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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揖读后一思铱

“真正的田园乐趣”指的是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乐观主义精神。

2版
随堂巩固

1.（1）D（致力：指把力量用于某事。
尽力：竭尽全力。从“于”的角度分析，

用“致力”更合适。截至：到某一个时候

即停止。截止：到一定期限停止进行。

语句表述的时间是一个时间节点，应

该用“截至”。确保：切实保持或保证。

保证：担保，负责做到。前一个词语语

气更重，最合适。不毛之地：不长庄稼

的地方，泛指贫瘠、荒凉的土地或地

带。穷山恶水：形容自然条件很差，物

产不丰富的地方。语句强调的是这个

地方不长庄稼，用“不毛之地”更合适。）

（2）A（文中画线句的引号表示直
接引用。A.表示直接引用。B.表示否定
或讽刺。C.表示特定称谓。D.表示特殊
含义。）

2.B（“不能运用描写的手法，更不
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误，新闻也可以

运用描写的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

3.示例一院“袁隆平眯起双眼，出神

地打量着这片几百亩大的试验田，然

后跨过水渠，迈步走进田间。他蹲下身

子翻看着土壤。”这段文字通过“眯”“打

量”“跨”“迈步”“蹲”“翻看”等一系列动

作描写，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袁隆平

这位农业科学家、“泥腿子院士”、“杂

交水稻之父”深入实践的独特形象。

示例二院“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

株雄花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

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

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

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

终于找到了。”这几句话，通过袁隆平

的目光“突然”停留、行动“马上标记”、

心情“欣喜异常”三个细节，把袁隆平

作为一位优秀科学家难能可贵的形象

具体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语言运用

1.（1）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思
想性、教育性

（2）崇尚劳动光荣，体现劳动价值。
2.示例院袁隆平———他是一位耕耘

者，躬耕于田畴；他是一位英雄，用一

粒种子改变世界。他用那奇妙似魔术

师般的双手造福全人类，却仍以一介

农夫的姿态，收获着泥土的芬芳。喜看

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陈薇———短发干练，目光坚毅，她

是女中花木兰，将中穆桂英；她是叱咤

学海的科研人，是病毒疫魔的大克星。

她把单调的国防绿作为人生底色，把

枯燥的实验室作为浩穹翱翔。

3.示例院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

当他躬耕农田时，已经具有颠覆世界

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

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一介农夫，淡泊

名利，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

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审美鉴赏

淤借用诗句，生动形象，富有神韵
和文采。于题目重在描述研究的结果
（“喜看”），文中四个小标题重在揭示

“喜看”的原因。盂题目中的“喜看”含
义丰富，既写出了袁隆平获得最高科

技奖的心情，也写出了作者及人们看

到袁隆平做出巨大贡献的喜悦和激

动。榆题目中的“稻菽”点明了袁隆平
的研究对象。虞“千重浪”形象地描绘
了水稻研究的广阔远景，鼓舞和振奋

人心。

3版
热身演练

1.示例院“天问一号”由于距离遥

远、缺少经验和身兼数职而难以快速

着陆火星。

2.示例院百余家药企上书国务院建

议改革“以药养医”机制。

3.示例院“内卷”源于自然科学论

文，现多指激烈的、过度的内部竞争。

当前，部分领域内卷化不可避免，走科

技创新之路，是应对内卷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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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版

随堂巩固

员.（员）月（脱颖而出，是指才华像禾
穗的尖芒那样，会整个地挺露出来；出

类拔萃，形容超出同类，多指人的品德

才能。此处“脱颖而出”较合语境。巧夺

天工，专指精巧的人工胜过天然，形容

技艺极其精巧；独具匠心，多指技术艺

术方面有创造性。此处语意强调“技艺

极其精巧”，故应填“巧夺天工”。冰清

玉洁，指像冰那样清澈透明，像玉那样

洁白无瑕，比喻人的操行清白（多用于

女子）；冰心一片，意指清洁的心，比喻

人冰清玉洁、恬静淡泊的性情。此处强

调“恬静淡泊的性情”之意，故应填”冰

心一片”。稳如泰山，指稳健如泰山，形

容像泰山样稳固，不可动摇，也可形容

人在紧急情况下的从容态度；雷打不

动，形容态度坚定，不可动摇，也形容

义。第二，中国人的“私”的根源在于社

会结构的格局，从讨论“私”的表现，进

而分析“私”的根源，可自然引出对中

国社会差序格局的论述，行文自然。

盂此段运用比喻论证，说明“团体
格局”的特点。作者把西洋社会的“格

局”归类为“团体格局”，但他并没有直

接进行理论论述，而以自身经验为基

础，把中国社会具有鲜明乡土特征的

“捆柴”作为比拟物，使两者产生关联，

让中国读者对西洋社会的“格局”体会

深刻。这样可以使论证具体形象、通俗

易懂。

揖基础巩固铱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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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
定 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 但

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

猿.提示院淤从所根据的规范看：“礼
治”根据的是礼，“法治”根据的是法

律，所谓“人治”则凭借个人好恶。于从
所用力量看：“礼治”依靠传统的力量

维持，“法治”“人治”则依靠国家力量

维持。盂“礼治”是乡土社会特色，“法
治”是现代社会特征，“人治”则不可能

发生。

源.提示院亲属关系在中国无处不

在，比如，吃饭的座位安排，谁先动第

一筷子，先给谁敬酒等等，都很有讲

究，这就体现了亲疏辈分等亲属关系。

揖思考探究铱

员.相同：乡土社会的熟悉性、安土
重迁、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中国人对于

乡土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不同：突

出现代社会的变化对于传统土地文化

认知的冲击，如现代人成为失去土地

的无根一代，嘲讽、蔑视土地所代表的

乡土文化。

圆.相同：用来交流，传情达意。不
同：淤费孝通先生强调文字在“间接接
触”时的交流功能。于选文指出了文字
的记载功能，强调了文字对人类认识

自然奥秘的作用。盂选文还指出了文
字使人能力无限增强，进而陷入“欺骗

狡诈，争夺杀戮”境地的副作用。

其他价值：记录经验，传递知识；

用以创作文学作品，让人获得审美愉悦。

猿.相同：二者都是基于人民的政治
管理方式，都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人民，

从人民利益角度出发的适当方式。

不同：费孝通的“无为政治”认为，

中国乡土社会表面上看是“专治”“独

裁”的，但是从人民的实际生活看，却

又是松弛、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

的。这是无为的政治理想。老子、孔子

的“无为而治”认为，治国安邦、管理国

家无非是“顺从民意”，顺民而无为就

会无为而无不为。按照人民的意愿制

定政策和法律、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

官员、按照人民的意愿管理社会事务，

人民就会满意，人民就会拥护你。

揖精段精练铱

员.粤（月.“都可以”绝对化，原文第二
段为“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

生过我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

是我的‘师’了”，这里“必定”修饰的是

“先”而不是“发生”，也就是“年少者现

在发生的问题，年长者不一定都发生

过”。悦.“长者不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
所以不能依赖”错，原文第四段为“能

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

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

者”。阅.以偏概全，原文第五段为“在它
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

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

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教化权力”。）

圆.阅（“形成了教化权力”错，原文第
五段为“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教化

权力”。）

猿.阅（理解错误，原文第四段为“这
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因此“小孩

直呼父亲的小名是一种亲热的表示，

是被认可的行为”不是“在乡土社会中”。）

揖练笔空间铱

员.略。
圆.点拨：两则材料共同指向当下的

时代话题———人际关系。所谓“人际关

系”，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心理关系。材料

一呈现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费孝通先生用

它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各种远近亲疏所构成的人际格局。对

这种传统社会中的人际格局，我们应

该辩证分析，既要看到它立足血缘和

地缘的合理性，看到它合乎人性人情

的一面，以及在敦亲睦族、维系伦理方

面的意义，同时也应反思它的不足：

“这种格局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拓展”，

容易导致“自我主义”，容易淡漠公德。

“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又有违博

爱精神。材料二呈现的是云南省山区

教师张桂梅关爱贫困山区女孩、无私

奉献的感人事迹。在张桂梅老师身上，

我们看到了她对学生满腔热忱的关

爱，看到了她的无私和宽广的心胸，同

时，我们还在她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这

些精神的弘扬。需要注意的是，张老师

和她的学生的这种人际关系格局，既

是对“差序格局”的突破，同时也是传

承，因为张老师倾其所有去关爱的，首

先是她身边的学生。这些都可以激发

学生的写作思维，引导学生思考“差序

格局”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格

局，对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影响；

也可以帮助我们从张老师的感人事迹

及其产生的良性效应中，产生对新时

代人与人之间关系构建的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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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规定，决不变更。此处

语意强调“态度坚定，不可动

摇”，故应填“雷打不动”。）

（圆）阅（画线句子有两处语病，一是
“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也有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语序不当，按照逻辑关

系，应是先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后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故可排除

粤项；其次，搭配不当，“格物致知、正心
诚意”应和“生命哲学”搭配，“技进乎

道、超然达观”应和“人生信念”搭配，

故可排除 月、悦两项。）
（猿）示例院有人说：“心有一团火，温

暖众人心。”的确，倘若没有心系群众、

爱岗敬业的赤诚，怎会有主动周到、热

情耐心的奉献。（张秉贵）

圆. 淤工匠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
于还体现在尊师重教的求学态度上
盂更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创造性品质

语言运用

员.后工业化时代借鉴工匠注重细
节、追求专业极致这一传统的信仰和

理想

圆.示例院淤驻村干部，促民生谋发
展，砥砺前行建设美丽乡村。于快递小
哥，穿大街走小巷，风雨无阻服务千家

万户。盂环卫工人，冒严寒顶酷暑，披
星戴月维护城市卫生。

直击高考

淤三、四两段承接选文第一段对
观点进行了初步论证，即中国古代工

匠技艺精湛、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

等内容，论证了中国古代工匠打造精

品具有工匠管理、技术与产品质量管

理等制度方面的保障。于第五段阐述
工匠制度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特有的

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盂三、四两段的
论证是第五段论证的基础与前提，第

五段论证是三、四两段论证的推进，使

论证逐步贴近论点。

猿版
随堂巩固

员.月（“反映出当时的劳动妇女身负
沉重的压迫”于文无据。）

圆.粤（“忙碌混乱”有误，应该是“忙
碌有序的场景”。）

猿.阅（“全部都是四言诗”错，也有不
是四言的，如《伐檀》。）

源.月（语段阐述了“《诗经》是中华民
族永恒的精神故乡”的观点。由时间的

逻辑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及

“在当时”可知于盂是连在一起的；由
“但《诗经》的传唱，使原本遥远的地域

变得可以想象、可以亲切地感知”可确

定前一句是淤，后一句是虞，而且第榆
句是对“但”后内容进行小结的句子，

应该放在“因此说”的后面。）

审美鉴赏

员.阅（“本词末两句充满神秘色彩”
有误，本词末两句以“渔船下滩”“芦花

隐船”两幅画面营造了清幽静谧的田

园风光，表现了诗人对闲适的隐逸生

活的向往。）

圆.“山翁”本就是怡然自安、超然自
处的隐逸者形象。“招”与“笑”，可见词

人与“山翁”关系的亲密。“菊花”衬托

出二人品质的高洁。“山翁”衬托了词

人的隐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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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第二单元测试题曳

员.阅（粤.“其中学校是负主要责任的
一方”有误，材料一说“学校是主阵

地”，并不等同于是“负主要责任的一

方”。月.“就能使孩子产生‘劳动光荣’的
意识”有误。从材料一“家长日常生活

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在孩子心中种下

劳动光荣的种子”可知，“就能”表述太

绝对。悦.“主要表现在搭建公益劳动、志

愿服务等多样化实践平台，强化青少

年的社会责任感”有误。从材料一可

知，“更为重要的是弘扬‘劳动光荣、创

造伟大’的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强化

舆论引导，积极涵育关心和支持劳动

教育的良好氛围”。）

圆.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证”分

析错误。材料三是围绕《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展

开论证的。）

猿.月（“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
为？”意思是“一间房子不能管理好，怎

么管理整个国家呢？”，此句强调“从一

点一滴小事开始积累，才能做成大

事”，重点不是阐述“劳动创造”。）

源.首先，由习主席的话引入“劳动”
这一话题，提出劳动是人成长所需之

课堂，把劳动教育进行到底，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

会各方面力量，协同发力，三管齐下。

其次，从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的角度

进行论证，指出“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

阵地”“家庭要多注重日常养成，培养孩

子劳动意识”“社会要发挥协同作用”。

缘.建议院淤学校要对劳动课的时间
作出规定，科学设计课内外劳动项目，

注重系统培育，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开设劳动实践课程。

于设置劳动教育成果展示课程，展示
学生学到的日常生活劳动技能。盂利
用社会资源，借助于职业技能学校或

与劳动教育基地、厂矿企业等联合开

发校外劳动教育课程。榆设置劳动周
的实践活动。

远.月（强加因果。原文是“少平上井
后欣喜地看见，雪花……”“他心情愉快

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之中”，由此可知，

雪花只是烘托了人物的愉悦心情。）

苑.悦（“语言描写”错。小说在展现孙
少平心路历程时，没有使用语言描写。）

愿.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黄原打
工，铜城挖煤。于坚强不屈、吃苦耐劳：
背石头脊背磨烂结痂，手上的肉皮磨

薄变厚；挖煤舍不得误一天工，一直保

持着劳动的热情。盂直面现实、担当有
为：坚守岗位每月出满工，赚钱养家，

改善家里生活。榆志存高远、勇于追
求：走出双水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坚持读书，不忘买书报杂志。

怨.赞成。孙少平的事迹，生动地诠
释了“劳动给人带来了充实”的道理：

淤劳动促进人的成长，让人变得强大，
增强生活承压能力；于劳动带给人生活
的物质保障，让人精神充盈愉悦；盂劳
动带来人生出路，让人活得有目标，助

力实现理想；榆劳动带给人尊严，让人
活得精彩，彰显自我价值。

员园.月（句意：人们不怕死，不可以用
死来吓唬他们。我私下里认为这种罪

应从肉体上惩罚，砍掉一个脚趾，再犯

的砍掉右手腕，小偷小摸应当判墨刑，

再犯的就削掉他常用的三根手指，还

不改的砍掉他的手腕，犯罪没有不能

制止的。）

员员.阅（“刖比黥轻”错，应为“黥比刖
轻”。刖，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脚砍掉。）

员圆.悦（“故而招待宾客常用黍米”
错，从原文可知，用黍米待客不是因为

节俭。）

员猿.（员）有兄弟间财产分配不均，以
致互相争吵告状的，士谦听说之后拿

出自己的钱财给了那个少的，使他的

财产和分得多的相等。

（圆）这以后他拿出自家的数千石
粮食，借给同乡人，赶上这年谷物不

熟，借债的人家没有用来偿还的，都来

向李士谦道歉。

员源.淤自己做的善事别人都知道，
所以算不上阴德。于他用耳鸣作比，认
为阴德和耳鸣一样，只有自己知道。

员缘.阅（“诗人说”有误，“自说”应是
农人说；“丰足的生活”有误，“赊酒”说

明生活并非十分富足。）

员远.颔联中“入”和“穿”两个动词运
用精当。“入”，进入，指一条蜿蜒的小

路进入青翠的竹林，写出了春天此处

茂林修竹、生机勃勃、空气清新的景

象；“穿”，穿过，指一座小桥穿过茂盛

的野花，写出了春天此处野花遍地、花

香扑鼻的美好景象。这两个动词的使

用化静为动，精练传神地描绘了这幅

生机勃勃、清幽美丽的春景图。

员苑.（员）薄言掇之 薄言捋之 薄

言袺之 薄言襭之

（圆）笠是兜鍪蓑是甲 雨从头上湿

到胛

员愿.悦
员怨.月（淤句描述江南插秧的情景，

一般 源月上旬后期开始插秧。于句中
十二月的节气有小寒、大寒。盂句描绘
七夕情景，节气是立秋。榆句描写春季
采摘野菜的情景。据此可以排出：榆淤
盂于。）

圆园.这些表征物候的节气反映出我
国早期相对成熟的农耕文明深厚的

根基

圆员.盂去掉“显示” 榆去掉“以上”
舆“规定措施”改为“制定措施” 余去
掉“不再出现”

圆圆.袁隆平团队培育的第三代杂交
水稻“叁优一号”双季平均亩产突破

员缘园园公斤。

圆猿.提示院材料列举了教材中的四

位人物，其中有气壮山河的领袖，有不

辞辛劳的科学工作者，有尽职尽责的

工人。这些人物都是现实中的人，不是

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所以，我们在

选择人物写作时不能夸大，不能脱离

人物的基本生活。材料中的最后一句

话要特别注意，此句暗示文章必须体

现一定的情感，虽不一定是材料中的

“羡慕”“崇敬”，但一定要写出自己对所

选人物的一种情感、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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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字下乡曳

淤不认同。语句：“但是说乡下
人‘愚’，却是凭什么呢？”“自然没有理

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

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

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于乡下人不识字是没有学习的机
会，不一定是没有学习的能力。

盂相同点：没有需要；没有练习机
会；没有相应的环境。

猿版
叶差序格局曳

淤“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当一个国
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

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

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

从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

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格雷欣定

律很有名，它除了说明劣币驱逐良币，

还可以形容坏人驱逐好人、邪恶驱逐

良善等等。

于格局指形态、特点。
第一，“私”是乡村工作者对乡下人

最大的诟病，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实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