作为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一

个组织，它拿出的报告，不应该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吗？ 

丁：科学家有主流吗？科学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在 IPCC 报告原文中，并

没有确认气候变暖就是由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

变暖有多大的影响。按照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控制升温 2 摄氏度的共识，到 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

排放量约为 8000 亿吨。这个总量非常非常小。打个比方，假如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 1.4 吨碳，那么到 2050

年人均排放量就只有 0.8 吨碳。这还是建立在人口总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之下。 

记者：哥本哈根会议前，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减排方案，特别是 IPCC、G8 方案，只对发达国家

规定了减排的具体目标，却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具体要求，难道他们只给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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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当然不行。他给自己定指标，目的就是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姑且不论历史上他们的人均排放是

发展中国家的 7.54 倍，即便按照他们的方案，今后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的 2.3 倍。可以说

他给自己定指标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记者：陷阱？ 

丁：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今后国际上严格限制排放，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稀缺的

商品，你不够排就得买。所以这个 8000 亿吨排放量，分配到多少，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假如

真要定指标，那么我们要求今后 40 年的排放跟你一样多，甚至只需要你人均排放的 80%，行不行？ 

记者：那他可能会说，你是个人口大国，这么一乘总量太大了。 

丁：那我就要问了，中国人还是不是人？同样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们就可以多排？ 

记者：也可能他会认为现在都是以国别计算，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贫富，现在中国只能按碳排放大国

的标准来算。 

丁：我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究竟能排多少？根据 G8 的方案，8000 亿吨的

一个蛋糕，他 27 个发达国家 11 亿人取走 44%，余下的 55 亿人分 56%，你说公平不公平？ 

记者：您是在指责 IPCC？ 

丁：为什么不能指责？科学本来就应该经受得住人家的批评。我在中科院写的文章，就是直接批评 IPCC

工作组的。 

记者：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词很激烈，有这么严重吗？ 

丁：假如告诉你，中国从 2020 年以后，每年得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

公平不公平？ 

记者：一个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

是否合适？ 

丁：我们需要的是公平，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否则他们不会理你。 

记者：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 

丁：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我理解的公平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

空间。 

记者：您原来是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但这次谈判，您一直在做政治解读，别人也许会对你提出各种

疑问，您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 

丁：你是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记者：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更应该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

前提去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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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那我问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吗？ 

记者：假如如您所说，但是发达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方案，而任其拖延下去，地球会

不会变得更糟？ 

丁：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了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气温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

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 10 倍的时候也有的是，地球不还是好好的？因此，这不是人类拯救地

球的问题，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记者：人类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最终取决于什么？ 

丁：取决于文明。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弹性的文明．．．．．产生，或者

是我们现有文明能有更好的发展。 

（根据央视《对话》栏目组采访实录整理，有删改）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B  

A.“争吵”在文中指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以 G8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激烈交锋。 

B.“价值判断”在文中指基于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这个阈值，各国都争取在全球 8000 亿吨的碳排放

总额中分配到更多的碳排放权益。 

C.“情绪色彩”在文中表现为，在面对 IPCC 等组织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时，丁仲礼院士为引起发达国家

的重视而使用了一些激烈言词。 

D.“弹性的文明”是指能够包容不同文明、维护不同文明利益的全新文明，它具有公平正义的属性，能

团结人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中丁仲礼院士观点的一项是  D  

A.衡量碳排放权分配是否科学，既要看排放总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的利弊，也要看人均排放量对普通百

姓生活的影响。 

B.计算机模拟并不是科学实验，故而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的共识

没有科学依据。 

C.IPCC、G8 方案试图通过对发达国家规定减排具体目标的方式，压缩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操控

全球碳排放权。 

D.无论是既往历史，还是 G8 的未来排放方案，如果从人均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的高排放才是气候变

暖的罪魁祸首。 

（3）丁仲礼作为科学家，也去了解碳排放权背后的政治。下列选项，最适合用来评价这一行为的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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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D.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4）丁仲礼对记者提问的反驳体现出科学家的严谨思维，请结合文中画横线处的内容加以说明。 

（5）这是一次广受关注的访谈，请你对记者的提问作简要评价。 

【答案】（1）B 

（2）D 

（3）C 

（4）指出记者对“科学”的认知错误，用 IPCC 减排方案缺乏科学依据的事实；指出记者立论的前提

是站不住脚的：用严谨的数据指出 IPCC 减排方案的荒谬。 

（5）①记者访谈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对话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发问较得体。②问题设计集中且有

层次，环环相扣，既有引导也有追问，使受访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利于观众全面了解这个事件。

③记者未能对所涉事件持中立态度，有明显的立场倾向。如质疑受访者不该采用带有“情绪包彩”的语

言，不该对减排方案作政治解读。 

【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答题时要整体把握材料内容，结合相关

语境分析各个选项表述的正误，作出正确的选择。 

（2）本题考查学生对相关说法和相应观点的关系的辨析能力。答题时要读懂题干涉及的观点，仔细比

对各个选项，正确选择。 

（3）本题考查学生对相关诗文名句及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答题时要读懂材料内容，仔细

比对各个选项的名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4）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中相关思维的特点的分析能力。答题时要结合语境读懂题干涉及的部分，结

合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5）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中记者提问的评价能力。答题时要通读文本，结合记者相关提问进行评价和

分析。 

【解答】（1）B.“各国都争取在全球 8000 亿吨的碳排放总额中分配到更多的碳排放权益”错误。原文

是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相对于 1750 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

以容忍的最高升温”，这个价值判断即指“相对于 1750 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

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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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发达国家的高排放才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不符合文中丁仲礼院士观点。丁仲礼院士说的

是“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了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气温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

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 10 倍的时候也有的是，地球不还是好好的？” 

故选 D。 

（3）A.谈的是学习和温习的道理。 

B.谈的是学习和思考的关系。 

C.最适合用来评价这一行为。 

D.谈的是人的言行和品德的问题。 

故选 C。 

（4）由“科学家有主流吗？科学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可知，指出记者对“科学”的认知错误；

由“科学是真理的判断。在 IPCC 报告原文中，并没有确认气候变暖就是由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

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变暖有多大的影响”“按照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控

制升温 2 摄氏度的共识，到 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量约为 8000 亿吨。这个总量非常非常小”

可知，用 IPCC 减排方案缺乏科学依据的事实，指出记者立论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由“打个比方，假

如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 1.4 吨碳，那么到 2050 年人均排放量就只有 0.8 吨碳。这还是建立在人口总量维

持不变的前提之下”可知，用严谨的数据指出 IPCC 减排方案的荒谬。 

（5）①由“这次哥本哈根的峰会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基于 IPCC（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相对于 1750 年工业化

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2 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对此，您怎么看？”可知，记

者访谈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对话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发问较得体。 

②由“这个排放多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

但是 IPCC 作为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一个组织，它拿出的报告，不应该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吗？”

“哥本哈根会议前，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减排方案，特别是 IPCC、G8 方案，只对发达国家规定了

减排的具体目标，却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具体要求，难道他们只给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等可知，问题

设计集中且有层次，环环相扣，既有“这次哥本哈根的峰会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

么？”之类的引导也有“陷阱？”“您是在指责 IPCC？”等追问，使受访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

利于观众全面了解这个事件。 

③记者未能对所涉事件持中立态度，有明显的立场倾向。如“一个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会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是否合适？”“您原来是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但

这次谈判，您一直在做政治解读，别人也许会对你提出各种疑问，您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质疑受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15 
 

访者不该采用带有“情绪包彩”的语言，不该对减排方案作政治解读。 

 

答案： 

（1）B 

（2）D 

（3）C 

（4）指出记者对“科学”的认知错误，用 IPCC 减排方案缺乏科学依据的事实；指出记者立论的前提

是站不住脚的：用严谨的数据指出 IPCC 减排方案的荒谬。 

（5）①记者访谈前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对话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发问较得体。②问题设计集中且有

层次，环环相扣，既有引导也有追问，使受访者能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利于观众全面了解这个事件。

③记者未能对所涉事件持中立态度，有明显的立场倾向。如质疑受访者不该采用带有“情绪包彩”的语

言，不该对减排方案作政治解读。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1 小题，16 分） 

2．（16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河西 

贾平凹 

天很高，没有云，没有雾，连一丝浮尘也没有，睛晴朗朗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无遮无掩的太阳，

笨重地，迟缓地，从东天滚向西天。几千年了，上万年了，沙砾漫延，似乎在这里验证着一个命题：一粒

沙粒的生存，只能归宿于沙的丰富，沙的丰富却使其归以一统，单纯得完全荒漠了。于是，风是最百无聊

赖，它日日夜夜地走过来，走过去，再走过来；这里到底是多大的幅员和面积，它丈量着；它不说，鸟儿

不知道，人更不知道。 

①一条无名河，在匆匆忙忙地流。它从雪山上下来，它将在沙漠上消失，走不到大海，就被渴死了。

但它从这里流过，寻着它的出路，身后，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祁连山，贺兰山，走廊的南北二壁，

颜色竟是银灰，没有石头、树木，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白花花的，像横野的尸骨。越往深处，深处越是

神秘，沙的颜色白得像烧过的灰，②山岭便变形变态，峁，梁，崖，岫，壑洼，沟岔，没有了完整的形象，

像是消融中的雪堆，却是红的，又从上至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楞角，犹如冲天的火焰，突然地一个力的凝

固，永远保留在那里了。而子夜里升起了月亮，冷冷的上弦，一个残留半边的括号，计算过一种什么样的

古老的算术？ 

当太阳把一个大圆停在天边，欲去却还未去，那整个沙原、寂山就被腐蚀了一层锈红。一切都是无言

的，骆驼默默行走，沙鼠悄悄扒洞，苍蝇也丧失了嗡嗡的功能，于无声处去舔血。沙蒿，红沙菜，金刚草，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16 
 

那裹在一片尖刺中的一颗一颗沙粒般的叶子。一群羊从远远的地方拥过来，散着一个扇形，牧羊人就在扇

后。其实，最孤独的是牧羊人了，他已经坐在一个沙包上，沉寂得像一尊雕塑了。他的肤色赤黑得像发着

油腻的石头，眼睛却老睁不大，深深地陷进去，正看着一只马蛇子翘着长长的尾巴，影子一般地在卵石和

蓬草里窜行。 

倏忽风就起身了，再就吹一片云来，才一出现，大颗大颗的冰雹夹杂在雨点里就下来了。流沙在瞬息

中或聚或散，骆驼草却巩固了地盘，碗大的一个丘包，像是一个一个偌大的蘑菇，又像是一些分布均匀的

铆钉，因为是有了它们，这荒漠的地表才没有被揭了去吗？生命的坚强，启示了电线杆的忠诚；它们说尽

了人的话语，却没一句是它们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始终在列队站着。③再往西去，再往西去，

蜃市偶尔就要出现楼，台，亭，阁，花坛，鱼塘，还有驼群马队，万千人物……眨眼却没有了。这里曾经

是唐朝花雨丝绸之通道吗？这里曾经是刀光血影杀声吞云的古战场吗？眼前只是白沙，白沙，还是白沙。

沙的形成真的是卵石成千上万年在风里碰撞的结果，这该是多么伟大的艺术，似乎宇宙的变迁，生命的进

化，在这里是一幕放慢了的镜头，那一个世纪如果缩短为一个生命的单元，石头的碰撞为细沙，会是一首

何等雄壮的七音俱发的音乐啊！ 

这个时候，一辆列车从地平线上开来，看上去只能算是蠕蠕爬动。一天一趟的火车，带来了运动，也

将生命的活力同时注射在他们的身上了吗？脸上都是笑笑的。列车走过了，轰轰的钢铁的震响慢慢消失，

留下的又是那万籁的一个静，又是那屋后一排七棵用食水浇灌起来的白杨。还有一柱直直的孤烟；他们该

吃晚饭了。列车继续往前走，车上坐满了西行的旅客，他们兴致特别高，一边吃着从沿途车站买来的西瓜，

一边谈论着戈壁沙漠这么缺水。他们谈论着远处奔跑的一只黄羊，它奔跑着，时不时就要将身子往空中一

跃，作一个弓的形状，它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激动得发狂吗？他们有的在作起诗：“啊，到了这儿，才知

道了祖国之大！”有的则油画写生了，感叹着这里该是产生东山魁夷风景画风格的妙地。但是，一个奇异

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铁路的北边，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一个坟墓，一个卵石的堆积；几千个卵石堆

积的坟墓，横横竖竖，竖竖横横。睡眠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什么人又是什么时候睡眠在这里？他们没

有看见一块墓碑，没有看见一丘砖砌起的坟台，更没有松柏，更没有花圈。他们猜想着，是当年长征路经

这里的江西红军？是曾经进军新疆，沙漠剿匪的战士？或者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民工？或者是那开发金川镍

矿的工人？他们一起趴在车窗口，互相看着，一句话却也不能出唇；这里曾经经历过同别的地方一样的人

为的浩劫，灾难，贫困，又比别的地方更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凶恶和狠毒，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价值的真正的

体验。④坟墓是坟墓的纪念碑吗？活着的人是死去的人的墓志铭吗？列车在戈壁沙漠的深处一步一步推

进，车上的人都在默默地说： 

永远要记着那些为了征服戈壁沙漠而牺牲的和仍有可能牺牲的人！ 

（选自《散文》1984 年第 1 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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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C  

A.无论是漫延无垠的沙砾，还是走来走去的风，都在验证着沙漠的广袤，引发作者“丰富归于统一”的

辩证思考。 

B.作者充满想象地去观察被骆驼草固定了的丘包，觉得它们像蘑菇，像铆钉，让人看到了生命的坚强。 

C.列车的声响给戈壁带来了生命活力，而过后的寂静与重复出现的白杨树，又难免会使人们涌起一阵厌

倦之感。 

D.看到成片的坟墓时，旅客不由自主地猜想墓主的身份与死去的原因，在这过程中，他们的心绪渐渐发

生变化。 

（2）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A.句子①中的河流是本文的暗线，与后文不断出现的沙漠生命有直接内在联系。 

B.句子②中全用逗号，强调山岭形态的突兀和多变，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C.句子③用反复的方式拓展了空间，既展现河西的辽阔，又引发对历史的想象。 

D.句子④连用两个问句，看似疑问，实则肯定，其中充满对死者的纪念与尊敬。 

（3）这篇散文的最后部分着意描写西行列车上旅客看到窗外景象的反应，这样写有什么用意？请结合

文本简要分析。 

（4）班级同学普遍认为这篇散文的景物展现了一种阔大之美。不同的是，甲组认为本文在景物描摹时，

擅长以大写大；乙组则认为本文在景物描摹时，善于以小写大。你支持哪一小组的观点？请结合全文作

简要说明。 

【答案】（1）C 

（2）A 

（3）①从看到河西独特风景时的惊叹、兴奋，到看到大片乱坟墓时的震撼、沉默，②借旅客的眼睛展

现了河西的风光和历史，赞扬这片土地的保卫者、建设者的奉献与牺粒精神，使读者对河西这片土地有

更深的认识。 

（4）甲组答案示例： 

①作者用天、太阳、沙等群组意象，在空间上铺陈出了一种阔大之感。 

②作者善用联想，由今及古，古今交错，形成时间上的一种阔大之感。 

③在写景时注入理性的思考，增加了文章思想的厚度，形成了意蕴的阔大之美。 

乙组答案示例： 

①文章善于以小衬大，通过生命无言的存在，在空间上突出河西荒漠之大。 

②文章以微小的沙的形成，来表现宇宙的进化、生命的进化，展现出时间上的阔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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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文章在描写沙砾时，既写一粒粒又说其丰富；在写坟墓时，既说其一片，又看到一个，小大互衬。形

成了张力。 

【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的能力。此类题考查的角度较多，有内容的理解，

主旨的概括，解答这类题目，首先要结合题干的选择要求，到底选正确还是选错误；其次，要明确题目

的考查点，然后浏览每个选项，再逐一进行分析、比较。 

（2）本题考查学生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品味精彩的语言表达艺术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目，首先

要明确题干的要求，然后看如何写的，达到什么效果。 

（3）本题考查考生把握重点语段的作用的能力。解答此类试题，结合句子或段落在文章中位置来回答。

有指定就问题回答，没有指定，一般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来回答。 

（4）本题考查分析鉴赏本文艺术特色的能力。解答此题，应从语句理解、手法分析、内容分析、主题

理解等角度分析判断。 

【解答】（1）C.“又难免会使人们涌起一阵厌倦之感”错误，于文无据，不合文意。 

故选 C。 

（2）A.“是本文的暗线”错误，无稽之谈。 

故选 A。 

（3）①结合“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祁连山，贺兰山，走廊的南北二壁，颜色竟是银灰，没有

石头、树木，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白花花的，像横野的尸骨。越往深处，深处越是神秘，沙的颜色白

得像烧过的灰……”“但是，一个奇异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铁路的北边，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一

个坟墓，一个卵石的堆积；几千个卵石堆积的坟墓，横横竖竖，竖竖横横……”可知，从看到河西独特

风景时的惊叹、兴奋，到看到大片乱坟墓时的震撼、沉默，②结合“永远要记着那些为了征服戈壁沙漠

而牺牲的和仍有可能牺牲的人！”可知，借旅客的眼睛展现了河西的风光和历史，赞扬这片土地的保卫

者、建设者的奉献与牺粒精神，使读者对河西这片土地有更深的认识。 

（4）甲组答案示例： 

①结合“天很高，没有云，没有雾，连一丝浮尘也没有，睛晴朗朗的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可知，

作者用天、太阳、沙等群组意象，在空间上铺陈出了一种阔大之感。 

②结合“生命的坚强，启示了电线杆的忠诚；它们说尽了人的话语，却没一句是它们的，一年，二年，

十年，二十年，始终在列队站着。③再往西去，再往西去，蜃市偶尔就要出现楼，台，亭，阁，花坛，

鱼塘，还有驼群马队，万千人物……眨眼却没有了……”可知，作者善用联想，由今及古，古今交错，

形成时间上的一种阔大之感。 

③结合“这里曾经经历过同别的地方一样的人为的浩劫，灾难，贫困，又比别的地方更多了一种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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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凶恶和狠毒，生命在这里得到了价值的真正的体验”可知，在写景时注入理性的思考，增加了文章思

想的厚度，形成了意蕴的阔大之美。 

乙组答案示例： 

①结合“一条无名河，在匆匆忙忙地流。它从雪山上下来，它将在沙漠上消失，走不到大海，就被渴死

了。但它从这里流过，寻着它的出路，身后，一个大西北的走廊便形成了……”可知，文章善于以小衬

大，通过生命无言的存在，在空间上突出河西荒漠之大。 

②结合“眼前只是白沙，白沙，还是白沙。沙的形成真的是卵石成千上万年在风里碰撞的结果，这该是

多么伟大的艺术，似乎宇宙的变迁，生命的进化……”可知，文章以微小的沙的形成，来表现宇宙的进

化、生命的进化，展现出时间上的阔大感。 

③结合“但是，一个奇异的神秘的景象就出现了铁路的北边，一片几十亩地的乱坟墓，一个坟墓，一个

卵石的堆积；几千个卵石堆积的坟墓，横横竖竖，竖竖横横”可知，文章在描写沙砾时，既写一粒粒又

说其丰富；在写坟墓时，既说其一片，又看到一个，小大互衬。形成了张力。 

 

答案： 

（1）C 

（2）A 

（3）①从看到河西独特风景时的惊叹、兴奋，到看到大片乱坟墓时的震撼、沉默，②借旅客的眼睛展

现了河西的风光和历史，赞扬这片土地的保卫者、建设者的奉献与牺粒精神，使读者对河西这片土地有

更深的认识。 

（4）甲组答案示例： 

①作者用天、太阳、沙等群组意象，在空间上铺陈出了一种阔大之感。 

②作者善用联想，由今及古，古今交错，形成时间上的一种阔大之感。 

③在写景时注入理性的思考，增加了文章思想的厚度，形成了意蕴的阔大之美。 

乙组答案示例： 

①文章善于以小衬大，通过生命无言的存在，在空间上突出河西荒漠之大。 

②文章以微小的沙的形成，来表现宇宙的进化、生命的进化，展现出时间上的阔大感。 

③文章在描写沙砾时，既写一粒粒又说其丰富；在写坟墓时，既说其一片，又看到一个，小大互衬。形

成了张力。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3．（20 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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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纣之身，天下大乱，周公相．武王，三年讨其君，天下大悦。世

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

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

怠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

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说，距被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节选自《孟子•滕文公下》） 

材料二：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

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武王继文王之业，躬．擐甲胄，伐无道

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宁静．．王室，

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

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

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剔河

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潰，濡不给讫，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

故节财、薄葬、闲服
①
生焉。 

（节选自《淮南子•要略》） 

【注】①闲服：简服，指守丧三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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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墨之道 A 不怠 B 孔子之道 C 不著 D 是邪说 E 诬民 F 充塞 G 仁义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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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相，指辅佐，与《答司马谏议书》“游处相好”中的“相”词义不同。 

B.躬，亲身、亲自之意，与材料二“禹身执萦臿”中的“身”用法相同。 

C.宁静，安定的意思，与“非宁静无以致远”中的“宁静”意思不同。 

D.道，疏通的意思，与《离骚》“来吾道夫先路”中的“道”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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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D  

A.周公随武王讨伐纣王，又继承文王的事业，辅佐成王，成就了周朝功业。 

B.孟子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便圣人再次出现，也会认同他说的话。 

C.周文王想推翻纣王的暴政，实现王道统治，而太公擅长谋略，适逢其时。 

D.孔子教授七十弟子周朝制度，让他们有衣穿，有书读，形成了儒家学派。 

（4）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②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 

（5）如果《淮南子》的作者读到材料一，他是否会赞同孟子对墨子学说的否定？请结合材料二说明理

由。 

【答案】（1）BDF 

（2）D 

（3）D 

（4）①尧舜逝世之后，圣人的大道衰微，残暴的君王递相出现。 

②讨伐不合道义的昏君，在牧野誓师，最终登上了天子的大位。 

（5）《淮南子》并不赞同：①儒道并非没有缺点，墨子学习过儒家学说后针对其不足提出自己的主张；

②墨子主张的薄葬、闲服等产生于大禹治水时代，而孟子赞赏“禹抑洪水而天下平”；③思想学说各有

它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 

【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断句的能力。解答此类题，学生要知道文言句式中，主谓结构居多，但

主语常省略。借助句子成分，关键是抓住动词，以动词为中心，找前后结构关系，确定主干，从而断开

句子。 

（2）本题考查学生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的辨析能力。解答此类题，学生要明确相关文化

常识的知识及词语含义，再判断选择。 

（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筛选文章信息的能力。解答此类题，学生要理解文本的内容，再结合选项比对

判断。 

（4）本题考查学生翻译文言句子的能力。解答此类题，学生要把握文言句子翻译原则：字字落实，直

译为主，意译为辅。 

（5）本题考查学生对观点的分析能力。解答此类题，学生要先找到文本中对应的信息点，再对其进行

准确翻译的基础上概括分析。 

【解答】（1）句意：杨、墨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光大，这恶的言论就蒙蔽了百姓，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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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了仁义。 

“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著”对称法，断 BD；“充塞仁义也”与后文照应，断 F。 

故选 BDF。 

（2）A.辅佐；交相。句意：周公辅佐武王。/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 

B.正确。两句都是名词作状语，“亲身、亲自”之意。句意：亲自穿上甲胄。/大禹亲自拿着畚箕和箸臿。 

C.正确。宁静，安定；身心宁静。句意：使王室得以安定。/身心不宁静就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 

D.“意义相同”错。《离骚》“来吾道夫先路”中的“道”为“导”的通假字，意为引导。句意：他疏通

河流而分出九条支流。/来呀，我在前引导开路！ 

故选 D。 

（3）D.“让他们有衣穿”错。“使服其衣冠”，意思是让他们穿戴周代的衣冠，这里不是强调有没有衣

服穿而是强调穿周制服饰。 

故选 D。 

（4）①既，已经或之后；没，死；代，递相、相继；作，兴起、出现。译文：尧舜逝世之后，圣人的

大道衰微，残暴的君王递相出现。 

②“誓师牧野”，需补充出“于”并将后置的介词结构提前；践，踏上、登上。译文：讨伐不合道义的

昏君，在牧野誓师，最终登上了天子的大位。 

（5）根据材料二“墨子学儒者之业……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得出：墨子学习儒家学说后针对其不足提

出自己的主张； 

其中能够根据“以为其礼烦扰……而害事”概括出墨子认为儒学劳民伤财不符合时代要求，得 3 分；只

能抄原文或翻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根据材料二“当此之时……闲服生焉”得出：墨子主张的节财、薄葬、闲服符合大禹时代的要求，故墨

子强调以民为本； 

综上可知，思想学说各有它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 

 

答案： 

（1）BDF 

（2）D 

（3）D 

（4）①尧舜逝世之后，圣人的大道衰微，残暴的君王递相出现。 

②讨伐不合道义的昏君，在牧野誓师，最终登上了天子的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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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淮南子》并不赞同：①儒道并非没有缺点，墨子学习过儒家学说后针对其不足提出自己的主张；

②墨子主张的薄葬、闲服等产生于大禹治水时代，而孟子赞赏“禹抑洪水而天下平”；③思想学说各有

它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三年后

除掉了纣王，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

现了，有臣子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

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

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

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

这是心目中没有君王；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禽兽。

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

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

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

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

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

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

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

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墨翟的，才是圣人的信徒啊。” 

材料二 

周文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搜刮民赋没有限度，杀戮无辜不能停止，制造了炮烙之刑，挖掉劝谏

的贤人之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天下一心而痛恨他，周文王要以卑下弱小的地位战胜强暴的纣王，而为天

下人民除去凶残之君，以便成就王道，因此姜太公的兵谋便产生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

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

踏上了天于之位。周公旦继承父兄文王、武王的事业，掌握了天子的权力，全力支持周王室，辅佐年幼的

成王，使王室得以安定，诸侯得以镇抚。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

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

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墨子学习了儒家的学问，接受了孔子的学说，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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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儒家的礼仪繁琐而不合心意，葬礼过于奢华而浪费钱财，使百姓贫困，服丧时间太长而伤害生命且妨碍

工作，所以他背离了周朝的礼制而采用了夏朝的政制。在大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大禹亲自拿着畚箕

和箸臿，为民众做出了表率。他疏通河流而分出九条支流，开凿江河而连通九条水路，开辟五湖而安定东

海。在那个时期，火势蔓延来不及扑灭，水势泛滥来不及阻挡，死在山陵的人被葬在山陵，死在沼泽的人

被葬在沼泽，因此人们开始注重节约财物、简化葬礼、守丧简服。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1 小题，9 分） 

4．（9 分）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各题。 

赵文远见和用韵答之 

辛弃疾 

粝食粗衣饱暖时，从他鼻涕自垂颐。 

万金药岂世无有？九折臂余人始知。 

过雨沾香辞落蒂
①
，随风飞絮趁游丝。 

我无妙语酬春事，惭愧新歌值凤吹
②
。 

【注】①蒂：同“蒂”。②凤吹：笙箫等乐器。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D  

A.根据诗题和内容，可推知赵文远写诗给辛弃疾，询问他的身体、生活情况。 

B.颈联转入春景的描写，花瓣经雨飘落、柳絮风中飘飞，为下文抒情作铺垫。 

C.尾联暗点本诗是用来唱和的，诗人自谦无才描写春景，称赞友人诗写得好。 

D.本诗托物言志，豪放慷慨，艺术风格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似。 

（2）诗的颔联讲述了怎样的生活经验？又蕴含了怎样的言外之意？请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1）D 

（2）①颔联中作者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良药，但人们总是在经历很多挫折和

困难之后才真正认识到它的珍贵。②本联讲述了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良药的生活经验，暗

含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应有坚韧意志的观点。 

【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能力。解答此题既要对诗歌进行整体的把握，又要对诗

歌的局部进行恰当的分析。在理解每一个选项时，要仔细分析选项中赏析的每一个重点，对诗歌的内容、

情感、主题、意象、意境等进行分析概括。 

（2）本题考查学生对诗句内容及言外之意的分析能力。解答时要结合诗歌内容，从诗句中找出关键性

信息进行分析，联系前后句子进行分析，把握诗人的内心感受。 

【解答】（1）D.“托物言志，豪放慷慨，艺术风格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似”错。本诗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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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物言志的手法，且语言风格平实质朴，艺术风格与豪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迥异。 

故选 D。 

（2）本诗颔联意为“世上难道就没有价值万金的良药？但人们总是在经历很多挫折和困难之后才真正

认识到它的珍贵”。出句，诗人以反问的语气，表达自己观点。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

题的万金良药。对句，化用“三折肱为良医”之典，该典原指几次断臂，就能懂得医治断臂的方法，后

比喻对某事阅历多，富有经验，自能造诣精深。此处，作者意在强调只有在经历了挫折和困难之后，才

能真正理解其价值。这种坚韧的精神，体现了辛弃疾面对困境时的乐观和坚定。 

 

答案： 

（1）D 

（2）①颔联中作者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良药，但人们总是在经历很多挫折和

困难之后才真正认识到它的珍贵。②本联讲述了并不存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良药的生活经验，暗

含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应有坚韧意志的观点。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5．（6 分）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贾谊在《过秦论》中通过“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写秦朝一统六国的不易，又以“ 一夫作

难而七庙隳 ”写从陈胜起义到秦朝灭亡，快得出人意料，两相对比，总结出“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

异也 ”的道理。 

（2）《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列举了“他植者”种树存在的种种问题，说自己只是“ 能顺木之天 ， 

以致其性焉尔 ”，而树木也就活得长久、长得很快。这颇有《老子•第六十四章》“复众人之所过，以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意味。 

（3）古代诗文中，女子的鬓发常被比喻成云朵，如“ 绿云扰扰 ， 梳晓鬟也 ”。 

【答案】（1）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能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尔 

（3）绿云扰扰    梳晓鬟也（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名句名篇识记的能力。名句名篇的考查常常分为两类：识记式默写、情景式默

写（理解性默写），其中识记式默写考查字形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默写）主要考查在语境中的具

体运用，具有一定难度，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同时考查到了。 

【解答】故答案为： 

（1）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重点字：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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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尔（重点字：致） 

（3）绿云扰扰    梳晓鬟也（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重点字：鬟）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本题共 1 小题，20 分） 

6．（20 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微信聊天，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精妙的、基于文字和符号的社交礼仪。 

比如，用微信时，句子结尾用不用句号大有讲究。别人请你帮个忙，你回一句“好的”或“好的。”，

有没有这个句号，A_______。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句号表示一句话的结束，新一句话的开始。但微信通

常是一句一句发送的，你写完一句话不用句号直接发送了，对方完全能明白。①也就是说，②微信已经不

需要句号的“分隔开两句话”这个功能，③“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也已经让人们适应了。④在这种情况

下，⑤你在句末加一个句号，⑥就刻意像是在告诉对方“我说完了”。这个语气是生硬的！如果前面是“好、

可以、同意”之类的正面词汇，句号立即就让这句话产生消极抵抗的意味。 

还有，现在年轻人一般都不用“ 微笑”这个表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情本来表示开心、

微笑，但忽然之间，年轻人用它来表示“呵呵”的心情，含有一种嘲讽的意味。试想，聊得兴起时对方突

然发一个微笑表情过来，你是越看越不舒服，简直就是（  ）。如今在微信中你想表达像生活中的那种

微笑，要表达出真诚、友好，请使用“ 龇牙”；如果你真的笑出了声，现有表情已不足以表达，你最好

直接用文字告诉对方“我笑出声了”。 

另外，现在 B_______，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形容

词贬值”。大家．．都用一个词，那这个词就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了，必须用一个更夸张的词，这样原来

那个词就贬值了，甚至意思走向了反面。比如，看完一场明星演唱会，用微信跟朋友形容现场人很多，你

会用什么词呢？“很多”“特多”，都太平淡、太土气了，年轻人会用“巨多”“狂多”“暴多”这样的词，

而且这里的形容词一直在换。 

（1）将下列俗语填入文中括号内，恰当的一项是  C  

A.五十步笑百步 

B.笑口常开 

C.皮笑肉不笑 

D.笑里藏刀 

（2）文中标有①～⑥序号的句中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标出原句序号后再做修改，并使修改后的语句与

上下文的衔接流畅自然。 

（3）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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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2 个字。 

（4）请用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解释“形容词贬值”的现象，要求表达简洁明了，不超过 60 个字。 

（5）第四段中加点的“我们”和“大家”都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但在文中表意有差别，请作简要

说明。 

【答案】（1）C 

（2）语句③，改为：示例一：人们也已经适应了“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示例二：“不加句号”这个

新习惯，人们也已经适应了。示例三：“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也已经被人们适应了。语句⑥，改为：

就像是在刻意告诉对方“我说完了”。 

（3）示例：A：示例一：意思完全不一样示例二：语气和意味大不一样 B：微信语言（交际/表达）中

还有一个趋势（一种现象/情况/情形/现象/变化） 

（4）示例：因为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喜欢使用更夸张的词，导致大家都用

的词表达效果下降。 

（5）段中的“我们”带有作者和读者交流的意味，营造了对话感。“大家”表示一种普遍现象。 

【分析】（1）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含成语）的能力。这类题目解答时应首先明确词语的意思，然后

结合语境选择最合适的词语。 

（2）本题考查学生对病句的修改能力。答题时要熟知常见的病句类型，认真阅读题干中的语段，找出

病因，作出正确的修改。 

（3）本题考查学生补写句子的能力。答题时要读懂题干中的语段，结合句式、内容、修辞、字数等要

求，正确补写。 

（4）本题考查压缩语段的能力。答题时要读懂语段的内容，提取信息要点，根据题干句式要求，概要

作答。 

（5）本题考查学生对词义的理解能力。答题时要读懂句子含义，结合语境具体分析词语含义。 

【解答】（1）语境“年轻人用它来表示‘呵呵’的心情，含有一种嘲讽的意味。试想，聊得兴起时对方

突然发一个微笑表情过来，你是越看越不舒服，简直就是（  ）”，选用熟语应体现“微笑让人‘不舒

服’”之意。 

A.五十步笑百步：比喻自己跟别人有同样的缺点错误，只是程度上轻一些，却去讥笑别人。没有体现“微

笑”之意，不合语境。 

B.笑口常开：指人十分乐观、快乐，无忧无虑。不合语境。 

C.皮笑肉不笑：极其不自然地装出一副笑脸，形容虚伪或心怀恶意的样子。合乎语境。 

D.笑里藏刀：比喻外表对人和善，内心阴险毒辣。不合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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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2）语句③“‘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也已经让人们适应了”，改为：示例一：人们也已经适应了“不

加句号”这个新习惯。示例二：“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人们也已经适应了。示例三：“不加句号”这

个新习惯也已经被人们适应了。 

语句⑥“就刻意像是在告诉对方‘我说完了’”，语序不当，“像”应修饰“刻意”，故改为：就像是在刻

意告诉对方“我说完了”。 

（3）原文“别人请你帮个忙，你回一句‘好的’或‘好的。’，有没有这个句号，A_______。”根据语

境，可知应表达差异（或区别）很大的意思。改写示例：A：示例一：意思完全不一样。示例二：语气

和意味大不一样 

原文“另外，现在 B_______，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形

容词贬值’”，补句应表达“出现一种新情况”的意思，故 B 可补写为：微信语言（交际/表达）中还有

一个趋势（一种现象/情况/情形/现象/变化） 

（4）原文解释概念的语句“大家都用一个词，那这个词就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了，必须用一个更

夸张的词，这样原来那个词就贬值了，甚至意思走向了反面。比如，看完一场明星演唱会，用微信跟朋

友形容现场人很多，你会用什么词呢？‘很多’‘特多’，都太平淡、太土气了，年轻人会用‘巨多’‘狂

多’‘暴多’这样的词”，提取关键信息，省去举例部分，示例：因为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

的意思，所以喜欢使用更夸张的词，导致大家都用的词表达效果下降。 

（5）“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形容词贬值’。大家都用

一个词，那这个词就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了，必须用一个更夸张的词，这样原来那个词就贬值了，

甚至意思走向了反面”，文句中的“我们”带有作者和读者交流的意味，营造了对话感，而“大家”表

示一种普遍现象，泛泛而言，有距离感。 

 

答案： 

（1）C 

（2）语句③，改为：示例一：人们也已经适应了“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示例二：“不加句号”这个

新习惯，人们也已经适应了。示例三：“不加句号”这个新习惯也已经被人们适应了。语句⑥，改为：

就像是在刻意告诉对方“我说完了”。 

（3）示例：A：示例一：意思完全不一样示例二：语气和意味大不一样 B：微信语言（交际/表达）中

还有一个趋势（一种现象/情况/情形/现象/变化） 

（4）示例：因为人们总想用更强烈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意思，所以喜欢使用更夸张的词，导致大家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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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表达效果下降。 

（5）段中的“我们”带有作者和读者交流的意味，营造了对话感。“大家”表示一种普遍现象。 

四、写作（60 分） 

7．（60 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会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会和更多经历不同、个性各异的人相遇。这时，

同理心强的人，更能在差异中拓宽视野，结交朋友，丰富自己。这不仅关乎个人成长，对促进社会和谐与

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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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800 字。 

【答案】 

以同理心为桥，共筑和谐之界 

 

在这个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青少年如同初升的朝阳，逐渐步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将与不同背

景、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人相遇、相识、相知。在这一过程中，同理心成为了一把钥匙，它能帮助我们

打开心灵的锁，拓宽视野，结交朋友，丰富内心。 

同理心，是一种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情感、立场和需求的能力。在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拥有同理心的

人，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感受，更能在差异中寻找到共同点，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正如古人云：“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减少误解和冲突。 

在差异中拓宽视野，是同理心带来的重要收获。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的经历、信仰、价

值观等都与我们有所不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当我们以同理心去接触这些差异时，

我们会发现，这些差异并不是障碍，而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桥梁。通过理解他人的经历和价值观，我们能

够拓宽自己的视野，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结交朋友，是同理心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同理心，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种理解和

尊重，能够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同时，通过与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交往，我们也能够学

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同理心不仅关乎个人成长，还对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充满差异的社会中，人们

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当我们拥有同理心时，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

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同理心，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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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人缺乏同理心，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忽视

了他人的感受。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也会阻碍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培

养自己的同理心，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尊重他人的差异和选择。 

在未来的道路上，让我们以同理心为桥，跨越差异与误解的鸿沟；让我们以同理心为纽带，连接起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让我们以同理心为动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的发展。在成长的道路上，让我们共

同携手前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这是一道材料作文题。 

一、审题 

本次的材料讨论的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与不同经历、个性各异的人相遇时，同理心的重要性。

材料中明确指出，同理心强的青少年更能在差异中拓宽视野，结交朋友，丰富自己，并对个人成长、社

会和谐与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从审题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核心主题：同理心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讨论对象：青少年，他们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面临

与各种人交往的挑战。关键能力：同理心，即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情感、立场和需求的能力。影响层面：

个人成长、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 

 

二、参考立意 

1.同理心：青少年成长的助推器 

立意：强调同理心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拓宽视野、增强人际交往能力、促进个人全面

发展等。展开：可以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如青少年在拥有同理心后，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如何与他

人建立深厚的友谊，以及如何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点等。同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教育中培养青少年

的同理心。 

2.跨越差异：同理心促进社会和谐 

立意：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探讨同理心如何帮助青少年跨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

定。展开：可以分析青少年在拥有同理心后，如何减少误解和冲突，如何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

合，以及如何在社会中传播正能量等。同时，可以讨论如何在社会中营造一个鼓励同理心的氛围。 

3.文化交流的桥梁：同理心的作用 

立意：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探讨同理心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中的作用。展开：可以分析

青少年在拥有同理心后，如何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共同点，如何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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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发展等。同时，可以探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跨

文化同理心。 

【解答】 

以同理心为桥，共筑和谐之界 

 

在这个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青少年如同初升的朝阳，逐渐步入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将与不同背

景、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人相遇、相识、相知。在这一过程中，同理心成为了一把钥匙，它能帮助我们

打开心灵的锁，拓宽视野，结交朋友，丰富内心。 

同理心，是一种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情感、立场和需求的能力。在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拥有同理心的

人，更能体会到他人的感受，更能在差异中寻找到共同点，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正如古人云：“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减少误解和冲突。 

在差异中拓宽视野，是同理心带来的重要收获。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的经历、信仰、价

值观等都与我们有所不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的丰富多彩。当我们以同理心去接触这些差异时，

我们会发现，这些差异并不是障碍，而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桥梁。通过理解他人的经历和价值观，我们能

够拓宽自己的视野，看到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结交朋友，是同理心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同理心，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种理解和

尊重，能够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同时，通过与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交往，我们也能够学

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同理心不仅关乎个人成长，还对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充满差异的社会中，人们

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当我们拥有同理心时，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

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同理心，就能

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人缺乏同理心，他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忽视

了他人的感受。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也会阻碍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培

养自己的同理心，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尊重他人的差异和选择。 

在未来的道路上，让我们以同理心为桥，跨越差异与误解的鸿沟；让我们以同理心为纽带，连接起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让我们以同理心为动力，推动社会和谐与文化交流的发展。在成长的道路上，让我们共

同携手前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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