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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名校 2021—2022 学年假期汇编试题 

高一语文参考答案（四） 
1、D 

 【解析】“游牧文化建立在恶劣的地理形态基础上”以偏概全。结合第四段“游牧文化……

是建立在各自地理形态基础上”可知。 

2、A 

【解析】“匈奴族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曲解文意。第二段中“产生深远

影响”而不是“影响最大”且“唐以前是匈奴族，唐以后是蒙古族。” 

3、C 

【解析】“这是近代学者的共识”错误，张冠李戴。从最后一段可知，这是作者的阐释，

而不是近代学者的共识。近代学者的共识是“北方游牧文化对唐诗的题材、风格、审美等多方

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4、B 

【解析】“缘于毛泽东诗词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特点”强加因果。原文只是概括了毛泽东

诗词的特点及对人们的影响，无因果关系。 

5、D 

【解析】A. 回复的话是为了佐证“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这个观点，

并不能由此推出“说明‘焚书坑儒’并非事实”之结论，故此项表述错误。B. 原文表述是“评说”，

但并不意味着“肯定”。材料二“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

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这是原句。C. 最后半句错误，由原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可

知说的是唐太宗。D. 正确。 

6、【参考答案】 

①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材料一第3段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而历史和时代

的真正主人是千百万劳动人民”。 

②善于分辨，切忌盲从。如：毛泽东不主张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人云亦云。 

③结合史实，全面客观。如：以秦始皇为例，毛泽东提到不应盲目地批评秦始皇，“劝君少骂

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应全面客观评价。（每点2分，概括1分，分析1分） 

7、C 

【解析】“语言典雅优美”错，所谓典雅，是指文章言辞有典有据，高雅而不浅俗，而这

篇小说大量使用天津方言，语言质朴平淡，有乡土气息。 

8、【参考答案】 

①正面描写：通过外貌描写，先是“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

灯”，接着特写“下巴颏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突出了他的精神和干练;通过动

作描写“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突出了他治病手法的娴熟，医术精湛。 

②侧面描写：文章结尾提及华大夫“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侧面体现了苏

七块扶危济贫的善良品格。 

③先抑后扬(欲扬先抑)先写苏七块有各色的规矩，无论贫富亲疏，要看病先拿七块银元，

否则绝不搭理，似乎是批判他金钱至上的观念，后来给张四治病后赠药以及退钱给华大夫的

情节，却赞扬了他善良的本性。（每点2分，手法1分，分析1分） 

9、【参考答案】 

①艺术效果：通过突转产生戏剧性效果，余韵悠长，耐人寻味； 

②人物形象：苏七块并非见死不救，无良心可言，他只是执着于自己的规矩，是个极其

有原则的人，使苏七块的形象更加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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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深化主旨：作者通过塑造苏七块这个独具个性的奇人形象，除了赞美他们拥有高超的

手艺之外，还对那些有独特的个性、品质的俗世奇人的由衷的敬佩，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旨。

（每点2分） 

10、C 

【解析】“执政方”的“方”是“正……”的意思，所以“执政方”后不能停顿，排除A；掎摭的

对象是“白居易”，不是白居易的话，排除B；“恶”的宾语是“言事”，排除D。 

11、B 

【解析】吏部是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升降等事务，不包括武官。故选B. 

12、B 

【解析】时间上错位。他先被召进翰林院任学士，后被任命为左拾遺。 

【参考译文】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的八世孙。他的父亲白季庚，建中初年

做彭城县令。白家世世代代都以尊奉儒学为业，都是凭借明经科做了官。白居易小时候聪慧

过人，胸襟宽广，性格豪放。他十五六岁时袖揣自己编辑的一部分诗文，去投赠著作郎吴地

人顾况。顾况善作诗文，但是秉性轻浮，后辈的诗文没有合他心意的。顾况看了白居易的文

章，不由得亲自到门口以礼相迎，说：“我以为没有人能写出好的文章了，没想到又遇见了你。” 

贞元十四年，白居易开始应考进士，礼部侍郎高郢选拔他为甲科，吏部判试合格，任命

他为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文辞丰富艳美，尤其擅长作诗。他写的几十上百篇诗歌，篇篇都

有讽谏之意，能针砭时俗之弊，弥补政务的缺陷，因而有德有才的人都很赞赏他，作品往往

流传到宫中。元和二年十一月，皇帝征召白居易进翰林院任学士。元和三年五月，又任命他

为左拾遗。白居易自认为遇到了喜好文治的君主，想要用平生所学，报答皇上的恩泽。白居

易与河南人元稹关系很好，元稹由监察御史贬谪为江陵府士曹属吏。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在

皇上跟前当面辩说元稹无罪，白居易也多次上疏恳切劝谏，说：“臣近日因元稹降职一事，已

多次奏禀皇上。不可将元稹降职有三个理由。理由何在？元稹为官正直，举报上奏不避权势。

如今宦官有罪，没听说处置他们。御史没有过错，却先贬官。远近之人闻知此事，确实有损

陛下圣明的美德。估计天下方镇守臣，都恼怒元稹严于职守。现将他贬为江陵判司，便是将

他送与方镇守臣，臣担心元稹被贬官后，方镇守臣有越轨行为，无人敢言，陛下无法得知那

些不法之事。” 

皇上又想加封河东人王锷担任平章事，白居易劝谏说：“宰相是皇上的辅佐大臣，不是

有贤德良才的人就不能担任此职。王锷搜刮民财，来求得皇上恩泽，反而给他宰相职位，这

对我们圣明之朝是极为不利的。”皇上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元和十年七月，强盗杀死宰相武

元衡，白居易第一个上书为他陈述冤情，急切请求逮捕强盗以洗雪国耻。宰相认为东宫官员

没有谏诤的职责，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适逢有个素来厌恶白居易的人，指摘白居易，说他

华而不实没有操行，当权者正憎恨他上书言事，上奏贬他为江表刺史。诏书下达，中书舍人

王涯上疏议论此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行，不应该让他治理州郡，于是追回诏书授任江

州司马。 

13、【参考答案】 

（1）王锷搜刮民财，来求得皇上恩泽，反而给他宰相职位，这对我们圣明之朝是极为不利

的。（采分点：“诛，搜刮”;“市,买，引申‘求得’”；“与，给予”；“无益于圣朝”句式各1

分，大意1分。） 

（2）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之道，写这篇《师说》来赠给他。（采分点：“嘉，赞赏，

赞许”；“行，遵行”；“古道，古人从师之道”；“贻，赠送”各1分，大意1分） 

14、D 

【解析】“主要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是不正确的，应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以及被免

职的郁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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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考答案】 

①比喻。将迅猛的风浪比作瞬息千里的万马，写出风浪的迅疾； 

②夸张。将风浪夸张地形容为具有横压三江五湖之气势，生动地写出风浪的威势。 

③融情于景。颔联写出诗人舟行之险，突出作者心为事摄的境况，作者处于此情境当中，

犹如处于险恶的党争之中，不免感到惊心动魄，表现出内心的恐惧、忧虑之情。（每点2分，

手法1分，分析1分） 

16、【参考答案】 

（1）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2）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 

（3）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每小句1分） 

17、C 

【解析】开门见山，打开门就能看见青山，比喻说话或写文章直截了当，一开头就进入

主题。单刀直入，原指认定目标勇猛前进，现比喻说话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指导，只是教

导、指点。引导、引导带领、启发诱导。全神贯注，全副精神高度集中。专心致志，形容一

心一意精神高度集中地做事。共鸣，由别人的某种思想感情激发出来的相同的思想感情。共

识，一致的认识。 

18、D【解析】 

这段文字主要是说访谈时，访谈者应该怎样，主语应该是 “访谈者”可排除B、C，A项的

“及时”的位置不当，所以选D 

19、B 

【解析】两个句子是转折关系，不是递进关系，排除A、D，“完善记录”不合逻辑，完善

应是在记录后对记录的增减，补充等，所以排除C。 

20、【参考答案】 

①中国没有史诗 

②中国诗是早熟的 

③中国诗的篇幅（长短）（每处2分，意思对即可） 

21、 

【参考示例一】认可。这首诗虽短小，但意蕴深邃，有内涵，有节奏，有韵味，还有悬

念，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能激发读者对故乡的深刻思考。作者对故乡的深情也尽在不言

中，有无声胜有声的空灵，可谓机智的表达，短小精悍又有新意。 

【参考示例二】：不认可。这首诗有取巧之嫌。好的作品诗意讲究藏与显的结合，而这

首诗留白太大，什么也没说出来，给人故弄玄虚之感。在表现手法上也显得稚拙，较少意象

化的表达缺少意境，更无意蕴。诗的韵律与节奏感也不强，不值得提倡。（5分） 

【解析】本题考查语言表达的准确、鲜明、得体。如持认可态度，应针对诗歌的优点而

言，如“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能激发读者对故乡的深刻思考”；如果持反对态度，可从“留

白太大，较少意象化的表达，缺少意境”等方面入手。不管哪种态度，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观

点1分，分析4分） 

22、评分参考高考评分标准。 

“榜样”就是他（她）的身上有闪光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榜样！ 

①尽量从列举的人物类型中选取榜样； 

②抓住典型细节再现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品质； 

③运用多种描写手法刻画人物； 

④主旨上，突出榜样的影响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