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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窑新人教高一必修渊上册冤参考答案榆 42020-2021学年

第 13期

1尧2尧3版
期中测试题

1.D（“大数据教育由网络完成标
准化教育，而学校主要承担个性化人

才的培养工作”逻辑不当。材料一最后

一段说“大数据教育提供了另外一种

可能，标准化的教育将转向网络完成，

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将主要由学校

承担”。）

2.月（“会随着 缘郧 时代的到来，高
级人工智能与仿真技术的结合而消

除”说法绝对。材料二中是说“然而，随

着 缘郧时代的到来，……，完全可能在
线实施、模拟”。）

3.C（A.强加因果。大数据教育并不
是由工业化时代的弊端直接催生的。B.
张冠李戴。材料一第一段中说“大数据

与传统的数据相比，有非结构化、数据

量巨大……等特点”，选项把本是大数

据的特点说成大数据教育的特点。D.
“第二门”无中生有，材料一第三段中

说“教育将成为继经济学之后，一门不

再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大

数据时代的教育，将变成一门实实在

在的实证科学”，而没有说是继经济学

之后的“第二门”。）

4.变化：淤大数据使得教育环境的
设计、教育实验场景的布置、教育时空

的变化、学习场景的变革、教育管理数

据的采集和运用等有了数据的支撑。

于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甚至他们
与家长、社区交流的大量信息得以处

理为数据，可以丰富教育资源。盂大数
据可以累积足够的学生个体信息并据

此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从而最大

可能地实现每个学生的进步与成功。

5.作用：淤确保了疫情期间的“教
学持续”，让教学工作在疫情期间也能

顺利开展。于保证了教育公平，使得数
以千万计的学生不分地域，都能通过

电脑等数字化工具，开始同步或者异

步在线学习。态度：我们不应该排斥在

线教育，应该利用好在线教育平台，更

加努力地学习。

6.B（“耸耸肩”表现的是里厄医生
的不以为然，他并不认同“鼠疫已经绝

迹”这个观点。）

7.D（并非单一线索，小说中明显还
有一条线索，即窗外的景色。景色的变

化与里厄医生的心绪变化相协调，与

小说的叙事节奏一致。）

8.淤用冷静的语气描摹出鼠疫的
凶险：多数病人都会在鼠疫病痛的折

磨下，脉搏变得虚弱，稍一动弹就骤然

死亡。于“这是准确数字”是对前文政
府和媒体刻意隐瞒的无声反驳，颇具

讽刺意味。

9.淤在后文说明叙事者就是里厄
医生，可以给选文中大段心理描写提

供合理性，使小说更加真实可信；避免

直接使用第一人称，使叙事口吻冷静

客观，形成一种史诗的气魄。于丰富小
说的主题，使选文变成了带有反思人

性意味的心灵独白。盂正是通过真诚
的反省，里厄医生找到了人性的弱点

与光辉，实现自我救赎。

10.A
11.B（应该是“容量本为十斗，后来

改为五斗”。）

12.阅（原文为“仪援典故，以仆射合
为表首者六，而谓三师无所据”，表明

窦仪赞同“以仆射合为表首”而反对

“以东宫三师为表首”。）

13.见参考译文画线部分。
14.淤“仪十五能属文，晋天福中举

进士”，窦仪十五岁就擅长写文章，后

晋天福年间中进士。于“仪援典故，以
仆射合为表首者六，而谓三师无所

据”，窦仪引用典章故制，用仆射共同

作为立班之首的有六例，而三师的说

法没有依据。

揖参考译文铱
窦仪，字可象。蓟州渔阳人。曾祖

父窦逊，曾任玉田县令。祖父窦思恭，

任妫州司马。父亲窦禹钧，与兄长窦禹

锡都凭词学闻名。窦禹钧，唐天佑末年

从幽州掾起家，先后担任过沂、邓、安、

同、郑、华、宋、澶等州支使判官。后周初

年，任户部郎中，赏赐金紫。显德年间，

升任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直到退休。

窦仪十五岁就擅长写文章，后晋

天福年间中进士。侍卫军统帅景延广

任夔州节度使，上表奏请任命窦仪为

记室。景延广后来担任滑、陕、孟、郓四

镇节度使，窦仪都同时担任从事。

开运年间，杨光远占据青州叛乱，

当时契丹向南入侵，博州刺史周儒献

城投降，杨光远和周儒派人引导契丹

轻骑在马家渡渡河。当时景延广掌管

衎卫兵，颜 任知州，就派遣窦仪入朝上

衎奏。窦仪对执政大臣说：“前日与颜

议论军事形势，有所忧虑，所以乘驿车

日夜兼程赶来。国家如果不用良将重

兵扼守博州渡口，恐怕周儒必定带领

契丹军越过东岸与杨光远会合，那么

河南就危险了。”不久周儒果然引导契

丹军队渡过黄河，增设营栅。少帝驻军

黄河岸边，就派遣李守贞等人率兵万

人，水陆并进，镇守汶阳，占据要害之

地。契丹军果然大规模来到，击退了他

们。后汉初年，任命窦仪为左补阙、礼

部员外郎。

后周广顺初年，改为仓部员外郎、

知制诰。不久，召任翰林学士。后周祖

驾幸南御庄饮宴射戏，在酒席上赏赐

窦仪金紫。窦仪先后担任驾部郎中、给

事中，都很称职。

不久（窦仪）因为父亲病重，上表

请求解除职务。世宗亲自加以抚慰，亲

手封好金丹，赏赐他的父亲。（窦仪）父

亲逝世后，送回洛阳安葬。世宗下诏赏

赐三十万钱，三百斛米麦。丧事办完

后，召回朝廷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跟随

世宗远征淮南，在三司任职，世宗因为

他粮饷供应不上，将要治他的罪，得宰

相范质解救而免罪。淮南平定后，出任

河南知府兼任西京留守知事。恭帝即

位，升任兵部侍郎，称职。不久出使南

唐，到了以后，将要宣读诏书，恰逢下

等，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

风气之下，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

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

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

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竞争，一心想争

取功名富贵之地，所以他们才能利用

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本

来的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有学问的

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最初与

学校没有什么关系。最终学校就连培

养人才这一点作用也丢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

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

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人认为

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

加以羞辱。伪学的禁止，书院的毁灭，

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

不肯出来做官的人，朝廷也要施以刑

罚，指责这些人：“这是带领天下的士

大夫背叛朝廷的人。”开始的时候，学

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

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人才，反

而成了迫害人才的场所，这样的话，朝

廷为什么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

学校呢？

东汉有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

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

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

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

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

这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遗留下来的风

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

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

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君主得

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但是很多人却

把东汉和宋代的太学生做的这些事情

看成是亡国的表现，却不知道国之所

以灭亡，正是由于搜捕党人、破坏学校

追求真理所造成的，怎么能反过来责

备学校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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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自测

员.阅（语段介绍了共产党员做宣传
的正确做法。虞于是从反面提出问题，
故在最前面；淤盂榆从正面说共产党
员做宣传的正确做法，紧承虞于所提
的问题；愚是从反面说的，放在最后。）

圆.（员）不够生动活泼，不够切实有
力（或：语言无味，空洞单薄）。将心理

上的嫌恶转化为视觉上的难看，更加

富于形象性（或：照应前文“瘪三”这一

比喻，将难读的特点更加形象化）。

（圆）一些并不适用的方面可能会
混进来。

猿.淤还在于能够总结失败的教训
于还指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
盂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

源.示例院毛泽东成功的奥秘在于善
用书。

猿版
热身演练

员.月
圆.阅（文中意为其身份为平民。）
猿.悦（“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错，贾谊遗憾没有施展自己的才能。）

源.见参考译文画线部分。
缘.苏轼引用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

中”的事例，意在阐明睿智之君对贤臣

的信任利于社稷。

揖参考译文铱
不是有才能难，而是把才能施展出

来确实难。可惜呀！贾谊，本是能辅佐

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就一

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

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

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

却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未必

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

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论述，照他所说的，即

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

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

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这样如果天下没

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

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

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

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

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

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

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

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

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

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

丑问孟子说：“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

子说：“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

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

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

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不能施展

才能，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

有一个可以与之共图大业的君主了，

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

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

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才能。

绛侯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

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

决定过刘、吕两家的胜败，他们又都是

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

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

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

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

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太难了。

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

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

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

渐地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

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

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

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

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

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忧郁悲愤，

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

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

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

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

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

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

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能有余

而见识不足。

古时的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

然会受到世俗人的指责。所以若非英

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

发挥他们的才能。古人和今人都称道

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王猛，在

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

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

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大

概就是因为这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

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

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

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

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

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

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

自己的情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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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窑新人教高一必修渊上册冤参考答案榆雪，李景请求在廊下拜受，窦仪

说：“我敬奉国家诏命，不敢违背

旧礼。如果认为沾湿衣服损害仪表，那

么我请求等待另一天。”李景就在庭中

拜受诏命。

当时御史台商议，想要把左右仆

射合为上朝立班之首，太常礼院把东

宫三师作为立班之首。窦仪引用典章

故制，用仆射共同作为立班之首的有

六例，而三师的说法没有依据。朝廷讨

论后认为是这样。四年秋，掌管贡举。

这年冬天逝世，年龄五十三岁，追赠右

仆射。

15.月（“也会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
归隐山水”错误，杜牧慨叹的是自己没

有范蠡的机遇。）

16.（1）今昔对比，昔日六朝的文物
尽成今日“连空”的荒草，在对比中，营

造出一种浓重的人事变易的沧桑感。

（2）时空结合，“草连空”与“今古
同”相对，将阔大的空间与悠长的时间

融为一体，在无限的时空中表现了满

腔的怀古豪情。

17.（1）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

白鸟飞回

（2）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3）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18.B（装满：把东西放满器物，把物
品放满运输工具。盛满：把东西放满器

皿，如盛饭。文句中说到把早稻稻米粥

放满白铁锅，故选盛满。天南海北：形

容距离遥远的不同地区，也形容谈话

漫无边际。天南地北：形容距离遥远，

也指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文句中说

的是男人们的谈话，故选天南海北。轻

吟：轻轻地吟咏、吟诵。轻唱：轻轻地依

据一定的音律发声。文句中母亲的眠

歌是哄婴儿，不是依据一定的音律发

出的，故选轻吟。望风而逃：老远看见

对方的气势很盛就逃跑了。闻风而逃：

一听到风声就立即逃跑。）

19.原文更好地突出了稻场的宁
静，语气舒缓；把婴儿的梦呓比喻为小

鱼儿放出的水泡声更恰切，与前面池塘

的比喻相照应且能融为一体。

20.示例院瞅着这家那家的菜肴/月
亮也开始西斜

21.淤应把“对于”移到“儿童玩蹦
床”前面。盂应在“的年龄”前面加上

“儿童”。榆应改为“事故发生、伤害产
生时”。愚应去掉“避免”。

22.示例院7 月 6 日，科技部发布
2020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项
目申报指南，拟在多个方向开展国际

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贡献。

23.思路点拨院这道作文题的关键
词“责任”，主体是“中国青年”。第一则

材料号召中国青年拒绝冷漠，不惧阻

力，热切关注社会，力所能及地担负责

任，哪怕自身如萤火一样微弱。第二则

材料与第一则材料相呼应，强调负责

任的“苦”和尽责任的“乐”。前者是条

件，后者是结果，突出负责任的意义。

第 14期
圆版

第一部分院基础演练
（一）

员.淤土头土脑 于拖泥带水 盂向
土里去讨生活 榆最适宜于放牧
虞土的束缚

圆.阅（“可以说是自我主义，亦即所
谓的个人主义”错误，原文为“这并不

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猿.月（“乡人不识字是智力问题，不
是知识问题”有误，《文字下乡》中认为

乡人不识字与教授不能捕虫是一样

的，文字对于乡人没有那么重要，他们

不识字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

源.（员）粤（首先要搞懂“亲密社群”
的语言特点。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

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

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复杂，发生语

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

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换句话说，在

一个社群中所用的共同语言外，也必

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的特殊语

言“行话”。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

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是用

声音来做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

群中可用来做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

多，如表情动作等，因为在面对面的情

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于

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

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

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

会意了。粤句中对话双方并非“亲密社

群”。月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是恋人之间的眼泪传情，符合“亲密社

群”的语言特点。悦援“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中，“名山、白鹿”是学道修仙的行话，

属于“亲密社群”的语言特点。阅援“凭谁
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处“廉颇”

的典故，是昔日战功赫赫被重用，而今

赋闲被冷落的代名词，有落魄者惺惺

相惜的“亲密社群”的语言特点。）

（圆）阅（粤.反映的只是浓浓的母爱。
月.反映的是志得意满，衣锦还乡。悦.反
映的思乡情愫，是游子的共性，不是一

方一俗。阅.“故乡水”三个字带有浓郁的
乡土风俗特点。我们时常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这就是风俗。）

（猿）示例 员院赞同。费孝通先生认
为，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

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

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一层上，

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文字之于定型

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示例 圆院不赞同。乡土社会尽管世
代相传，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代

代相传并非文字而记录的，但也正是

因为这样，导致了很多文化的消亡；除

此之外，费老的《乡土中国》是以上世

纪 源园年代的社会为背景创作的，已经
不适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缘.示例院《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
安，他作为家中的长子，不得不退学担

负起其长子的责任，能够让全家老小、

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是他奋斗的目标。

渊二冤
（员）社会结构淤改为差序格局
（圆）道德观念于改为重孝悌、忠信

等私人道德，缺团体道德

（猿）家族制度淤改为没有严格的
团体界限，可沿父系亲属差序外扩

（源）家族制度盂改为主轴在父子、
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

（缘）权力结构淤改为少横暴权力
和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占主导

猿版
第二部分院佳篇精练
叶差序格局曳

员.悦（“是不同的”错，原文第四段中
说是“不一定相同”。）

圆.淤是否有中心（团体格局没有中

心，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于是否有
界限（团体格局界限分明，差序格局范

围大小伸缩变化）；盂个体关系是否相
同（团体格局中，同一团体中的人与人

处在同一平面，差序格局中，人与人的

关系有亲疏厚薄之分）。

叶法治和礼治曳
员.阅（“通过传统的约束被动形成

的”错，原文第 源 段说的是“其实自动
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

成规罢了”。）

圆.文章开篇从“人治”“法治”的普
通性认知出发，引出文章的观点，指向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的议论。第

二段在阐释礼的基础上，比较“礼”“法”

的异同，并说明了传统在乡土社会中

的重要性。第三段论述人们为何保守

于传统，这和乡土社会的安土重迁密

切关联。第四段通过对比分析法律、道

德、礼之间的不同，进而推论礼治不是

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

源版
叶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曳
员.粤（月援“就要在保护村落的同时推

进城镇化”错，文章意在强调保护好古

村落，而非推进城镇化。悦援“只要……
就……”关系错误，原文最后一段为

“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

愁，留住我们的根”。阅援“不是……而
是……”关系错误，原文第四段为“不

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

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

圆.月（第三段通过引用《汉书》《金
翼》中的名言，点明了村落对于中华文

明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猿.悦（“中国人都来自乡村”错误，原
文第二段中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

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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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月（粤援“舟楫”的“楫”应读作“躁侏”。
悦援“镂金”的“镂”应读作“造侔怎”。阅援“跂而
望”的“跂”应读作“择佻”。）

圆.粤（利：使动用法，使……快。）

猿.月（粤.古义：广博地学习，广泛地
学习；今义：知识、学识等渊博。月.古今
均指极短的时间，片刻。悦.古义：藏身；
今义：托付。阅援古义：爪子和牙齿；今义：
坏人的帮凶。）

源.悦（淤虞为连词，表转折，但是；于
为连词，表递进，并且；盂榆为连词，表
修饰；愚为连词，表假设，如果。）

缘.阅（所举例子先后顺序颠倒，应该
互换位置。）

远.（员）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则

知明而行无过矣

（圆）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

之所学也

（猿）青 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冰

水为之 而寒于水

（源）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

苑.盂于淤愚虞榆（语段论述荀子主
张礼治法治并用。盂于两句说明荀子
的政治思想，根据“一方面”“同时”可判

断盂句在前，于句在后；淤愚两句说明
荀子对人性的看法，由人性本“恶”变

“善”推知，淤句在前，愚句在后；虞榆
两句说明荀子对学习的看法，只有“努

力学习”“积善成德”，方能成为有知识

有修养之人，故虞句在前，榆句在后。）
积累簿

员.月（古时以三十里为一舍。）
圆.月（一扶为四寸，二寻为一常。）

猿版
课堂自测

员.悦（粤.助词，句中停顿/助词，表判
断。月.副词，却/副词，就。悦.都是介词，
向。阅.介词，在/助词，句末疑问语气。）

圆.阅（“师不必贤于弟子”为状语后
置句，“于弟子贤”。粤援判断句，“也”表判
断。月援被动句，“于”表被动。悦援宾语前
置句，“不知句读，不解惑”。阅援状语后置
句，“于师学”。）

猿.阅（粤援古义：求学的人；今义：在学
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月援古义：一般人；
今义：大家、许多人。悦援古义：跟从、并
且，是两个词；今义：连词，表上文是原

因、方法等，下文是结果、目的等。阅援古
今意义相同，均指先和后，早与晚。）

源.悦（文中的“六艺”指《诗》《书》
《礼》《易》《乐》《春秋》六种经书。）

缘.（员）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圆）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

必贤于弟子

（猿）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源）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

课外拓展

员.其始也 /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
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
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圆.悦（“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
育机构。）

猿.月（“摆脱了一般士大夫忠君思
想的约束……显示了其思想的‘革命

性’”理解错误，从文中的“君安而国可

保也”，可以看出黄宗羲的思想依然是

忠君的。）

源.答案见参考译文画线部分。
缘.黄宗羲认为“学校”的职能有养

士、监督、议政，体现了他设立学校作

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的政治设想。

揖参考译文铱
学校是用来培养人才的。不过古

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用意不只如此，一

定要让治理天下的手段都出自于学

校，这样设置学校的意图才开始得以

完备。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朝廷会

议、发布政令、尊养老人、抚恤孤儿、计

检战功，以及出兵征伐之时检阅将士、

审理重要案件时召集官吏和百姓、举

行重要祭祀之时祭奠始祖等，这些事

情自古都要在学校举行。从而使无论

是在朝廷上，还是在民间的人，都受到

学校的影响，都具有诗书中所蕴含的

那种宽厚的气质。天子认可的未必对，

天子否定的未必错，因此天子也不敢

以自己的态度来判断是非，而把判断

是非的任务交给学校。所以培养人才

固然是学校的一种职责，但是学校并

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人才而设置的。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

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赞扬过的，大家

就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的，大家就

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