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 2020年高三年级模拟试题（三） 

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3分）C（是“有效保护”，不是“必须保留”） 

2．（3分）B（引用阿兰·德波顿的话意在说明“过于简单的城市形象打造逻辑已然过时”） 

3．（3分）D（A因果关系不成立；B原文是说三四线城市不要“盲目追求高楼建设”，不是“不应发展”；C

原文是“破除高楼迷恋只是让各地重新获得了思考自身定位的机会”） 

4.（3分）D（A“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是“新基建”的特点；

B原文说“新基建”的范围“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内容；C原文说“不仅仅是”，并未否定“简单叠

加”） 

5.（3分）D（“帮助许多企业实现了提高效率的目标”没有依据） 

6．（6 分） 

①都有着眼于对新科技的运用；②都有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参与；③都有创新意识；④都有时代担当

精神。 

每点 2分，答对三点即可。 

7.（3分）B（“充满信心”没有依据） 

8.（6分） 

  （1）用了比喻的手法，（1分）生动形象表现出稻子尚未灌浆时的状态，（1分）也侧面表现出“我”和

父亲的焦虑。（1分） 

（2）用了拟人（双关）的手法，（1 分）既写出了成熟水稻的外在形态，也写出了思想收获的前提是敬

畏自然。（1分）这样表述既生动又使内涵更加丰富。（1分） 

9.（6分） 

   ①成熟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或水稻新品种的特性与旧品种不同，不能用旧品种的标准对待新品种）。 

   ②收成不只是稻谷，劳作本身也是收获。 

   ③尝试和创新要承受失败风险。 

10.（3分）B 

11．（3分）D（本指古代皇后的寝宫，又称后妃所居之处，也泛指后妃） 

12.（3分）C（“皇帝最终都接受了”错） 

13.（10分） 

①皇上爱民如子，而外派机构官员追求私利，背弃国家，剥削百姓欺骗皇上，应按法律痛加惩治。 

②没过多久，张居正生病，皇帝频频发敕文询问病情，并拿出大量金钱作为医药费用。 

（评分建议：错一处扣 1分，扣完为止） 

14.（3分）A（全文的感情基调是“愁”） 

15.（6分） 

比喻新奇，或触景生情、融情于景（1分） 

以柳叶如眼、梅色如腮（1分）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万物复苏的春光，（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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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托出萌动的“春心”，使离情更加浓重。（2分） 

16．（6分） 

   （1）群臣进谏            门庭若市 

   （2）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3）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17．（3分）B 

18．（3分）B 

19．（3分）C 

20.（6分） 

    （1）核心价值观是有特定精神内核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 

（2）它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 

（3）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 

（4）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 

答对一句给 1分，答对两句给 2分，答对三句给 4分，答对四句给 6分。 

21．（5分） 

    ①去掉“但”，或将“但”改为“因此”。 

③“吸引”改为“引起”。 

④把“让”改为“为”或“给”。 

⑥“甚至是”改为“尤其是”。 

⑦去掉“在未来”，或将“在未来”移到“这些种子”后。 

只有序号不给分，没有序号扣 1分。 

22．（60分） 

参照高考评分标准。 

    参考立意： 

原因：当了一辈子兵。                    观点：（1）小人物也可以做出大事业。 

                                                     （2）爱岗敬业，不因地位低而自惭形秽。 

原因：入伍 34年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观点：（1）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2）成绩是奋斗出来的。 

        原因：对自己严格要求                    观点：成绩来自高标准、严要求。 

 

参考译文： 

张居正，字叔大，是江陵人，少年时即有过人的聪明机敏，十五岁时就中了秀才。巡抚顾璘对他的

文章感到惊奇，说道：“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又改为翰林院庶吉

士。宰相徐阶等人都很器重他。张居正这个人，长脸形，眉目清秀，胡须长至腹部。做事敢于承担责

任，素以豪杰自许，然而性格深沉，胸有城府，没人能看清他内心。严嵩为内阁首辅时，妒忌徐阶，和

徐阶友好的人都躲开徐阶不相往来。张居正却行为自如，严嵩也器重他。他和国子监祭酒高拱关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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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们相约以宰相为追求的目标。许阶代替严嵩为内阁首辅，推心置腹地委任张居正。张居正和宦官

冯保关系很好。按照旧制规定，皇后和天子的生母都称为皇太后，但称号有区别。冯保想讨好皇帝的生

母李贵妃，暗示张居正让他提出两宫并尊的建议，张居正不敢违抗，议定皇后的尊号为仁圣皇太后，皇

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于是两宫地位就没有区别了。慈圣皇太后迁移到乾清宫，抚养皇帝，宫内事情任用

冯保，朝廷的大权全交给张居正。当时因长时间天下太平，各地的群盗纷纷起事，甚至攻入城市抢劫官

库。有关部门常常隐瞒，张居正下令严厉禁止这种行为，如果隐瞒不报，即使是奉公守法的官员，也要

贬退。捕获盗贼，当即处死，有关部门都不敢掩饰真实情况。盗窃供应边备和海防用的钱粮，超过一定

数额，依旧例一律斩首，但往往是长年关押或病死狱中。只有张居正规定马上斩首，并且追捕犯人的家

属，这样盗贼气焰才被打下去以至最后被消灭。当时皇帝逐次修缮六宫，国库的银两很多被调进宫中花

销。张居正乘户部进呈皇帝审阅国库出入账目之机，上书对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每年的收入不

能抵消支出，请皇帝把账目放在御座旁边，时时翻看，做到量入为出，节俭无谓的开支。他的奏疏呈上

去，皇帝没有批复。皇帝又令工部铸钱供给宫中开销，张居正认为这样铸钱之利也不能抵偿宫中的消

费，便加以制止。言官建议停止苏州、松江织造贡品，皇帝也不听从。张居正当面请求，才得以减去一

大半。皇帝坐在文华殿，张居正为皇帝讲读经书完毕，把给事中所上各地灾害情况的奏章报告给皇帝，

趁机请求加以救济，并说：“皇上爱民如子，而外派机构的官员追求私利，背弃国家，剥削百姓欺骗皇

上，应按法律痛加惩治。皇上也要格外节俭，对于宫中的一切开支、服饰器用、赏赐布施，应加以裁省

或禁止。”皇帝点头答应，有所减免。张居正鉴于江南贵家豪族仗势不交纳赋税以及各种奸民猾吏巧于拖

欠，派精悍大员前去严加督查问责。这样赋税才按时交纳，国库日益充实，但那些豪民猾吏大都怨恨张

居正。没过多久，张居正生病，皇帝频频发敕文询问病情，并拿出大量金钱作为医药费。过了四个月病

还没有治愈，文武百官一起设斋醮为张居正祈祷。神宗皇帝命令张四维等人处理内阁中的琐细事务，大

事送到张居正家里由他决断处理。张居正起初亲自办理，后来因过于疲乏不能一一审阅。到病危时，乞

求回乡。到他死的时候，神宗皇帝为之停止视朝，令祭九坛，视他为国公兼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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