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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B    2．A    3．B     

4．①《论语》中孔子关于“斯文”的论述，一直伴随着中国人；②

杜甫不仅写下了“中文最伟大的词语”，而且创造了“中国文化的道

德和情感词汇”；③儒家的仁义道德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运行及人际

交往中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④中国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诗歌传

统，《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要早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5．不同意这种说法。这处水生回家探亲的细节描写充分展示出中

国人所特有的美好心灵和崇高情感，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和

文化底蕴的真实体现。这对夫妻虽因战争长期分离，都满含对对方

的思念与牵挂，但见面后妻子有千言万语却只用一个“你”字的招

呼，蕴藏着极为丰富深厚的情感。这正是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

性格的生动写照，是中华人文精神强调人与人和谐共生科学的

“真”、人伦的“善”和艺术的“美”的完整统一。 

 

6．C    7．B     

8．①第二段较为详细地叙述捕捉芦花虾的办法，反映当地人赶海

的习俗，表现沿海地区独特的生活风貌，引出下文的书琴捉虾。②

第三段通过对书琴初次钓虾经历的细致描绘，塑造出刚走出学校、

从事劳动的渔家女孩形象，为下文她的成长蜕变做铺垫。     

9．①初钓芦花虾时，书琴收获甚少，听闻别人丰收后欢快的歌

声，心中羡慕之余难免有些羞愧与酸涩。②鬼儿滩遇险，书琴面对

惊涛骇浪，听闻岸上粗犷歌声后，心中重新涌起战胜困难的勇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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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③成功脱险后，书琴再次听到歌声，心中涌动着收获丰硕的

喜悦、战胜困难的自豪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10．CEG    11．B    12．B     

13．（1）《周易》中说：“君子凭借多识记前代圣贤的言论和事迹来

培育自己的德行。” 

（2）现在求学的人常常数以万计，而坚持学习到底的人还没有几

十个，这是什么原因呢？     

14．①人并非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②圣人尚且从师，何况凡

人。 

参考译文： 

天地之间人为贵，圣人所崇尚的是义，德义所成就的是智慧，

明智所追求的是学问。虽然世上有极其聪明的圣哲，他们也不是生

来就有智慧的；虽然有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亦非生而有才能的。文

王、武王以姜尚为师，周公旦以庶秀为师，孔子以老聃为师。人不

可以不跟从老师学习。上述这些人都是上等的圣哲，况且要等到问

学求教之后，方能知识渊博，德行广大，更何况是普通的人呢?  

因而，工匠若要做好他的事情，就应当先磨利自己的工具；士人要

宣扬他的道义，就应当先读他的书。《周易》上说：“君子应当通

过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来培育自己的美德。”因此，人需要学

习，就如同事物需要修治一样。夏朝帝王的玉磺，楚国和氏的玉

璧，虽然有了宝玉的资质以及卞和的呈献，但如果不雕琢不磨光，

就和小石头没有什么差别。更何况君子有敦厚坚贞的资质，有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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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敏的才能，（如果再）由品德优良的朋友辅佐他，由贤明的老师

教导他，用《礼》《乐》来修养他，用《诗经》《尚书》来引导他，

用《周易》来帮助他，用《春秋》来启发他，哪有不成功的呢?

《诗经》中说：“看那鹡鸰鸟，边飞边欢鸣。你我天天在奔波，月

月都远行。早起晚睡不停息，不要辱没父母名。”所以，君子整天

勤勤恳恳、积累德行、研修学业，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学识能够

渊博而已，而是想继承祖先的美好声望，并以此来显扬自己的父

母。道义隐藏在书本中，要靠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学问因发奋努

力而有所长进，因懈怠松弛而荒废。所以董仲舒终生不过问家事，

景君明常年不出家门，使自己的学问日渐精深、学业愈加显著，是

因为他们家境富裕；像他们那样富裕闲逸而又能如此勤奋努力，是

品德才能过人之士。倪宽卖力作厨工，匡衡把自己卖给富人家做佣

工，是因为他们家境贫困；像他们那样家境贫困而又能如此钻研学

业，是品德才华优秀之人。现在求学的人数以万计，而坚持学习到

底的人还没有几十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以上四人耳聪目明、忠义

诚实、廉正勇敢，未必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人，然而他们树立名望，

建立功业，美好的声誉没有穷尽，终于达到这样的境地，这是什么

原因呢?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依托于先圣的经典，专心谨记孔夫子的

遗训罢了。《诗经》中说：“面对高山内心仰慕，面对大路迈步前

行。”“时时刻刻遵行学习之事,学问积累就会走向光明。”因此

凡是想要显耀功勋业绩、传扬光辉事业的人，再没有比学习更好的

了。 

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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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①李诗和苏词都把周瑜形象放在赤壁之战的背景下加以塑

造。②李诗和苏词都运用侧面描写的方式塑造周瑜形象：李诗用赤

壁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的景象烘托出周瑜击破曹操大军的英

雄形象；苏词用小乔初嫁来烘托周瑜的年轻有为、英姿飒爽。 

异：苏词从正面详细描写了周瑜的外貌、神态：“羽扇纶巾，谈笑

间”描写出周瑜风度翩翩、从容淡定的儒将气质；李诗用一句“周瑜

于此破曹公”直接简要突出周瑜的功绩。 

 

18．别具一格   赏心悦目   目不暇接     

19．身穿多彩春装的小朋友，像蝴蝶一样，在花间的小路上嬉戏，

使樱花林更增添了春意盎然的气息。     

20．构成：本体为“我眼中的樱花”，喻体为“小姑娘那娇羞粉嫩的

脸蛋儿”，比喻词为“像”。表达效果：生动形象地写出樱花的漂亮

可爱，让人喜欢。 

 

21．示例：①以土地为基础，人口流动性差；②以血缘为纽带，形

成较为稳定的亲缘关系网络；③以家族利益为中心，同族人扶持互

助，共同维护家族的稳定繁荣。     

22．①不如说是社会变了 ②远亲不如近邻 ③不再由血缘决定（不

是看血缘） 

 

23．略 

审题：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说文解字》中对“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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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专久而美也。所以“懿”这个字，也多指与女性有关的德行

与言行，如懿德、懿范、嘉言懿行、懿旨等。而根据《说文解字》

的解释，我们也可看出，想要实现“懿”，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专久，

也就是“壹”，要能做到一心一意和持久如一，既不能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同时，根据材料中的拆字法，也可知，需要有“次”，这里的

“次”，指的是次序、主次，有理有条地去做事，而不能眉毛胡子一

把抓。同时，“懿”所代表的美好，并不是靠外在、他人给予的，而

是靠自己充盈的内心赋予的。所以，“懿”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位

“心”。 

试题要求结合对题目的理解以及自身发展进行写作。对此，可以借

助材料先解释“懿”中各个部首的内涵。说明一个人想要达到“懿”，

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依据自己的发展，说明我

们应该怎样实现“懿”。对此，可从心态和行动上进行阐述。比如，

从当下而言，可讨论我们应该如何专心致志地学习，为将来打好基

础。而从将来的规划而言，则可从个人爱好、国家需要等角度，说

明我们应该如何分好主次。而从心态上，则可说明今日之我与明日

之我，应该如何保持好心态，为将来回报社会、报效祖国激发斗

志。 

立意： 

1.“懿”言“懿”行，成美好自我于社会。 

2.唯有心怀大志、谨言慎行，才能“懿”行于世。 

3.“懿”，当行于当下，心怀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