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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天一中学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高一语文

命題人：叶环 审阅人：张朝讀

一、现代文阅读（37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文学观念。若说研究个体文学理论是求异，研究集体认同则是

求同。集体认同不是代表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是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的集体

特质。“认同”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命题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

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

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形式是与理论形态相对而言的，两者虽无法截然分开，但又有明显差

异。如果说理论是理性的，那么认同则是感性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

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

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

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这样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

仰，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

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错。举例而言，“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

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都具有真实性与合理性，但在长

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之说，而相对立的表达则被渐渐遗忘或遮

蔽。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

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韩愈有“不平则鸣”说，后人往往以“不平”为处于逆境或不公平待

遇，其实不平所指甚广。钱钟书说过：“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

括欢乐在内。”“不平则鸣”是指处于不平常、不平静之境，总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但历来对于“不

平则鸣”往往是一种有所偏重的接受，即倾向把“不平”理解为不公平或逆境。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

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都认为好作品是反

映悲苦生活的，而写作者则应经过困苦和磨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

这种集体认同，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

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高尚的精神寄托。

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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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而建构的诗人的“宿命”，

其本质正是古人对于文学使命的一种积极期待。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

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也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与“文

人”既有关联又有差别。“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

诸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就是这类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文人自身也对“文人”持否定态度，南

朝范晔“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但古代也有很多为“文人”辩护的情况。如刘勰就对“文

人无行”之说予以反驳。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既列“文人相轻”之目，又列“文人相推”之典。但

在长期的接受过程中，对文人群体污名化的倾向邦公到中国古人的替语认间，甚至成为至今流行的成语俗

话。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的焦虑，誉威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

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一个参照系，一个隐在的标准和理想。古代文人是从早期士人发展、分化而来的，

“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传统“士人”就是“文人”的参照系，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

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作出自我期许。但古人对于文人及其文章的批评并非仅是世俗的蔑视，其实还包含对

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古人

对于文人的批判其实是出于理想而对文人表达一种期待和文人对于建功立业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将殊的

“反向认同”。

集体认同是对诸多事实的选择与取舍，集体认同所表达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不是统计学上的真

实，而是一种对于“诗人”与“文人”的期待，表达的是一种文学信仰与理想。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是古人对中国文学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的表达，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中国古代有许多文学批评并不具备形成系统理论的条件和基础，而是以群体性文化记忆的形式存在。

C.“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中的“这些”，指好作品反映悲苦生活，作者必须经过苦难才能成为杰出诗人。

D. 集体认同不是基于完全事实的逻辑推理，因而得出的并非科学结论，只是主观层面上的一种价值判断。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从第二段的内容可以看出，某些观点或评价一旦成为时代、社会的主流观念，它就有可能会改变人们的

历史认知、事实认定。

B. 古人因为喜好而作出的选择即“部分事实”，它具有更多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因而在“穷而后工”与

“达而后工”中选择了前者。

C. 文人的污名化倾向受到中国古人的认同，如“文人相轻”等贬义成语甚至流传至今，这说明人们有些观

念的形成是基于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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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反向认同的形式，把“士人”作为参照要求“文人”体现了古人对文人的期待以及文人自我期许方面

积极的价值取向。

3. 下列选项的内容，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三段的韩愈“不平则鸣”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司马迁《报任安书》）

B.“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

（朱熹《诗集传序》）

C.“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

嵘《诗品序》）

D.“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

并不是眼中之竹也。”（郑燮《题画》）

4. 今年暑期档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全国各大影院热映，反响热烈，但影片中可爱萌化的少年杜甫形象也

引起了部分观众的非议。请结合材料对引发非议的原因做简要分析。

5. 假如要编写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读物供青少年学生阅读，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结合材料

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1. B 2. B 3. D

4.①杜甫在大众的心中是忧国忧民、老成持重的形象；②对成年杜甫形象认知上的这一集体认同，导致大

众对可爱萌化的幼年杜甫的形象产生异议。

5.①尊重历史沿袭、大众公认的关于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主流观念；②借鉴历史研究发现的真实史料、文

献资料，补充非主流的观点。

【解析】

【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信息的理解与分析综合能力。

B．“不具备形成系统理论的条件和基础”说法有误，曲解文意，原文是说“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

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

故选 B。

【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作者的观点，把握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的能力。

B．“古人因为喜好而作出的选择即‘部分事实’，它具有更多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因而……”因果关系错

误。原文说“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的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



第 4页/共 19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这种选择性的接受是一种集体认同。它与倾向于选择‘穷

而后工’‘诗能穷人’的认同是出于相同的集体心理”。可见，对“部分事实”的认定及对“穷而后工”

的选择都是一种集体认同，都是主观选择，所以“部分事实”并不是选择“穷而后工”的原因。

故选 B。

【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综合利用信息进行实证、推理的能力和思维方法的能力。

D．相关文本说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这强调意识对“竹”的主动创造性，无关“不平则鸣”，故不能

作为论据来支撑第三段的韩愈“不平则鸣”这一观点。

故选 D。

【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文中信息的能力。

材料中认为“在古代中国，‘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

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须有所担当和牺牲”，而杜甫在大众的心中是忧国忧民、老成持重的形象，

这是一种集体认同；

而电影《长安三万里》却塑造了可爱萌化的少年杜甫形象，对成年杜甫形象认知上的集体认同，导致大众

对可爱萌化的幼年杜甫的形象产生异议。

【5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探究文本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

由“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重复

的话题、习语，所反映的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可知，尊重历史沿

袭、大众公认的关于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主流观念；

由“集体认同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对众多事实所作的有倾向性的选择。选择的可能是事实，不

过是选择者所喜欢的部分事实。有些集体认同甚至可以改写历史与事实。简言之，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

表达的并非事实，不是逻辑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

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非简单判断其真假对

错”“集体认同包括‘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可知，借鉴历史研究发现的真

实史料、文献资料，补充非主流的观点。

（二）现代文阅读 II（本题共 4小题，共 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给我一枝枪

茹志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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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赤手空拳，紧贴在绝壁上，面前是万丈深渊，战斗机笔直地俯冲下来，在我头上掠过，接着，咯咯

地射来一串机枪子弹，第二架又怪声啸叫着，从我头上擦过去，接着第三架，羞辱我，威吓我，而我只有

怒目相对。我要是有一枝枪，哪怕是一枝短枪，我也不会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欺凌，我惯怒地大喝一声：

“强盗！”我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犹觉得心在乱跳。好熟悉的梦啊！它又不是梦，是我在熟睡中童新

记起的十几年前的一次经历。

那年，我从文工团下到营部，是营里唯一没有枪的兵。在一次回营部的路上，我碰到了三架战斗机的

围攻。最后，是沂蒙山的臂膀掩护了找。我回去，跑到营长面前：“发我一枝枪！”营长朝我看看，没有

说话。我们是没有枪的，我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于是，我仍是全营中唯一没有武器的人，穿着

军装，但没有枪。

“我一定要一枝枪。”这一要求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起来。钟敲了十二下，已经是半夜了。我重又躺

下，感到一种夜的馨香，纯洁恬静，自由舒畅。我越发想起了枪。“我要一枝枪！”这声音好像就在我的

跟前，不是十多年前的。是小鲁，我明白了，是他引来这难以平伏的思潮。

小鲁是战友的儿子。昨天傍晚，小义惊喜地跳进来报告，“妈妈，小鲁大哥哥来了！”小鲁站在房门

口，穿着簇新的军装，帽沿压到眉上，拘束地在我身边坐下。孩子趴在他膝上，尊敬而又羡慕地端详他。

“叔叔！”突然，孩子改变了对他的称呼，问道：“你怎么没有枪？”

我看见小鲁的脸慢慢地红了，停了半晌，才说：“我说我要一枝枪，他们说还要慢一慢。”当然，现

在给新战士发一枝枪，已经不是问题了，从第一批工农拿起系看红缨的梭镖起，我们就知道，没有枪，要

付出什么代价！

我伸手开了灯，床前的玫瑰花儿立即跳回窗帘上去了。小鲁明天就要出发，昨晚硬给小义留了下来，

说是要和解放军叔叔睡一夜。我走到外间，电灯还亮着，柔和地照着两个人。小鲁眉毛乌黑，舒展两臂，

像要展翅奋⻜。孩子那毛茸茸的头，略仰着脸，似乎在问：“叔叔，你有枪吗？”

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同年的秋末。我们部队过沂水，进入了鲁西南。四处没有庄稼，村

里没有树，屋上不冒烟，路上不见人。那一天，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宿营住在一位以前的村干部家

里，家里没有男人，房东是位大嫂。

“大嫂，你家大哥呢？”她没有回答，用嘴向村外呶了呶。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村边上拱起几堆新

土。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他……”“牺牲了，一起七个。”大嫂的脸呆呆的，好像总结似的

说：“没有枪！咱们没有枪！手榴弹也没有……”

忽然，小鲁在梦中皱了皱眉，一个翻身，把小义抱在怀里。年轻的战士，你梦见了什么？梦见自己还

没有一枝抢吗？我给他们关上了半扇窗。窗外是洁白的月光，一只纺织娘时断时续地在唱。生活在行进，

时而严峻、鲜明，时而又温和、含蓄，絮絮地向我们披心沥胆。

我们的队伍集合出发了，房东大嫂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目送我们，我对营⻓说：“让我上去缴一枝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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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长轻轻说道：“这次战斗下来，给你想办法。”

战斗结束，敌人被歼的消息传来，通讯员果然给我送来一枝枪。小巧的左轮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着，

装着六颗子弹，正是营长皮带上的那枝。

“营长牺牲了。”通讯员垂下眼。

一枝左轮，六颗子弹，用一块大红绸子裹着，这就是我拿到武器时的情景。小鲁，年轻的战士，不用

我说，你能懂得我当时的心情……

生活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天，我们离过去又远一天了，但是，历史是不会消亡的，也决不重复。小鲁，

现在你不会等自己同志牺牲以后再有一枝枪的。

我有一枝枪了，我到底有一枝枪了。我揣着它，日夜不离，一直到我转业的时候，交给组织，一把左

轮，五颗子弹。还有一颗，我用了。

虽则是轻风徐来，但凉气更重了。电灯光温柔照着战士和孩子。他们盖得很好，睡得也很好。我拉直

小鲁挂在椅背上的军衣，轻轻地给他们关上了电灯，掩上了门。

回到床上，我却无法入睡。一闭眼，又仿佛看见战斗机在我头上盘旋、低飞，侧着身子俯冲、扫机枪。

我伏在一片开阔地上，还带了一个妇女会的姑娘。敌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越飞越低，毫无顾忌地在我们

头上削过去，搅起地上的灰土。姑娘脸色有点苍白，伏着一动不动。我愤怒，但没有屈辱的感觉，因为我

想起我有一枝枪，我到底有了枪。我朝那直插下来的飞机打了一枪。子弹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在战

斗，在保卫自己，保卫解放了的土地。敌机尾巴一沉，朝上飞去，小心地在上空盘旋扫机枪。他怕了，他

胆怯了。

钟敲两点了，窗帘上的玫瑰已悄悄地爬上了墙。真是该睡了，天明还有工作呢！我们的夜，纯洁恬静，

自由舒畅，她守护我，我也守护她。

天亮了，小鲁穿着簇新的军装，向我告辞。小义眼睛焕然发亮，从身后拿出一朵花来，花是普通的纸

做的，每一个花瓣都涂了不同的颜色，他踮起脚，把花插在小鲁的胸前，欢快地喊道：“敬礼，解放军叔

叔！”

小鲁低下头，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里。我看见在那穿着军装、束着皮带的身影上，

仿佛已经背上一枝枪……

1962年 1月 5日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的梦境缘于战争时期的一次真实经历，面对敌机却没有武器反抗的愤怒，让“我”多年后仍然不

能忘怀。

B. 小义开始叫“大哥哥”，后来又改称“叔叔”，对小鲁称呼的改变，表现出解放军战士在孩子心目中的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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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鲁入伍却没有领到枪，因而显得十分拘束，当小义问起时，他的脸“慢红了”，说明还是有些委屈的。

D.“村外是光秃秃的一片，村边上拱起几堆新土”，鲁⻄南地区的这种景象，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众的

苦难。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玫瑰花图案从床前“跳回窗帘”“悄悄爬上墙”，比拟手法，写出了时间的流逝，也增添了文章的灵动

气息。

B. 文中多次写到左轮枪的子弹，数批由“六颗”变为“五颗”，反映了“我”心境的改变，也顺势引出后

文的故事。

C. 本文淡化情节，用简笔勾勒人物，通过简洁的动作和语言描写，塑造出一系列特征鲜明、性格各异的普

通人形象。

D. 作者通过女性视⻆，描写温馨的夜色和孩子们安睡的场景，笔触细腻，凸显了歌颂和平追求幸福生活的

小说主题。

8. 小说中的“枪”在不同的场景中具有不同内涵，请找出三处加以分析。

9. 同为战争题材小说，茹志娟的《百合花》叙事完整连贯，表现了战争年代的人性之美。本文的叙事方式

却与之不同，为什么？谈谈你的理解。

【答案】6. C 7. D

8.①我拿着枪朝敌机开枪，枪是指一枝用来射击的枪，是抵抗敌人、保家卫国的武器。

②小鲁因为没有枪而脸红，这时枪是军人身份的象征。

③在我接过营长的枪时，枪是斗争精神的传承。

9. 本文以“给我一枝枪”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叙述故事不是按照一条线，而是双线并行。一方面写和平

年代，以时间为线索，写梦境，再写刚刚当兵的战友的儿子小鲁，最后写小鲁离开；另一方面写战争年代，

以回忆的方式展开对十几年前经历的叙述，写碰到敌人三架战斗机的围攻，写进入鲁西南了解房东大哥的

牺牲，再写营长牺牲，“我”终于有了一枝枪，最后写用这枝枪打敌机的场景。小说的叙述在现实与回忆

之中来回穿插，多次转换，但因为线索清晰，给人感觉多变而不乱。

【解析】

【6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内容的理解能力。

C．“小鲁入伍却没有领到枪，因而显得十分拘束”理解错误，“小鲁站在房门口，穿着簇新的军装，帽沿

压到眉上，拘束地在我身边坐下”，小鲁拘束是性格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枪。

故选 C。

【7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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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综合赏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能力。

D．“凸显了歌颂和平追求幸福生活的小说主题”错，小说以现实与回忆穿插的方式叙述故事，不管是和平

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保家卫国才是小说的主题。

故选 D。

【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作品的文学形象的能力。

“我要是有一枝枪，哪怕是一枝短枪，我也不会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欺凌”，这里的枪是实指，指一枝用

来射击的枪，是抵抗敌人、保家卫国的武器；

“‘你怎么没有枪？’我看见小鲁的脸慢慢地红了”，儿子认为军人都应该有枪，小鲁虽然是一名军人了，

可他还没有枪，因而脸红，这里的枪是军人身份的象征。

“战斗结束，敌人被歼的消息传来，通讯员果然给我送来一枝枪。小巧的左轮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着，

装着六颗子弹，正是营长皮带上的那枝。‘营长牺牲了。’通讯员垂下眼”“我有一枝枪了，我到底有一

枝枪了。我揣着它，日夜不离”，当“我”接过营长的那只枪，也就意味着革命斗争精神的一种传承，这

里的枪是斗争精神的传承。

“我看见在那穿着军装、束着皮带的身影上，仿佛已经背上一枝枪……”这里的枪是虚指，不是指真实的

枪，而是象征着小鲁在军旅生涯中磨练的坚强意志和保家卫国的本领。

【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叙述方式的能力。

开篇写和平年代，“……我从床上直坐了起来，犹觉得心在乱跳。好熟悉的梦啊”先从梦境写起，写“我”

因为没有一枝枪而遭到敌机的欺凌；

然后转入对十几年前经历的回忆“那年，我从文工团下到营部，是营里唯一没有枪的兵。在一次回营部的

路上，我碰到了三架战斗机的围攻”，“我”是全营唯一没有武器的人，“‘我一定要一枝枪。’这一要

求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起来”引出“我要一枝枪！”的强烈愿望；

“钟敲了十二下，已经是半夜了。我重又躺下，感到一种夜的馨香”“不是十多年前的。是小鲁，我明白

了，是他引来这难以平伏的思潮”又转回现实场景，是小鲁引发“我”对“一枝枪”的感慨；

“小鲁是战友的儿子”“孩子趴在他膝上，尊敬而又羡慕地端详他”“你怎么没有枪？”“我看见小鲁的

脸慢慢地红了”写小鲁与孩子的对话，引发枪的话题；

“我第二次向营长要求一枝枪，是在同年的秋末”“牺牲了，一起七个”又从现实转入鲁西南战斗的回忆，

因为没有武器，宿营的村子一下子牺牲了七个人；

“忽然，小鲁在梦中皱了皱眉，一个翻身，把小义抱在怀里”又回到现实的叙述；

“我们的队伍集合出发了，房东大嫂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目送我们”“营长牺牲了”“通讯员果然给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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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枝枪。小巧的左轮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着，装着六颗子弹，正是营长皮带上的那枝”再次回到回忆

的叙述中，营长牺牲，“我”得到了营长的手枪；“一点了，生活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天”又转换回到现实；

“我有一枝枪了，我到底有一枝枪了。我揣着它，日夜不离，一直到我转业的时候，交给组织”进入过去

的回忆；

“虽则是轻风徐来，但凉气更重了。电灯光温柔照着战士和孩子”回到现实的叙述；

“一闭眼，又仿佛看见战斗机在我头上盘旋、低飞，侧着身子俯冲、扫机枪。我伏在一片开阔地上”“我

朝那直插下来的飞机打了一枪”回忆用这枝枪打敌机的场景；

“钟敲两点了，窗帘上的玫瑰已悄悄地爬上了墙”“天亮了，小鲁穿着簇新的军装，向我告辞”“我看见

在那穿着军装、束着皮带的身影上，仿佛已经背上一枝枪……”最后回到现实，写小鲁当兵离开。

二、古诗文阅读（41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共 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

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

得遂其情。”于是后宫及掖庭．．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贞观二年，关中旱，大饥。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

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日守谦恭，常怀畏惧。

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

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

畏望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

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

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

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十九年，太宗征高丽，次定州。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减北门楼抚慰之，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诏至

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疗之。是以将士莫不欣然愿从。及大军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

太牢．．致祭，亲临，买之尽哀，军人无不洒泣。

（节选自《贞观政要》）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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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

B. 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

其情

C. 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

其情

D. 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得遂其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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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求采无已”的“已”与《劝学》中的“学不可以已”的“已”词义相同。

B. 掖庭，亦作“披廷”，文中“披庭”指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C.“唐、虞所以太平”的“所以”表原因，与《师说》中“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所以”词义相同。

D. 太牢，古代帝王或诸侯祭祀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去世，唐太宗知道后悲极而泣，要前去掉唁。有关部⻔上书说要避讳辰日，

太宗反对，不予理会。

B. 昔日舜帝告诫禹，不夸耀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敢和你争能争功。太宗向大臣提及此言，是认为天子应

该保持谦逊恭谨，心怀畏惧。

C. 魏征认为，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是因国君谦逊恭谨。他希望君王坚守这种态度，那么国家社稷就会永

远巩固。

D.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战高丽，在定州经常抚慰士兵。有一士兵生病，太宗亲自去到他的床前探望，还

命令县官给他治病。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

（2）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

14. 仁侧者，仁爱怜悯之意也。请简要概括三件能表现唐太宗仁恻之心的事情。

【答案】10. D 11. C 12. D

13. （1）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却遭此困境！听说现在百处中有很多卖儿卖女的现象，我对他们非常怜悯

啊。

（2）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君主的威严向他提

意见呢？

14. 遣送后宫宫女；出资赎买大旱时被卖男女；不避辰日哀悼张公谨；亲到御舟城北门楼抚慰兵士，问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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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疾苦；召集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

【解析】

【10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我从不效仿。况且，这些妇女除了打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我准备放她们出去，任凭她们选择配偶，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还可以使百姓减轻负担，宫女

自己也会满意。

“人财力”是偏正结构，“人”修饰“财力”，共同做“竭”的宾语，不能断开，排除 AB；

“出”作谓语，“之”作宾语，“出之”是动宾结构，后面断开；“任求伉俪”是动宾结构，不能断开，

排除 C。

故选 D。

【11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及文言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已”词义相同，都是停止。

句意：隋炀帝不停地去挑选宫女。/学习不可以停止。

B．正确。

C．错误，“所以”，表原因，……的原因；/表方式，用来……的。

句意：唐尧、虞舜之世天下太平的原因。/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

D．正确。

故选 C。

【12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D．“太宗亲自去到他的床前探望”错，原文是“诏至床前、问其所苦”，可见太宗没有亲自去他床前，而

是下诏抬他到太宗床（或坐榻）前询问。

故选 D。

【13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困穷”，困境；“鬻”，卖；“愍”，怜悯。

（2）“傥”，倘若；“不是”，不正确、错误、过失；“犯颜”，冒犯君主的威严。

【14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概括文中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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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后宫及掖庭前后所出三千余人”可得出：遣送后宫宫女；

由“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检，出御府金宝赎之，还其父母”可得出：出资赎买大旱时被卖男女；

由“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历日’”可得出：

不避辰日哀悼张公谨；

由“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门楼抚慰之”“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进。诏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医

疗之”可得出：亲到御舟城北门楼抚慰兵士，问病卒之疾苦；

由“及大军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可得出：召集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

参考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妇女被禁闭在深宫里，实在很可怜。隋代末年，隋炀帝不停

地去挑选宫女，修建离宫别馆，在并非君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女。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

我从不效仿。况且，这些妇女除了打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我准备放她们出去，任凭她们选

择配偶，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还可以使百姓减轻负担，宫女自己也会满意。”于是，唐太宗从后

宫和旁舍先后放出宫女三千多人。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五谷不收，老百姓发生了饥荒。唐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因为君王

治国无道造成的。我没有修养品德，应该受到老天的惩罚，可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过呢，却遭此困境！听说

现在百姓中有很多卖儿卖女的现象，我对他们非常怜悯啊。”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出京巡视，用御府的

资财替很多卖身者赎了身，并将他们送还父母家。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们说，是天子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畏惧了，我认

为，天子更应该谦逊恭谨，经常心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

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易经》上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自满而以谦逊为贵。’做

了天子，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尊颜向他提意

见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虽高，却能听到地上

的议论，怎能不畏惧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视着我，这怎能不让人畏惧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怀谦

逊恐惧之心，恐怕还是不能称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魏征接着说：“古人讲：“‘做事情无不有个开

始，但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结束。’希望陛下保持常谦常惧的准则，一天比一天更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

远巩固，不会倾覆。唐尧、虞舜之世天下太平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去世，唐太宗知道后悲极而泣，要前去悼唁。有关部门上书说：“《阴阳

书》上说，辰日这一天，不可以哭泣，在民间这也是要避讳的。”唐太宗说：“君臣之间的情义，像父子

一样，悲伤之情发自内心，怎么能够避讳辰日呢？”于是哭泣。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战高丽，驻扎在定州，行军前来的士兵，唐太宗都要在御州北门城上进行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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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来，唐太宗诏令把他抬到自己的床（或坐榻）前，询问他的疾苦，还叫当地医

生为他治疗。所以不管将军还是士兵都愿意为朝廷尽忠报国。后来，大军回师驻扎在柳城，唐太宗下诏收

集阵亡将士的遗骨，供奉牛、羊、猪，以太牢的仪式进行祭奠，他还亲自前去祭拜，痛哭失声，极其哀恸，

在场将士无不受到感染，流下热泪。

（二）古诗阅读（本题共 2小题，共 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题老学庵壁

陆游

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茆只数椽。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

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

【注】此诗为陆游晚年蛰居故乡山阴时所作，此时金兵已占领北方领土，宋朝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老学

庵，陆游书斋名。

15. 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诗人一生酷爱读书，哪怕晚年生计艰难，也要盖上一间书斋，以此来打发无聊难捱的时光。

B. 颔联中“古今”与“昏晓”相对，“永日”与“流年”相对，精炼准确地概括了作者终生与书为伴，以

书开导人生的读书生涯。

C. 诗人对生活要求不高，书斋没有书童，请一个南村的跛脚童子也无所谓，同时也说明了诗人生计艰难，

照应了开头的“萧然”。

D. 老学庵是陆游晚年生活的精神家园，哪怕它十分简陋，他依然写诗作记，并题写在墙壁上。

16. 有人说“太平民乐无愁叹”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有相仿之意，

请谈一谈你的看法。

【答案】15. A 16.①《永遇乐》中，这两句是说如今的中原沦陷区的百姓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

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②本诗“太平民乐无愁叹”是说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百姓安于现状，只有高兴，

没有愁叹。③这两首诗都表达了收复失土，刻不容缓的意思，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解析】

【15题详解】

本题综合考查赏析诗歌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的能力。

A.“无聊难捱”错误，诗人把书斋看成精神家园，“古今”“昏晓”“永日”“流年” 都写出了诗人读书

之废寝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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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16题详解】

本题考查鉴赏评价诗歌思想感情和表达技巧的能力。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辛弃疾用当地佛狸祠下人们争相祭祀，香火不绝乌鸦啄食祭祀食物这一

景象，讽刺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忘记了当时金兵南下的痛,在佛狸祠参拜祭祀让人心痛。

本诗中“太平民乐无愁叹”是说自己日夜读书的缘由之一是“太平时期”老百姓只有高兴而无愁叹，陆游

对偏安江南的所谓“太平”是忧心忡忡的。

金兵已经占领宋国的北方领土，宋国统治者偏安江南。《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佛狸是北魏的皇帝，

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

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

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本诗中绍兴一带自然是“太平”无战事的，陆游看到老百姓安于现状，只有高

兴而没有愁叹，诗人为此感到忧虑、愤懑。两位爱国词人都想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

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12分）

17.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出自《诗经·郑风》，借写姑娘思念情人来表达渴慕贤才之意的句子：“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短歌行》）

（2）《琵琶行》中用听众在演奏结束后的反应和江边自然景色来侧面烘托琵琶女演奏效果的句子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琵琶行》）

（3）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个说法与韩愈《师说》中的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的观点是相同的。

（4）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辛弃疾回顾了元嘉年间的那次北伐，宋文帝刘义隆虽有

_______________之雄心，但是由于行事草率，最终却徒留“_______________”的结局。

（5）《登高》一诗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视听结合、俯仰结合描写江边见闻，

渲染秋江景物特点。

（6）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抒发年岁己老、功业未成之感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答案】 ①. 青青子衿 ②. 悠悠我心 ③. 东船西舫悄无言 ④. 唯见江心秋月白 ⑤. 是故

弟子不必不如师 ⑥. 师不必贤于弟子 ⑦. 封狼居胥 ⑧. 赢得仓皇北顾 ⑨. 风急天高猿啸哀

⑩. 渚清沙白鸟飞回 ⑪. 多情应笑我 ⑫. 早生华发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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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本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篇名句的能力。

重点字形有：衿、舫、唯、贤于、赢、仓皇、哀、渚、华发。

（四）语言文字运用（本题共 2小题，共 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是永远不会被混淆的。——这坚硬

朗朗的金属季，让我们从沁人心“鼻”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去认取。

这已经是我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一个诗人说的：“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某座城市，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我悄悄地从大

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子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

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是黄褐

色的，弯曲的，（1）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每起一阵风，我就在

落叶的雨中穿梭，拾起一地的梧桐子。必有一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二十年了，

我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2）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小船，航行在草原里，

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18.“这坚硬朗朗的金属季”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19. 文中两处划波浪线部分，都有“载着梦的小船”，请指出二者各自的内涵。

【答案】18. 运用比喻修辞手法，把秋天比喻成金属，突出了秋天坚硬、明亮，表现了作者在深层次挖掘秋

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

19. 第（1）处：指的是由梧桐叶子引发的对自然之美的怀想。第（2）处：承载着儿时对美的憧憬、向往的

那份童真。

【解析】

【18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即作用的能力。

由“但秋是永远不会被混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可知，句中把“秋季”比作 “金属”，由“坚

硬明朗”可知，比喻手法的运用，突出了秋天的坚硬、明亮；由后文“让我们从沁人心‘鼻’的松风中去

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去认取”可知，表现了作者在深层次挖掘秋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秋天的喜

爱。

【19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辨析词语在不同语境的含义。

第（1）句，根据“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可知，作者把弯曲的叶子比成了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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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比喻修辞，结合前文“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

一片落叶”可知，“载着梦的小船”表现的是“我”由梧桐叶子引发的美的怀想，形象生动。

第（2）句，结合上文“二十年了，我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可知，“载着梦的

小船”表现的是童年所产生的对美的憧憬与向往。

（二）语音文字运用（本题共 2小题，共 6分）

20. 下列各项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

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不足道．．．．的。

B. 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司空见惯．．．．。

C. 过去的一年我决定另辟蹊径．．．．，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

D. 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答案】D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

A．错误。语境说的是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这样的情况非常少，故应改为“微乎其微”。

微不足道：非常藐小，不值得一提；指意义、价值等小得不值得一提。

微乎其微：形容非常小或非常少。

B．错误。语境说的是我们不关心、不重视跟我们生活无关的，而该成语强调的是事情常见不值得奇怪，不

合语境，应改为“熟视无睹”。

司空见惯：某事常见，不足为奇。

熟视无睹：看惯了却像没看见一样。形容对事物漫不经心或不重视。

C．错误。语境说的是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做起，故应使用“另起炉灶”。

另辟蹊径：另外开辟一条路。比喻另创一种风格或方法。

另起炉灶：另外重支炉灶。比喻放弃原来的，另外从头做起。

D．正确。阖第光临：旧时用于邀请别人全家参加宴会或喜庆仪式的客套话。

故选 D。

21. 下面的选项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

1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

2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

3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4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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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

A. 15423 B. 51234 C. 12453 D. 24531

【答案】D

【解析】

【分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连贯、准确的能力。

4说的是 2中所指的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的含义，所以 2后接 4，排除 AB。比较 CD两项，2453

的排序是一样的，不同的是 1的位置，而依据 1中的“因之”可知，1应放在最后，排除 C。

故选 D。

四、写作（60分）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仅仅是因为好奇心吗？

请结合你自己读书与生活体验，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标题，禁止套作；（2）议论文，选准角度，确定立意，层次清晰；（3）不得泄露区域

及个人信息；（4）书写清晰工整（占 5分）；（5）不少于 800字。

【答案】例文：

始于好奇 终于责任

孩童牙牙学语，是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周围人的模仿；迈出第一步，是想要探寻前方的未知；心生梦想，

源于想要解答种种疑问……我们对陌生世界的探索，往往以好奇为始。而在漫漫人生路上，驱使我们不断

踏出那熟悉边界的，却是强烈的责任心。

好奇心有如吹帆的风、载舟的水，人类探索世界的欲望与方法并非无中生有，需要好奇心作为原动力。

稚子蹒跚欲摘月，来日亦可点星辰。桂海潮登上神舟十六号，飞天成功，人人赞美他的天分与努力，他却

提起儿时看过的那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书中的漫天星空化为一枚希望的种子，终在真正的宇宙开

花结果。法国博物学家法布尔凭借“昆虫的史诗”《昆虫记》名留青史，谁能想到，他只是想记录下他的

昆虫朋友那些不为人知的癖好。

责任心有如帆船的桅、小舟的桨，促使我们主动地、有目的地追逐未知。“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

一句诗道出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这正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战国谋略家苏秦韬略满腹，却遭邻人讥

讽“逞口舌之利”。他不甘心，于是弃书离家，孤身走上游说诸国之路，终以合纵之术，掌六国相印。作

曲家莫扎特为创作的自由，毅然从宫廷离职，成为欧洲第一位自由音乐家，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好奇心

或许引领他们成才，但责任心促使他们突破了原有的环境。为了实现自我，哪怕走上一条他人未曾走过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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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有如激昂的鼓、冲锋的号，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去克服艰难险阻，探索陌生世界。昔日百草尝，

今有禾下梦。总有人为了民族、国家，肩扛起社会责任，向新领域进发。在古老神话中，神农尝百草，以

自己的性命为探索的代价，分五谷，辨毒寻药。而在当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用一生来完成稻

禾下乘凉的梦想，开创中国杂交水稻事业，希望所有人都能远离饥饿。也许他们推开这个领域的大门，有

好奇心的鼓动，然而如此义无反顾地坚持，却是出于国强民富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疫情期间，我的父母为

我和四位老人操碎了心——未成年人如何防护、老年人用药注意、家庭消毒指南……他们不断阅读着从未

接触过的医学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他们愿意学习陌生领域的知识，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吗？不，是对所爱之人的那份责任心，让他们再深奥的知识也能啃下来。

乘风千帆过，破浪正远航。没有好奇心，我们将失去探寻的欲望；缺少责任心，我们将不辨方向，对

任何追求都浅尝则止，难以深入。始于好奇，终于责任，我们才不会停下探索陌生世界的脚步。

【解析】

【详解】本题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

审题：

这是一道引语式材料作文题。

材料中对于“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提出“仅仅是因为好奇心吗”这一问题，引导考生关注“一

个人乐意探索陌生世界”和“好奇心”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关注的是个体层面；“乐意”是指在动

机和态度上是积极主动的；“陌生世界”对“一个人”来说是他的知识经验尚未到达的领域。同时，要读

出材料表述背后的语气与态度：“仅仅是因为”带有明显的引导与启发意味，即指向“不仅仅是如此”，

同时又肯定了“好奇心”确实是一个动机或条件。即肯定对陌生世界的探索是因为“好奇心”驱使，又还

有的其他原因。

综上，好奇心，是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了好奇心之外，还有什么？这是审

题的关键。可以有使命与责任，有家国情怀，有冒险精神，有求知欲望，有一颗热爱心，有一颗超越心，

有一个挑战自我的心，乃至利益驱动……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体验、社会生活、国家发展去谈，

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除了好奇心，还有什么在促使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

增加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写作时，开篇引材料提出观点，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好奇心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能激励我们去

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但又不仅仅如此。接着阐述好奇心的作用。主体论证部分围绕“为什么”进行说理，

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心；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想要不断地挑战自己，

激发自我潜能，从而获得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想要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

拓宽视野，丰富人生经历；一个人乐意去探索陌生世界，因为肩负重任，要承担起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这

份责任也会成为内驱力等方面展开论证。最后联系现实，总结全文，以好奇心为源，携挑战与责任不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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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陌生的世界。

立意：

1.使命与责任，主动开启陌生世界。

2.征服与挑战，积极探索陌生世界的利剑。

3.家国情怀，与陌生世界握手的信念。

4.好奇心，在陌生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

5.挑战与超越，乐意探索陌生世界的内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