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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期
《阶段性测试题（一）》

1、2、3、4版
1.C（“‘参差建行’的诗歌占据

了徐志摩诗歌的大部分”错误，根
据原文“商务印书馆刊出的《徐志
摩全集·诗歌卷》收录了徐志摩不
同时期的诗歌192首。其中，就诗
行形式来说，‘参差建行’的诗歌一
共有 87 首”可知，就诗行形式来
说，“参差建行”的诗歌并未占据徐
志摩诗歌的大部分。）

2.B（“闻一多认为……格律即
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张冠李
戴，由原文“格律即诗歌的音乐性
问题，对此，李丹认为：‘诗歌语言
的音乐性是使其区别于日常语言
的一个关键问题。’”可知，“诗歌语
言的音乐性能够使诗歌区别于日
常语言”是李丹的观点。）

3.A（“体现出古典诗歌的节奏
范式”错误，原文表述是“打破了固
有的节奏范式”。）

4.①引用学者、名家观点进行
论证，如引用闻一多、黑格尔、李丹
等的名言论证。②运用生动形象的
比喻加以阐述，如把慢板节奏和快
板节奏分别比喻为“莱茵河畔的涟
漪般轻柔”“刚断奶的小马驹般活
泼”。③运用例证法加以论证，如以
《山中》为例阐述徐志摩诗歌给人
的感受。

5.《偶然》中，“我是天空里……
你的波心”，写了云和水的偶然相
遇，体现了萍水相逢的惊喜之情。

“你不必讶异……在转瞬间消灭了
踪影”，“不必”“无须”既是冷静的
克制，也是命运的无奈；“转瞬间消
灭了踪影”言语间透露出离别的惆
怅。“你我相逢……你有你的，我有
我的，方向”，各有各的人生，情绪上
又多了一些无奈。“你记得也好……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写诗人对
于偶然的难忘态度和洒脱的祝福。

6.D（“‘不能再写下去’是因为
‘我’对友人‘敏’感到惭愧自责，欲

言又止”说法错误。“不能再写下
去”是因为“我”内心的悲痛。）

7.C（“情节由此逐步展开”错
误，本文的线索应该是还魂草的故
事；“互诉心曲”也在文中体现不明
显，主要是“我”写信给“敏”。）

8.①“还魂草”指“我”所讲的
故事中的一种草，它具有起死回生
的神奇功效，寄托着抗战时期人们
坚韧的精神状态。②利莎欲寻还魂
草的举动，隐喻着对友情和生命的
珍视、对人性之美的呼唤。③象征
了面对外敌入侵的反抗精神，寄寓
着人们对和平与安宁的向往。

9.①使故事更加真实可信。通
过写信向远方的朋友诉说自己的
生活和心路历程，使读者仿佛能够
亲身经历“我”的内心世界，更能够
引起读者的共鸣。②更好地刻画人
物，使其形象更丰满。书信能直接
描写主人公的内心，增强人物的感
染力，使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人
物的爱憎之情和动机。③加快叙事
节奏，使情节发展流畅紧凑。书信
便于自由切换各种场景，省去了一
些不必要的交代，串联回忆与现
实，使情节更加紧凑集中。

10. 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
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

11.B（“含义不相同”说法错
误。“小”与“贱”都是形容词活用为
动词，轻视。）

12.C（“弥漫着消极情绪”错
误。李白和兄弟们在春夜聚会，畅
叙兄弟情深，享受天伦之乐，珍惜
美好时光，对美好的人生充满着希
冀，并没有消极情绪。）

13.（1）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
中说：“武仲（傅毅）因为能写文章，
担任了兰台令史，但是下笔没完没
了（指文章冗长）。”

（2）贫穷的人害怕饥饿寒冷，
富贵的人沉湎于安逸享乐，于是只
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
千载的功业。

14.①曹丕：著书立说，珍惜
寸阴。

②李白：赏自然美景，享天伦
之乐，品诗酒之趣。

【参考译文】
材料一：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

如此。傅毅和班固文才相当，两人
不相上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
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傅
毅）因为能写文章，担任了兰台令
史，但是下笔没完没了（指文章冗
长）。”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
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
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
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
人所不擅长的。俗话说：“家中有一
把破扫帚，也会认为它价值千金。”
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王粲擅长辞赋，徐干（的文章）
时常有齐地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
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

《登楼》，徐干的《玄猿》《橘赋》，即
使是张衡、蔡邕也难以超过。然而
其他文章，却不能与此相当。孔融
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
然而不善立论，词美而理不足，甚
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他
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与扬雄、班固
等人相比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
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
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文
章的本质是相同的，而具体的表现
形式（体裁等）又是不同的，所以奏
章、驳议应该文雅，书信、论说适宜
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
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形式文体不
同，所以能写文章的人常有所偏
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
裁的文章。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
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
盛大事业。人的寿命是有时间限制
的，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
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
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
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
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书籍中，不必借

4版
读写联动
这是一道漫画式+任务驱动型

材料作文题。材料围绕“45°人生”
给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第一种主要指那些在躺平和
内卷两种状态中不断变换，想躺平
又做不到，想起身好好拼一把又三
分钟热度，然后卡在中间45°的尴
尬状态。究其原因，“卷不动”是因
为力有不逮，躺不平是因为心有不
甘，可想而知，如此纠结的人生能
不痛苦吗？现实中，一些人深陷内
卷焦虑，丧失了斗志，怕吃苦受累，
将“45°人生”当作止步不前的借
口，选择了放纵和消极的人生方
式，在该努力的时候没有全身心投
入，在该放松的时候又没有真正放
松，导致学习、工作、生活一地鸡
毛。可见，这种人生态度并不可取。

第二种是一种看似很美好的
状态，努力但不内卷，躺平又不颓
废。“努力”是基于自身的基础、实
力、能力而作出的努力，不和别人
比，有自己的步调和节奏，不受外
界干扰；“躺平”只是暂时的休憩，
并非完全放弃努力，在稍事休息后
仍能起身继续奋斗。这种状态固然
美好，但如何把握这个“度”可谓难
上加难，稍有不慎就会“卷”起来，

“躺”下去。
第三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状

态，随时准备起跑，永远保持奋斗
姿势。无疑，这样的人生状态才是
青年该有的生命姿态。青年群体最
有生机与活力，敢于拼搏、创新，敢
于挑战外界与自我，即使遇到困难
也能很快调整，继续保持奋斗的
姿态。

写作时必须明确哪种是青年
的最佳姿态，还应该对三种姿态进
行鉴别，指出优劣，从而在对比中
得出最佳判断。提出观点之后要进
行论证，可以从为什么、怎么办两
个角度进行阐述，尤其是“怎么
办”，应联系实际，分析应该如何保
持这种最佳姿态，可以采用例证法
和正反对比论证来佐证观点；还应
该联系时代特点、青年任务，在更

广阔的天地，用更高远的眼光审视
最佳姿态对于青年个人、国家发
展、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

参考立意：
1.在“45°人生”起跑，拼出美

好人生。
2.“45°人生”不是躺平的姿

态，奋斗才是最美的姿态。
3.从容美好不如奋斗。

第12期
1版

思考探究
①苏轼对前人的说法提出疑

问，可见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
归宿，发扬批判精神，才能有所发
现。②苏轼通过实地考察、亲身实
践得出石钟山命名的原因，可见观
察、实践在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

2版
学习任务一
1.C（A．恰当/承受。B．树根/根

本的，主要的。C．均为“更换、改变”
的意思。D．养育/文字。）

2.D（“对吏治的弊端直接予以
抨击”错误，《种树郭橐驼传》中运
用了简单的类比，不是直接予以
抨击。）

3.D（“实际上就是承认对方地
位比自己高”错误，“仆”谦称自己
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
效劳之意。）

4.要顺应、遵从事物自身天性
（规律）。“养人术”符合道家的政治
主张，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
而治。

5.①而且诗人自己也有不幸
②那中国诗歌将黯然失色
③他却是昂首阔步的王者
6.示例：《种树郭橐驼传》中的

郭橐驼认为，过于殷勤和放任不
管，都不利于树木的生长。无论做
什么事，做得太过，都会导致相反
的结果，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其实，对人的培养也应遵循这个道
理。现在，一些家长望子成龙之心
太切，期望过高，操之过急，揠苗助
长的现象相当普遍，这违背了孩子
身心发展的规律。“欲速则不达”，

这样不仅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反
而会使孩子产生厌学情绪，丧失学
习的积极性，甚至使孩子出现身体
或心理上的疾病。作为家长，应当
从郭橐驼朴素的种树之道中，悟出
育人的道理。郭橐驼栽树成功的诀
窍是尊重、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
那么，培养教育孩子的诀窍，就应当
是尊重、顺应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

3版
学习任务一
1.B（B项表并列关系。其他三

个选项中的“而”均表示转折关系。）
2.C（A．名词作动词，激荡、掀

动/名词作状语，用眼睛。B．使动用
法，使……鸣响/名词作动词，命
名。C．名词作状语，用船、坐船/名
词作状语，在旁边。D．没有词类活
用/名词作状语，在夜里。）

3.（1）C（文段最后一句中的引
号标示强调的内容。A.引号标示直
接引用的内容。B.引号标示特定称
谓。C.引号标示强调的内容。D.引
号标示特定称谓。）

（2）原句表达效果更好。因为
“土著居民”指的是在这里世世代
代居住的人，“居民”虽在此居住但
不一定在这里住了很久，而事实上
在当地住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准确
掌握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还‘扣而
聆之’”中的“还”字强调了李渤在
向当地久居的居民进行询问后又
亲自进行了检验这一行为。“土著
居民”“还”这两个词准确地写出了
李渤严谨的做事风格，有力地证明
了作者的观点。改后的句子没有这
种表达效果。

4.苏轼选择在“暮夜月明”时
进行考察，这个时间段不适合全面
观察和细致考察，因此其结论未必
可靠；苏轼通过考察探求石钟山得
名的原因，否定了李渤等人的说
法，并据此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
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论断，认为
凡事都必须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才能判断事物的有和无，这一论断
否定了间接经验在人的认识中的
重要性，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023—2024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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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
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

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
了《周 易》，周 公 显 达 而 写 出 了

《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
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轻视一尺的宝玉而重视
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流逝罢
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人
害怕饥饿寒冷，富贵的人沉湎于安
逸享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
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
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离去，人的身
体面貌在地上衰老，忽然间就与万
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最
痛心的事啊！

材料二：
天地是万物的客舍，光阴是古

往今来的过客。人生就像一场梦，
得到的欢乐又能有多少呢？古人夜
间执着蜡烛游玩，实在是有道理
啊。况且春天用美丽的景色召唤
我，大自然把各种美好的形象赐予
我。相聚在桃李飘香的花园中，畅
叙兄弟间快乐的往事。弟弟们英俊
优秀，个个都有谢惠连那样的才
情；而我作诗吟咏，却惭愧不如谢
灵运。清雅的赏玩还未停止，高谈
阔论又转向清言雅语。摆开筵席来
坐赏名花，快速地传递着酒杯醉倒
在月光中。没有好诗，怎能抒发高
雅的情怀？倘若有人作诗不成，就
要按照当年石崇在金谷园宴客赋
诗的先例，罚酒三杯。

15.C（“远近结合”错。“冥冥”
指景物昏暗不明的样子，“隐隐”形
容景物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可见此
处均属于远景。）

16.①对辛弃疾的推崇和赞
颂。运用典故，将辛弃疾与诸葛亮
相比，借此推崇、颂扬辛弃疾。②对
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的盼望。“中
原”三句写出了北方的中原人民迫
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人借百姓心
声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北伐的愿
望。③对时光易逝、辛弃疾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感慨。化用桓温的典故
抒发了对时光易逝而辛弃疾长久
不受朝廷重用的慨叹。

17.（1）以尔车来 以我贿迁
（2）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隔叶

黄鹂空好音
（3）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
相宜）

18.①萱草和酒一样能让人忘
掉忧愁 ②“萱”代表母亲 ③在
不同土质上栽培的萱草

19.①萱草又叫忘忧草。②萱
草是我国传统的母亲花。③萱草在
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

20.B（文段中的萱草象征“母
亲”“忘忧”。“萱草虽微花，孤秀能
自拔”是说萱草虽然是微小的花，
但是能在其他花朵渐趋凋残之时
一枝独秀、超拔挺立。这句诗并未
谈及萱草“忘忧”的特点，也没有代
表“母亲”的意思。）

21.①发扬光大 ②添油加醋
22.①大词小用，反差带来幽

默效果。“得天时”“得地利”“得人
和”“百战百胜”常用在较大的话题
中，如家国治理、战争谋略等，此处
用于消遣摆龙门阵，郑重其事而显
得幽默。②谐音双关。“龙门阵”本
义是闲谈，在此处把“龙门阵”的

“阵”与战斗中排兵列阵的“阵”双
关，为幽默化的表达创造了巨大的
空间。③排比句式（多用整句）、四
字短语，使得节奏轻快。三个“此
为……”构成排比句，语势整齐充沛；
大量使用“摆者不累，听者不乏”

“摆者有心，听者有意”等四字短语，
语言轻快，节奏感强，朗朗上口。

23.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
作文题。材料首先提到了鲁迅《阿
Q正传》中主人公阿Q的“精神胜
利法”。其表现是：通过自我暗示中
虚假的、想象的胜利来掩盖自己实
际上遭遇失败的现实，以进行自我
安慰。材料后半部分则通过学习讨
论会的场景，对于“精神胜利法”的
利弊进行了分析。小钱同学之所以
认同“阿Q精神”，是因为它可以在
心理上缓解我们因失败而产生的
痛苦、沮丧心理，让我们重拾信心。
而小赵同学反对“阿Q精神”，主要
是因为它会使人陷入认知错误，从
而失去反思自身错误、改进行为方
法的意识和能力，最终使人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

写作时，首先应当注意到写作

任务中“你赞同谁的看法呢”这一
问题，并在作文中进行回答，明确
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若选择小钱同
学，认同“阿Q精神”，则应突出其

“安慰”的作用，摒弃其中的自我麻
醉、自欺欺人等因素；指出我们不
管是遭遇中途的挫折还是结果的
失败，都不应该一蹶不振。对此，可
进行举例论证，也可以选用后世研
究中的相关观点进行引用论证；当
然，行文最后最好还应说明虽然我
们在精神上可以用“阿Q精神”，但
行动上却不可因此懈怠，必须要继
续努力。若选择小赵同学，否定“阿
Q精神”，仍可用相关事实进行举
例，也可与时下流行的“佛系”等进
行关联讨论，指出这些错误观念对
于当今年轻人和社会发展的不良
影响。写作时，注意书信的格式
要求。

参考立意：
（1）精神可“阿 Q”，行动需

努力。
（2）拒绝虚假安慰，勇敢承认

不足。
（3）化挫折为动力才是真正的

“精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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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C（“每”的意思是“常常”。）
2.C（A.介词，因为/介词，用。B.

介词，向/介词，同、与。C.都是结构
助词，的。D.连词，表承接/连词，表
修饰。）

3.D（A.名词作状语，像犬马一
样。B.名词作状语，一天天地。C.名
词作状语，从上面。D.名词作动词，
喂奶、哺育。）

4.B（“《陈情表》凸显了三种交
错的感情”错误。在文章中，李密压
抑了对晋武帝的不满情绪和因处
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只含蓄
地一笔带过，融入对祖母的孝顺之
情之中，并对此大肆渲染，营造了
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

5.传情方式：《陈情表》以叙事
来传情，陈情于事，寓理于情。《项
脊轩志》以状物来传情，罗列物事，
睹物思人，处处有情又处处不直接

抒情，运用融情于景、寓情于事、寄
情于物等表现手法，将感情熔铸在
叙事和描写之中。

传情语言：《陈情表》以无声
（文字）传情暗忖有声（对话）传情，
全文无一句对话语言，但真情就在
无声的叙述中奔涌而出；善用四
言，整散结合，整句强化形势的紧
迫、心理的紧张，集中展示了尴尬
的处境，散句则起到了舒缓的作
用，一张一弛；再加上谦辞的恰当
使用，收到了很好的“陈情”效果。
《项脊轩志》以有声传情彰显无声
传情，母亲的话、祖母的话都流露
出无限深情；语言简洁朴素，不事
雕饰，不用奇字险句，抓住日常生
活中的感人细节，极为传神地再现
了已故亲人的音容笑貌，呈现出内
心幽深的情感。

学习任务二
1.①异彩纷呈 ②一席之地

③琳琅满目
2.用“倒清茶”“品味”领起下

文，一语双关，既指实际上的品茶，
也以茶喻指散文，含蓄蕴藉。接着
从“味道”“色调”等不同侧面描述
欣赏散文的美感，和品茶之道巧妙
融合，浑然无迹，意味深长。品茶乃
清雅之事，和品文结合，文字雅致，
韵味十足。

3版
学习任务五
《项脊轩志》：悲家境衰败，悲

慈母早逝，悲祖母厚爱，悲爱妻薄命。
《祭十二郎文》：悲侄儿之死，

悲家族人丁不兴，悲自己仕途失意。
4版

《陈情与感动》
对“我”的意义：①《陈情表》是

“我”儿时读的第一篇古文，让“我”
感受到了语言的美。②“我”幼年丧
母，《陈情表》曾给“我”安慰。③《陈
情表》让“我”感受到了痛苦的教
育,教给“我”坚忍与责任。④“我”
成年后到访李密故乡，感受到了
《陈情表》的深远影响。

对当今社会的意义：《陈情表》

对后世影响深远，感动了亿万国
人，势必也影响着当今社会，我们
能从中体会到孝道的重要意义，从
而学会感恩父母和师长。

《狱中上母书》
从写作目的看，《狱中上母书》

是写给母亲的一封诀别书，为国赴
难，义无反顾，不惜抛却亲情，但拳
拳之心天地可鉴；《陈情表》是写给
皇帝的一封表文，目的是婉言拒绝
朝廷的任命，借亲情之名“辞不
就职”。

从“陈情”方式看，《狱中上母
书》自始至终直抒胸臆，毫无掩饰，
酣畅淋漓；《陈情表》则表达得委婉
含蓄，虔敬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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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D（“修”是“长”的意思。）
2.D（A. 古义：把……作为/今

义：认为。B.古义：……的原因/今
义：用于因果句里表结果。C.古义：
它（指曲水）的旁边/今义：次第较
后，第二。D.古今同义：自己感到
满足。）

3.B（“肯定了庄子对于生死的
看法”错误。由“固知一死生为虚
诞，齐彭殇为妄作”可知，作者否定
庄子对于生死的看法。）

4.（1）夫人之相与 俯仰一世
（2）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

殇为妄作
5.①良辰：暮春之初，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
②美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③赏心：仰观宇宙，俯察万物，

游目骋怀，视听皆娱。
④乐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流觞曲水，畅叙幽情。
6.示例：王羲之变革了楷书，

发展了草书，确立了行书的地位。
学习任务三
1.B（“颔联运用拟人与夸张手

法”错误。颔联可理解为“归路上松

树低垂的枝干交拂，仿佛有意留阻
游客；水中石块挡住漂在水上的酒
杯，似乎在有意捉弄葛天民”。根据
句意可知，颔联没有运用夸张手
法，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和联
想、想象的表达手法。）

2.颈联上句由近及远，写到离
眼前几十里外的秦望山，可谓“游
目”；下句接着又由远及近，写兰亭
周围之野花，还同东晋王羲之游兰
亭时一样鲜艳，可谓“骋怀”，把空
间的由远及近与时间的由近及远
交叠使用，使整首诗的格调在这里
由乐转悲，为尾联的人生抒怀作了
铺垫。

3版
学习任务一
1.C（①连词，表修饰，不译。②连

词，表修饰，不译。③连词，表目的，
来。④连词，表修饰，不译。⑤连词，
表并列，不译。⑥介词，把、拿。⑦介
词，把、拿。⑧连词，表目的，来。）

2.D（A.宾语前置句，正常语序
为“复驾言兮求焉”。B.宾语前置
句，正常语序为“为胡乎遑遑欲之
何”。C.宾语前置句，正常语序为

“乐夫天命复疑奚”。D.状语后置句，
正常语序为“农人以春及告余”。）

3.A（“句子以五言、七言为主”
错误，应是以四言、六言为主。）

4.C（“帝乡”在这里指仙境，而
非皇帝的赏识。）

5.（1）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
而知还

（2）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
可追

6.（1）①即使（虽然/就算）所思
还不够深入 ②端正对写作的态
度（或“记述真事，抒发真情”）
③都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2）①“无不”：双重否定，强调
语气更重。②“历经千百年”：以时
间久远来强调“真情实录”的影响
力。③“仍然”：运用副词，强调“真
情实录”的影响不因时间久远而
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