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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普通高中 2024 届第一次诊断性测试

语文试题

（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

答题卡上，将条形码贴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选择题必须使用 2B 铅笔将答案标号填涂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标号的位置上，非选择题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书写在答题卡的对应框内，超出答题区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

纸、试题卷上的答案无效。

3.考试结束后，考生只交答题卡，试题卷请带走。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一般人谈论文学类别，往往只谈诗歌、小说、戏剧这

“老三样”。即使谈到散文，也令人有“敬陪末座”之感。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抒情接近诗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不

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有神

韵。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文学作品真实与否，在所不计。即使是胡编乱侃，只要情节动人，

能触及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不用费脑筋而又能获

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在工作之余，在飞机上，在火车中，一卷在手，其乐融融。

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于是受到歧视。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散文属于阳春白雪。真要

欣赏散文.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艺术修养。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也要有一定的环境。车上、机上、厕上，

不是适宜的环境。因为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者一点美感享受，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美

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高级的美感享受，是真正的美感享受。它能提高

人的精神境界，洗涤人的灵魂。像古希腊的悲剧，它能使人“净化”；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

在这一点上，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

盛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一谈到散文，则不尽如此。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有的国

家则比较差。英国是散文大国，这里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法国次之；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著称

的大家。我曾经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文大国，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憬然顿悟：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

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史、子、集”中有大量绝妙的散文。无论从质、量上看还是从历史悠久上看，中国

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对散文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身边琐事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写的往往是身边

琐事。《陈情表》《兰亭集序》《醉翁亭记》《前赤壁赋》等散文名篇，哪一篇不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

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

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然而写这些东西，如果掌握不

好，往往容易流于假、大、空、废“四话”。四话一出，真情必隐，又焉能期望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

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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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率意而

行，一片天机，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何等潇洒！何等自如！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一些散文大家，一

些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经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

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

（摘编自季羡林《散文的真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在文学类别中，散文一直不入主流，与“老三样”不能并列，其地位只能敬陪末座。

B.因为散文不能满足人们随时随地读书消遣来获得精神享受，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C.散文是高雅的文学作品，它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欣赏散文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D.散文对素材的要求很高，身边琐事最能打动人心净化灵魂，而大事却无法担当此任。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文章认为散文贵在真实，情节动人但胡编乱侃的作品不能体现散文的真精神。

B.文章介绍西方文化大国的文学成就，重在阐明其散文的处境和影响不尽相同。

C.文章把身边琐事与社会大事加以对比，阐述了它们在散文写作中的不同作用。

D.文章论述散文的真精神时，采用了古今中外散文的相关材料，见解非常独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作者阐述了有关散文创作和鉴赏方面的独到见解，给阅读者一定的启发。

B.散文和戏剧都有相似的功能，即都能净化灵魂，能给人高级的美感享受。

C.作者认为中国是世界散文第一大国，中国散文既质优量大，又历史悠久。

D.散文要显得行云流水、舒卷自如，需要作者长期锻炼修养并且千锤百炼。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根瘤，豆科植物的绝地反击

在我们的常识里，蛋白质丰富这句话常常是用来夸赞肉类食品的。可是在各种食物中，位列蛋白质含量首

位的食物既不是牛肉，也不是三文鱼，而是一种植物性食物——大豆。蛋白质含量接近 40%的大豆，在所有

食物中遥遥领先。还有一种名叫紫苜蓿的植物，其蛋白质含量也超过 20%，跑赢了牛肉。紫苜蓿与大豆，都

属于豆科植物。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大豆和紫苜蓿赢了这场比拼呢？科学家经过反复多次的重复实验之后，得到了迄今为

止依然正确的答案：豆科植物除了可以从土壤中吸收氮元素，也可以从空气中吸收氮元素，而吸收的途径就是

植物根部的根瘤。德国科学家赫尔曼•海瑞格还通过实验证明豆科植物的根瘤并不是贮藏营养的器官，而是进

行固氮的场所。

今天地球生命所需要的全部氢元素，都来自大气中占比 78.1%的氮气。这些氮气被一种具有固氮能力的细

菌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转换成含氮化合物。随后，这些含氮化合物被植物吸收进体内，转化成植物蛋白。而动物

则通过食用植物来积累蛋白质。当动植物死亡之后，它们体内的蛋白质就被细菌分解，氮元素则再次进入土壤。

一些细菌还将进一步分解土壤中的含氮化合物，让氮元素重新回归到大气中。这就是地球上的氮循环。

大部分的固氮细菌都是独立工作的，它们把氮元素积累在身体里，到死亡时，又把氮元素贡献给土壤。但

是，豆科植物的固氮细菌——根瘤菌不同，它们的工作方式是与豆科植物进行协作。甚至在没有形成共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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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根瘤菌自己是不会固氮的，只有在与豆科植物共生并且形成根瘤以后，它们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固氮作用。

这让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根瘤菌在与豆科植物相遇之前，它们并不知道世上有豆科植物的存在，而豆科

植物也不知道还有一类细菌名叫根瘤菌。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寻找到对方并达成合作的呢？

1998 年的生物酶活性实验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实验数据强烈地支持了产生根瘤的过程是豆科植物而不是

根瘤菌在主导这一结论。

为了吸引根瘤菌与自己合作，豆科植物会从根部发出类黄酮、肌醇一类的信号抽质，附近的粗瘤菌得到信

号，就会聚集到豆科植物的根毛附近。接着，豆科植物原本圆润的根毛细胞，就会在靠近土壤的一端伸长、弯

曲，尽量扩大与土壤的接触面积。一旦根瘤菌与这些变形的根毛细胞接触，根毛细胞就会在细胞膜上打开一扇

门，放根瘤菌进来。随后，周围的报毛细胞的细胞壁会发生水解，形成一条管道，科学家把它叫作“侵染线”。

侵染线就像飞机抵达机场后搭建的廊桥一样，引导着根瘤菌进入根部深处。接着根部细胞在根瘤菌的刺激下会

大量增殖。一条条根毛就这样长成了一个个根瘤。此时的根瘤菌就再也无法离开这里，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根瘤

组织的一部分了。

为了让根瘤菌高效地工作，豆科植物还会调动大量资源提供给根瘤菌。想要固定 1 克的氮气，豆科植物就

需要消耗 12 克的有机碳，这绝对是一个代价巨大的付出。但是，豆科植物可不是冤大头，虽然付出巨大，但

它们也真的把握住了全部的主动权。豆科植物体内有一种细胞分裂素，它可以有效地抑制根瘤菌的增殖。一旦

豆科植物不再缺乏氮元素，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部分根瘤，以便减少能量消耗。而失去营养供应的

根瘤菌却无法离开根瘤，只能接受死亡的命运。

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现象是植物驯化微生物的一起经典案例。这让我们发现其实植物远不是我们

看起来的那样柔弱被动，它会非常主动地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甚至还能在绝地反击中开疆拓土。

（改编自汪诘《植物的战斗》）

4.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豆科植物的蛋白质含量能远超肉类食品的蛋白质含量，这与豆科植物的营养贮藏器官根瘤有很大的关系。

B.固氮细菌不但能将空气中的氮气转换成含氮化合物，还能分解土壤中的含氮化合物，让氮元素重回大气中。

C.根毛细胞的细胞壁发生水解，就会形成“侵染线”，“侵染线”引导根瘤菌进入根部深处，把根瘤菌变成根瘤。

D.豆科植物掌握着全部主动权，既能提供大量资源，让根瘤菌高效工作，也能通过细胞分裂素抑制根瘤菌的增

殖。

5.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生物酶活性实验告诉我们，根瘤菌只有与豆科植物协作共生并且形成根瘤以后，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固氮作用。

B.“侵染线就像飞机抵达机场后搭建的廊桥一样”，运用比喻手法，形象地写出“侵染线”对根瘤菌的引导作

用。

C.为了使文章表述准确而严密，也更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本文作者在表述中几处使用到了列数据的说明方法。

D.文章两处运用设问，引发读者思考，在一问一答中让读者了解根瘤的奥秘，和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协作关系。

6.班上将组织以“植物的奥秘”为主题的分享会，你将就“豆科植物如何驯化根瘤菌”这一话题作交流。请结

合文本，梳理你的交流要点。（6 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 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祖先们躬耕的样子

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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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耙是要高高举起，举至最高处，再轻轻放下。铁耙自半空落下，加速，再加速。父亲告诉我，自高处落

下的铁耙，齿尖会自动锲入沙地。

是的，铁耙会自己锲入沙地。沙地与别处不同，是很多粒沙聚在一起，成就了一整块厚实的沙地。散开之

后，每一粒都仍是沙子，在天空飘浮在风中飞扬的沙子。我多少次捏紧又放下，是这些松软的沙子，滋养了我

又放弃了我。我把铁耙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沙地是一本大书，我一页一页，努力地翻阅脚下这一片

沙地。泥土芬芳，沙地的气息让人陶醉。身在都市的人们，多少会从这样的气息里回想起飘浮在大地之上的那

些麦子谷子和油菜花们的气息。不少城里人的内心，都还留着一条乡下的根。汗水是自发根出发的，沿额头，

歪眉，到巢，沿鼻尖，绕行至下巴，如毛毛虫，一步一步往下爬。

对我来说，汗水是埋进肉体的火，汗一出，滚烫的肉体瞬间清凉。如患头痛发热，以石膏、知母、甘草、

粳米若干，熬成汤剂，一碗下去，便如汤沃雪，清热去烦。久坐办公室，体内虚火堆积，坐卧不安，此亦是病。

下田，握耙，深翻一块地，浑身挂汗，两袖溽湿，则火灭神宁，病去身轻。

可惜，大多时候，我只是在电脑屏前，遥想自己躬耕在一块田地上的模样，亦自然地想起父亲，想起他的

耕地、播种、耘田、除草、收割。我躬耕在沙地上的模样，和父亲重叠。我在沙地上劳作的每一个侧影，都与

父亲重合。而父亲与他的父亲重合。往前，与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重合。再往前，若以二十年为一代计，向前一

百代，父亲的侧影，便与汉砖上的祖先重合。我翻看汉砖画册，两千年前那些耕作在汉代画像石上的先人，以

来、以耜、以犁，以与父亲相同的一个侧影，翻开新鲜而古老的大地。

我握紧耙柄，挥动铁耙的时候，便感觉自己和父亲、和祖先们，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載芟载柞，其耕泽泽。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三千年前，在《诗经》中，上千对农人亦以一个同样的侧影，耕作在商周的大地之上。想象那一个硕大的

劳作的场景，黄河奔流，“千耦其耘”，大地在大河两岸不断地向上生长，生动的场面令人神往。可惜，时间禁

不起花费，数千年转瞬即逝。时至今日，高楼、马路、飞机、高铁，大地已改变了模样，再看不到如此盛大的

劳作画面，这一刻，被藏进一首诗，被定格在秦砖汉瓦之上。一块石头穿越千年，那些躬耕劳作的侧影，到今

天仍与其如此相似。今日，我翻开大地的侧影，就是祖先们在大地上躬耕的侧影——黑白，如弓。一滴汗水，

自千年之前落下，在今日发出回响。今天，我所滴下的每一滴汗水，与父亲，与秦人，与周人，也是一个模样。

此刻，正是沙地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芦芽胃尖，油菜起蔓，沙地苏醒。这一日，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

一块地上挥汗如雨。翻土，犁地，播种，然后插秧，割草，耘田，治虫，施肥，收割。我举起铁耙，一遍遍举

起，汗液在身体这个容器深处沸腾，滚烫如潮水，喷薄。没有人知道它们躲藏何处，像人不知道一穗麦子一朵

菜花藏身何处。汗水把身体打开，如铁耙打开大地。

大地如书卷，一层一层翻开，属于麦子的谷子的油菜花的芬芳，次第喷薄。大地丰饶，没有一种气味会如

此丰饶。我一耙又一耙，把一块泥翻开，打碎，看沙土飞溅，看曲蟮造出一个一个桥洞，弓身奔逃。只有被不

断翻开的大地，才拥有更多供庄稼呼吸的空气，像一本书，只有被不断翻开才拥有更持久的生命。我一遍遍把

大地的秘密翻开又覆盖，却不知道到底是在寻找什么。

有些东西，不需要“为什么”。劳作，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只是向前，不停地向前。我像父亲一样举起耙，

像父亲一样把口水唾在手心，像父亲一样握紧把柄，像父亲一样用泥土搓手。我把父亲翻了一辈子的地，重新

翻开；把父亲撒了无数遍的种，再撒一遍。

我的手心在与泥沙与耙柄的对话中，变得光滑如玉。要拉着我的手说：怎么会这样？

我无法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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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大地，重走一遍父亲走过的路，我的手，慢慢地变成父亲的手，祖先们的手。我的模样，慢慢地变成

父亲的模样，祖先的模样。

此刻，坐在一个城市的上空，打开笔记本，打开文档，我的指尖在键盘上奔走。我在心里念着那些赤脚站

立在大地上的日子：劳动，多像一件往事！

这个城市，城市之外的城市，会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在回味劳动这一件往事。在回味里挥汗如雨，在回

味里与大地肌肤相亲，在回味里一遍遍重叠那个三千年不变的躬耕的侧影。白天与黑夜，星辰与大海，自一张

平整的白纸涌出。像大地上长出麦子，长出谷子，长出花朵，长出诗和往事。

（选自《散文》，2023 年第 6 期）

7.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开篇写自高处落下的铁耙，齿尖会自动锲入沙地，这是父亲基于劳动经验所得的结论。

B.三千年前农人硕大的劳动场景令人神往，如今的大地却改变了模样，两相对比引人思考。

C.文章善用比喻、引用、细节描写等手法，语言长短结合、错落有致，充满诗意的美感。

D.文章末尾处写到许多人和我一样回味劳动，表明劳动对历史、文化、政治有重要作用。

8.有人认为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可改为“我举起耙，紧握耙柄，翻地，撒种”，但二者语义和作用都不相同，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 分）

9.文章标题为“祖先们躬耕的样子”，末尾为何写到城市？请结合文本加以说明。（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3 题。

材料一：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

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节选自《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

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

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

（节选自《韩非子•说疑》）

材料三：

（宋）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

其成。每朝必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尝令为郭进治第，悉用筒瓦①，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

“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趣作②，无复言。”此可谓隆之以恩矣。郭进在

西山，尝有军校讼其不法。上曰：“进驭下严，是必罪人惧进法，欲诬进以自免也。”使中人执以赐进，令诘而

杀之。此可谓厚之以诚矣。李汉超、郭进皆终于观察使，所居不过巡检使之名，终不以大将处之，然皆得以便

宜从事。郭进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等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

所至，兵未尝小衄③。此可谓小其名而崇其势矣。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养

之以关市之租，则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挠其权，则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材能进，久

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将之术，不易于是。拱挹指麾④，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忧，盖太祖用将之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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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养士少而蓄力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

（节选自曾巩《本朝政要策•任将》）

【注】①筒瓦：筒瓦一般用于殿、阁等建筑物。②趣作：加快建设，继续建设。③衄（nù）：错误，失误。

④拱揖指麾：从容安舒，指挥若定。

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赏无功之人 A 罚不辜 B 之民非 C 谓明也 D 赏有功罚 E 有罪 F 而不失其人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材料一中“所恶勿施尔也”中的“恶”与“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中的“恶”的含

义相同。

B.材料二中“其次禁其言”中的“其次”与“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其次”

含义不同。

C.讼，意为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直、打官司、为人辩冤、自责等；材料三中“讼其不法”的“讼”有“状告”

“揭发”之意。

D.关市，《国语》《周礼》等都有对关市的记载，原指关隘与集市的合称，后指设在边关的交易场所，也指在边

关上的通商。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孟子认为，要想获得天下，就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要想得到老百姓支持，就要施行仁德，与民所欲，去民

所恶，方能获得民心。

B.韩非《说疑》认为权术是君主用来掌握的，法令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派官员到朝堂外国境内传达法令给民众，

民众才能信服。

C.宋太祖对有人反对郭进在西山超标用材建造府邸直接否定，对有人举报郭进有违法行为就下令让中人把告状

者抓起来，交郭进处理。

D.宋太祖任命将领，采取厚以恩宠、待以真诚、崇以威势、略细而求大、位久而求功的方法，因此，养士少实

力强、策略少效果好。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进驭下严，是必罪人惧进法，欲诬进以自免也。（5 分）

（2）小其名而不挠其权，则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5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两首诗歌，完成 14~15 题。

南湖早春①

（唐）白居易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②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蘋生。

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

不道③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二月二日出郊④

（宋）王庭珪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日头欲出未出时，雾失江城雨脚⑤微。

天忽作晴山卷幔，云犹含态石披衣。

烟村南北黄鹂语，麦垅⑥高低紫燕飞。

谁似田家知此乐，呼儿吹笛跨牛背。

【注】①元和十（815）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被诬为越职言

事，于当年秋被贬为江州司马。②返照：阳光倒影。③不道：不是说。④唐宋时，流行二月二日踏青出游。此

诗于作者二月二日出城郊游、途中见及初春而作。⑤雨脚：雨线之意。⑥陇：古间“垄”，土埂。

14.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 分）

A.白诗用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芳、水蘋争绿、黄鹂语涩等早春景象，描写了南湖生机勃发明媚动人的

风光。

B.白诗注重炼字，如颈联中“重”字表现了白雁羽翼未干、艰难飞行的笨拙之态，“涩”字描绘出黄鹂初语口

拙之态。

C.王诗颔联从远处展开描写，“云犹含态”用拟人手法，描写雨过天晴后雾已全消、云被山石故作留恋之态的

情景。

D.王诗尾联紧承颈联，由表现烟村黄鹂语、麦垅紫燕飞的鸟儿逢春之乐，转而写人，表现田家早耕归来的喜悦

之情。

15.请简要分析两首诗的衬托手法和情感的不同之处。（6 分）

（三）名句名篇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6.补写出下列句子的空缺部分。（6 分）

（1）古代诗人内心的愁绪往往投射在花鸟草木等自然景物上，如《春望》中的这两句“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2）《阿房宫赋》中，写秦统治者视钱财如泥沙挥霍无度，揭露其自私无道的两句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3）“沧海”这一意象背景宏大、辽远广阔，但在唐代诗歌中，往往用来寄托愁思，如“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7~21 题。

_______________，这是摆在每个诗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写诗必须从旧的思维中择出来，从传统的创作手

法和题材中择出来，创造、创新，推陈出新，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的伟大作品；否则，（    ），将被时代淘汰。

诗歌创新，认识要拔高：诗歌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要站在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的高度，站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来理解诗歌的创新实践。①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

文明的古老民族，②使统文化博大精深。③外来文化对中国非常包容，兼收并蓄，不断求新求变。正是求变求

新，才出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出现灿烂的汉唐文化，出现各个朝代相应的特色文化；正是求变求新，才构

成了中华文脉的绵延不绝，让中华文化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_______________、推陈出新。

诗歌创新，生活要深挖；要深入生活，扎根民众，要从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中去鞭苔假恶丑、颂杨

真善美；④同时，感受时代的磅礴力量，提倡国家和民族精神。当下，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中

华民族正走向伟大复兴，这就需要我们创作出符合当代精神的“新诗经”。要创作出“新诗经”，一是必须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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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再深入发力。坚定文化自信，诗歌才有出路。二是要敢于“喜新厌旧”，扬弃传统。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

化带来很多新行业新领域，更需要诗人呈现诗歌。三是诗人要洞察未来。事实上，很多诗人都是预言家，引领

人类的文明方向。

17.将下列熟语填入文中括号内，恰当的一项是（    ）（3 分）

A.盼星星，盼月亮 B.穿新鞋，走老路

C.东家长，西家短 D.拆东墙，补西墙

18.文中画波浪线的语句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标出原句序号后再进行修改，并使修改后的语句与上下文的衔接

流畅自然。（4 分）

19.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8 个字。

（4 分）

20.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相关解说错误的一项是（    ）（3 分）

A.“明珠”在该句中用了比喻手法，是喻体。

B.“血脉”中的“血”的读音应为“xuě”。

C.“鞭苔”应写作“鞭笞”，在该句中作谓语。

D.“喜新厌旧”一词在该句中属于贬词褒用。

21，请根据文中“农村城镇化”一词，描绘一幅新农村画面。要求描写具体，语言流畅，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手

法，不超过 80 个字。（6 分）

四、作文（60 分）

22.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渊博的知识能丰盈我们的头脑，健康的审美能提升我们的品味！

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