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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1. (3 分)C(A 项“文化产业的发展”原文无依据。B 项“成为中国文化内容在

国际上最有市场价值的品类的事实”错误，原文是 “最有市场价值的品类

之一 ”。D 项过于绝对，与原文不符。) 

2. (3 分)D(材料二没有侧重于对文化创新主体及路径的理论阐释。) 

3. (3 分)B(B 项利用科学技术打捞文物，与“盘活传统文化资源”无关。) 

4. (4 分)①首先提出观点：我国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需要充分发挥

文艺生态与产业经济协同效应（1 分）。②其次分析原因：文艺创造、文化

传承常常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1 分）；以文化为资源，以创意为能量，文

化产业已经发展为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支柱产业（1 分）。③最后阐述举措：

我国当前充分发挥文艺生态与产业经济协同效应要同时面向国内国际市场

（1 分）。 

评分建议：提出观点 1 分，分析原因 2 分，阐述举措 1 分。 

5. （6 分）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古今相融，打通了传统文化与

大众接受之间的隔膜；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陈出新，“文化节目+

戏剧+影视化”方式新颖，人民喜闻乐见；③节目质量高，满足了人们精神

文化的需求，民众能体悟到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真善美(中国智慧、中国精

神和中国价值);④既反映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又体现当代社会发展内涵，为

民众带来更多新的审美体验。 

评分建议：答出一点给 2 分，给到满交为止；要点明确，意思对即可。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6.（3 分）D（“象征丽菊与命运抗争的最终胜利”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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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B（没有对比） 

8.（4 分）“小菜一碟”是小饭馆的名字，经营的是家常便饭(1 分);②“小菜

一碟”喻指轻而易举对付的小事情，大伟夫妇经营饭店游刃有余(1 分);③作

者希望普通人面对困难时也能像大伟夫妇那样乐观、肯吃苦、讲诚信，从而

轻松走出困境 (2 分) 

评分建议：本意 1 分，喻意 1 分，目的 2 分。 

9.（6 分）①展现小人物的善美情怀：大伟夫妇自立自强、相互扶持、诚信

经营、积极还账（答出任 1 点得 1 分，意思对即可），木耳商热忱帮助困境

中的大伟夫妇，体现他淳朴、友善 (1 分);同行在大伟夫妇危难时没有趁火打

劫(1 分)。 

②叙事能力强：小说运用悬念的手法，以等待木耳商巧设悬念，使情节跌宕

起伏。(手法 1 分，分析 1 分) 

评分建议：第①点从大伟夫妇、木耳商、同行三个角度答题，每个角度 1 分，

共 3 分。第②点答“运用插叙的手法，在叙事中插叙两人的奋斗历程及事业

失败缘由，使叙事富于变化”或“情节安排详略得当，略写大伟夫妇打工的

过程和丽菊秦皇岛被骗的情节，详写与木耳商见面的经过”或“叙事节奏张

弛有度，大伟夫妇为在城里安家而拼搏的过程是快节奏叙事，木耳商在店里

喝水、抽烟、续水、交谈的情节是慢节奏叙事”或“运用对比手法，如闺蜜

诈骗和大伟夫妇诚信作对比等”亦可。其它答案，言之成理亦可。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10.(3 分)A(“臣闻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

东国也。非亟得下东国者，则楚之计变，变则是君抱空质而负名于天下也。”） 

11.(3 分)C(“少其地”中的少为意动用法，以………为少，“道少半，越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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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是少于的意思。）  

12.(3 分)B(“便要求苏秦前往楚国”错，原文“臣请为君之楚，使亟入下东

国之地”,是苏泰主动要求。) 

13.(8 分)（1）大王(如果)不尽快割让下东国给齐国，那么太子将会用比大王

多出一倍的割地来使齐国支持自己。(译出大意 1 分、“亟”“倍”“奉己”各

1 分，共 4 分。) 

（2）凭借虚名做交易的人是太子，齐国人未必相信太子的许诺，但新楚王

（割地）的功劳是明显的。(译出大意 1 分，“以空名”“市”“功”各 1 分，

共 4 分。） 

14.（3 分）① 有谋划、胆识和勇气；②有较强的论辩才能； ③善于揣摩各

方的想法，善于利用各方的关系。 

评分建议；要抓住苏秦在游说中的表现来作为概括原因的依据，一点 1 分，

共 3 分。 

【参考译文】 

王死，太子还在齐国充当人质。苏秦就对担任齐相的孟尝君田文说：“阁下

何不扣留楚太子，用他与楚国交换下东国之地呢?”孟尝君说：“不能这样做，

假如我扣留楚太子，而楚国另立新君，人质便失去了挟持的价值，反而落得

不义之名。”苏秦说：“不对，楚国一旦另立新君，阁下可以趁机对新主：‘如

果楚能割下东国之地与齐，我就为大王杀掉太子，否则我将联合秦、韩、魏

三国共拥太子为君。’这样下东国之地必能到手。” 

苏秦对孟尝君说：“我听说计谋泄露不会成功，遇事不决难以成名。如今阁

下扣留太子，是为了得到下东国之地，如果不尽快行动，恐怕出人会另有算

计，阁下便会处于空有人质而身负不义之名的处境。”孟尝君：“先生说得很

对，但是我该怎么办?” 苏秦回答说：“我愿意为您出使楚国，游说它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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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让下东国之地，一旦得地，阁下便成功了。”孟尝君说：“好”。 

苏秦对新立的楚王说：“齐人欲奉太子为王，我观察孟尝君图谋利用太子交

换贵国的下东国之地。现今事势紧迫，大王如果不尽快割让下东国给齐，太

子便会用比大王多出一倍的土地换取齐人对自己的支持。”楚王赶紧恭敬的

回答：“寡人一切遵照办！”于是献出下东国之地。 

苏秦对孟尝君说：“看楚王的样子，还可以多割占土地。”孟尝君问：“有何

办法?”苏秦答道：“请让我把内情告诉太子，使他前来见您，您表示支持他，

然后故意让楚王知道，他自会割让更多的土地。” 

于是苏秦前去拜见楚太子，对他说：“齐国拥立太子为楚王，可是新立的楚

王却以土地贿赂齐国以扣留太子。齐国嫌得到土地太小，太子何不以更多倍

数的土地许诺于齐呢?若能如此，齐人一定会支持您。太子说：“好主意”就

把比楚王割上的多出一倍的土地许诺给齐果。楚王听到这个消息，甚是惊慌，

便割让更多的土地，还诚惶诚恐，害怕事情不能成功。 

苏秦又对楚王说：“齐人之所以胆敢多割楚地，是因为他们以太子相要挟。

如今虽已得到土地，可仍然纠缠不休，这还是有太子作要挟的缘故。臣愿意

设法赶走太子，太子一走，齐国再无人质，必然再不敢向大王索要土地。大

王趁机与齐达成一致协议，齐国必高兴，定然会接受大王的要求。 这样一

来，既消灭了令大王寝食难安的仇敌，又结交到了强大的齐国。”楚王听了

十分高兴，说：“寡人以楚国托付给先生了。” 

于是苏秦再次拜见太子，忧心忡忡的说：“现今专制一国的是楚王，太子您

不过空具虚名，齐人未必相信太子的许诺，而新楚王业已割地给齐。 一旦

齐、楚交结，太子就有可能成为其中的牺牲品，请太子考虑这件事!”太子

说：“听从你的建议。”于是整治车辆，乘马连夜逃去。 

这时苏秦又派人到孟尝君那里诋毁自己：“劝您扣留太子的苏秦，并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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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替您打算，他实在是为楚国的利益奔忙。他惟恐阁下察觉此事，便通过多

割楚地的做法以掩饰形迹。这次劝太子连夜逃奔的也是苏秦，可您并不知晓，

我私下里替您怀疑他的用心。” 

苏秦又派人到楚王那里游说：“使孟尝君留太子的是苏秦，奉王而代立楚太

子的也是苏秦，割地以达成协议的是苏秦，忠于大王而驱逐太子的仍然是苏

秦。现在有人在孟尝君那里大进苏秦的谗言，说他厚楚而薄齐，死心塌地为

大王效劳，希望大王能知道些青况。”楚王说：“寡人知道了。”于是封苏秦

为武贞君。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15. (3 分)C（“以新雁自况，表达对收复北方失地的信心”错误） 

16.（6 分）①同：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者形象(2 分)。②异：本诗中的

“书生”是一个年逾古稀、壮志犹存的爱国诗人（2 分）。③异：《沁园春·长

沙》中的“书生”是一个立志救国、勇于拼搏、直面困难的青年知识分子（2

分）。 

评分建议：每点 2 分，其中人物特点和人物身份各 1 分，共 6 分，意思对即

可。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 （6 分）（1）昆山玉碎凤凰叫 芙蓉泣露香兰笑 

（2）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3）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借问酒家

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含杨柳风

(宋•志南《绝句》) 

(每空 1 分，共 6 分)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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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1 分） 

18.（3 分）①前无古人 ②才思敏捷（秀外慧中、下笔成文)③不学无术 

评分参考：共 3 分，每处 1 分；如有其他答案，若符合语境，意思对也可。

注意②处要填形容林黛玉才华的成语，而形容其美貌、性格、情感等方面的

成语，如“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等均不得分。 

19.(3 分)D(原句有两处语病：①语序本当“不仅”应该放在 “诗社的兴亡”

之后；②搭配不当，“寓意”应改为“寓示”。) 

20.(5 分)①引用“芳心一点娇无力”等诗词(1 分),增加了文学性，富有感染

力(1 分);②三个“却“构成排比(1 分),句式整齐和谐，节奏感强(1 分);③引用

与排比的综合使用，更加有力地论证了“诗社将《红楼梦》的诗意雅趣推向

了高峰，也将其悲剧性演绎到了极致”的观点(1 分),增强了说服力。 

评分参考：共 5 分，①引出诗句“芳心一点娇无力”等，表示引用的构成得

1 分； 

“增加文学性”“增添文化底蕴”“富有感染力”答出引用的效果，任意一点

1 分；②三个“却”构成排比得 1 分，排比的效果“整齐和谐”“节奏感强”

“增强语势”任何一点 1 分；③论证了“诗社将《红楼梦》的诗意雅趣推向

了高峰，也将其悲剧性演绎到了极致”的观点，得 1 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9 分） 

21. (3 分)A(A 强调 B 引用 C 反语 D 特定称谓) 

22. (6 分)①我国早已使用食品添加剂；②为何要使用食品添加剂；③有些添

加剂对人体有益。 

评分建议：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四、写作(60 分) 

23.作文（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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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解读 

本作文题由材料、写性任务、写作要求三部分组成。 

材料是关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论述，其题意在于引导我们沿着

材料提供的思路深入思考。材料提供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地观点：一种观点

赞美城市文化，另一种观点赞美乡村文化。题目给定了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

使话题具有一定的可辩性，即围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行思考。考生可以着重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中的一个方面来谈，

也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辩证地谈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是疏

离、对峙的，而是相融的，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优秀的中华文化是我

们“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 

材料并未设置具体的写作情境，只要求考生在写作中展现自己的感悟与思考，

谈谈自己的认识，这就解除了考生的思维局限。考生大可以展开联想，多角

度写作。但是考生最好将大的“文化概念”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载体上，不然

容易空洞。 

二、参考立意 

①城市，折射智慧之光； 

②乡村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③城乡手拉手，共筑中国梦； 

三、评分说明 

（一）作文判分整体要求 

1.评价标准 

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 

思想积极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切合题意；观点明确，逻辑

严密，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思考具有独立性；表达准确流畅，合理运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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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式、修辞等。 

2.评判原则 

要求公正公平；坚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注重考查考生运用祖国语言文

字表情达意的能力，既要看审题立意，也要从选材、结构、文体要求等写作

基本能力和语文素养诸方面进行全面衡量，综合判分。 

（二）评分等级 

本次评分为四等七类。一等卷 48～60, 其中一等上 54～60， 一等下 48～

53；二等卷 36～47，其中二等上 42～47，二等下 36～41；三等卷 24～35, 

其中三等上 30～35，三等下 24～29；四等卷 0～23。 

（三）评分提醒 

作文评判应根据考生写作的实际情况拉开评分层次，对于的确优秀的作文敢

于给高分；应鼓励个性化的思考与表达，鼓励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立足现

实、联系生活的结结实实的论说。 

鼓励文体多样，感性表达和理性分析并重，对于故事设计合理、描写饱满细

腻者，可鼓励；对于文体创新应该鼓励。对于宿构、套作，文化类散文结构

混乱、无病呻吟者，可严控判分。坚决制止当下胡编乱造、内容空洞、情感

虚浮的不良文风。 

议论文在确认主旨的基础上，要依据材料是否成为观点的有力支撑，是否能

进行理性分析，结构是否完整、语言是否得体等情况进行评判。 

记叙文要看是否将主旨蕴含于故事的叙述之中，细节描写、环境描写、侧面

描写、叙事波澜等基本的记叙文写作方法运用是否贴切自然。对于记叙文，

要细心评阅，敢于打高分。 

（四）个案处理 

1.经“查重”，确认抄袭的，其中二分之一篇幅与原作相同的，原则上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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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3 分； 

三分之二篇幅与原作相同的，原则上不超过 10 分；内容基本相同的，最高

不超过 5 分。 

2.没写作文题目的，扣 2 分。 

3.完篇而字数不足，正常评分之后，再扣字数不足分，每少 50 字扣 1 分，

扣满 3 分为止；明显未完篇的文章，视篇幅和内容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最

高不能超过 40 分(不满 100 字，0～4 分；200 字左右，5～8 分；300 字

左右，9～15 分；400 字左右，16～25 分；500 字左右，26～35 分； 600 

字左右，36～40 分)；未完篇的文章不再扣字数不足分。 

4.游戏高考、游戏人生、语言格调低下的“问题卷”，评分最高不得超过 35 

分；凡思想情感庸俗低下，即使是切题完篇，评分最高不得超过 17 分；如

果内容恶俗不堪，评分最高不超过 8 分；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一律提交专

家组处理。 

5.卷面、错别字扣分，每错(别)字扣 1 分，扣满 5 分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