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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高二年级期末考试 

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上午 8:00——10:00） 

说明：本试卷为闭卷答题，答题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00。 

 

 

 

 

 

一、现代文阅读(18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在科学把握基础上激发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

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强烈信心。 

中国曾被称为“诗的国度”，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祭拜祖先需要唱诗，登高望远需要题诗，好友

分别需要赠诗，入仕为官需要考诗……在中国历史上，诗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的有力表达。

可以说，悠长的中国历史孕育了诗歌的繁荣，诗歌的繁荣反映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诗歌创作的驱动力。怀抱文化自信，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就能够感知到民族文化的呼唤，将

个人、时代与民族相联系，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融合，从而使得诗人的创作不再是无本之木，而是拥有

深厚的根基。文化自信还有助于克服诗歌的低俗化倾向，提升诗歌的内涵与品位。如“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的纯真、“路没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展示出一种情怀与智慧，给予读者思想、美感和希望。 

当代新诗作者与传统文化相疏离，文化自信不足，从而使当下的一些新诗显得气短。诗人在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前无所适从，知识储备是个明显短板，导致诗歌创作的不自信。在五千年深厚的文

学底蕴的影响下，诗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做得更 

好。然而，当代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与诗歌之间已然没有什么联系了，诗歌的发展越发边缘化。在全球娱

乐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商业利益冲击了新诗的严肃性，使之呈现出戏谑化表达，一些新诗诗意不在、诗性

难寻。此外，人工智能写诗也预示着新诗的乐化走向。人工智能的创作仅仅是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

词按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甚至炮制，缺少对事件现场的感知与理解，弱化了

新诗与人们生活、社会现实、人类情感的联系。 

新诗所面临的文化自信不足问题应该得到严肃对待，从而重建诗歌的尊严，唤起诗性，延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血脉。 

诗人应树立“大时代催生大作品”的创作自信。诗人要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 

论之源”的真理性判断，从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汲取营养，从鲜活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崇高的理想情怀

和人文精神介入生活、反映现实，才能写出有温度的诗歌，引领人们向善和向上。当然，对包括诗歌在内

的文学作品而言，思想与价值是其灵魂所在，诗歌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但也要注意对生活的主题与思

想进行提炼和升华，给予读者思想上的启迪，避免其成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报告和记录。 

新诗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新时代境遇下新诗创作的首要参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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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也是一种砥砺精神的事业，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善于从传统文

化中获得养分，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料，提

供智力支撑。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诗歌，无论在艺术形式

还是主题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辨识度。 

今日，诗歌对于读者的价值与古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强调诗歌回归文化自信，并非回归旧时创作规

则，而是回归“诗言志”的初心。今日的新诗创作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不是复古泥古，而

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中找到进步的内在动力，展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中

国。 

(摘编自郭军《文化自信是新诗创作的驱动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中国是“诗的国度”，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古典诗歌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B.全球娱乐化的时代浪潮，成为新诗创作缺乏自信、诗意不足的根本原因。 

C.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就能创作出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兼优的当代新诗。 

D.新诗要谋求发展，既要关注当代社会生活，也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文章从“文化自信”的定义出发，从古及今，强调当代新诗创作应彰显文化自信。 

B.第三段从创作根基与审美品位两方面，论证了文化自信对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 

C.文章论证新诗面临的问题时，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戏谑化、娱乐化等创作现象。 

D.文章既分析了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原因，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逻辑上是逐层递进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高度的文化自信催生了古典优秀诗歌作品，两千年的诗歌发展又提升了文化自信，两者相辅相成。 

B.诗歌不是词组的简单拼湊，也非句子的简单分行，而是浓缩生活与情感的语言艺术，这是人工智能诗歌创

作难有精品的原因。 

C.诗歌既要反映时代生活的本真面貌，也要对生活的主题与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这是对艺术创作源于生活

且高于生活”的生动体现。 

D.未来的新诗创作需要连接传统，应回归传统的“言志”初心与创作规则，使文化自信内化于新诗创作的过

程。 

 

（二）文学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题。 

蜜蜂圆舞曲 

范小青 

一只离群的蜜蜂飞到老乔家的饭桌上，停下来，也不吭声。老乔看了它一眼，说:“你不说话，就以为

我不知道要起风了？”客人惊奇地看着老乔。乔世凤说：“他就是这样，和蜜蜂说话，我们听不懂，它们听

得懂。”乔世凤为她的男人骄傲，从她的口气里能听出来。客人连连点头，“果真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面就

听说笠帽岛上老乔的蜜不一般。蜜蜂听老乔的话，酿的蜜肯定是不一般的。” 

果然，这个客人带着十斤蜜跟着风一起走了。经历了返程时湖上的惊涛骇浪之后，惊魂未定的客人对

船家说要在湖上建桥，采购老乔的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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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真的建起来了。有人欢喜有人忧，船家失业了，老乔却发达了。 

一只蜜蜂飞到了老乔家的饭桌上，停下来，也不吭声，老乔有一点异样的感觉，他回头看了它一眼，

顿时变了脸色，你是谁？蜜蜂仍然不说话。 

老乔知道，有人进岛了，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养蜂人。 

没那么容易的，岛上有些人家也曾经养蜂，可他们屡试屡败，他们不会像老乔那样和蜜蜂说话，不知

道蜜蜂在想什么，最后他们都放弃了养蜂的想法。 

老乔见到那个进岛的养蜂人，他在村东头面湖的空地搭了自己的窝，老乔用眼角的光一扫，知道他有

二十箱蜂。 

养蜂人是个老头，北方人，他告诉老乔，他叫朱小连，让老乔叫他小连。老乔笑了笑，说：“你比我年

纪大，我叫你老朱吧。” 

朱小连早就听说笠帽岛上遍地奇花异草，从前他就来过，可是半路上被大风大浪打回去了。我还以为

我和这个岛没有缘分呢，朱小连想，哪里想到竟然有桥了。 

桥，真是个好东西。但有时候也不见得。 

朱小连的蜂体格强壮，采蜜本领大，再加上朱小连的采蜜成本又低，他的蜜价就低一点。别人来买蜜，

总是冲着老乔来的，但看到朱小连的蜜便宜，却还是跑到朱小连那里买蜜。 

一只蜜蜂停在老乔的肩膀上，老乔甩了一下肩膀说：“你不用跟我套近乎。”老乔听见了蜜蜂的嘲笑。老

乔竟然真的错了，连自家的蜂都认不出来了。老乔从来没有出过错，自从朱小连来了之后，老乔就开始出

错，老乔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搅乱了，乔世凤也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她只知道跟老乔煽风说，他要是不走，

我们怎么办？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他是谁，我是谁？ 

但是，朱小连的蜂在一个很深的山坞里找到了南山蜜梅，而且赶在蜜梅凋谢之前酿出了传说中的梅蜜，，

-个客人打走了朱小连所有的梅蜜，他还在岛外到处告诉别人，朱小连让南山蜜梅的蜜从传说来到了现实。 

乔世凤带回来一群蜂，悄悄地让它们停在桌子上，慌慌张张跟老乔说:“蜂来了，天气也预报了，要变

天了，要大变天。”老乔看了看那些赌着气的蜂，又看了看天，老乔跟它们说:“你们以为不岀声，就能骗

得了我？” 

乔世风赌咒发誓说:"要来暴风雨了，大的暴风雨，老乔你三天之内无论如何不能放蜂。” 

“你什么意思？”老乔问乔世凤，“明明好天气，你说要变天，你想干什么？”老乔去看乔世凤的眼睛，

乔世凤避开了，老乔看不见她的眼睛，他忽然就感觉到一阵心慌，跟着心就掉下去了，掉到不知什么地方

去了，找不到了。 

老乔是会看天的，根本就没有暴风雨，但是老乔竟然听了乔世凤的话，他没有放蜂。 

我只关一天。老乔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肯定只关一天，这么好的天气，不放蜂采花粉，罪过的。 

可是，接连两天，老乔为什么仍然找不到乔世凤的眼睛？ 

乔世凤的眼睛正在山坞里，她眼睛里长满了死去的蜜蜂。朱小连的蜜蜂全死了。它们的肚子胀得像一

面面小鼓朝天翻着。乔世凤笑了，笑着笑着，忽然间，她哭了，嚎啕大哭。她的哭声震荡着整个山坞，整

个小岛。 

这时候老乔的蜂正在蜂箱里探讨，这么好的天气，老乔怎么会叫我们歇着呢？后来乔世凤的哭声就震

荡过来了，它们在片刻间就听懂了乔世凤的哭声，它们震惊了，轰开了箱盖，像子弹一样射了出去。 

朱小连空着身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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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坐车从桥上走，来的时候他是从桥上来的，他走的时候，不想再过桥，那是他的伤心桥。朱小

连找到了船家，他要坐船走。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家总是在隐隐约约地告诉朱小连什么，他说朱小连的蜂不是胀死的。船家说：“如

果用南山蜜梅的蜜拌上农药，蜜蜂就闻不出药味了。”朱小连仍然没有听明白。他只是在想，他还要养二十

箱蜂，他还要到岛上来，老乔说的不错，岛上遍地奇花异草，是养蜂的好地方。老乔是个好人，他的女人

也是个好人。 

一只蜂飞到了老乔家的饭桌上，老乔不看它，它喊了老乔几声，老乔仍然不回头。蜂生气了，上来蜇

老乔。老乔曾经跟它们说不要蜇人，因为你蜇了人，你就会死。但是现在老乔的蜂蜇人了，而且蜇的是老

乔。 

这只蜂蜇老乔的时候，他的几十万只蜂，正在村子里疯狂地蜇人。老乔跌跌撞撞跑来了，“你们别蜇了，

你们会死的。”老乔的蜂正在一只一只地死去，小小的身子直落落轻飘飘地往下掉，像洒落了一地的花粉。 

老乔朝着满天遍野疯狂的蜂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别蜇了，我答应你们，我们马上就走!” 

老乔打点了行装，收起蜂箱，他没有过桥，却去找了船家。船到了岸，船家看到老乔往北走了。船家

以为老乔走错了，往南走，才有蜜源，但是老乔却往北去了。老乔从来都是正确的，但这一次，老乔往错

误的方向去了。这时候，老乔正在想，朱小连，他为什么要别人叫他小连，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小连。 

附记：当一只工蜂发现一处丰富的蜜源时，它就在蜂箱里跳舞，以这种方式向其他蜜蜂通报它的发现。

舞姿不同，通报的内容就不同。如果蜜源就在附近，它就跳圆舞。 

（有删节） 

4.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第一段通过“客人”形象的设置，引岀了养蜂人老乔的形象特点，又自然引岀了“桥”，推动情节发展。 

B.朱小连的蜜蜂全死了之后，乔世凤“笑若笑着”又“嚎啕大哭”，这一处细节刻画是乔世凤复杂心情的体

现。 

C.朱小连坐船离开时，船家的话已经揭示了谜底，但他“仍然没有听明白”，可见他内心的单纯善良。 

D.结尾处“老乔往错误的方向去了”，“错误”一词意味着老乔在人性的深渊中无法找到救赎之路。 

 

5.蜜蜂在表现小说的主題上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章和附记部分简要分析。（4分） 

 

6.文章最后一段有什么作用。请筒要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26分） 

（一）文言文阅读（14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7-10 题。 

袁高，字公颐，少慷慨，慕名节。登进士第.累辟使府，有赞佐裨益之誉。代宗登极．．，征入朝，累官至

给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为京畿观察使。以论事失旨，贬韶州长史，复拜为给事中。贞元元年，

德宗复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剌史，令高草诏书。高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三年，狡诈阴贼，

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

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翰、从一不悦，改命舍人草之。高又于正殿奏云：“陛下用卢杞独秉钧

轴，前后三年，弃斥忠良，附下罔上。 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恶杀，赦杞万死，唯贬新州司马．．，旋复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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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除剌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圣意裁择。”上谓曰：“卢杞有不逮，是朕．之过。”复奏曰：“卢杞奸臣，常

怀诡诈，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今饶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

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弊。”上良久谓曰：“若与卢杞刺史太优，与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饶州制。贞元

二 年，上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待诸道．观察使各选拣牛进贡，委京兆府

劝课民户，勘贵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 高上疏论之：“圣

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疏奏，从之。寻卒

于官，年六十，中外叹惜。宪宗朝，诏赠礼部尚书。 

（节选自《旧唐书•袁高传》） 

7.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 

B.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 

C.爰免族戳/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 

D.爰免族戮/虽示贬黜/寻已稍迁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执奏之/事尚可救 

 

8.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登极，原指登上屋顶或高处，这里的意义与“登基”基本相同，是指皇帝即位。 

B.司马，古代职官名称，常用来安置贬谪及闲散官员。“江州司马青衫湿”即是证明。 

C.朕，秦代以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我”或"我的”，自汉武帝始成为皇帝的自称。 

D.道，唐代的“道”是监察区，略相当于汉朝的"州”，“道”的最高长官为观察使。 

 

9.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袁高年少慷慨，入仕途有挫折。袁髙年少时志气昂扬，仰慕名节，进士及第后多次被征 召并获美誉，到

朝中任职后步步晋升，但也有被贬的情况。 

B.袁高直言品评，未获权臣欢心。袁高向卢翰、刘从一两位宰相进言卢杞不适合担任饶州剌史，希望二人

上奏改变皇帝决定，但此举动却导致两位宰相不悦。 

C.袁高劝谏皇帝，使其最终妥协。袁高向皇帝阐明不应授予卢杞刺史职位的原因，皇帝多次辩解后虽然改

变了原有任命决定，但是仍然欣赏饶州施行的制度. 

D.袁高心系百姓，扩大供给范围。皇帝为京城及附近地区有地无牛的百姓分配耕牛，但却不包括土地不足

五十亩的人，袁高上奏皇帝这些人也应在考虑之内。 

 

10.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陛下用卢杞独秉钧轴，前后三年，弃斥忠良，附下罔上。（4分） 

⑵今饶州大郡，若命奸臣作牧，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弊。（4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6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1-12题。 

金山寺 

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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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顷清江浸碧山，乾坤都向此中宽。 

楼台影落鱼龙骇，钟磬声来水石寒。 

日墓海门飞白鸟，潮回瓜步见黄滩。 

常时户外风波恶，只得高僧静处看。 

11.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2 分) 

A.诗歌开篇气象开阔，一个“浸”字巧妙地将江山融为一体，山水自然相合。 

B 第三句构思巧妙，用楼台影落、鱼龙惊骇的视觉感受来侧面展现楼台宏伟。 

C 第五、六句远眺近观、触目成趣，生动地呈现出一幅和谐而静谧的景象。 

D“日暮”一句，白鸥任意飞翔、无拘无束的景象，隐含着诗人对自由的向往。 

12.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感?请简要分析。(4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6 分) 

13.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阿房宫赋》中，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形象地写出了长廊如

腰、屋檐高挑、宫殿依山而建、结构精巧的景象。 

（2）《夜雨寄北》中，诗人将满腹的寂寞思念寄托在对未来团聚的幸福想象中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16 题。 

中国四大名绣分别是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其中苏绣已有 3000多年的历史，自春秋时期开始就已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南方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到了宋朝，由于苏州种养蚕业的蓬勃发展而成为丝

绸之乡，城乡手工作坊林立，刺绣得到空前发展，表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种绣品也逐渐从日常用品发展

为观赏品。在元、明、清时期，苏绣都有不少创新与发展，在观赏品中，大多以名人书画为绣稿，(           )，

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在构图________上讲究平衡对称，花纹图案繁多，层次分明叠峦，画面__________

既有仙鹤、凤凰等表示吉祥的动物，也有玉兰、牡丹等______________植物，还有人物历史故事画像，把

苏绣的技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人们常用“惠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菩萨观花中，自然结真果”的

妙句来_________________明代苏州吴县绣女薛素素的画绣。此时的苏绣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细雅、

洁”风格。 

14.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技巧   活灵活现   名贵   赞颂 

B.策略   栩栩如生   显贵   颂扬 

C.策略   活灵活现   显贵   赞颂 

D.技巧   栩栩如生   名贵   颂扬 

15 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题材广泛，把国画与刺绣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 

B.把刺绣和国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内容广泛 

C.把国画与刺绣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题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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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实现了国画与刺绣的有机统一 

16.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2 分) 

A 由于苏州种桑养蚕业的蓬勃发展而成为丝绸之乡，城乡手工作坊林立，刺绣得到空前 

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B.苏州由于种桑养蚕业蓬勃发展面成为丝绸之乡，城乡手工作坊林立，使得刺绣得到空 

前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C 由于苏州的种桑养蚕业蓬勃发展而成为丝绸之乡，城乡手工作坊林立，刺绣得到空前 

发展，表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D.苏州由于种桑养蚕业蓬勃发展而成为丝绸之乡，城乡手工作坊林立，刺绣得到空前发 

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17.在下面一段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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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4 分) 

    最新研究表明，______○1 _____，可能有助于改善心脏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研究人员根据

植物性食品与动物性食品的比例对受试者的饮食模式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最常吃植物性食品的人患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16%。虽然个别食品可能存在一些差异。然而，___○2 ___________，人们还是应该多

吃蔬菜、坚果、全麦、水果、鱼类和更少的动物性食品。先前的研究结论是植物性饮食对心脏健康有益，

但____○3 _____，如研究对象只限于素食主义者，而不考虑其他的饮食模式者。 

 

18.请对下面这段新闻报道的文字进行压缩。要求保留关键信息，句子简洁流畅，不超过 55 个字。(6 分) 

经过近 4 年建设，大(同)张(家口)高铁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大张高铁的静态验收即将启动，今年

年底可全线通车。大张高铁东接京都“北大门“张家口，西连大同，呈东西向连结晋北和冀北地区。其中，

东端衔接京张铁路和呼张铁路，西端连接新建北同䈬四线，进而连接大西高铁，建成后将成为华北北部的

快速客运网组成部分，对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车后，大同市居民从大同乘坐高铁

到张家口仅需 40分钟，而大同至北京的通行时间也将从 6个小时缩短至 100分钟。 

 

四、写作(40 分) 

19.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40 分) 

2019年 9月，上海闵行区中华慈善日活动中，根据 “中国好人”毕原鸿、毛怡夫妇慈善事迹改编的

舞台刷《大爱无疆》正式上演。10 多年前，毕原鸿夫妇的儿子毕明因病去世，两位老人在悲痛中想起儿子

生前“想建一所爱心学校”的愿望，于是他们省吃俭用，将上海的两套房产和毕生积蓄 120 万元存款全部

捐出，援建陕西省柞水县“毕明学校”，成立“毕明慈善基金”资助困难学生，用善行来纪念儿子。与此同

时，社会各界也积极照顾老人的生活;受到资助的学生也常来探望老人，表示自己大学毕业了，也能帮助别

人了。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据此写一篇文章。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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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