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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语言建构

1.A（这一段环境描写没有体

现人物工作的谨慎。）

2.A（“种子达人”这一部分主

要写了钟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种

子的过程。）

3.示例：（1）运用了一系列的

动词突出了袁隆平工作认真、细心

以及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正是这

平凡的外貌与伟大的贡献形成了

极大的反差，更突出了袁隆平的不

平凡。

（2）在柜台里不知辛劳，争分

夺秒；下班后体力不支，步履蹒跚。

通过两种不同状态的对比，写出了

张秉贵工作时认真负责的态度，表

现了他的“一团火”精神。

（3）“磨白”说明钟扬在西藏工

作的时间之长，“长期痛风”说明钟

扬体力透支之大，通过这两个细节

更为直观地体现了他执着于事业

和不畏艰难的精神。

语言运用

1. 不 啻 试 验 纷 至 沓 来

一如既往

2. 肯定就存在天然雄性不

育株

3.病因：“繁殖栽培”不合逻

辑，应是“栽培”在前，“繁殖”在后；

“细微的”作为“变化”的形容词性

定语，应紧挨“变化”一词。

修改：袁隆平欣喜若狂，视为

珍宝，细心地栽培繁殖，亲自播种、

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在每个

生长发育阶段细微的变化。

4.示例：我做过一个梦，梦见

故乡的城市像花园一样美，居民像

鸟儿一样自由，楼房像森林一样错

落有致。

5.示例：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

者。当他还是一名乡村教师的时

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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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已经站在学

术最前列的时候，仍然孜孜以求、

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

获富足。

3版

《“三北”造林记》

1.壮举：三北造林人构筑了一

座当代中国的生态长城——三北

防护林，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

“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折，改变了

亿万人的生存环境和命运。

启示：他们选择了造林这份事

业，无怨无悔，他们的选择启示世

人，做人要勇于担当，乐于奉献。他

们努力奋斗，历尽艰辛，他们的奋

斗历程启示世人，做事情要坚持信

念，不畏困难。

2.人物形象方面：①真实可

感。文章中的典型人物贴近生活，

给人以真实感，做到了“三贴近”，

即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

如选文中人们认为石光银“脑袋被

驴踢了”，给他起“石灰锤”的外号

等，非常具有现实生活气息。②真

实可信。写人物不是只写辉煌成

果，写成功也写失败，写快乐也写

痛苦，写希望也写幻灭，写坚韧也

写软弱，写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写

出了普通造林人的艰辛和心酸。如

选文中牛玉琴的命运可谓几度起

伏，其形象非常饱满。

语言特色方面：平易通俗、生

动精练。文章语言真实、生动、形

象、接地气，可读性很强。如选文中

“她抄起一把剪树枝的剪刀，撩起

衣襟，‘咔嚓’一剪子下去，一咬牙，

把带着血丝的线从肉里抽了出来”

的动作细节描写，用词准确，生动

传神，表现出了人物干脆利落、坚

忍顽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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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语言建构

1.B
2.C（说法过于绝对。）

3.D（“新闻就是事实”有误，新

闻的真实性是前提，但并不是完全

没有想象性。）

语言运用

1.磨炼 依归 艰苦 正视

2.A（“正如同涓涓细流汇成的

大海一样”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

长彼消的局限性等。③艺术效果

上，“留白”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

象空间，增强了小说的意蕴。

9.示例：真正的“匠人”至少应

具备三个方面的品质：①做人上讲

求诚信。文本二中的谷师傅严重违

背终身保修的承诺，不讲诚信，引

起众人的不满。②技术上精益求

精。文本一中匠人要为“我”修补

BUG。③行动上打造精品。文本一

和文本二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作

为匠人首先要立足岗位，做好本职

工作，努力创造精品。这些既是质

量的要求，也是道德的要求，更是

行为的要求。

10.B［“数十斛”修饰“黄耆、防

风煮汤”，二者结构完整，不应断

开，排除A、D两项；“雾”为“如”的

宾语，其后断句，排除 C项。翻译：

随即用黄耆、防风煮成数十斛热

汤，放在床下，（药液）蒸汽如雾，靠

近太后熏蒸，当夜她就能说话了。

（新蔡王就）提升他任义兴太守。武

德初年，（许胤宗经过）多次晋升，

官至散骑侍郎。］

11.C（“以《虞美人（春花秋月

何时了）》作者一族的姓氏作为国

号”错，《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

了）》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

煜的词作。）

12.C（“关中瘟疫肆虐下他不

畏传染风险，积极救助”无中生有，

原文为“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

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只讲了许

胤宗医术高明，并没有“不畏传染

风险，积极救助”的内容。）

13.（1）甄权已经年满百岁，唐

太宗幸临他的住所，察看他的起居

饮食，访求询问他（长寿）的秘术，

提拔他为朝散大夫，并赐给他坐

几、手杖、衣裳和服饰。

（2）如今的人不善于辨别脉

象，（而是）用表面现象去揣测病

症，（只知道）多用药物以期达到功

效，就像猎人不知道兔子在哪里，

就在原野上到处网罗，希望有一人

能捕获兔子，医术也就疏陋了。

14.①甄权称病辞官、许胤宗

拒不著书等行为，表现了他们不慕

名利，医者仁心，体现了“立德”的

标准。②甄权施针救人、甄立言救

助道人、许胤宗创新施救及瘟疫赈

灾等行为，表现了他们医术高超，

精进医技，救死扶伤，体现了“立

功”的标准。③甄权撰《针方》《明

堂》等图，将医术传之后世，福泽后

人，体现了“立言”的标准。

15.C（“自惭形秽”有误。颈联

中，“悲吟”是诗人发出的，“嘹唳”

是病鹤发出的，二者都“难将俗貌

对昂藏”。“昂藏”可以理解为自己

往昔的英姿，诗人和病鹤都心有不

甘，病中的自我与气宇轩昂时期的

自我相比，不免心中伤感；“昂藏”

也可以理解为同类中他者的精神

旺盛、趾高气扬的样子，有落魄者

面对得势者时的感伤意味。）

16.①与病鹤同病相怜。虽然

身体生病，但精神依然如故。②对

理想悲观失望。表达了自己很难再

施展抱负的哀伤，说出了只合“觅

稻粱”、难以“对昂藏”这样的感伤

之语。③对自己年华老去的忧伤。

用自己的头发和病鹤的羽毛都是

白色的来进行自嘲。

17.（1）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

夜看尽长安花

（2）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

（3）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

嵘岁月稠

18.①叹为观止 ②一览无余

（一目了然） ③身临其境

19.①拟人：把“螳螂”和“木棉

花”人格化，表现了这些动物、植物

在屏幕中逼真的形态，侧面突出了

新型显示技术的先进与高超。

②通感：“甜甜的笑容”把本来

作用于视觉的开花形态移用为味

觉感受，“美食交响乐”把本来作用

于嗅觉的砂锅里飘出的香气移用

为听觉感受，表现了新型显示技术

给观众带来的身临其境的效果。

20.超高清显示屏与虚拟现实

技术结合，使受众的体验感、融入

感、互动感大大增强。

21.①在生物学意义上 ②鲸

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③将其转

化为有机质

22.鲸落是逝去的鲸缓缓沉入

海底、不断被分解消耗的过程，也

是深海中依赖鲸鱼尸体有机质而

生存的底栖生态系统，被人们赋予

温柔而又诗意的内涵。

2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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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造型到图案，从绘画

到雕刻，从印染到织造，从

剪到刻，从嵌到绣，从编到织”等运

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无工不精，

无艺难美”等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

法；“鄙视工匠却是历史的尴尬”等

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文中没有

使用反复、夸张的修辞手法。）

3.A（文中引号表示强调；A.表
示强调；B.表示直接引用；C.表示

特定称谓；D.表示反语讽刺。）

4.病因：“保持”和“境况”搭配

不当，“保持”可改为“维持”；成分

残缺，“生活态度”缺少搭配的动

词，可在“他们”后加“形成了”。

修改：同时，依靠技艺来维持

生活的境况又促使他们形成了虽

身处困境却能积极面对的生活

态度。

读写迁移

评论角度：①精益求精，注重

细节，追求完美和极致。②严谨、一

丝不苟。③耐心、专注、坚持。④专

业、敬业。

3版

语言建构

1.A（“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浪漫

主义传统的源头”的说法错误。《诗

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的源头。）

2.C（“实属‘游离诗外’”错误。

“笠是兜鍪蓑是甲”写与战争有关

的“兜鍪”和“甲”，是运用比喻的修

辞方法，表现劳动的紧张忙碌与

艰辛。）

3.（1）薄言掇之 薄言捋之

薄言袺之 薄言襭之

（2）笠是兜鍪蓑是甲 雨从头

上湿到胛

语言运用

1.积淀 时过境迁 不言而

喻 折射

2.B（①这句诗描述江南插秧

的情景，早稻一般 4月下旬开始插

秧，节气是芒种。②这句词描绘了

冬天冰雪覆盖的情境。③这句词描

绘七夕情景，节气是立秋。④描写

春季采摘野菜的情景，节气是

谷雨。）

3.正确地认识季节 除了指

导农事外

比较阅读

《芣苢》

表现手法：重章叠唱

表达情感：充满了劳动的欢

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插秧歌》

表现手法：白描、反衬

劳动场景：直接描写与间接描

写相结合，展现了农忙时节插秧劳

作的紧张与艰辛。

思想主旨：这首诗通过对一家

人插秧劳作的场面的描写，真实客

观地表现出农人吃苦耐劳的美好

品格，流露出诗人对劳动和劳动者

的赞美。

审美鉴赏

①“斑斑”与“瑟瑟”在句中形

成对仗，通过叠音的效果，增强了

诗歌的韵律感。②“斑斑”，表明早

春的草还没有完全变青，只是星星

点点地点缀在枯草之中。而由于天

冷，河水在微风的吹拂下，也仿佛

瑟瑟发抖。作者通过运用“斑斑”

“瑟瑟”两个叠音词，写出了早春乍

暖还寒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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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

《劳动》

1.欲扬先抑，为下文写对劳动

价值的肯定作铺垫。

2.①心态发生改变。时代变

迁，虽然再也没有强制和绝望，但

幸福感渐失，只有劳动才能唤醒沉

睡的肌肉。②认知水平提高。劳动

在求知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一个

不劳动的人就失去了根，就会枯

萎，就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

2版

《菜园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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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四月》

1.C（“《乡村四月》首联是静

景”有误。“子规声里雨如烟”是视

觉、听觉描写，属于动景。）

2.《芣苢》重章叠句，反复咏

唱，以鲜明轻快的节奏、和谐优美

的音韵，抒发了纯真的思想感情，

表现了人物的欢快情绪和赞美劳

动的主题。《乡村四月》以白描手法

写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田野风光

和农忙景象，前两句描绘自然景

物，后两句叙述农事繁忙，描写了

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表

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

3版

《普通劳动者》

1.D（文本中没有对将军进行

肖像描写。）

2.①渲染劳动场面忙碌的氛

围，为将军参加劳动提供环境背

景；②引出下文，为下文将军回忆

九年前的情形以及他们找不到工

具等情节作铺垫；③为全文奠定了

积极昂扬的感情基调，为塑造将军

和战士小李两个鲜明丰满的普通

劳动者典型形象埋下伏笔。

3.第一问：①攻取山岭，保全

古陵；②战斗中负伤；③带领战士

们过草地。

第二问：①把当前的水库建设

与过去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写，既

表现出老一辈革命者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一以贯之的奋斗精神，又突

出这种精神在新社会新一代中得

到了传承与发扬，这就深化了作品

主题。②当前的水库建设与过去的

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写，现实与过往

交替出现，使将军普通劳动者的身

份与战争年代将军形象相互映衬，

体现了人物永葆革命本色的宝贵

精神，使人物形象更生动感人，更

有立体感。

4版

《当代毕昇——两院院士王选》

1.A（“主要展现了科学家重视

实践、实事求是、敢于向权威宣战、

大胆创新的精神”说法不当。《“探

界者”钟扬》表现了钟扬对国家、对

事业、对科学深沉的爱，赞扬了钟

扬在工作中勇于开拓、勤于耕耘、

甘于奉献的精神。）

2.D（“显示了作者广博的知

识”错误，文本重点是想表现王选

的精神和品质，而不是突出作者本

人的知识。）

3.①“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

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实

现技术发展的跨越”，肯定了王选

的想法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②
“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

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

业”，赞美王选淡泊名利，投身科学

精神。③“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

赞美王选甘为人梯、扶持新秀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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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版

《阶段性测试题（一）》

1.C（表述绝对，材料二第四段

是“当文学阅读已经变成文化消

费……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文化

商品或文化产品”。）

2.B（“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将

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角”曲解文意。

由材料一、二可知，人工智能的介

入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将取代人

类，成为文化生产的主角。）

3.D
4.可以。①人工智能有内在的

局限性，它的“思考”不能等同于人

类的思考，人工智能生产出来的文

本产品，其创造性或文化特征远逊

于人类创作出来的。②人工智能在

情感呈现上不具备人类情感表达

的连贯性、丰富性和深刻性。③真

正能够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靠

作者深度地挖掘人性，让人性在不

同的情节中进行变化而产生的，这

方面人工智能做不到。

5.①材料一采用“总—分—

总”式的论证结构：先引出话题“人

工智能续写的出现，人类作家能否

保住饭碗”；接着论述了人工智能

不可能超越人类；最后得出结论，

人工智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意识”尚无可能。

6.A（“烘托了匠人的专注与投

入”有误，对水族馆内外场景的描

写，主要是创设神秘氛围，暗示匠

人独特的身份。）

7.D（文本二对谷师傅的描写

没有采用动作描写。）

8.①“留白”表面指咖啡馆的

名字。②深层含意指人对世界和人

类发展规律的认知往往具有不可

避免的遮蔽性，不能清楚地看到作

为生物的人类其发展演变具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