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语文寒假作业（一）参考答案 

材料分析 现代文阅读Ⅰ选择的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选取本

材料，是与部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下册第四单元《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相关

联，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了解，熟悉科普类文章的基本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夯实学生信息性文本阅读的能力。 

1．C 解析：“殊途同归”理解错误。中西方天文学当时是在各自的发展轨迹

上向前行进。文中并未表述“同归”。【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内容

的筛选、概括、辨析能力。 

2．C 解析：“从理论到实践”范围扩大，原文只是“从理论上”。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和整合文中重要信息，依据重要信息进行推

断的能力。 

3．B 解析：第二段的主要观点是“天文学的发展有着运行的规律与动力”，

而要想获得突破性进展和取得辉煌成就，就要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B 项，

文献资料表明的是梅文鼎对“盖天说”与“浑天说”的认识，并没有表述契

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内容。A、C、D 三项都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

证明观点。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与论据关系的能力。 

4．答案：①处举例论证，通过列举市中心的天文台观测台址，让我们对于

台址变迁的认识更加具体，增加可信度和说服力。②处补充说明．通过对太

阳系内不同天体的补充解释，让我们对于太阳系包含的天体范围有更加清晰

的认识，增强了论证语言的准确性。（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对括号内补充信息作用的分析能力。该题为亮点

题，既考查括号内材料对于论证的作用，又把标点符号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

摒弃答题套路，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根据语境，把标点符号的作用、论证效果



融合在一起的能力。 

5．答案：①天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满足农业季节、历法和记时的需要，

我国的历法研究成熟精准且使用时间长。有关秋分的诸多信息都直接和历法、

计时相关，如秋分是秋季第四个节气，于每年的公历 9 月 22～24 日交节；

包括秋分在内的二十四节气一直沿用至今。②“秋分时棉花吐絮，各种作物

渐次成熟，正是收获的大好时机”说明二十四节气是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

这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直接源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③“秋夕祭月”说明天

文学被统治阶级利用，使天文学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每点 2 分，如有其

他答案言之成理亦可得分）【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综合处理信息及应用

的能力。 

材料分析 现代文阅读Ⅱ材料为熊君红的《桔梗》，小说以行医世家白老爷的

家庭生活及行医经历为框架，自然融入其收养的义子桔梗的成长故事，将慈

济众生的白老爷，以及善良英勇、知恩图报的桔梗等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

生。文本很好地践行了“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材料随文设题．结合近几年高考命题趋势，从小说

的多个角度命制高质量的题目，能够有效检测学生的文学素养。 

6．A 解析：白老爷收留桔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女儿对桔梗的态度，二是

桔梗是个灵光孩子。由原文“嗯，是个灵光孩子”“……取名桔梗”可知，

白老爷最终下决心收留桔梗，还有他是个灵光孩子的考虑。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能力。 

7．B 解析：“为后来写桔梗制药术的高超埋下伏笔”分析错误。白老爷的自

得和桔梗制药技术的高超没有 

必然的联系。【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重点词句内涵的分析鉴赏能

力。 



8．答案：①伤心忧虑。没有桔梗的确凿消息，白芷“暗自落泪”“惴惴不安”，

失眠以至于说话无力。②心情振奋。听到传来桔梗的消息，白芷“从藤躺椅

上一跃而起”。③悲痛至极。白芷听到桔梗被江水冲跑，再无音信，因悲伤

而昏迷。④激动喜悦。转年端午，桔梗意外返回，让白芷既激动又高兴。（每

点 1 分，共 4 分。意思对即可）【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对小说中人物心

理变化的分析概括能力。 

9．答案：示例一：同意喜剧结局。①从人物形象看，桔梗死里逃生的喜剧

结尾更能凸显他勇敢机智的形象，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②从情节看，

桔梗的意外返回，使故事再生波澜，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作品更具感

染力。③从主题看，这样的结尾更能凸显作品弘扬美善的主题，更符合人们

企望团圆美满结局的心理期待。（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

言之有理亦可得分） 

示例二：同意悲剧结局。①从人物形象看，悲剧结局让桔梗成为一个悲情英

雄，好人毁灭的悲壮美更能给读者留下富有冲击力的印象。②从情节看，以

白家人对桔梗的祭奠结尾，更能引发读者对桔梗生死命运的怀想，令人深思。

③从主题看，桔梗杳无音信的悲剧结局更能激发人们的痛惜之情，深化作品

歌颂美善的主题。（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言之有理亦可

得分）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探究小说结尾设置的艺术效果的能力。 

材料分析文言文节选自《论语》和《通典》，选文尽量避开高考涉及的史书，

想开拓一个新的天地，给学生新鲜感。在内容上，与部编教材必修下册第五

单元《谏逐客书》相关联，重点是谈论关于“人才对于国家社稷”的重要性。

目的是让学生在巩固文言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激发学生对中国悠久历史的探

究兴趣。在知识点上，涉及《劝学》《陋室铭》《孔雀东南飞》等课文，还有



成语“刀笔之吏”，目的是夯实学生文言文基础知识。 

10．BDF 解析：“虽广”是“天下”的谓语，故在 B 处断开；“朝廷虽众”

与前一句的句式一致，故在 D 处断开；剩下的句子分为主语和谓语两部分，

主语是一个名词性短语，“诚可知也”为后半句的谓语，故在 F 处断开。【命

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断句的能力。 

11．D 解析：两个“令”的意思相同，都是“美好”的意思。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了解并掌握文言实词的含义及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

并依据文意判断的能力。 

12．D 解析：D 项，“就会引发叛乱”于文无据。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归纳内容要点、理解句意的能力。 

13．答案：（1）因此，那些亲近百姓的官员的任用，应该选择品德高尚的人；

任用人才的方法，应该重视它的选拔环节。（“亲”“宜”“道”各 1 分，句意

1 分） 

（2）这和不小心把剑丢在了河中央，却把记号刻在船上有什么区别呢？（“何

异”“中流”“记”各 1 分，句意 1 分）【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

译文中句子的能力。 

14．答案：相同点：品德高．有才能。（1 分）不同点：《论语》强调不能有

骄傲心态，不能心胸狭窄。（1 分）材料二最后一段强调根据品德、才能分

出等级，严格按照次序任用。（1 分）（意思对即可）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 

参考译文： 

材料一：孔子说：“（一个在上位的君主）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和

品德，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那么他的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孔子说：“（了解一个人），解释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应看他言行的动



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了解他心安于什么事情。这样，这个人怎样能隐藏

得了呢？这个人怎样能隐藏得了呢？ 

 

材料二：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说： 

天下众多的百姓，没有一个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县令、刺史的，这

是需要官员特别关心爱护百姓的缘故。因此，那些亲近百姓的官员的任用，

应该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任用人才的方法，应该重视它的选拔环节。 

再说古代选拔品德高尚的人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和他的职位相称，

有的人远远地听说了他的名声、就征召过来；有的人只见过一面，就会授予

他官职。这是因为士人重视自己平时的品德修养，并没有想着靠侥幸取巧获

得官职。当今天下并没有像上古时代那样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各种各样的

事情和公务与以前相比是日益倍增，的确是因为没有端正它的根本，而只是



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巧设名目。那些细枝末节指的就是吏部的各种规章制度，

动不动就成千上万，那些代笔的小吏，从中辨析毫厘的差别，控制着制造纷

乱的分寸，沉溺于文墨之中。奸猾的胥吏，又会趁着制度的缝隙为非作歹。

我认为最开始创作簿书，是为了防止人们遗忘罢了，现在却反过来追求各种

公文的精辟。而不是把寻求人才当作最紧要的事，这和不小心把剑丢在了河

中央，却把记号刻在船上有什么区别呢？这与创作簿书的初衷相距太远了，

真是让人为此感到心痛。 

再说天下虽然广阔，朝廷的官员虽然众多，但是士人中品德高尚的人，

也的确是可以察知的。假如道德败坏的人与品德高尚的人互相杂乱，选拔的

标准又不能分明，事情又快要结束了，也就不用再说什么了。但是如果知道

了被选拔的人的品德、才华，而且还评出了他们各自的等级，每有一个官职

空缺，却又不能按照次序任用他们，那么就是知道可用而不用了，那还要宰

相做什么用呢？假若各个部门位高禄厚的官职，应当任用第一等的人，等到

这个职位有了空缺时，或许会用一个下等的人来忝居此位。因此当时的议论

就无法对人的品德才能评出高低了，只会去议论是获得官职还是没有获得官

职了，由此自然而然公正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成立，名声气节人们就不会再去

遵循，品德特别高尚的人就会坚守自己的志向等待后来的机会，而一般人就

会因急于求取官职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朝廷如果按照

美好的名声来进用人才，士子们也会凭借美好的名声来获得好处，利益出自

哪里，众人就会奔向哪里。不久名利的获得不是出自于清廉的名声和美好的

品德，而是大都趋向于依靠说情请托。这从小的方面说是无原则地求取官职，

这一变动会导致偏私不公；从大的方面说是允许选用官员时可以讲究情分，

第二次变动导致朋党产生；这些变动连同教化一起在社会上传播，使不正风

气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用人的这一关键点上，不可以不排出士人



的品德才能高下顺序；如果已经排出了他们高下的次序，就不能再弄错顺序

来任用。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士人就会用尽心思地去提升自己的修养，

向拥有清廉名声和美好品德的人看齐的人就会一天天地增多，刑罚和政治自

然会变得清明。这些都是关乎国家兴旺和衰败的最紧要的事情，怎么能够不

知晓呢？ 

材料分析所选诗歌是南宋辛弃疾的词《鹧鸪天·席上吴子似诸友见和，再用

韵答之》。本词除了在选材上让大家有一种熟悉感之外，还在试题上和《临

安春雨初霁》进行比较阅读，引导学生体验不同词人对同一个词的意境。 

15．B 解析：“二是有美酒之乐可构思佳作”理解错误，词中“都无丝竹衔

杯乐”表明他们没有音乐美酒相伴。【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理解诗歌内

容、鉴赏诗歌艺术特色的能力。 

16．答案：①该词：“闲”是悠闲自得，一个“闲”字刻画出了吴子似诸友

不拘常态、狂放不羁的书生豪气。②《临安春雨初霁》：“闲”是无聊，一个

“闲”字刻画出了诗人因担心国事又无事可做的百无聊赖的心绪。（每点 3

分）【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品味诗歌关键词语及情感的能力。 

17．答案：（1）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2）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3）示例一：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示例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示例三：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每空 1 分）【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常

见的名篇名句的能力。 

材料分析语言文字运用的两则材料，一则是关于“长者食堂”的热点时文．一

则是蒋子龙的《童年记事》。热点时文重点考查学生补写、病句修改、修辞

手法鉴赏的能力；《童年记事》节选重点考查句子口语与书面语的比较、成

语与网络流行语的表达效果，意在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下体验不同语言形式的



风格。试题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重视积累，而不是死记硬背一些“套话术语”，

真正地让语文在生活中落地。 

18．答案：A．就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食堂 B．享受老年人的餐饮福利（或：

可能会挤占老年人资源/蹭老年人的低价饭）（每句 2 分）【命题意图】本题

考查学生语言表达贴切、简明、连贯的能力。 

19．答案：②搭配不当，把“发扬”改为“发挥”。⑤语序不当。把“更多”

移到“年轻消费群体”前面。⑥成分残缺，缺少介词，在“其实”后面加“为”。

（注意：每处 2 分，正确指出序号给 1 分，正确修改给 1 分）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辨析和修改病句的能力。 

20．答案：引用诗词，把“长者食堂”运营良好的情况表现得具体形象、风

趣幽默，增添了语言的文采。（2 分）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鉴赏修辞手法（引用）运用效果的能力。 

21．答案：“嘀咕”“忖量”在该语境中都表示对父亲意思的揣摩与自己内心

的不安，但“嘀咕”是口语，“忖量”是书面语。（2 分）因为整个语段中关

于“我”的叙述大都使用口语，且“嘀咕”符合小学四年级“我”的身份和

当时的心理状态，而“忖量”一词就显得和语境风格不一致。（1 分）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鉴赏口语与书面语表达效果的能力。 

22．答案：同：两者都比较简练，使语言表达贴切形象。（1 分）异：①“圈

地自萌”指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材料一是论述文，该词形象活泼地写

出了老年食堂不应封闭自守，而应该向年轻人开放的观点，增强了说服力。

（2 分）②“误打误撞”指事先未经周密考虑；材料二是记叙文，该词不仅

把自己写名字时被父亲偶然发现的状态形象地展现出来，而且和“法眼”照

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2 分）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鉴赏网络流行语与成语表达效果的能力。该题为



亮点题，既保留了传统的成语考查点，又把网络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切实地

让语文与生活接轨。 

23．写作指导： 

这是一则材料作文。所给材料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沙漏的故事，二是由沙

漏类比引发的关于青年为人处世的思考。“细沙”因为摩擦失去了棱角，故

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同样，一个年轻人如果忘记了与人交往的“真诚、正

直、纯真”这些最纯朴的初心，那么他就会失去自我；相反，一个年轻人如

果保持本真，坚持自我，则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从上述材料分析可知，命题者意在引导青少年在为人处世时，应该保持“真

诚、正直、纯真”，而不能“圆滑世故”“左右逢源”。写作时，学生可以围

绕为人处世、保持自我展开思考，应从正反（真诚和圆滑）两个角度分析，

不能只偏向一方。 

参考立意：①去除圆滑，保持本真。②坚守自我，拒绝随波逐流。③做人应

有棱角．做事不忘初心。 

【命题意图】本题考查学生综合写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