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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答案与解析
#$$%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一）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分析 #$$% 年高考英语《考试大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年的高考英语试卷的命制，仍然是根据普通高校对

新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参照教育部 #$$$ 年颁布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试验修订版）》，并考虑中学教学实
际进行的。&有利于中学素质教育的推进；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稳定中求发展&仍为 #$$% 年的命题指导思想。具体
表现在：（!）命题原则与往年一致。试卷的命制始终保持 ’ 个特点：突出语篇；强调运用；注重交际。语言知识题命制
原则为：保证知识点的覆盖面；尽可能增加综合性与语境化因素。语言运用题的命制原则为：语言必须放在实际的并
尽可能不同的情景中进行运用；语言必须适合具体的交际行为；考核的焦点在于是否达到交际目的；语言交际行为除
了需要语言能力外，还要一些其他的能力。（#）#$$% 年高考英语试卷的知识难度相对稳定。试卷将从各个不同的方
面考查考生对英语知识掌握的基本情况。

预测 #$$% 年高考英语试题将进一步强调语言测试的交际性原则，加大篇章结构能力的考查力度，具体表现在：
（!）听力部分将继续保持 #$$( 年的速度，干扰项的设计也会更加灵活；所选语言材料真实度高，题材多样，创设交际情
景丰富。（#）单项填空题会着重考查考生在语境中的语法运用和对词义的正确理解，加强对知识点综合运用能力的考
查，知识覆盖面广。（’）对于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和短文改错题来说，选材可能会更加宽泛，篇章结构能力是 #$$% 年考
查的重点。特别是完形填空将会加大对&预阅&能力的考查，即要求从前后句和前后段的综合理解、推断中才能作出选
择。阅读理解题将会增加主观推断题、主旨大意题的测试力度。短文改错题也将进一步弱化语法，增加篇章综合能力
的分析。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 " 【测试表格】

相关事项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 分以上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人大附中 $+ (( ,#+ ( 分 !)’ 分 !+ -. ,. !%. !!. !(+ #.
" " 本套试题难度与 #$$( 年全国 /、// 卷难度相当，但部分题型难度略有上升。整个试题中没有偏、难、怪题，具有较
好的区分度。测试效果较为明显，达到了预期的测试效果。从试题测试情况看，被测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同
时也具备了一定的综合能力，但也暴露了一些平时复习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不够，主要
表现在单项填空中的词义辨析和完形填空的答题上。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复习中，要注意对一词多义的记忆，以及
对同义词的辨析理解。（#）阅读理解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利用文章结构特点进行推理判断和主旨归纳等方面。针
对这一问题，我们应注意加强阅读训练，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度。（’）短文改错要注意加强基本语法知识训练，
以及答题规范性的训练。书面表达部分要注意不同体裁的格式、文章开头结尾的使用，所写文章中要注意尽量运用较
高级的句式，以及过渡性词语，同时要加强各种体裁文章范文的背诵。

复习备考的几点建议：（!）制订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有的放矢地突破薄弱环节。（#）强化词汇、短语等语言的识
记和运用，努力夯实基础。（’）灵活掌握语法知识，提高活用能力。（)）加强阅读训练，培养正确的思考习惯和解题思
路。（(）注意语言积累，有效提高写作能力。

!—( 01201" %—!$ 01202" !!—!( 02202" !%—#$ 00101
#!+ 2" 根据空格后面的句子结构 / 34567 89:; <;;=+ + + 可知，此处

表示与过去事实相反，所以，空格部分含有转折之意& 要不
然&。答案为 2。

##+ 2" 句意：调查表明有关幸福感的理解是不能用钱来购买的东
西。>;=>; 在此意为&感知、理解、意识&。

#’+ 0" 句意：我们被告知学生们正在参加在新英格兰与加拿大的
两镇之间进行的国际节能竞赛。?9@ABCB?9A; B= 意为& 参加、
参与&，为固定搭配。

#)+ 0" 由句中动词短语 <9>; 45@ A8B=DB=E 4= F 5?4= G9CA596 D=436H
;7E;+ + + 可知，空格部分的不定式为定语从句+ + + 3; =;;7 A4
89:; G9CA596 D=436;7E; 3; >84567 <9>; 45@ A8B=DB=E 4= F 5?4=
的省略形式，应用不定式的主动结构。

#(+ 1" 此处 / 39> 4G 8B> 相当于 / 39> 939@; 4G 8B> ?@;>;=C;&像我一
样意识到他的存在&。

#%+ 1" >8966 用于第一、三人称，表示征求他人意见；34567 @9A8;@
><+ 7B7 >A8+ 在此表示对将来事情的愿望，为虚拟结构。

#I+ J" 第一空 A8; 加形容词表示一类人；第二空用 9，表示泛指&
一个&。

#,+ 1" 句意：& 你还有那账单吗？夫人？& & 没有，恐怕已被撕毁
了&。A;9@ 5?&撕毁、销毁&。

#-+ 0" 句意：无论身处何等困境，他从来不丧失信心，总是对未来
保持乐观的态度。

’$+ 0" 分析上下文可知，69>A 3;;D 为过去的一个时间点，说话人强
调过去某一时刻正在发生的动作，故选用过去进行时。

’!+ 1" 句意：就训练器材、运动员个人装备和服装来说，哪一项体育运
动花费最大？B= A;@K> 4G &在⋯⋯看来、依据&，B= ?69C; 4G&代

替&，<L K;9=> 4G&通过⋯⋯手段&，<L 39L 4G&作为、当作&。
’#+ J" 分析句子意思以及句子结构可知应选 38;= BA 39> A89A。
’’+ 2" 因说话人使用的是否定句式，故应选 =4A 9A 966 意为& 根本

不、没关系&来回答。
’)+ 1" 根据问话人所用的 K4>A 可以知道，句中 ;6;CA@4=BC 7BCAB4=9H

@B;> 应为三者以上，再根据答句意义判断，选项应为否定意
义，故应选 =4=;。该句答句部分 <4A8+ + + 9=7 很容易迷惑考
生，使之误认为是两者的否定形式，而误选 =;BA8;@。

’(+ 0" 该题考查句子的倒装结构。=;:;@ 位于句首，要采用部分倒
装结构，助动词置于主语之前。故答案为 0。

" " 往年的圣诞节，作者都能为母亲，为他家买回一棵造型美观的
圣诞树。而上了大学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尽管作者有幸批假回
家，但由于基础课程训练紧张，直到圣诞节前夕才回到家中。从未
有过购买圣诞树经历的母亲只得请他人购买一棵。其外形很是一
般，但作者感到&她& 是美的。本文从一棵圣诞树的故事，说明了
母子之间的思念之情，作者的思家之情。
’%+ J" 根据上下文意义可知，圣诞节为每年的 !# 月 #( 日，而批准

回家的学生名单在 !# 月 #’ 日才张贴（ 公布）出来。此处
用副词 4=6L&仅仅&，表示强调。

’I+ 1" 张贴公布的是学生名单，表示已作出的决定，而不是& 申
请、要求&。

’,+ 2" 学生名单只能是张贴，而不是&印刷、发现、书写&等。
’-+ 0" 根据下文内容可知，作者是被批准回家的学生之一，说明

他很&幸运&。
)$+ 1" <;L4=7&超出（范围）&。母亲为作者打开了门，出现在作者

面前，作者隔着母亲看到了起居室角落处的那棵圣诞树。
)!+ 0" 从下一句可知，是一棵树（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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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种灯光、色彩、饰品映衬着那绿色的松树，因此它显得&
闪闪发光&。

#’$ (" 从文章倒数第三段 )*+,- ./,/ 01.02- 34 5**6 -708/ 可以推
断出，买回的圣诞树一般都要经过重新修剪才能成形。

##$ (" 此处为否定意义的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结构。事
实上，省略了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39 : 7064’; <//4 34 5,/0;
4//6，（ : .*+164’; 70=/ 706 *4/ >+-; 9*, ?2-/19）。

#@$ A" 此处强调时间。儿子迟迟不回，圣诞节又已临近。
#B$ %" 从下一句 01?*-; ;* ;7/ C/31345，046 ;7/ D,// D*8 E,2-;01（ 水

晶）F;0, .0- 3;- 810C/$ 可知，其高度&适中&。
#G$ E" 树枝伸向一边。
#H$ E" 树枝伸向一边，让人感到有点& 笨拙&。从下文 %+; 可知，

此处为贬义。
#I$ (" 树干在中间能被看到，显然为无树枝之处，<0,/ 意为&赤裸的、

光的&。由上下文可知此处没有&直的、瘦的、粗糙&之意。
@J$ A" 上文为贬义，%+; 之后应为褒义，用来装饰圣诞树的小灯不

可能十分明亮。此处用 .0,? 形容圣诞树上的灯光，实为
表示作者的心情。

@K$ %" 房子里充满了圣诞节愉快的气氛。
@!$ %" 母亲继续说。母亲回答时，中间插入了一段作者对这棵圣

诞树外形的描写以及作者的心理感受。
@’$ E" 从上文意义可知，母亲买的这棵圣诞树外形不好，说明了

母亲对作者过去买的圣诞树的肯定。此处是强调圣诞树
外形的对比。

@#$ (" 尽管圣诞树其貌不扬，但作者感到&她& 是美的。说明了作
者对母亲的深爱之情。

@@$ A" 此处强调作者第一次意识到了某一件事：所有的圣诞树都
是美的。

" " 滑水是一种人人都能参加的运动，它能给我们带来社会、经
济、健康等诸方面的利益。本文主要告诉人们如何适当安全地进
行滑水运动。
@B$ (" 根据第一段中的 .7/,/ 0<1/ 046 63-0<1/6 8/,-*4-，046 8/*81/

0- 2*+45 0- @ 2/0,- 046 0- *16 0- HJ 2/0,- *9 05/ C04 80,;3C3L
80;/ 01*45-36/ /0C7 *;7/,$ 可以确定 A、%、E 三个选项所列出
的三种人都可以和你一起去 .0;/, -M3345。

@G$ %" 第二段最后一句 .3;7 /0C7 *9 ;7/-/ 8,0C;3C/6 9*, /3;7/, ,/C,/0L
;3*401 *, C*?8/;3;3=/ /4>*2?/4;$ 说明 % 项陈述错误。第二
段第一句说明 A 项正确；最后一段说明 E 项正确；倒数第
四段说明 ( 项正确。

@H$ E" 根据倒数第三段中 NOPOQ -M3 09;/, 60,M$ :; 3- 6045/,*+-
046 311/501$ 一句可知 311/501 意为 & 不合法的&，A 项是在做
此运动时对 *<-/,=/, 的要求。%、E 虽然是不好的做法，但
文章并没有说违法。

@I$ %" A 项不能体现作者的全部意图，从第三段开始作者向读者
陈述危险隐患，所以也不能作为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至于 E 项，根据第一段作者介绍可知这项运动可以让任何
人参与，并非动员所有的人参加。( 项是最后一段的细节，
不能作为全文的写作目的。% 项中的 8,*8/,12 046 -09/12 涵
盖了其它三个选项中作者提出做此运动的建议和要求，因
此选项 % 最为合适。

" " 目前，通过网络进行活动的人都使用了公共资源软件，它给人
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不同
意见，例如它的安全性等。
BJ$ (" 段落理解题。由文章第二段中 F*?/;3?/- C7045345 ;7/ C*6/

.311 ?0M/ ;7/ 8,*5,0? ,+4 90-;/,$ R, 3; .311 ;0M/ 8,*<1/?- *+;
*9 ;7/ 8,*5,0?$ 两句可知答案。

BK$ E" 细节理解题。由第五段第一句可知答案。其他选项均不
符合题意。

B!$ E" 文意推测题。根据倒数第二段可以排除 A、%、( 三个选项，
结合全文所讲有关 *8/4L-*+,C/ -*9;.0,/ 的内容可知其显然
是免费使用的公共资源。

B’$ (" 是非判断题。根据最后一段可知通过网络进行的活动都
使用了公共资源软件，只有 ( 项不是通过因特网进行的活
动。

" " 本文为广告类阅读材料，文章主要介绍了 ;7/ S0C393C %/0C7
T*;/1 能为游人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B#$ %" 根据题干 0 !L602 7*13602，/4>*2 ;7/ *C/040,3+?，<**M 4*.
046 5/; 04*;7/, !JU *99 和表格中 V !!J 8/, 4357; W 8/, 8/,L
-*4，我们可以算出：!!J X ! X ! X HJU YGJ#。

B@$ (" 根据第一段 0 93=/L?34+;/ .01M 9,*? ;7/ T*4*1+1+ Z** 可知，
该动物园不属于 ;7/ S0C393C %/0C7 T*;/1，因此入住该宾馆不
能享受到那里的服务。

BB$ (" 根据第三段所提供的信息可知，0 -.3??345 -+3;/ 不是标准
间内的设施，故应排除。

BG$ A" 结合第一段所给信息和表格上方的优惠办法可知，本文主
要是吸引游客入住该宾馆。选项 % 仅为介绍一家新宾馆，
文中没有相应的细节支持。

" " 《哈利·波特》自在中国市场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广大中国
孩子的喜爱。中国也出版了很多为孩子所喜爱的书籍，那为什么
没有像《哈利·波特》这本书一样受欢迎呢？中国的《 哈利·波
特》在哪里？
BH$ (" 从文章第四段中可以确定 A、%、E 三个选项的内容。该段
的最后一句说作者很少考虑孩子们的需求，并没有说作者从来不
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
BI$ %" 第四段解释了为何中国的书籍不受欢迎，可以反衬进口的
书籍畅销的原因。
GJ$ E" 第二段的第三句话 *+; *9 /[8/C;0;3*4，;7/ 0+;7*, 70- <//4

6//812 0;;,0C;/6 <2 ;7/ ?053C .*,16$ R4 ;7/ *;7/, 7046，*4/
C044*; 7/18 0-M345：.7/,/ 3- *+, *.4 &T0,,2 S*;;/,&？说明作
者被书所震惊，同时不得不深思。

GK$ (" 第 三 段 中 的 E7340 636 8+<13-7 ?042 <**M- 8*8+10, 0?*45
C7316,/4$ 一句说明中国并非缺乏图书，由此可以排除 A 选
项。%、E 项相对于 ( 项意义狭窄。

" " 中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成为中国历史上的
第二次壮举。使得 K’ 亿中国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今后，中国
将不断地和平利用太空中无尽的资源，努力促进中国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G!$ E" 第一段中的 :; 70- </C*?/ ;7/ ;73,6 40;3*4 34 ;7/ .*,16 C080L

<1/ *9 8+;;345 ?/4 34;* -80C/$ 一句说明 % 项正确；文章第三
段中提到 -*?/ 8/*81/ 的观点，$ $ $ .73C7 23/16- 13;;1/ /C*4*?L
3C </4/93;，不是作者的观点；第二段符合 A 项叙述的内容；
第四段最后一句说明 ( 项正确。所以答案为 E。

G’$ E" 第四段第一句包含了 A、%、( 三个选项的内容，-*?/ 8/*81/
并没有说太空计划会延误经济的发展，所以 E 符合提问要
求。

G#$ (" 第五段中的 6+/ ;* ;7/ -7,34M345 ,/-/,=/ *9 40;+,01 ,/-*+,C/-
*4 ;7/ O0,;7$ 和第六段内容是解答该题的依据。所以选项
( 为正确答案。

G@$ A" 分析该词所在的句子及前后句意义可知，一些人认为中国
发射载人飞船，仅是为了名誉、声望，而却不能带来什么经
济利益。8,/-;35/&声望、名誉&。

GB$ 去掉第一个 0。70=/ 6344/, 为固定搭配，名词 6344/, 前不用冠
词。

GG$ ?+C7 改为 ?*,/。此处含有比较意义。
GH$ ;70; 改为 .73C7 或在 ;70; 前加 046。此处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应用关系代词 .73C7 连接，或改为并列句，用 046 连接。
GI$ 在 39 之前加 /=/4。/=/4 39 &即使&。
HJ$ 在 1/0=/ 前加 ;*。此处应用不定式作真正的主语，3; 为形式

主语。
HK$!
H!$ -0; 改为 -3;-。根据上下文可知，此处应用一般现在时。
H’$ : 改为 7/。根据上下文意义可知，此处应为第三人称。
H#$ 046 改为 *,。此处表示选择，故应用 *,。
H@$ C/,;034 改为 C/,;03412。&毫无疑问&，应用副词。

【范文选登】
A- ./ M4*.，.7/4 -/43*, -;+6/4;- 5,06+0;/ 9,*? -C7**1，?*-; *9

;7/3, ,/9/,/4C/ <**M-（ 0- ./11 0- ;/[;<**M-）0,/ ;7,*.4 0.02，.73C7
0,/ -;311 34 5**6 C*463;3*4$ \70; 0 5,/0; .0-;/ 3; 3-！

: -+55/-; ;70; ./ -7*+16 ,/C2C1/ ;7/-/ <**M-$ R4 ;7/ *4/ 7046，
,/C2C1345 ;7/? C04 -0=/ 0 1*; *9 40;+,01 ,/-*+,C/-，.73C7 0,/ +-/6 ;*
?0M/ ;/[;<**M-$ R4 ;7/ *;7/, 7046，-/43*, -;+6/4;- ?02 70=/ ?06/
81/4;2 *9 +-/9+1 4*;/- *4 ;7/ 805/-$ D7/2 0,/ =/,2 7/189+1 ;* ;7/ 9*1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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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2,#0$ #’ 3211(4 0$ ,0 5&#14 2$ ($()%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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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ZQ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二）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EZZQ 年高考英语试题在继承以往高考试卷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主要立足于在具体语境中考查考生们的听、说、读、
写四种语言能力，同以往高考试题一样，不会有纯粹的语法题目，而是在具体语境中分别考查考生的词汇搭配、辨析、
语境转化能力，语篇理解能力、听的能力和写作能力。各种能力贯穿于各种不同的题型中，如阅读理解题中也有词汇
意思猜测考查题，书面表达题也涉及到单词拼写方面的错误，短文改错题有不少是考查语境的题目。其次，EZZQ 年高
考考纲在词汇量要求上比以前要求更高，这与全国各地推行新教材不无关系。另外重要一点是 EZZQ 年新考纲更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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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语言题目设计的交际性和应用性，杜绝虚假的、脱离实际的无意义交际，而是要求学生在自己熟悉的、经常碰到的情
景中使用自己掌握的语言知识来解决问题。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项 目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 分以上
百分比

#%$—#&$ 分
人数百分比

##$—#%$ 分
人数百分比

#$$—##$ 分
人数百分比

黄冈高级中学 $’ (! )# 分 #!& 分 $’ *%+ %,’ (+ #)+ %,+
" " #’ 多记常背，扩大自己的词汇量，尤其对于热点词汇，必须多角度掌握它们的用法，以达到高考考查要求。

%’ 突出阅读能力的培养，经常阅读课外读物，尤其对切合高中生水平、难度适中、题材多样和时效性强的文章必须要多读，以提高
自己的阅读速度，增强自己的阅读能力。

&’ 不断提高自己听、写的能力，尤其是养成有规律的听、写习惯，持之以恒地进行训练。

#—( -..-." *—#$ -././" ##—#( -/./-" #*—%$ //-.-
%#’ -" 01 234516（最后）和 74 82093（ 就绪、就位）是固定搭配，注意

中间不能加任何冠词。
%%’ -" 考查虚拟语气。由于是对过去情况的虚拟，故从句必须用

过去完成时态。
%&’ :" 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由于后面句子意思为; 足球是圆

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说明巴西只是有可能赢
得世界杯，而不是绝对的肯定，所以只能用 <7561。

%!’ /" 考查相近动词的辨析。只有 =>553=1 后面可以接 =?<316745，
0@A7=3 和 83B=>0@3 后面只能接 =?<3C?@D，而 9?<<341 是不
及物动词，后面必须首先接 ?4，而后才能接 =?<316745 或
=?<3C?@D。

%(’ /" 考查相近形容词的辨析。>493B1074 表示; 不确信;；>47413BE
3=1745 表示; 没有趣味;；>42>9FD 表示; 不幸运的;；而 >E
47G>3 表示;独一无二的;，根据语境可知只有 >493B1074 是
正确答案。

%*’ ." 考 查 固 定 的 表 示 非 常 赞 同 的 句 型———H 9?>2@4’1 05B33
<?B3。千万不能用其它词的比较级来代替 <?B3，因为都不
符合表达习惯。

%,’ ." 考查相近动词的辨析。=>88?=3 表示;猜测;；0402D=3 表示
;分析;；74@79013 表示; 指示、预示;；8B?A3 表示; 证明;，根
据题意只能选择 . 项。

%)’ /" 考查同位语从句。注意在同位语从句中引导词只能使用
1601，不能使用 I6796。

%J’ -" 考查交际用语。根据后面; 我喜欢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这个信息提示即可知。

&$’ /" 考查动词词组辨析。27A3 >8 1? ?43’= 3K8391017?4（ 不负众
望）是固定搭配。

&#’ :" 考查词组辨析。5343B022D =830F745（ 一般说来）；0C?A3 022
（首先）；74 0 I?B@（ 总而言之）都不符合题意，只有 ?4 163
I6?23（总体上说起来）与前面;我承认他不完美;相呼应。

&%’ ." 北京奥运会还没有到来，因此此处用现在进行时态表示将
来。

&&’ -" 考查代词。根据语境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表示; 其他任何
人;，所以必须用 04D?43 32=3。

&!’ -" 考查多个形容词连用修饰同一个名词时的位置关系。
&(’ /" 考查名词辨析。10F3 <30=>B3=（ 采取措施）是固定搭配，我

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而选用 3LL?B1=，0917A7173= 和 <304= 等名
词。

&*’ /" 名词辨析题。这里表示;迹象、标志;，所以必须用 =754= 这
个名词。<0BF=（记号）；=75402=（信号）；8B741=（ 印记）都不符
合题意。

&,’ ." 副词辨析题。902<2D 平静地；G>79F2D 快速地；<0@2D 疯狂
地；=2?I2D 慢慢地，根据上下文意思可知这里必须用 <0@2D
修饰。

&)’ -" 连词辨析题。根据上下文可知这里表示; 当它显现时，它
通常是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出现的;，所以用 I634 这个连
词。

&J’ :" 名词辨析题。 7@30=（ 主意）、16?>561=（ 想法）、=34=3=（ 感
觉）、?8747?4=（观点、意见）。这里表示; 形成对别人的意
见;，所以用名词 ?8747?4=。

!$’ -" 考查语境题。根据前面的 0C?>1 一词，我们可以推理出这
里必须用 0C?>1。

!#’ ." 考查语境题。根据前面的 1?? <>96 我们可以推出这里应用
1?? 271123，注意 L3I 只能修饰可数名词，在这里不符合题意。

!%’ /" 语境题。能够提出意见的肯定是专家，而不可能是经理
（<04053B）、老师（ 130963B）和学生（=1>@341）。

!&’ /" 词组辨析题。<7==745 ?>1 表示;遗漏;，1>B4745 ?>1 表示
;结果是;，<0F745 ?>1 表示; 理解;，L74@745 ?>1 表示; 调查
出;，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出只能选择 / 项。

!!’ -" 词组辨析题。1BD 1?（尽力做）、60A3 1?（ 不得不做）、=10B1 1?
（开始做）、<04053 1?（成功地做），这里只能使用 60A3 1? 表
示不得不进行的动作。

!(’ :" 副词辨析题。43A3B（ 永远不）、D31（ 仍然没有）、=1722（ 仍
旧）、3A3B（曾经）。根据句子意思; 我男朋友是第一个曾经
了解我的人;，所以必须用 3A3B。

!*’ /" 语境辨析题。根据后面的 =13B3? 可以推出只能用 27=134 1?
这个词组。

!,’ ." 语境理解题。这个动作不是非常难，应该是简单的动作。
!)’ -" 词组辨析题。1>B4 ?4（打开）、1>B4 ?LL（关掉）、1>B4 >8（把

音量开大）、1>B4 @?I4（ 把音量开小），根据后面; 放自己喜
欢的唱片;这个信息可知，他们总是关掉我正在听的唱片。

!J’ ." 介词辨析题。从前面;他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 说明直到
那一天我才找到肯倾听我的人。

($’ /" 副词辨析题。=>@@342D（ 突然）、>=>022D（ 通常）、LB3G>3412D
（频繁地）、?990=7?4022D（偶尔地）。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我

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所以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就是很突然
的事情。

(#’ ." 考查词组辨析题。7= @3A?13@ 1?（ 致力于）、2??F= L?BI0B@ 1?
（盼望）、80D= 0113417?4 1?（ 注 意）、531= 099>=1?<3@ 1?（ 习
惯）。他 在 乎 我 的 爱 好，所 以 必 须 用 词 组 80D 0113417?4
1?’ ’ ’ 。

(%’ -" 名词辨析题。这里 10=13= 表示;喜好;，符合上下文语境。
(&’ /" 考查词组搭配题。2?A3 =?<3C?@D L?B =?<316745 是固定词

组。
(!’ :" 副词辨析题。2013（迟到）、20132D（ 最近）、20113B（ 后面）、201E

3B（后来）。表示;一段时间后;必须用 2013B 这个副词。
((’ -" 根据上下文意思; 我感觉到如此幸运以至于我嫁给了

他;，所以用 =? 这个程度副词。
(*’ -" 细节理解题。/ 项明显不对，. 项也是谣言，: 项文中也

没有提到，分别可以排除。
(,’ ." 细节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三段内容可以看出 . 项是正确

答案，注意 - 项干扰性很大。
()’ :" 词义理解题。从文章语境中，尤其是后面语境中我们可以

推断出 ?LL=8B745= 是;后代;的意思，所以 : 项是正确答案。
(J’ -"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一段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 项是正

确答案。
*$’ /" 推理判断题。根据作者的意思可知，这个节目是反对年龄

歧视的，所以他持支持态度。
*#’ -" 细节理解题。作者认为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比其年龄更加

重要。
*%’ ." 解答此题我们可以采用排除法，/ 项根据; 他支持节目观

点;可以排除，- 项根据他是在美国做律师和商人这个信
息排除，而 : 项实际上也与文意不符，因为在给他工作之
前该大学也担心他的年龄问题。

*&’ /" 词义推测题。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这里划线单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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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获得者#的意思，也就是 $%&&’( 的同义词。
)*+ ," 细节理解题。从 )-. 的美国人有车推出只有十分之三的

家庭没有小汽车。
)!+ /" 细节理解题。从第二段所讲到的农村家庭汽车的各种用

途我们可以推断出只有他们自己去上学不合文意。
))+ 0"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三段讲到的汽车带来的问题我们

可以推断出拥有汽车绝不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1+ ," 中心概括题。通读全文我们可以推出文章主要讲的是汽

车对于美国人意味着许多（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只有 ,
项是正确答案。

)2+ 0" 文章主旨概括题。本文讲述的是在英国伦敦地铁车厢上
写有诗的事情，所以最佳标题应为 34’ 56’78 6& 94’ :&;’(<
=(6:&;。

)-+ 0" 细 节 理 解 题，从 文 章 中 对 应 句 子 34’ >46%>’ 6? 56’78
$@8&’9 @(A%9(@(B（随机的）A:9 85’>%@CCB >468’&+ D9 >@9’(’; ?6(

（符合）@CC 9@89’8 %&>C:;%&= C%E%&= @&; ;’@; 56’78 ?(67 94’
467’C@&; @&; ?(67 @CC 6E’( 94’ F&=C%84<85’@G%&= $6(C;+ + + 可以
推断出正确答案。

1H+ I" 词汇理解题。从该词所在句的前后语境可以看出 @886>%@<
9%6& 是#相互联系#的意思，也就是 >6&&’>9%6&。

1J+ I" 细节理解题。从文章中对应句子 A:9 94’ A’89 $@B 96 E%’$
94’ 56’78 %8 96 8’’ 94’7 AB B6:(8’CE’8，6& $4%>4’E’( 9(@%& B6:
>4668’，%& ’E’(B K6&’ 6? 94’ &’9$6(G— ?6( 94’ 5(%>’ 6? @& :&<
;’(=(6:&; 9%>G’9+ 可以推出正确答案。

1L+ 0" 考查细节理解能力。从文章中对应句 M@%9 :&9%C 94’ ’&; 6?
B6:( 9(%5 96 A:B 86:E’&%(8（纪念品）+ 可以推断出正确答案。

1N+ ," 词义推断题。从文章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推出 8’9+ + + A@>G
是#花⋯⋯多少钱#的意思。

1*+ ," 细节理解题。从文章中对应句 ,@(;46C;’(8 =’9 :5 96 LH 5’(<
>’&9 6?? /%8&’B 469’C (6678，5C:8 5(%>’ A(’@G8 6& >4@(@>9’(
A(’@G?@898，94’7’ 5@(G（ 主题 公园）9%>G’98 @&; =66;8 ?(67
/%8&’B 896(’8+ 可以看出正确答案为 ,。

1!+ 0" 文章细节理解题，从文章倒数第二段内容可以推断出正确
答案。

1)+!
11+ ’@8B"’@8%CB。修饰行为动词 >67’ 必须用副词。
12+ 7@&B";’@C。@ =(’@9 ;’@C 6?+ + + 是固定搭配，意为#大量的#。
1-+ $6(G" $6(G8。$6(G 表示# 著作、作品# 时为可数名词，根据上

下文内容可知此处应用其复数形式。
2H+ ’E’&"89%CC。根据此处语境可知应使用 89%CC。
2J+ ?6:&; 后面加 %9。%9 在此作形式宾语。
2L+ ;%??%>:C9";%??%>:C9B。只能用名词作主语，形容词不能作主语。
2N+ 86"A:9。此处表示转折关系。
2*+ 96 后面加 A’。因为 ;’@? 是形容词，不能直接放在 96 后面。
2!+ $%94"%&。%& ;’85@%(（绝望）是固定词组。

【思路点拨】" 这篇书面表达涉及出国留学，涉外性和交际性很
强，而且还贴近考生实际。写好本文一方面要求考生懂得交际技
巧，要求写出得体、符合规范的书信，如信的开头和信的结尾，另一
方面，要取得高分，必须要求考生能够使用高级词汇和高级句型，
这是考生们在应试时必须重视的两个方面。

【范文选登】
/’@( ’;%96(，

D (’@; %& B6:( &’$85@5’( 94@9 B6: $%CC 4’C5 867’ 89:;’&98 96 =6
@A(6@; ?6( ?:(94’( ’;:>@9%6&+ O6$ D’; C%G’ 96 %&9(6;:>’ 7B8’C? 96 B6:
@&; 8’’ $4’94’( D >@& =’9 94’ >4@&>’+

D，@ 8’&%6( 7%;;C’ 8>466C 89:;’&9，$@8 A6(& 6& I:=+ J!，J-2N %&
P@&=K46:，Q4’R%@&= 5(6E%&>’+ SB 467’ @;;(’88 %8 T667 !HN，0C6>G
J)，U%4: O’%=4A6(466;，P@&=K46:+ I&; 94’ 9’C’546&’ &:7A’( %8
LJLHLLN+ D 4@E’ C’@(&’; F&=C%84 ?6( 2 B’@(8+ O6$ D @7 =66; @9 (’@;%&=
F&=C%84 @&; $(%9%&= %& F&=C%84，A:9 D @7 $’@G %& C%89’&%&= @&; 85’@G<
%&=+ D @7 ?6&; 6? 565 7:8%> @&; 9(@E’C @&; %8 @C86 %&9’(’89’; %& $(%9%&=
@(9%>C’8 @&; 9@G%&= 54696=(@548+

D 465’ B6: >@& >6&8%;’( 7B @55C%>@9%6& >@(’?:CCB+ D’7 C66G%&= ?6(<
$@(; 96 B6:( (’5CB+

0’89 $%84’8！
V% P:@

附：听力参考材料
!"#$ J
S：D? %9 $’(’ @ A’99’( ;@B+ D’; =6 6& @ 5%>&%>+
M：D’; =6 ?6( @ $@CG A:9 D ;6&’9 4@E’ @ (@%&>6@9 6( :7A(’CC@+
!"#$ L
M：,@& B6: C’&; 7’ W !+ HH？
S：D 4@; W JH+ HH A:9 R:89 85’&9 W 1+ HH+
!"#$ N
S：34’ >4%C;(’& $6:C; C%G’ 96 $@9>4 94’ 5@&;@ @ C%99C’ $4%C’ C6&=’(+
M：XY，C’9’8 89@B @ C%99C’ C6&=’( @&; 4@E’ @ =66; 9%7’ 4’(’+
!"#$ *
S：,@& B6: 9’CC 7’ $4%>4 (667 P’&(B Z7%94 %8 %&？
M：P’ %8 %& (667 NH! %& 94’ 8:(=’(B $@(;+ 0:9 E%8%9%&= 46:( %8 6E’( ?6(

94’ ;@B+
!"#$ !
M：P%CC，;6 B6: (’7’7A’( 94’ ;6CC@( D A6((6$’; ?(67 B6: C@89 $’’G？
S：X4，;6&’9 A’ 8%CCB+ [6(=’9 @A6:9 %9+
!"#$ )
S：M4@9 9%7’ ;6’8 7B 9(@%& C’@E’？
M：J2\ N2+
S：M4@9’8 94’ 9%7’ B6: :8’ 4’(’？
M：M’’(’ 6& 0’%R%&= 3%7’+ D9’8 94’ 89@&;@(; 9%7’ ?6( 94’ $46C’ >6:&<

9(B+
S：M4@9’8 94’ ;%??’(’&>’ A’9$’’& B6:( 9%7’ @&; ]S3？
M：̂ 6: 7’@& 94’ ;%??’(’&>’ A’9$’’& 0’%R%&= 3%7’ @&; ](’’&$%>4 S’@&

3%7’？
S：^’8+
M：34’(’’8 @ ;%??’(’&>’ 6? 2 46:(8+
S：D 8’’+
M：M4’& B6: A’=%& 96 $6(G %& 94’ 6??%>’ %& V6&;6& @9 - 6’>C6>G %& 94’

76(&%&=，%9’8 ! 6’>C6>G %& 94’ @?9’(&66& 6? 94’ 8@7’ ;@B 4’(’+
S：X4，$4’& $’ A’=%& 96 $6(G，%9’8 @A6:9 94’ 9%7’ B6: =6 6?? $6(G+
M：34@9’8 (%=49+
!"#$ 1
S：]66; 76(&%&=，S@;@7+ S@B D 4’C5 B6:？
M：̂ ’8，D’7 @?(@%; D C’?9 7B 4@&;A@= %& @ 9@_% 94%8 76(&%&=+
S：M4@9’8 %& B6:( 4@&;A@=？
M：IA6:9 !，HHH ;6CC@(8+
S：I&B94%&= ’C8’？
M：̂ ’8，7B D/ >@(;，D 94%&G+
S：M4@9’8 B6:( &@7’？
M：0’99B M4%9’+
S：‘:89 @ 767’&9+ D8 94%8 B6:( 4@&;A@=？
M：̂ ’8，%9’8 7%&’+
S：34’ 9@_% ;(%E’( ?6:&; %9 @&; A(6:=49 %9 4’(’+
M：X4，94@&G B6: 86 7:>4+
S：34@9’8 @CC (%=49+
!"#$ 2
S：]66; 76(&%&=，7@;@7+ ,@& D 4’C5 B6:？
M：D’7 C66G%&= ?6( @ 3<84%(9 ?6( 7B 86&+
S：M4@9 8%K’ ;6’8 B6:( 86& $’@(？
M：Z%K’ V+ P’ %8 @ 9@CC A6B+ P’ C%G’8 >6996& 3<84%(98+
S：M4@9 @A6:9 94%8 6&’？D9’8 7@;’ %& ,4%&@+
M：XY+ V’9 7’ 4@E’ @ C66G+ P6$ 7:>4 %8 %9？
S：L2H !"#$+ D9’8 565:C@( $%94 B6:&= 5’65C’+
M：0:9 D’7 @?(@%; %9’8 @ C%99C’ 76(’ ’_5’&8%E’ @&; D ;6&’9 C%G’ 94’ >6C<

6(+
S：/6 B6: C%G’ 94%8 AC@>G 6&’？D9’8 6&CB JH2 !"#$+
M：P77，%9 C66G8 &%>’+ D’CC 9@G’ %9+
!"#$ -
M：34(’’<?%E’<94(’’<H<9$6<;6:AC’ &%&’+
S：P’CC6，%8 94@9 ‘@&’？
M：Z5’@G%&=+
S：34%8 %8 Z@7+ P6$ @(’ 94%&=8 =6%&= $%94 B6:，‘@&’？
M：X4，D’7 E’(B $’CC，A:9 E’(B A:8B+
S：0:9 B6:’E’ ?%&%84’; B6:( ’_@78 &6$，4@E’&’9 B6:？



答案— !""""

#：$%&，’() *’+% ,-) . /-) -0 )123,& )- 4-5
6：7-8 .’-() 9-:23, -() 82)1 :% )- 1.+% . 8./; )12& %+%323,？
#：*’: &-<<=，* 9.3’)5 *’+% ><-:2&%4 )- :%%) . 0<2%345
6：#1.) .’-() )1% 8%%;%34？?<% =-( 0<%% )1%3？
#：@-，*’: &-<<=5 *’+% .<<.3,%4 )- ,- )- A.<2& )12& 8%%;%345
6：B() * :(&) &%% =-(！#1.) .’-() 3%C) 8%%;，&-:%)2:%？
#：* 4-3’) ;3-85 *’+% ,-) &- :.3= )123,& )- 4-5
6：D1，* &%%5
!"#$ EF

G1% 8-</4 2)&%/0 2& ’%9-:23, :(91 &:.//%< ’= (&23, :-4%<3 )<.0029
.34 :-4%<3 9-::(329.)2-3 :%.3&5 H20% )-4.= 2& :(91 %.&2%< )1.3 2)
8.& 1(34<%4& -0 =%.<& .,-，’() 2) 1.& ’<-(,1) 3%8 ><-’/%:&5 D3% -0
)1% ’2,,%&) ><-’/%:& 2& >-//()2-35 G- >-//()% :%.3& )- :.;% )123,&
42<)=5 A-//()2-3 9-:%& 23 :.3= 0-<:&5 #% &%% 2)，&:%// 2)，4<23; 2) .34

%+%3 1%.< 2)5
6.3 1.& ’%%3 >-//()23, )1% %.<)15 G1% :-<% >%->/%，)1% :-<% >-/I

/()2-35 6.3= =%.<& .,-，)1% ><-’/%: 8.& 3-) &- &%<2-(& ’%9.(&% )1%<%
8%<% 3-) &- :.3= >%->/%5 #1%3 )1% /.34 8.& (&%4 (> -< )1% <2+%< 8.&
42<)= 23 -3% >/.9%，:.3 :-+%4 )- .3-)1%< >/.9%5 B() )12& 2& 3- /-3,%<
)<(%5 6.3 2& 3-8 &/-8/= >-//()23, )1% 8-</45

?2< >-//()2-3 2& &)2// )1% :-&) &%<2-(&5 *)’& ’.4 0-< .// /2+23, )123,&
23 )1% 8-</4，’() 2) 2& 3-) )1% -3/= ;234 -0 >-//()2-35 #.)%< >-//()2-3
;2//& -(< 02&1 .34 >-//()%& -(< 4<23;23, 8.)%<5 @-2&% >-//()2-3 :.;%& (&
.3,<= :-<% %.&2/=5

6.3= 9-(3)<2%& .<% :.;23, <(/%& )- 02,1) >-//()2-35 G1%= &)-> >%-I
>/% 0<-: ’(<323, 9-./ 23 1-(&%& .34 0.9)-<2%& 23 )1% 92)=，.34 0<-: >()I
)23, 42<)= &:-;% 23)- )1% .2<5

JFF!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三）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相关事项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平均分 最高分
EKF 分以上
人数百分比

ELF M EKF 分
人数百分比

EJF M ELF 分
人数百分比

EEF M EJF 分
人数百分比

EFF M EEF 分
人数百分比

清华附中 F5 N! OK 分 EKE 分 E5 PQ OQ E!Q EEQ EN5 JQ
" " 本套试题难度稍高于 JFFN 年全国卷!上的试题。从测试成绩上分析，学生经过第一、二轮复习后，解题速度有所
提高。但测试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

" 学生的应变能力有待加强。有些学生在做题时，凭借以往的经验，不能突破思维定势，在情景改变之后仍然采
用原有的方法，不认真审题，出现了较多的失误。

#整体阅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阅读题难度不算太大，但得分并不很高。很多学生反映，在考试时间内做不完
试题，五篇短文总词数约为 J KOL，短文词数约为 E NOL。阅读速度约为每分钟 RF 个词，而新大纲对阅读的二级目标与
要求是能以每分钟 RF M OF 个词的速度，读懂生词率不超过 LQ 的各种不同题材的材料，因此，本套试题是符合大纲要
求的，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仍然是下一阶段复习与巩固的重点。

做题技巧上有待提高，很多学生看第四段短文时，浪费了较多的时间，这是一篇广告，内容多而杂，有些信息与试
题无关，因此对于这类应用文阅读可采用S题干定向法S、S联想推测法S来解读广告内容，这样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书面表达题中汉语式表达较多，如：* )123; =-(3, &)(4%3)& .<% 8<-3, )- ’% 23 >(>>= /-+%；动词错误比较明显；所引
用例证没有说服力。很多学生审题不正确，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陈述电影的内容，没有上升到电影所反映出的本质问
题，造成要点不全而失分。

备考策略：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加强解题技巧、技能方面的指导，提高阅读的准确性。#加强写作训练。

针对学生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各类题材进行强化训练。$加强考前应试技巧训练，在提高能力方面多下功夫，特
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根据考纲对学生听力能力的要求及听力测试要点，本套试题的听
力部分重点加强了对S 主旨和大意、获取具体信息、推断谈话背
景、理解说话人的意图、观点或态度S 等方面的考查，由于英美文
化的特点，在选材上短对话部分增加了幽默对话，长对话注重了文
化背景的渗透。
E—N" ??BTT" " " " !—EF" ?T?TT
EE—EN" BTT?T E!—JF" B?T?T
JE5 ?" 考查名词。;%%> 42&).39% 0<-: &-:%-3% )1%= )./; 82)1 在此

处表示S他们与同他们谈话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S。
JJ5 T" 考查冠词。第一空指的是发明物，要用定冠词 )1%；第二空

中的 :-&) 意为S +%<=S，而不是最高级，轮子是一个有用的
发明，但不是最有用的发明，所以用不定冠词；第三空是固
定搭配，不用冠词。

JL5 B" 此句的正常语序是：)1% .3) 2& .& :(91 . 9<%.)(<% .& .// -)1%<
.32:./& -3 %.<)1 .<%，为了句子结构的平衡和加强语气，将
系动词 .<% 提前。这样选项的干扰性增强了。

JK5 B" 考查情态动词。S 情态动词 U 完成式S 表示对过去事物的
推测。S:(&) U 完成式S表示很有把握的推测。

JN5 V" 此句中 -3 81291 )- ’.&% 12& .<,(:%3)& W )- ’.&% 12& .<,(I
:%3)& -3 ,<-(34&。这个不定式短语在句中作定语，修饰
,<-(34&，相当于一个定语从句。

J!5 ?" 考查动词短语。).;% -+%<S接管S；,- -3S继续S；).;% (>S开
始学S；,- 82)1S与⋯⋯一致S。

JR5 B" 考查反意疑问句及其回答。在 &(>>-&%，)123;，’%/2%+% 等

动词后的宾语从句中，如果宾语从句是否定，要用否定转
移。主句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时，反意问句中的主语和
谓语应与宾语从句保持一致。此处S 情态动词 U 完成式S
表示对过去事物的推测，并且有明显的过去时间状语，所
以用过去式。

JO5 T" 考查形容词的区别。’% ><%0%<.’/% )- 比⋯⋯更可取的；
比⋯⋯更好的。

JP5 ?" 考查对句子结构的把握能力，&(,,%&) 后接了一个宾语从
句，宾语从句中又包含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此处时间状语
从句的谓语动词应用一般现在时。

LF5 B" 考查非谓语动词。这是 )1%<% ’% 句型的非谓语形式作
.’-() 的宾语。

LE5 B" 本题主要考查介词跟名词的固定搭配。考生往往会把介
词跟后面的 %.91 )2:% 联系起来，从而将答案错选为 ?、T
或 V。其实宾语从句是对 ,<%.) ’%3%02) 发出感叹的句子，
而正常的语序应该是 )1% 9-:>()%< 9.3 ’% -0 ,<%.) ’%3%02)，
显然，空白处应填 -0，构成 -0 ,<%.) ’%3%02)（ W +%<= +./(.’/%）
结构。

LJ5 T" 考查不定式的时态。此处用不定式的完成式表示动作发
生在主句谓语动词之前。

LL5 B" 此处是名词词组 )1% :-:%3) 用作连词，引导时间状语从
句，其意义相当于 .& &--3 .&。

LK5 ?" 考查动词词义的区别。4%:.34 S强烈要求S；9-::.34 S指
挥S；<%X(2<%S需要S；<%X(%&)S请求S。



答案— !""""

#$% &" 考查交际用语。根据上下文语境可知应用 ’( )*++ ,- ./
(0-1(。意为2我请客2。

" " 完形填空是高考试题中的难点。根据高考完形填空题以2 语
境能力型2为主的特点，再根据目前学生的训练以记叙文为主的
现状，本篇完形填空选用了一篇议论文。语法不是考查的重点，主
要强调词语之间的辨析，考查考生对上下文的理解，要求考生通过
语境来作出选择。所给的四个选项在语法方面都可能成立，错误
选项可以和空前、空后的文字形成某种搭配，极具干扰和迷惑性。
设题以实词为主，虚词为辅。预测 3445 年高考完形填空题体裁趋
向于以叙为主的议论文或说明文。
" "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作者围绕2 努力工作有益于身体健康2
这一论点展开。议论类完形填空题是高考命题的一大趋势，对考
生来说，这类试题有一定的难度。解题时不仅要注意句子中的词
语搭配，更要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结构，按照文章的行文逻辑进行
合理的推断。
#5% &" 从文章的主题句 67*-8(*9(9 :*8; (<1( <10;=)>0?*8@ A->A+- +*B-

+>8@-0 (<18 1B-01@- .-8 18; )>.-8% 可得知2 职业女性比家
庭主妇更健康2。C 项为语法错误。

#!% D" 根据上一句进行逻辑推理可知2没有工作的人比有工作的
人身体差2。

#E% C" 从结构上分析，在宾语从句中又有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意
为2研究表明当失业率上升FG，死亡率就相应上升3G2。

#H% C" 动词短语意义的区别是完形填空题的常考点，考生在平时
要注意积累。7>.- ;>)8 (>2归结为2；-IJ1+ (>2 等于2；1;;
JA (> 2合计2；1.>J8( (>2总共，相当于2。

K4% L" 此题的干扰性较大，需从意义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C
项2不填2 似乎有可能，但从结构上推敲，显然不符合2
?--A 9,% M !"#% 2结构；再从意义上分析，可排除 &、D 项。

KF% L" 从下文⋯18; +>8-+/ )<-8 (<-/ <1B- 8>(<*8@ (> ;> 进行逻辑

推理可知。
K3% C" 从上下文逻辑上判断可知2最快乐的人是那些大忙人2。
K#% L" 从下一句分析，意为2把工作当作是人与现实生活联系的

桥梁2。
KK% &" 从意义上判断可知2通过工作人们相互联系（接触）2。
K$% C" .-1892意味着2。
K5% L" 从意义上分析，C、D 项不符合上下文的逻辑关系，& 项过

于严重，还达不到2死亡2的程度。
K!% C" 从文章的篇章结构上分析，上文讲述的是工作给人们带来

的益处，下文还是讲述这方面的内容，属2 递进2 关系，而
不是2转折2关系。所以选 C。

KE% &" 从意义上判断，此题必须同前面的 1 9-89- >: :J+:*++.-8(（充
实感）意义相类似。所以选 & 项，意为2成就感2。

KH% D" 从下文的 <*9 )0*(*8@ 可判断出答案。
$4% D" 根据医生从事的工作性质可断定是2 成功地为病人动手

术2。
$F% &" 2老师看到学生成长2，主要表示在知识、阅历方面的长

进。
$3% L" ,-/>8; )>0;92无法用语言表达2；*8 1 )>0;2简言之2；)*(<>J( 1

)>0; 2二话没说2；1( 1 )>0;2反应迅速地，立即2。
$#% C" 从语法结构上分析，7>87+J9*>8 之后为一个同位语从句，根

据同位语从句的特点，(<1( 不能省略，也不能用 )<*7< 和
)<1(。

$K% L" 从全文意义上分析，2工作越多，人就会越高兴、越健康2，
而不是2越寂寞、越虚弱2。从句子结构上分析，此题含有
一个2 (<- .>0-⋯ ，(<- .>0-⋯2句型。

$$% C" 从句子结构上判断，此句为三个谓语动词并列。同时注意
修饰动词要用副词 )-++，不能用形容词 @>>;。

根据考纲要求，阅读理解题要加大对篇章结构及对深层次信息的
考查力度。着重检测考生对语篇的整体理解，侧重考查考生根据
语境提示，综合利用有效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五篇文章题
材各异，材料来源于国内、外英文网站和英文报刊，语言地道，题材
新颖，设题难度适中。
" " 这是一篇新闻类阅读材料。本文报道了自美国2 哥伦比亚
号2航天飞机失事之后美国宇航局进行的2发现号2 航天飞机第一
次太空飞行，并取得巨大成功。
$5% L" 细节归纳题。根据第三段第二句和第三句话可知：寻找

2哥伦比亚号2航天飞机解体的原因不在其例。
$!% C" 推测题。根据第二段第一句反推可知：要 不 是 天 气 原

因，2发现号2航天飞机会早一天降落在佛罗里达州。
$E% D" 推测题。根据短文第一段第二句话和第三段第二句话可

知：2发现号2航天飞机此次飞行的两个星期中绝大部分
时间是停靠在国际空间站上。由此推断2九天2最可能。

$H% &" 主旨题。根据短文首句2 (<- 70-) >: L*97>B-0/ 0-(J08-; (>
N10(<2及全文意思用2 O-+7>.- &17?，L*97>B-0/（ 发现号，
欢迎你凯旋归来）2最能概括全文。

" " 这是一篇环保类阅读材料。短文中作者没有一般性的说教，
而是运用非常巧妙的写作方法，借用2 金星人2 的口吻，来唤起人
们对环保的重视。
54% C" 细节题。由第二段中2 @-( B1+J1,+- *8:>0.1(*>8 19 (> (<- :-1=

9*,*+*(/ >: 1 .188-; :+/*8@ 91J7-0 +18;*8@ >8 N10(<% 2 一句可
知。金星的科学家已经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能
否发射载有他们的航天员的飞碟到地球上来。

5F% &" 细节题。短文中 P0>:% Q>@ 在回答 (<- R-8J9 NB-8*8@ 6(10
记者的提问时说：(<- 1(.>9A<-0- *9 :*++-; )*(< 710,>8 .>8>S=
*;- 18; >(<-0 ;-1;+/ @19-9 18; 8>,>;/ 7>J+; A>99*,+/ ,0-1(<-
(<*9 1*0 18; 9J0B*B-，由此可知他们必须自带氧气的原因。

53% C" 推测题。作者在短文中故弄玄虚，引用2金星人2的话
2O- ;>8’( ?8>) )<1( *( *9 .1;- >:2，其目的是讽刺地球人
对环境的破坏，不言而喻此处指的是空气污染。

5#% C" 作者意图推断题。作者借用金星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所
表现出来的事实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如果这样发展下
去，地球上的人类将被毁灭。

" " 这是一篇历史类阅读材料。本文讲叙的是：新发现表明2 泰
坦尼克号2船体断成三块下沉，实际上它的生命比在电影中所描
述的更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
5K% &" 事实归纳题。根据短文第一段内容可知：在海底新发现

了2泰坦尼克号2 的两块船体残骸，这两块船体残骸是轮
船底部的主要构成，是2 泰坦尼克号2 船体的核心部位。
由此可知：2泰坦尼克号2 下沉之前，船体分离为船底、船
首和船尾三部分。

5$% L" 句意推断题。根据句后2 ’( )19 >B-0 .>0- IJ*7?+/2 推测可
知，此句的意义是：2泰坦尼克号2 的命运比电影中所描述
的还要悲惨，实际上它的生命在更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2。

55% D" 事实细节题。第五段中2 T<- .*99*8@ 9-7(*>89 <1; ,--8 ,-=
+*-B-; (> <1B- ,0>?-8 *8(> <J8;0-;9 >: 9.1++ A*-7-92一句表达
的意义是：而船体其余不见的部分则被认为断裂成了几百
块小碎片。由此可知 D 项与短文意义不符。

5!% C" 推测题。根据最后一段第一句2这艘重达 K% 5 万吨的海轮
当时被宣传杂志称为‘永不沉没之船’2 推测可知，这艘海
轮在当时很强大，而 &、D、L 三项不符合逻辑。

" " 这是一篇广告类阅读材料，从表格上面的标题可看出，这是一
些分类商业广告。表格内的信息较多，解题时最好根据题目要求
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
5E% D " 根 据 二 栏 四 行 2 CUTVWV&’XN &U6’YN66 YVO ZV[

6CXN2中的信息可知，这是车辆买卖广告。L 项的干扰
性较大，一栏三行2 OCYT T[UD\ &U6’YN662 是寻求汽
车运输联营的广告。

5H% &" 根据二栏一行和一栏五行的信息可知前者是卖房广告，后
者是买房广告，所以 L>01 该打电话给 6(-*8。

!4% C" 根据二栏五行2 +>>?*8@ (> ,-7>.- 1 )>0?*8@ A10(8-0 *8 />J0
,J9*8-992可知，W09% W-*?+- 是想找一份工作。

!F% &" 根据每条广告信息的标题内容可知出售广告共有六个。
" " 这是一篇人物类阅读材料。著名歌星麦当娜成了作家，第五
本儿童书《快乐的真谛》在各书店上架。对于名人出书，你有何看
法？
!3% D" 细节题。根据短文第二段内容可知：这本薄薄的儿童书以

一个寓意结尾：2当你学会和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不仅找到
了快乐，同时也拥有了朋友。2

!#% L" 事实归纳题。根据第五段内容可知：作家麦当娜已经创作
了多部作品，而这些作品之间往往有天壤之别。但是，她
坚持认为所有的书都传递了同一个信息，那就是：很多东
西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再根据2 在纽约的一家书店



答案— !""""

举行的一场朗诵会上，在场的大约 #$ 位小读者却显得迷
惑不解，他们似乎很难理解这本书的寓意% 以及% 麦当娜
找了不同的画家分别为这五本书绘制插图% 可排除 &、’
项。

()* +" 事实归纳题。根据第四段内容% 媒体可能会认为写书不
过是我又一次故作姿态而已，但事实却远比这要深刻得
多，有意义得多。%可知答案。

($* ’" 观点意图题。根据短文最后一段库珀所说的话% 我认为，
麦当娜犯了一个所有名人作者都会犯的错误：他们自以为
可以写儿童书。通常来讲，这是非常糟糕的事，糟糕透
顶。%可知答案。

" " 高考短文改错题的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判断、发现、纠正语篇中
语言错误的能力，以及考查考生在语篇中综合运用英语的准确性。
在本篇短文改错中，作者将学生平时在书面表达中常出现的错误
融入到试题中，错误类型设置为：错词占五行；多词和缺词共占四
行；正确占一行。所考查的知识点比较全面：有人物的性别及与之
相对应的物主代词的错误、动词、连词、形容词、冠词、固定搭配等
方面的错误。
(,* 去掉第二个 -./。0123/-4 是不可数名词，在不特指的情况下，

不用任何冠词。
((* 215617-89:/ 改为 215617-。作 0//; 的宾语，应用名词形式。
(!* 210- 改为 210-0。8- 8:: 210-0 是固定词组，意为%不惜任何代价%。
(<* =308>>/873?@ 之后加 6715。=308>>/87 是不及物动词，不能接宾

语，其后需加 6715，表示%从⋯⋯消失%。
!A* 87/ 改为 30。句子的主语是 -./ 03B/，所以谓语动词用单数形

式。
!C* !
!#* D.8- 改为 -.8- 或去掉 D.8-。用 -.8- 引导宾语从句起连接作用，

本身没有意义，-.8- 可省略。
!E* >1::F-/ 改为 >1::F-3?@。此处用作 21?-3?F/ 的宾语，泛指这种行为。
!)* 63- 改为 F?63- 或在 63- 之前加 ?1-。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可知

此处为否定意义。
!$* 08G/ 之前加 -1。根据句子结构，主语为不定式，在 5/8?0 之后

用不定式，即 -1 08G/ -./ /87-. 等于 -1 08G/ 1F70/:G/0。
" " 英语《考试大纲》中书面表达题要求考生根据提示进行写作；
要求考生能准确使用语法和词汇；使用一定的句型、词汇，清楚、连
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鉴于高三复习的现状，学生目前对提纲作文、表格作文、图画
作文的训练相对比较多，但对于某些实用文体如读后感、观后感、
书评等方面的体裁写得不多或根本没有涉及到。这就增加了试题
的开放程度，通过这种体裁的模拟，开辟一个新领域，让学生联想
到读后感之类的作文。

【思路点拨】" 本篇为电影观后感，话题接近学生生活实际，由于
平时关于此类型题目的模拟训练较少，因此写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要对材料进行透彻理解，挖掘出材料的思想内涵，即早恋的危
害，真正做到有感而发。对材料中的提示，不必重复表述，文章的
重点在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为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精心设计些普
遍性事例进行论证。

【范文选登】
!"" #"$%& ’"( )"*+

+6-/7 0//3?@ -./ 63:5，H 6//: 01774 617 -./ 41F?@ 21F>:/* I./4 0.1F:=
.8G/ .8= 8 973@.- 6F-F7/ 36 -./4 .8=?’- .8= -./ >F>>4 :1G/* I./ @37:’0
F?/J>/2-/= >7/@?8?24 >F-0 8? /?= -1 -./37 =7/850 8?= 587;0 -./ 9/@3?K
?3?@ 16 8 0/73/0 16 .87=0.3>0*

LF>>4 :1G/ 3? 02.11: .80 9//? 8 -1>32 617 015/ -35/ ?1D* I.30 783K
0/0 8 :1- 16 -1F@. MF/0-31?0* N370- 16 8::，3- 30 377/0>1?039:/ 617 -//?8@/70
-1 9/ 3? :1G/* +0 3- 30 -./ 9/0- -35/ 617 0-F=4，-//?8@/70 0.1F:= 21?2/?K
-78-/ -./37 8--/?-31? 1? :/001?0* O?2/ H 08D -D1 0-F=/?-0 ;3003?@ 3? -./
2:8007115* H- D80 -./ 0-78?@/0- -.3?@ H .8G/ /G/7 0//? 1? 285>F0*

I./7/ D80 ?1-.3?@ D71?@ D3-. 8=5373?@ 015/1?/ 16 -./ 1>>103-/
0/J* &F- H 0F@@/0- 0-F=/?-0 ?1- 7/G/8: -./37 866/2-31?0，9F- ;//> -./5 -1
-./50/:G/0 F?-3: -./4’7/ 7/8=4 617 3-* I7F/ :1G/ 7/MF37/0 7/0>1?0393:3-4*
H6 41F PF0- D8?- -1 .8G/ 8 -80-/ 16 >F>>4 :1G/，28? 41F 9/ 0F7/ 41F 87/
89:/ -1 21?-71: 41F70/:6 D/::？

【亮点回放】" 本文作者是从三个层次进行表达的：首先简明扼要
地概括了电影所表达的意思，为下文点明全文的主题起到了铺垫

作用；接着表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早恋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后运用事例加以论证。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语言表达上有几个优点：!用词准确。如：6//: 01774 617；>F-0
8? /?= -1；21?2/?-78-/ -./37 8--/?-31? 1?；?1-.3?@ D71?@ D3-.；.8G/ 8
-80-/ 16。"句式多变。如：虚拟语气 I./4 0.1F:= .8G/ .8= 8 973@.-
6F-F7/ 36 -./4 .8=?’- .8= -./ >F>>4 :1G/；3- 作形式主语 3- 30 377/0>1?K
039:/ 617 -//?8@/70 -1 9/ 3? :1G/；0F@@/0- 之后的宾语从句 H 0F@@/0-
0-F=/?-0 ?1- 7/G/8: -./37 866/2-31?0。#句子间联系紧密，段落之间过
渡自然。文章中准确地运用了过渡词。如：N370- 16 8::；O?2/；&F-。
$结尾自然有力。巧妙运用疑问句，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附：听力参考材料
!+,- C
Q：R1 41F .8G/ -1 >:84 -.8- 5F032 01 :1F=？H’G/ @1- 8 -/0- -151771D！
S：T1774，H =3=?’- 7/8:3B/ 41F D/7/ 0-F=43?@*
!+,- #
Q：S1F:= 41F :3;/ -1 @1 D3-. 5/ -1 -./ 837>17- -1 >32; F> N78?;？
S：H’= :3;/ -1，9F- H .8G/ 2:800 -3:: #U AA* +?= H ;?1D N78?;’0 =/23=K

/= -1 -8;/ -./ /87:4 6:3@.-*
!+,- E
Q：V/0，./::1，-.30 30 W19/7- S.3-/ 28::3?@* ’1F:= R7* X1?/0 0// 5/

1? IF/0=84 517?3?@ 3?0-/8= 16 IF/0=84 86-/7?11?？
S：IF/0=84 517?3?@？Y/-’0 0//⋯ 30 -.8- -./ 1?:4 1-./7 -35/ 41F 21F:=

215/？
!+,- )
Q：S1F:= 41F :3;/ -1 @1 -1 -./ 51G3/0 D3-. Y130 8?= 5/ 1? N73=84？
S：H D30. H 21F:=，9F- H’5 .8G3?@ =3??/7 8- 54 971-./7’0*
!+,- $
S：O.，./7/ D/ 87/ 8- 1F7 .15/ 8- :80-！Y/-’0 03- =1D? 617 8 6/D 53K

?F-/0*
Q：Z11=* H’5 -37/=，-11*
S：H’:: 211; 0F>>/7 3? 8 53?F-/*
Q：Y/- 5/ P13? 41F*
!+,- ,
S：Z11= 86-/7?11?！R7* L/7;3?0’16632/*
Q：Z11= 86-/7?11?* H’= :3;/ -1 0>/8; -1 -./ =12-17* H0 ./ 3?？
S：S.1 30 -.8- 28::3?@，>:/80/？
Q：Q4 ?85/ 30 Y3 [1?@* H’5 6715 ’.3?8*
S：H’5 01774* R7* L/7;3?0 30 ?1D 8- 8? 35>17-8?- 5//-3?@ 8?= 28?’-

8?0D/7 41F7 28::*
Q：H’5 8? /J2.8?@/ 02.1:87* R7* L/7;3?0 80;/= 5/ -1 @3G/ 8 :/2-F7/*

I./7/ 87/ 015/ =/-83:0 H D8?- -1 =302F00 D3-. .35*
S：H 0//，9F- 41F 5F0- 0>/8; -1 .350/:6 891F- -.8-* O.，D/::，36 41F

:/8G/ 41F7 ?F59/7，H’:: -/:: .35 -1 73?@ 41F 80 011? 80 ./ 30 8G83:8K
9:/*

Q：I.8?;0* Q4 ?F59/7 30 (!E!#<!*
!+,- (
Q：\J2F0/ 5/* ’1F:= 41F -/:: 5/ D./7/’0 -./ T://>3?@ &/8F-4 ’80-:/？
S：V/0* H-’0 3? -./ 2/?-7/ 16 R30?/4:8?=* R1 41F 0// -.8- -8:: 9F3:=K

3?@？H-’0 PF0- 9/.3?= 3-*
Q：I.8?; 41F* +?= H’5 8 G303-17 6715 ’.3?8* ’1F:= 41F >:/80/ 9/ 54

@F3=/？
S：V/0，H’5 @:8= -1* R30?/4:8?= 30 G/74 9/8F-36F: 8?= .80 58?4

>:82/0 16 3?-/7/0-*
Q：H-’0 083= -.8- R30?/4:8?= D80 ?85/= 86-/7 8 @7/8- 63:5K58;/7，S8:-

R30?/4 8?= -./ 6370- R30?/4 >87; D80 1>/?/= 3? Y10 +?@/:/0*
S：V/0* Y8-/7，R30?/4 D17:= 3? N:173=8* I1;41 R30?/4:8?= D80 1>/?/=

8?= \F71 R30?/4 41F 87/ G303-3?@ 1>/?/= 3? C<<#*
Q：H 28? 358@3?/ -./4 87/ D1?=/76F:*
S：O.，:11;！I.30 30 -./ T://>3?@ &/8F-4 ’80-:/* S1F:= 41F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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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W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四）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VEEW 年《考试大纲》仅对原《考试大纲》进行了个别文字上的修订和调整。主要为：
Q* 对X考试内容和要求X中阅读部分的要求进行了精简，删除了难以确切界定的X熟悉的有关日常生活话题的简短

文字材料X这一内容。
V* 新命名了X考试形式X中的部分题型，将X多项选择式完形填空题X 直接称为X 完形填空题X；为避免引起歧义，

将听力部分中易使用的X填空题X直接称为X听力填空题X。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对考试内容和题型未做任何修改，所以X稳定中求发展X仍然是高考的指导思想。
根据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高考英语试题选材日益多样化，难度基本稳定，试题还是以中等题为主，但也包括一

些易题和难题。试卷的难度系数还在 E* FF 左右，这样才对高校选拔考生和中学英语教学有利。
为了突出英语的交际功能，高考试题在突出其实用性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个要求不仅体现在阅读上，而且也

体现在单选上、完形上、补全对话上和改错、书面表达上。所以我们要注意平时把阅读面放宽放广，多积累知识。
VEEF 年的高考试题中出现了前几年出现过的单词辨音试题，这实际上是对前几年试题的重复使用，所以难度不

大，只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意单词的正确读音，就会很快选出正确答案了。近几年的单选题几乎所有试题都设置了微
型语境，置语法知识的考查于情境之中，侧重基本语法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内容要紧跟时代，贴近学生生活；语言地
道，简洁明了；题干长短适中，题干及选项中没有生词。

命题趋势：
Q* 完形填空题着重考查学生对语意、语境、语篇的深层次理解，并在掌握文章主旨大意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句与

句、段与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化主要体现在选材新，贴近生活，并更富有现代气息。
V* 生词量有增无减。这些生词的出现影响了阅读的速度，使学生出现理解偏差或理解困难，从而降低了答题正确率。
D* 文章在题目设置上相似项增多，选项迷惑性较强，考生必须通过寻找上下文隐含信息，感受语境，采用直接寻找

原文和排除等技巧才能找出符合题意的最佳选项。
B* 短文改错部分考查面广。近年所考查的知识点涉及到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名词、非谓语动词、连词、时态、

冠词、动词、平行结构、主谓一致等。另外注重语篇（考生必须在理解全文的基础上才能去改）、注重基础等也反映了新
高考此部分的要求。

F* 书面表达部分加大了开放力度，使学生有话可说，反映了新高考关于这一部分的改革趋向。
【测试表格】

相关事宜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QBE 分及以上
人数百分比

QVE—QDE 分
人数百分比

QQE—QVE 分
人数百分比

QEE—QQE 分
人数百分比

北京四中 E* FW YB 分 QBV 分 QZ [Z QYZ VQZ

Q—F" OOPOU" " " " W—QE" OUOPU
QQ—QF" UPOOU QW—VE" POUPP
VQ* P" 前一个空是关于一个由 4534 引导的宾语从句，因为从句中

不少什么成分，所以要用 4534 来引导。0#); 0(45 是一个短

语，表示X和⋯⋯一起工作X。本句的意思是：胡锦涛总书
记说中国将和德国一起努力进一步推进双边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VV* U" %1/% 是副词，表示其他的、另外的，常与 /#=%45(&6，&#45(&6，



答案—!"###

$%&’(%)*，$%&’+,’-’ 及 +,%，+,./ 等连用。
012 3# 代表着三个学校的四个学生将要参加⋯⋯。代表着三个

学校作的是 4%5- $/5)’6/$ 的定语，后面的参加不能用 7%86，
因为其是参加一个组织、团体的意思。所以本题的答案
是 3。

092 :# 此题考查冠词的用法，专有名词前一般不用冠词，学位前
面要用不定冠词或定冠词。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

0;2 3# 注意本题是表示听说大部分成员都反对她，所以她的笑容
一定是强挤出来的，而不是穿、表演、说服。

0<2 =# 注意 %6>’ 是一个表示条件的连词，其引导的从句中要用一
般现在时代替将来时。一旦痊愈之后，它就会飞得更高

（相对于别的来说）。这里的痊愈应该是一个将来完成的
动作，所以应该用现在完成时来代替将来完成时。

0?2 :# 本题考查的是复合句的表达。我被建议入保险，后面的意
思是我需要医药治疗的时候。它们之间应该用 86 >.$’ 来
连接。

0@2 3# 注意此题的答语是A对于我们的延误很抱歉。我们马上就
要起飞了。A由此可以看出前面是抱怨飞机的晚点，是指在
半个小时之前就应该起飞，所以要用 $,%5B) ,.C’ /.D’6 %44
来表达；后面A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A用 +’’BB /.D’ %44 $,%-/E
B* 或 +’’BB (’ /.D86F %44 $,%-/B* 表达均可。

0G2 :# 本题考查的是交际用语。前面提到，我真得感到很困。后
面的答语不应该是表示个人想要的东西，而是听了对方的
话后给别人的提议。$,.BB 常用于第一人称，表示提议，所
以本题的答案是 :。

1"2 H# 本题考查的是倒装的用法。6%/ 56/8B 用于句首时，句子用
部分倒装。注意此题表示的是最古老的著名的作品直到
公元前 0""" 年才完成。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H。

1!2 :# 注意在 0""9 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并且
与句子的主语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主谓关系，所以应该用
现在分词的完成时态，即 ,.C86F (’>%&’；第二空因为主句
用的是过去时态，所以从句也应该用过去的某种时态，所
以答案应该是 :。

102 H# 本题的主干是 /,’ ’C’686F 与 I +’6/ .(-%.)，在句中 I +8BB /’BB
*%5 &%-’ .(%5/ B./’- 作定语修饰先行词 /,’ ’C’686F，注意在
句中少的是介词 .(%5/ 的宾语，又因为是一个非限制性定
语从句，所以应该选 H。

112 :# 本题考查的是有关 D’’J 短语的辨析。D’’J %6 的意思是继
续；D’’J 86 的意思是抑制，隐瞒，隐藏；D’’J 5J 的意思是
不低落，维持，继续；D’’J %44 的意思是让开，不接近。本
句的意思是：面对失败，最重要的是保持情绪高昂。所以
本题的答案是 :。

192 :# 本题考查 %6’ 的用法。这里的 %6’ 是个代词指代前面的 .
$/-’’/，是同类指代。而 /,./，/,8$ 是特指。+,./ 在语法上是
行不通的。

1;2 3# 主句是 K-%4’$$%- L8 +.$ $8//86F ./ ,8$ )’$D，+,’6 I +.BD’) 86
是一个状语从句。所以在后面的句子中的空上填 =、:、H
的话，就会出现两个谓语而没有连词，这在语法上是错误
的。所以本 题 的 答 案 是 3。注 意 后 面 的 是 个 独 立 主 格
结构。

1<2 H# 由于作者一家是黑人，刚搬到一个新地方，不欢迎他们的
一定是邻居们。所以答案应该是 H。

1?2 :# 邻居们对他们不欢迎，讲话时自然是很生气。
1@2 3# >%&’ 4-%& $%&’ JB.>’ 表示A来自某地A。
1G2 =# 由下段内容可知，别的小孩向作者扔石头、赶作者回家这

些事发生在学校。
9"2 3# /.D’ 6% 6%/8>’ %4 表示A不理睬、不注意A。,.-)B* 和 6’C’- 表示

否定的意思，不能和 /.D’ 6%/8>’ %4 连用，%6B* 不合句意。
9!2 H# 大多数老师对作者表示不理睬，M8$$ 3’.6 对作者受到这样

的对待感到生气。
902 :# $,%+ 表示A 表现出，流露出A。$,%+ %6’’$ -’$J’>/ 4%- $( 表

示出对某人的尊敬。
912 =# $%&’%6’ 表示某人，.6*%6’ 表示任何人。M8$$ 3’.6 通过一

视同仁的方法表现出对作者的尊重。
992 3# M8$$ 3’.6 对作者没有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给了作

者一次机会来证明作者是聪明伶俐的。

9;2 H# 本段最后一句话有提示。M8$$ 3’.6 是第一位教会作者自
己思考的老师。

9<2 :# 根据常识和句子的意思及结构可知，此处只能选 : 项。
9?2 H# M8$$ 3’.6 想知道作者对难题的看法。此处是在询问事情

的原因。
9@2 =# (.>D 5J 表示支持、证实的意思。M8$$ 3’.6 期望作者能有

自己的观点，并给予证实。其他三个选项不合句意。
9G2 3# 自己思考是教育的关键所在。
;"2 3# /,-%+ $/, ./ $( 表示把某物朝某人扔过来。第一段最后一

句有提示。
;!2 =# $’6) 在这里表示迫使、使进入某种状态。
;02 H# 根据句意可以排除 = 和 : 项。由后半句 /,’6 $/.-/’) B.5F,E

86F 可知，班上的学生对所发生的事情先是感到吃惊。
;12 :# 联系上下文可知，此处前后两句之间为因果关系。
;92 3# 学生想了解作者的情况，其他三项不合句意。
;;2 =# D8) 的意思是小孩。作者只能成为学校中的另外一个人。
;<2 3# 细节题。在本文的最后一句话中即 N%+ O.D. 8$ .B+.*$ (’

>.BB’) %6’ %4 /,’ (’$/ I/.B* A P’-8. =A 就表明了 O.D. 是意大
利甲 = 联赛的最好的运动员。所以答案 3 是正确的。

;?2 :# 细节推理题。在文中有一句 Q,8$ &.D’$ 5$ C’-* ,.JJ*，8/
,’BJ’) 5$ /% (5* . F-’./ /.B’6/ .6) .B$% $,%+’) 5$ ,%+ 8&J%-E
/.6/ .6) 4.&%5$ M8B.6 8$ .-%56) /,’ +%-B)2 这就表明了老板是
很高兴接纳 O.D. 的。

;@2 H# 推理判断题。由第一段中第二句话可知 P.6 K.%B% 是 O.D.
所在的第一个俱乐部。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H。

;G2 H# 细节题。根据短文中 /,’-’ 8$ /,’ $J’>8.B +86/’- $/%>D .6) /,’
$/%>D /,./ J’%JB’ (5* .BB /,’ *’.- -%56)；$%&’ %4 /,’$’ /,86F$
.-’ $B8F,/B* -’)5>’)2 这句话可以看出冬季服装降价不大。
所以答案是 H。

<"2 =# 从短文的第四、五、六段可以看出，人们如此抢购，已经失
去了英国人购物排队的绅士风度。故 = 是正确的。其他
三项与原文事实不符。

<!2 H# 根据文中第七段第一句可以看出这种抢购是空前的，老板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降价销售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所以本
题的答案是 H。

<02 3# 猜测词义题。根据 Q,’6 I ,.) )866’- .6) +’6/ (.>D /% (’)
中的 (.>D 一词可以判断此短语的意思是睡觉。所以答案
是 3。

<12 :# 主旨大意推测题。通读全文可以看出，本篇短文主要是讲
述了A抢购热A的事情，故答案是 :。

<92 H# 主旨大意推测题。标题必须简洁明了而且要覆盖全文。
综观全文，主要是在说明如何去除坏习惯的问题。所以本
文的最佳标题应该是 H。

<;2 H# 词义猜测题。在本文中，说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可
以用A马上做A来替换这个习惯，那么这个习惯一定是拖延
的坏习惯。所以答案应该是 H。

<<2 H# 正误判断题。= 项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替换你的恶习，这显
然与文中所提到的方法是矛盾的。3 项通过第一段内容可
以看出习惯是自己所养成的。: 项说的太笼统，是坏习惯
阻止你的成功，但好习惯是能促使你成功的。H 项是本文
主要所表达的内容。

<?2 =# 细节题。在回答怎样使你的精神饱满时，有几个方法即文
中八到十二段提到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答案应该是 =。

<@2 :# 文章主旨题。通观全文可以看出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在美
国迎接新年的方式及习俗。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

<G2 H# 细节推测题。由文章第二段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大声吵闹
的原因是为了驱赶走一年的厄运。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H。

?"2 3# 由文中第三段最后两句可以看出，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利用
媒体警告人们别酒后驾车，而且一些地方还免费开车送其
回家。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3。

?!2 :# 正误判断题。可以用排除法来做这个题。Q,’ (8FF’$/ .6)
6%8$8’$/ N’+ R’.-’$ J.-/* 86 /,’ S68/’) P/./’$ /.D’$ JB.>’ ./
Q8&’$ PT5.-’ 86 N’+ R%-D :8/*2 可以断定 = 正确；Q,’* &.D’
)’>8$8%6$ .(%5/ ,%+ /% 8&J-%C’ /,’&$’BC’$ 86 /,’ *’.- .,’.)2
从而可以断定 3 正确；=B&%$/ ’C’-*%6’ $’’&$ /% ’67%* B%%D86F
(.>D %C’- /,’ *’.- /,./ ,.$ 75$/ ’6)’) .6) B%%D86F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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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从而可以看出 0 是正确的。所
以本题的答案是 1。

23/ 0" 细节题。开头第一段中的 4$567$%8 59+-6 +# $:5).7+#7 .)9& $#
+77.+%7$)# +#; %+# &<&# 5.)7&%7 7=& 9$56 *.): ;.-$#( )>7 $# =+.6=
,&+7=&./ 这句话就表明了口红的用途就是增加妇女的魅
力。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0。

2?/ 1" 推理判断题。在介绍现在的口红的生产中有一句 @>7 $7
,+6 #)7 >#7$9 !ABC 7=+7 9$567$%8 +%%$;&#7+99- ,+6 .&$#<&#7&; 7=$6
7$:& ’- 7=& D:&.$%+#6，表明了现代口红的再次使用是在
!ABC 年，注意在此句中有一个词 +%%$;&#7+99- 恰当地说明了
现代口红出现的偶然性。所以本题答案是 1。

2E/ @" 词义猜测题。根据前面有很多种类的口红，所以不是很难
地发现（ *$#;）、使用（>6&）或储存（ 67).&）而是跟上（ *)99),）
趋势。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

2B/ 0" 细节推理题。文中倒数第二段的内容就表达了不必害怕
口红中的有毒物质，甚至在最便宜的口红中，也几乎没有
有毒物质。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0。

2F/!
22/ +*7&. 改为 $#。在表示将来的时间时，+*7&. 后面加时间点，而 +

*&, :$#>7&6 是一个时间段，所以要用 $#。
2G/ %+:& 改为 %):$#(。感觉到的是凉爽的空气从湖面吹来，表示

动作正在进行，所以要用现在分词作补语，表示正在进行的
动作。

2A/ 65&%$+99- 改为 &65&%$+99-。65&%$+99- 和 &65&%$+99- 都是表示H 特别
地H的意思，但当后面接的是一个从句或介词时，要用 &65&%$+9I
9-。

GC/ ,+6 改为 $6。这个湖是一个自然奇迹，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要用
一般现在时。

G!/ *).: 改为 *).:&;。在此题中表示湖是什么时候、是怎样形成
的。湖的形成应是被动的，故将 *).: 改为 *).:&;。

G3/ =>#;.&; 前加 +。在此题中，表示一百年，应该是 + =>#;.&;。
G?/ ,$7= 改为 )*。表示事物的特征要用介词 )*。)* +99 6=+5&6，67-9&6

+#; %)9).6 表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形式和颜色。
GE/ %)9). 改为 %)9).6。应该是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应该用复数

形式。
GB/ 去掉第一个 7=&。这里应该是泛指，在每个深秋或冬天都这样。

所以应该把 7=& 去掉。
【范文选登】
0&+. 1=+$.:+#，

J ,)>9; 9$8& 7) +559- +6 + <)9>#7&&. *). 3CCG K9-:5$% L+:&6/
J +: !A +#; %):& *.): @&$M$#( !CF N$(= O%=))9/ P=&# 7=& #&,6

%+:& 7=+7 @&$M$#( ,)>9; =)67 7=& 3CCG K9-:5$% L+:&6，J ,+6 <&.- &QI
%$7&;/ J# :- )5$#$)#，7) =)67 7=& 3CCG K9-:5$% L+:&6 $6 + =)#). *).
)>. %)>#7.-/ @&$#( + <)9>#7&&. *). 3CCG K9-:5$% (+:&6 $6 +96) + )#%&I
$#I+I9$*& &Q5&.$&#%&/ D7 7=& 6+:& 7$:&，,& %+# :+8& %)#7.$’>7$)#6 7)
)>. %)>#7.-/

J# :- 6%=))9，,& )*7&# %)::>#$%+7& ,$7= &+%= )7=&. $# R#(9$6= $#
).;&. 7) $:5.)<& $7/ D7 7=& 6+:& 7$:&，J ;&%$;& 7) 9&+.# :).& +’)>7 7=&
R#(9$6= %>97>.& ’&%+>6& J ,+#7 7) ’& + <)9>#7&&./

J +: 9))8$#( *).,+.; 7) +# &+.9- .&59-/
S)>.6 6$#%&.&9-，

P+#( N>+
附：听力参考材料
!"#$ !
P：0)&6 7=$6 ’>6 () 7) 7=& @+#8 )* 1=$#+？
T：S&6/ L&7 )** +7 7=& 5)67 )**$%& +#; ,+98 67.+$(=7 +=&+; *). +’)>7 7,)

:$#>7&6/
!"#$ 3
P：P)>9; -)> :$#; $* J ’)..),&; -)>. %+. M>67 )<&. 7=& ,&&8&#;？
T：J’: 6)..-，’>7 $7’6 M>67 #)7 5)66$’9& ，’&%+>6& J’: <$6$7$#( :-

:)7=&. 7=$6 ,&&8&#;/
!"#$ ?
P：1+# -)> =&95 :& )>7？J’: 7.-$#( 7) *$#; 7=& L.+#; N)7&9/
T：U>.# .$(=7 +7 7=& 7.+**$% 9$(=7/ J7 $6 #&Q7 7) 7=& #&, 6=)55$#( %&#7&./
!"#$ E
T：P=- ;)#’7 -)> ,+$7 =&.& + *&, :$#>7&6 +#; J’99 (&7 :- %+.？

P：V)，7=+#8 -)>/ J’; ’&77&. 7+8& 7=& ’>6 =):&/
!"#$ B
P：S)> :>67 ’& 7=$.67-/ P)>9; -)> 9$8& + ’)779& )* 1)%+ 1)9+？
T：J ,)>9; .+7=&. =+<& + ’)779& )* ’&&. 7=+# 1)%+ 1)9+/
P：U=+7’6 KW/ N&.& -)> +.&/
T：U=+#8 -)>/
!"#$ F
P：4)<&9- ,&+7=&.！
T：S&6，$7’6 .&+99- ,+.:/
P：J’<& 6&&# -)> ’&*).&，=+<&#’7 J？
T：P&99，-)> :+- =+<& ;)#&/ J’<& ’&&# =&.& )#%& ). 7,$%&，*). + ,+98

$# 7=$6 X>$&7 5+.8/ 0) -)> 9$<& #&+. =&.&？
P：S&6，J 9$<& $# )#& )* 7=)6& *9+76 )<&. 7=&.&/ P=+7 +’)>7 -)>？
T：K=，J’: 67+-$#( ,$7= + *+:$9- ;),# #&+. 7=& 67+7$)#/
P：D.& -)> )# =)9$;+-
T：P&99，&. / / / J’: =&.& 7) $:5.)<& :- R#(9$6=/ J’: *.): L.&&%&，

-)> 6&&/
P：J ;$;’7 7=$#8 -)> ,&.& R#(9$6=，’>7 -)>. R#(9$6= $6 <&.- ());/
T：U=+#8 -)> <&.- :>%=/
!"#$ 2
P：J =+<& 7) (&7 9>#%=/
T：1+# J =&95 -)>？
P：S&6，7=+7 ,)>9; ’& #$%&/ S)> 8#),，J ;)#’7 9$8& %))8$#(/ P=+7

+’)>7 -)>？
T：J ;)，+97=)>(= J ;)#’7 ;) $7 ,&99/ O=+99 J %>7 6):& ’.&+;？
P：S&6，59&+6&/ U=+7 ,)>9; ’& + =&95/
T：P)>9; -)> 9$8& :& 7) :+8& 7=& 6+9+;？
P：V)，7=&.&’6 #) #&&;，7=+#86/ J’<& ;)#& $7/
T：J6 7=&.& +#-7=$#( &96& -)> ,)>9; 9$8& :& 7) ;)？
P：P&99，-)> %)>9; 9+- 7=& 7+’9&，+#; J’99 (&7 6):& $%& )>7 +#; )5&#

7=& ).+#(& M>$%&/
!"#$ G
T：N$，T+.-！
P：Y+%8！N), 9)<&9- 7) 6&& -)> +*7&. +99 7=$6 7$:&/
T：S&6，$7’6 ’&&# +(&6，=+6#’7 $7？S)> 9))8 <&.- ,&99/
P：O) ;) -)> ！S)> =+<&#’7 %=+#(&; + ’$7！
T：Z&+99-？J 7=)>(=7 J =+;/ J ,&#7 +’.)+; +#; ,).8&; *). + -&+. +#; +

=+9* $# O$#(+5).&/ J’<& M>67 %):& ’+%8 *). 1=.$67:+6 +#; ,$99 ()
’+%8 7=&.& $# + *&, ,&&86 / U=& ,&+7=&. 7=&.& $6 6>5&./

P：J6 -)>. ,$*& 67$99 ,).8$#(？
T：V)/ / / +%7>+99-，O>6+# $6 ()$#( 7) =+<& + ’+’-/ U=+7’6 ,=- J’: ;)I

$#( +99 7=& 1=.$67:+6 6=)55$#( :-6&9*/
P：K=，7=+7’6 ,)#;&.*>9 #&,6/ [9&+6& 6+- HN&99)H 7) =&. *). :&/
T：J ,$99/ D.& -)> 67$99 ,).8$#(？
P：S&6，J’<& ()7 +# &Q%&99&#7 M)’，+#; J &#M)- $7 <&.- :>%=/
T：J 6+-，T+.-，,=- ;)#’7 -)> %):& +#; <$6$7 >6 ;>.$#( 7=& =)9$;+-？

O>6+# ,$99 ’& :)67 59&+6&; 7) 6&& -)> +(+$#/
P：U=+7 ’6 + ,)#;&.*>9 $;&+/ L$<& :& + .$#( ,=&# -)> +.&

6&779&;/ @-&/
T：L));I’-&/
!"#$ A
T：K>. *9$(=7 =+6 ’&&# ;&9+-&; *). 7,) =)>.6/ T- 5+.7#&.6 +.& ,+$7$#(

*). :& +7 4)#;)# D$.5).7/
P：P=&.& ;) -)> %):& *.):？
T：@&$M$#(/ J ,+6 +7 + 7,)I,&&8 %)#*&.&#%& 7=&.& )# O5+%& 7&%=#)9)(-/
P：N), $#7&.&67$#(！J ,+6 7=&.& ,$7= + 7)>./
T：Z&+99-？P=$%= 59+%&6 ;$; -)> <$6$7？
P：D5+.7 *.): @&$M$#( ，,& ,&#7 7) V+#M$#(，O=+#(=+$，\$’+#，N+#(I

]=)> +#; L>+#(]=)>/
T：0$; -)> &#M)- $7？
P：̂ &.- :>%=/ J7 ,+6 )#& )* 7=& :)67 &Q%$7$#( 7)>.6 J’<& &<&. :+;&/

P+6 7=$6 -)>. *$.67 7.$5 7) 1=$#+？
T：K=，#)，J () +9:)67 &<&.- -&+./ _#*).7>#+7&9-，$7’6 +9,+-6 )#

65+%&I.&9+7&; ’>6$#&66，6) J’<& )#9- 6&&# 7=& $#6$;& )* %)#*&.&#%&
.)):6 +#; *+%7).$&6/ J =+<&#’7 =+; 7=& %=+#%& 7) <$6$7 +#- 7)>.$67
6$7&6/



答案—!"###

$：%&，’(’) * +,-*( .’(/！
!"#$ !0

1-)，/23’,- ,’+&(4 5 *6 7,26 823(& 97,’:*4 5 *6 ;2( *( *<< 3)-= (2
(&’) :2<= >-*(&-,，?3( 5 *6 +<*= (2 )*/ (&*( 5 &*@- *<< (&- :<2(&-) 72,
(&’) 7,--A’;+ >-*(&-,4

$&-; 5 7’,)( +2( (2 B;2> (&*( 5 >23<= ?- *((-;=’;+ (&’) ’;(-,;*(’2;C
*< :2;7-,-;:- &-,- ’; D’;<*;=，5 &*= ;2 ’=-* >&*( B’;= 27 :<2(&-) 5
)&23<= (*B- *<2;+4 5 =’=;’( B;2> >&*( (2 =2 >&-; 5 (&23+&( 27 (&’) (>2C
>--B )(*/ &-,-，>’(& * ,*(&-, 72,6*< =’;;-,，* 7-> .*,(’-)，)2:’*< +*(&C
-,’;+) *;= * =*;:- =3,’;+ (&- :2;7-,-;:-4

D2,(3;*(-</，6/ 7,’-;= E3<’* &*) ?--; (2 F2,(&-,; G3,2.-4 1-) ，
)&- >*) * +,-*( &-<.4 8&- &-<.-= (2 )2<@- 6/ ?’++-)( .,2?<-64 8&-
.<*:-= *; 2,=-, 72, )26- >*,6 )3’() *;= =,-))-)， ?3)’;-))C(/.-
:<2(&-)，27 :23,)-，27 =*,B :2<2,)4 8&- *<)2 ?23+&( 6- )26- )B’,() *;=
?<23)-) )2 (&*( 5 :23<= >-*, (&- )*6- :<2(&-) ’; )-@-,*< =’77-,-;( >*/)4
9 :23.<- 27 <’@-</ :2<2,-= =,-))-) >’<< +’@- 6- * ;’:- :&*;+- 7,26 (’6-
(2 (’6-4 8&- *<)2 &-<.-= (2 :&22)- * @-,/ >*,6 ,*’;:2*( *;= * .*’, 27
?22()4

%&，&2> <3:B/ 5 *6 (2 )3:& * &-<.73< 7,’-;=4 8&- )*@-= 6- * <2(
27 (,23?<-4

"00H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五）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 "00H 年已经是某些省市高考自主命题的第三年，经验基本成熟，加之新教材的实施，在试题难度上可能会略高于 "00I 年高考
试题。单项填空不会太难，难度主要将在完形填空以及阅读理解的个别篇目上有所体现。因此考生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优良的
思维品质和正确的解题思路十分重要。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相关事宜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J0 分及以上
人数百分比

!"0—!K0 分
人数百分比

!!0—!"0 分
人数百分比

!00—!!0 分
人数百分比

黄冈高级中学 04 IK LM4 I 分 !KK 分 0N !0N !IN "0N
# # 考虑到 "00H 年《考试大纲》的特点，在本套试题的命制过程中，适当提高了试题的总体难度，突出了语言的灵活运
用，但决不涉及生僻的知识点和难以理解的语境；强化了语篇的多样性和新颖性。

通过测试发现，考生在做这套试题时容易犯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4 单项填空：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死抠语法知识，忽视了对具体语境的把握和对题干逻辑的分析和理解。
"4 完形填空是最容易拉开考生分数档次的题目。做完形填空题时，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不注意对文章整体和内

在逻辑的把握以及对具体语境的分析，O感觉O替代了理性分析。
K4 阅读理解的失分原因主要表现在对文章整体把握（ 主旨归纳）不准，推理判断缺乏充足的依据，对细节的理解

不够准确。
J4 书面表达的失分原因主要是受汉语思维的影响。

!—I 9PPQQ# H—!0 PP9PP# !!—!I Q99Q9# !H—"0 QPQP9
"!4 Q# 考查动词辨析。因为后面的介词是 2;，因此只能用 Q 项，

72:3) )(&4 2; 意思是O把⋯⋯专注于O。
""4 9# 考查代词的用法。从后一句话判断可知，并不是每个人都

接受这一新的方法。
"K4 9# 考查形容词的区别。从题意分析，此处表示O 意识到O，因

此用（?-）*>*,- 27。
"J4 R# 考查句式辨析。本题考查的是强调句，因此第二个空用

(&*(；被强调的部分是主语从句，引导词无意义，因此第一
个空也用 (&*(。

"I4 P# 考查时态的正确运用。美国儿童肥胖状况在增长，指目前
的状况，应该用现在进行时；根据后面的时间状语 2@-, (&-
.*)( "0 /-*,) 判断，应该用现在完成时，表示O 翻一番O，用
主动语态。

"H4 R# 考查介词短语所表示的逻辑关系。此处下句是对上句的
进一步解释，因此用O换言之O。

"L4 Q# 考查名词的区别。此处表示老故事的新O 版本O，而不是
一本、一册的概念，故不选 9。

"S4 Q# 考查非谓语动词。第一个空表示主动，因此用现在分词构
成 >’(& 的复合结构；后面用过去分词作后置定语，表被动
概念。

"M4 Q# 考查情态动词。前面表示对过去情况的否定推测，表示礼
物O相当好O之意；后面表示对现在情况的肯定推测。

K04 9# 考查冠词。5;(-,;-( 前常加定冠词 (&-；后面的 :&*( ,226
是可数名词，故用不定冠词 *。

K!4 Q# 考查动词短语。)36 3. 意为O 总结O；*== 3. (2 表示把数
量加起来O总数是多少O；6*B- )-;)- 27 意思是O 使⋯⋯有
意义O，只有 Q 符合题意，*::23;( 72, 意思是O 解释或说
明⋯⋯的原因O。

K"4 Q# 考查时间状语从句的引导词。*)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当
O随着⋯⋯O讲；>&-; 表示O 当⋯⋯时候O，>&’<- 表示O 在
⋯⋯过程中O。

KK4 R# 考查交际用语。5’@- +2( ’( 意思是O我明白了O。

KJ4 9# 考查固定结构的特殊含义。62,- T !"#4 T (&*; T !"#4 表示
前者 在 程 度 上 大 于 后 者，意 思 是O 与 其 说 ⋯⋯ 不 如 说
⋯⋯O。

KI4 9# 考查副词的区别。根据题意和逻辑关系判断，用 2,’+’;*<</
O原 本，最 初O 最 佳。*..*,-;(</O 显 然O；,-<*(’@-</O 相 对
地O；;2,6*<</O通常O，均不符合逻辑。

本文是叙述加说明类文章。目前上网写O 博客O 成为一种时
髦，那么什么是博客呢？文章作者通过自己的体会以及自己妹妹
的例子说明 O博客O—即网络日记—与传统日记的相似之处和区别。
KH4 9# 此处强调O博客O与传统日记的内容是一样的。
KL4 Q# 与后文形成对比，首先说明O博客O与日记的相似之处。
KS4 R# 作者强调的是O传统的O 日记。=*(-=O 过时的O，显然不合

乎现实情况；.-,)2;*<O个人的O，修饰日记，没有必要。
KM4 P# 通过下文内容可知，O 博客O 与日记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

O公开性O，任何人都可能看到。
J04 R# 根据文章所提供的上下文对比的逻辑以及常识判断可知，

日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的O秘密O。
J!4 P# 既然是秘密，就不想跟人O 分享O。日记不一定会出版，因

此不选 .3?<’)&。
J"4 9# 此处强调的是写O博客O的人，而不是写日记的人的情况。
JK4 9# 从上下文看，作者的妹妹喜欢写O博客O。
JJ4 Q# >&-;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作者说明当自己和妹妹一样大

时往往写日记。
JI4 9# 作者只能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写在日记上。
JH4 R# 作者把日记藏起来，O担心O会被别人看见。
JL4 9# 从后面的内容看，O博客O的内容会被别人看到，具有公开

性。如果说了别人的坏话会伤害别人的感情，因此此处介
绍的是O博客O的O问题O。

JS4 Q# 从后面伤害别人的感情看，此处说的是别人的坏话，6-*;
在此处用作形容词，意思是O恶意的O。

JM4 P# 此处说明的是O 博客O 与日记的不同，因此上下文形成转
折关系。

I04 R# 在O博客O上发布攻击别人的言论，这个人O 或许会O 看到。



答案—!"###

但是不可能$一定会$看到，因此 %&’(，)*++ 不符合文意。
,!- .# 前面说明了$博客$的问题，这儿再介绍$博客$的好处。
,/- 0# 在日记上写了什么东西，别人不会看到，因此选 12 213。
,"- 4# 在$博客$上写上同样的东西，最好的朋友很快就会看到。

选 *%%35*6(3+7 不符合逻辑。
,8- 9# 此处指来自于最好的朋友的安慰，与前文$ 没人关心我$

相呼应。朋友的喜欢就是$ 关心$。$ 思念$ 不符合文章前
后逻辑。如果选$需要$则把关系颠倒了。

,,- 0# $博客$最大的好处在于使人们时刻保持着联系。’(67 *1
:21(6:( )*(; ’<- = >33? *1 (2&:; )*(; ’<- $ 与 某 人 保
持联系$。

本文是时文报道。文章报道了在美国一个县里，校方因担心
学生用摄像手机考试作弊而禁止学生把摄像手机带到校园。
,@- 4# 细节理解题。文章第二段第一句说明，学校禁止学生在学

校里用摄像手机。0 项信息不清楚，而且不是文章所涉及
的问题。

,A- .# 推理判断题。B3156++ C6&+ 说的话代表了感到$灰心$一类
同学的态度。

,D- 9# 细节理解题。文章第四段主要说明，学生用摄像手机作弊
的情况，正是 *( 所指代的内容。

,E- 4# 主旨理解题。文章最后三段内容表明学生对有没有用摄
像手机作弊这一现象的观点不一致，有的同学认为没有，
有的同学认为很普遍，事实上就是对学校所采取的措施表
达不同的观点。

# # 本文是议论文。文章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说明：
要勇于向伟大人物学习，这样你才能提高自己。
@F- 9# 主旨归纳题。文章作者号召人们要勇于向伟大人物学习，

以提高自己。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本文的中心段落。
@!- 4#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一段第一句$很多人本可以成为奥

运冠军$以及后面作者一再强调$ 很多人可以比自己做得
更好$可以判断出，作者是奥运冠军。

@/- 0# 词义判断题。从短语后面$ 我不能跳得更高$，可以推断
出此短语的意思是$停滞不前$。

@"- .# 细节理解题。在文章第二段中，作者用那些伟大的商人对
新手不惜赐教的例子，比喻在运动会上伟大的运动员对新
运动员的无私教诲。

# # 本文是应用文。文章介绍了几种在办公室伸展身体、消除工
作压力的简便运动方式。
@8- .#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一段中$ G(H3’’ 6::&%&+6(3’（ 增加）

I&*3(+7，<2*+*1J 2K3H 6( (;3 )2H’( %2%31( );31 72& 5*51’( 3L
K31 H36+*M3 *( )6’ (;3H3- 03+2) 6H3 ’2%3 )67’ (2 ;3+? ?H3K31(
(;*’ NH2% ;6??31*1J <7 ’(H3(:;*1J 615 H3+6O*1J 72&H <257 5&HL
*1J (;3 +&1:; ;2&H- $可以得出答案。

@,- 4# 细节理解题。$ P6K3+LJ6M*1J（凝视肚脐）$一项提到 C&( 72&H
;615’ 21 72&H )6*’( 615 ;&%? 72&H <6:> 6 +*((+3-（双手叉腰，
背略弯）

@@- 0# 细节理解题。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的放松活动，因此都离不
开椅子。

@A- 9# 综合理解题。从文章介绍的这些锻炼方式看，它们的功能
都是一样的，即放松身体、消除工作压力，不属于一个整
体，而是不同的练习。

# # 本文是科普类短文。美国电影《 雨人》是以一个大脑局部有
残疾，但记忆力超群的真人的故事为基础而改编的。科学家试图
通过对电影原形的研究揭示人类智力潜能之谜。
@D- 9# 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第一段的介绍可以得出答案：电影

《雨人》是以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的故事改编的，但电影
人物的原形 C33> 比电影中描述的记忆力还要强。

@E- 4# 推理判断题。从文章第三段内容可以得出结论：科学家之
所以对 C33> 感兴趣是因为他的案例能够揭示关于人类智
力潜能的问题。

AF- 0# 细节理解题。文章第三段说明：一些博学的人大脑一个区
域受到伤害，而其他区域的能力却得到充分的发挥。

A!- .# 推理判断题。文章最后两段通过 C33> 自己的话以及他父
亲的话，可以看出本文作者对 C33> 的能力深信不疑。

# # 本文是一篇极有趣味的记叙文。作者的三个孩子总是发生争
斗，而这一切大都是由于作者的儿子 Q6:> 故意欺负两个女儿所引

起的。作者想方设法阻止儿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作者发电子邮
件向姐姐求助，姐姐让他给儿子发电子邮件，网上推心置腹的交流
改变了儿子的态度。
A/- 9# 主旨推断题。作者用各种办法都阻止说服不了儿子，但网

上的交流却解决了问题，作者的意图显然是强调$ 网络交
流$的价值。

A"- 4# 推理判断题。作者开头说对忙于解决世界冲突的领导人
深表同情，目的是用一种幽默的风格引出作者自己的问
题，与整篇文章轻松幽默的笔调保持一致。

A8- 0# 细节理解题。当作者试图用各种办法来阻止儿子的行为
时，他$耸肩$，表明他一点都没有改变，而且反驳了作者。

A,- 0# 概括理解题。概括文章倒数第二段内容可以得出答案：作
者因为上网跟儿子进行心平气和的交流，儿子改变了自己
的行为。

A@- ;36(*1J";36(35 # 此处应该用形容词 ;36(35，表示$热烈的$。
AA- !
AD- *N"<3:6&’3# 此处是原因状语从句，故应用 <3:6&’3。
AE- :2%N2H(’":2%N2H(# $安慰$是不可数名词。
DF- R2)3K3H"03’*53’# 此处表示对前面内容的$ 补充$，而不是转

折关系。
D!- 6J6*1’( 前加 6H3# 6J6*1’( 是介词，前面需加系动词作谓语。
D/- 2&H"(;3*H# 此处表示$他们的$观点。
D"- 去掉 ’(*++ # 表达$ 更为糟糕的是$，用 );6( *’ )2H’3 或 )2H’3
’(*++。
D8- <&("’2 此处不是转折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D,- %6>3"(6>3# (6>3 %36’&H3’ (2 52 ’(;- 是固定搭配。

【思路点拨】# 本文属人物介绍，属于高中学生比较熟悉的题材。
注意：第一，注意文章的时态转换，介绍人物时用过去时，发表感想
时用现在时。第二，要点要全，内容一定要连贯。第三，难点在于
发表自己的感想，一定要紧扣人物的优秀品质，不能没有目的。

【范文选登】
S3:31(+7，T )6(:;35 U2&:; 4;*16 /FF, 21 UV 615 )6’ 533?+7

%2K35 <7 (;3 ’(2H7 2N R21J Q;61;&*-
R21J )6’ <2H1 *1 R3161 CH2K*1:3 *1 !ED/- W;31 ;3 )6’ !/，;*’

N6(;3H J2( %31(6+ 5*’36’3 615 213 567 <H2&J;( ;2%3 61 6<6152135 13)L
+7L<2H1 J*H+- 9 736H +6(3H，;*’ %2(;3H 53’3H(35 (;3 N6%*+7 <3:6&’3 2N (;3
;36K7 <&H531- R21J <3J61 (2 ’;2&+53H (;3 H3’?21’*<*+*(7 N2H (6>*1J :6H3
2N ;*’ +*((+3 ’*’(3H 615 ’*:> N6(;3H- R21J +2K35 ’:;22+ 615 ’(&5*35 ;6H5-
X*16++7 ;3 )6’ 65%*((35 (2 :2++3J3 <&( ;3 (22> ;*’ ’*’(3H )*(; ;*% 615
:21(*1&35 (2 :6H3 N2H ;3H-

T (;*1> (;3H3 6H3 %617 J225 I&6+*(*3’ *1 R21J )2H(; 2&H +36H1*1J，
;*’ ’31’3 2N H3’?21’*<*+*(7，:2&H6J3 615 6<2K3 6++ 6 +2K*1J ;36H(！

【亮点回放】# 本文比较好地把握了题意和写作要求，逻辑层次清
晰，发挥得当，是一篇档次比较高的书面表达范文。特别值得借鉴
的地方较多，如：高级词汇的运用：6<6152135，13)+7L<2H1，53’3H(，
H3’?21’*<*+*(7，I&6+*(*3’ 等；短语的运用：’;2&+53H (;3 H3’?21’*<*+*(7 N2H
，<3 65%*((35 (2；连接成分：6 736H +6(3H，6<2K3 6++；高级结构的运
用：);31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被动语态 )6’ 533?+7 %2K35 <7，
)2H(; 52*1J 等。
附：听力参考材料
!"#$ !
Y：U;3’3 6??+3’ (6’(3 (3HH*<+3-
W：Z2& ’;2&+5 (H7 (;3 JH331 213’ *1’(365 2N (;3 H35 213’-
!"#$ /
Y：[>，3K3H7213，;615 *1 72&H (3’(’-
W：461 )3 ;6K3 ()2 %2H3 %*1&(3’，?+36’3？
!"#$ "
W：T’% ’2HH7- G&’61- W;6( )3H3 )3 (6+>*1J 6<2&(？
Y：.*113H- T(’’ 12( (21*J;(- T 6% J2*1J (2 6 %2K*3 )*(; %7 NH*315’-

0&( T’++ <3 ;2%3 <7 6<2&( E\ "F- T’++ 36( ’2%3 ’&??3H (;31-
!"#$ 8
W：T :61’( <3+*3K3 ;2) %&:; )3*J;( 72&’K3 J6*135-
Y：]3(’’ :;61J3 (;3 ’&<^3:(，[B？
!"#$ ,
W：.2 72& )61( (2 ’33 6 ;2HH2H %2K*3 )*(; %3 (21*J;(？
Y：[1+7 *N 72& ?H2%*’3 12( (2 ’:H36%-



答案—!"###

!"#$ $
%：%&’(，)*’+ *),- (./ 01-&2 (./’+-13 /45
6：78，9&:！; *..< & +8.=-’ *8)+ ,.’2)2>5
%：?/* 2.= (./’’- &11 0.@-’-: =)*8 :)’*5
6：78 ，; 41&(-: ./* )2 *8- (&’: A/+* 2.=5
%：B-* )2*. *8- C&*8’..,5 D2: ; =&2* (./ *. =&+8 C-8)2: (./’ -&’+5
6：7<，; =)11 C’/+8 ,( *--*8 &+ =-115
%：B..: ):-&！9.2’* 3.’>-* *. 4/* .2 (./’ +/)*5
6：D=，9&:！
!"#$ E
6：F.,，0&2 (./ ’/2 *. *8- +/4-’,&’<-* *. C/( +.,- ,)1< 3.’ :)22-’？
%：%.,！;’, )2 *8- ,)::1- .3 & @):-. >&,-！
6：7<5 ;’11 >-* *8- ,)1< )3 (./ =&2* *. 4’-4&’- :)22-’ 3.’ /+5
%：G)2-5 ;’11 >. *. >-* )*5
6：F8&2<+，:-&’5 ;’11 ,&<- (./ & :-++-’*5
%：7H！D’- (./ +/’- 9&: 0&2’* >-* *8- ,)1<？I- 8&+ & ,.*.’C)<-5

;’11 *&<- !J ,)2/*-+ *. >-* *. *8- +/4-’,&’<-*5
6：K./ 8&@- (./2> 1->+5 K./ 0&2 :. )*5
%：7<，0&2 ; C/( +.,- 08)4+ =)*8 *8- 08&2>-？
!"#$ L
6：M-*-’，(./’ @).1)2 41&()2> =&+ =.2:-’3/1！
%：D2: (./ =-’- >’-&* *..，D1)0-5 N@-’(.2- +&): (./ +&2> 1)<- &2 &2O

>-15
6：F8&2<+，M8)15 ; *8)2< =- 8&: & 4’-**( >..: +8.=5
%：;’, +/’- 9&@): &2: (./’ 4&’-2*+ &’- @-’( 4’./: .3 (./5
6：; 8.4- +.5 9&@): 8-14-: & 1.*，(./ <2.=5
%：K./ +8./1: 1-* 8), <2.= *8&*5
6：; 0./1: C/( 8), & >)3*5
%：K-&85
6：%&(C- ; 0./1: 41&( 3.’ 8), &* 8.,-5
%：F8&*’11 C- +.,-*8)2> +4-0)&15

!"#$ P
6：I-(，=8( *8- 1.2> 3&0-？
%：%( *-&, 1.+* *8- C&+<-*C&11 >&,- *.:&( +. ;’, 3--1)2> +/’4’)+-:5
6：;*’+ .21( & >&,-，9&@):5 9.2’* =.’’( &C./* )*5
%：?/* *8- +0.’- =&+ 3)3*(O*=. *. 3./’！
6：78，; +--5 Q./2:+ 1)<- (./ 2--: +.,- 8-145
%：68&* :. (./ *8)2< =- +8./1: :.？
6：K./ &2: (./’ *-&,,&*-+ +8./1: ’-&: & C..< &C./* C&+<-*C&115
%：D2(*8)2> -1+-？
6：K-+，(./ +8./1: 4’&0*)+- =8&* (./ ’-&: &C./*5
%：7<，=-’11 >)@- )* & *’(5
!"#$ !R

S.C-’*. T1-,-2*- =&+ C.’2 )2 !PU" )2 M/-’*. S)0.5 I)+ 4&’-2*+
:): 2.* 8&@- ,/08 ,.2-(5 ?/* *8-( *&/>8* *8-)’ 08)1:’-2 *. C- >..:
&2: 8.2-+*5 F8-( &1+. *&/>8* *8-)’ 08)1:’-2 *8- ),4.’*&20- .3 8.2.’5
T1-,-2*- 8&: &11 .3 *8-+- V/&1)*)-+5

D+ & 08)1:，S.C-’*. 1.@-: C&+-C&115 I- 1)+*-2-: *. C&+-C&11 >&,-+
.2 *8- ’&:).5 I- 41&(-: C&+-C&11 =)*8 8)+ 3’)-2:+5 I- &1+. 41&(-: )2
8)>8 +08..1 .2 & 0)*( *-&,5 68-2 8- >’&:/&*-: 3’., 8)>8 +08..1 )2
!PJU，2)2- 4’.3-++).2&1 *-&,+ =&2*-: T1-,-2*- *. 41&( 3.’ *8-,5 F8-
?’..<1(2 :.:>-’+ .33-’-: 8), !R RRR :.11&’+5 T1-,-2*- +&): (-+5 F8-2
&2.*8-’ *-&, .33-’-: 8), UR RRR :.11&’+！T1-,-2*- &+<-: 8)+ 4&’-2*+
3.’ &:@)0-5 I)+ ,.*8-’ +&): *8&* 8- ,/+* <--4 8)+ =.’:5 Q. 8- +)>2-: &
0.2*’&0* =)*8 *8- :.:>-’+5

T1-,-2*- ’-0-)@-: ,&2( &=&’:+ &2: ,&:- & 1.* .3 ,.2-(5 ?/* 8-
>&@- & 1.*，*..5 ;2 !PEW，*8-’- =&+ &2 -&’*8V/&<- )2 X)0&’&>/&5 T1-O
,-2*- 0.11-0*-: 3..:，01.*8)2> &2: ,-:)0)2- 3.’ *8- 4-.41-5 I- =-2*
.2 & 41&2- *. C’)2> *8- +/441)-+ *. 4-.41- )2 X)0&’&>/&5 ?/* &3*-’ *8-
41&2- *..< .33，)* 0’&+8-: )2*. *8- =&*-’5 N@-’(.2- .2 *8- 41&2- :)-:5
T1-,-2*- =&+ & >’-&* C&+-C&11 41&(-’ &2: & 8-’.5

WRR$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六）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英语作为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要考查考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
人才。高考英语着重体现在英语听、读、写等几个方面，因此，考生在复习中重点应该放在对英语的理解和表达方面。
为此，考生一方面要加强英语语言的学习，熟悉英语词汇、短语、语法及习惯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加强非语言的学习，
如对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生活、习俗等知识的了解，以便促进英语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

# # 【测试表格】

相关事项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R 分以上
人数百分比

!UR Y !"R 分
人数百分比

!WR Y !UR 分
人数百分比

!!R Y !WR 分
人数百分比

!RR Y !!R 分
人数百分比

北大附中 R5 JL LE 分 !UU 分 RZ LZ !$Z !!Z !J5 WZ

!—J# T?TD?# $—!R# ??DT?
!!—!J# DT?T?# !$—WR# ?DT?D
W!5 ?# 本题主要考查交际用语。选项 D 意思为对方不知道怎么

走时给他带路；选项 ? 意思为请对方走前面，以示礼貌；选
项 T 表示对事物发出感叹；选项 9 表示愉快的心情。根据
语境可知答案选 ?。

WW5 9# 本题考查动词时态。根据前面的话及 C/* 可知，表示与过
去事实不相符的情况，故用 =./1: 8&@-，而在到达那儿之前
就发生的事情，用过去完成时，于是答案选 9。

WU5 9# 本题考查冠词的用法。疾病、自然前面不用冠词，,&2 指
人类时前面也不用冠词，于是答案选 9。

W"5 D# 本题考查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前后两句为事情发生的时
间关系，切不可误认为后面 的句 子 为 定 语 从 句，故 答 案
选 D。

WJ5 T# 本题主要考查不定代词的用法。根据句子的意思可以排
除选项 D、?；选项 T 可指[ 不属于任何教派的人[；选项 9
指[无足轻重的人[。根据前面的 &2.*8-’ %.+1-, 可知答案
选 T。

W$5 ?# 本题考查动词的时态。根据 ;’: ’&*8-’ 所接句子的时态要
求可知，答案应选 ?。

WE5 D# 本题考查让步状语从句。&+ \ *8./>8 可引导倒装的让步状
语从句，而 &1*8./>8 \ -@-2 *8./>8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不
能倒装，从而排除选项 T、9；在 &+ \ *8./>8 引导的让步状语

从句中，若将单数可数名词提前时，冠词要省略，故答案
选 D。

WL5 T# 本题考查词汇辨析。选项 D 意为[得（病），感染（ 疾病）[，
句型为：+C5 0.2*’&0* +*8；选项 ? 意为[传播[时，为不及物动
词；选项 T 意为[ 受感染的[，句型为[ )23-0* +C5 =)*8[，表
示[得了什么病的某人[时，应该为[ +*85 )23-0*-: +C[；选项
9 意为[打击，袭击[，一般指具体、有形的物体。通过比较
可知答案选 T。

WP5 ?# 本题主要考查形容词、副词的用法。根据第一空后面的
,-:)0)2- 可排除选项 D；虽然 ’&*8-’ 可修饰名词，但此处意
义不符，从而排除选项 T；根据第二空后面的 C-**-’ 可知，
@-’( 不能修饰比较级，而 V/)*-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修饰比较
级，但可修饰 C-**-’，于是答案选 ?。

UR5 9# 本题考查介词搭配。主语为动词O)2> 形式，说明动作的完
成，只有 C-(.2: .2-’+ :’-&, 为固定搭配，意思为：从未料
想到，符合句子语境，于是答案选 9。

U!5 T# 本题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选项 D 表示将来或意愿；选项
? 表示主观要求；选项 T 表示征求对方的意见；选项 9 表
示可能性。根据句子语境可知答案选 T。

UW5 D# 本题考查非谓语动词的应用。选项 D 表示非谓语动词的
逻辑主语不是句子的主语；选项 ? 表示非谓语动词的逻辑
主语是句子的主语；选项 T 表示被动或完成；选项 9 表示
宾语所发出的动作。根据句子的意思可知答案选 D。



答案—!"###

$$% &# 本题主要考查连接词的意义辨析。选项 ’ 表示与⋯⋯一
样；选项 ( 表示与其 ⋯⋯ 倒不如 ⋯⋯；选项 ) 表示宁愿
⋯⋯而不⋯⋯；选项 & 表示是⋯⋯而不是⋯⋯。根据句子
的意思可知，我认为他聪明而不是愚蠢，于是答案选 &。

$*% )# 本题主要考查对特殊句型的判断和应用。引号中的前半
部分为 祈 使 句 的 省 略，相 当 于 +,-. /012 34/ 56037-63689
:7;:68，而不是状语；后面应该为 <0= 所连接的并列分句，于
是正确答案选 )。

$"% (#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短语的意义区别。>86<? ,. 意为@破碎，
瓦解；放假，学期结束；分开，分散，驱散@；>86<? =/40 意
为@崩溃，瓦解；出毛病，坏掉；分析，分类，分解化学成分@；
36<8 ,. 意为@飞跑，狂奔@；36<8 =/40 意为@ 拆毁，拆下；逐
条驳斥；毁坏@。根据句子的语境可知，考试之后要求学生
分析试卷，于是答案选 (。

# # 本文为一篇记叙文。记述了作者跟奶奶过圣诞节时在奶奶的
帮助下，作者做圣诞老人的体验。
$A% (# 9:/4 意为@出示，拿给某人看@；3611 意为@ 告诉@，根据意义

搭配可 排 除 9:/4。9:/,1= 表 示@ 应 该@，暗 含 责 备 之 意；
4/,1= 表 示 过 去 习 惯 性 的 行 为，根 据 语 境 可 知，应 该 用
4/,1=，于是答案选 (。

$B% &# 根据后面的 C7=75,1/,9！可知，肯定姐姐的说法是对的，根
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可知应该用 D/，于是答案选 &。

$E% ’# 根据短文语境可知答案应选 ’。
$F% )# 1603 意为@借给@；.<996= 意为@传递@；:<0=6= 意为@ 递给@；

/GG686= 意为@出动提出@。根据语境可知是奶奶递给@ 我@
十元钱，于是答案选 )。

*H% ’# 根据句子结构可排除选项 (、)；4:/ 引导宾语从句时，含有
不确定的意义，而 4:/6I68 引导的宾语从句含有肯定的意
义，即意 为 <02/06 4:/% % % 。根 据 句 子 的 意 思 可 知 答 案
选 ’。

*!% &# 根据前面的 473: J/3:68 可推知，作者从未单独买过东西，
于是答案选 &。

*K% (# 5/0G,96= 表示主语的心理、状态；5/0G,970; 表示事物的性
质、特征。根据句子的意思可知此处是指主语的状态，故
排除选项 ’、)；而 & 为副词，表示动作的情况，( 为形容词
作状语，说明主语的状况，于是答案选 (。

*$% )# 根据后面 0/36 的内容% % % 3:<3 :6 :<= < 5/,;: 可推知。选项
’、(、& 与 5/,;: 无关，而只有呼吸困难时才咳嗽，于是答
案选 )。

**% )# =651<86 指@宣布，公告，郑重地说，断言@，强调让公众知道；
51<7- 指@自称，声称，主张@，表明观点；.8/I6 指@ 证明@，强
调用事实说明；3611 指@告诉@，让对方知道。分析语境即可
知答案选 )。

*"% &# 根据上文的 5/<3 可排除选项 ’、(；选项 )（ 73）指上文所提
到的某物，& 指上文提到的某类物品中的一个（ 件），由此
可知答案选 &。

*A% ’# 根据语境可排除选项 )、&；在形式上为疑问而实际上是在
证实自己的推测，希望对方作肯定回答时，用 9/-6/06，于
是答案选 ’。

*B% &# 根据语境可知此处表示肯定对方的问话，因此排除选项 (、
)；而选项 ’ 只表示回答，并没有表明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于是答案选 &。

*E% )# 根据句子结构@ 动词 L -6 < J6882 ):8793-<9@ 可知，只有选
项 ) 正确。

*F% (# 根据后面的 70 M<03< )1<,9 .<.68 <0= 87>>/09 可知，用纸和彩
带将大衣包裹起来，于是答案选 (。

"H% )# 根据上文第二段最后一句 N’11 4<73 70 3:6 5<8% 可知，应为奶
奶开车送我去，于是答案选 )。

"!% ’# 根据上文第二段最后一句 N’11 4<73 70 3:6 5<8% 及空格后面
的 =/40 3:6 938663 G8/- (/>>76’9 :/,96 可推知，奶奶把车停
放在离 (/>>76 家不远的街上，于是答案选 ’。

"K% ’# 根据上文的 O6 586.3 0/796169912 <0= :7= 70 3:6 >,9:69 >2 :79
G8/03 4<1? 可知，他们为了不让对方知道，只能低声耳语，于
是答案选 ’。

"$% &# 根据语境可知，为了不让对方看见就快速返回，因此答案
选 &。

"*% (# -7996= 指@ 错过，没有赶上，思念@；=7--6= 意为@ 模糊，变
得不清晰@；47.6= /,3 意为@ 彻底擦除，消灭@；=79<..6<86=
意为@消失，不见@。根据语境意思此处指脑海中的情景依
然清晰可见，即不模糊，于是答案选 (。

""% (# 根据上文的 O6 586.3 0/796169912 <0= :7= 70 3:6 >,9:69 >2 :79
G8/03 4<1?% 可推知，作者躲在 (/>>76 家门前的灌木丛中，于
是答案选 (。

# # 本文为议论文，主要论述了农业对工业的重要性，同时为后面
讲述美国农业的市场结构作铺垫。
"A% )# 根据第一段第二句 (,3 3:6 70=,9387<1 .68G/8-<056 /G <;875,1P

3,86 79 6I60 -/86 7-./83<03 3:<0 3:79% 及全文内容可知，答案
选 )。

"B% ’# 根据第一段第二句话可知，答案选 ’。
"E% &# 根据第二段第一句中 3:6 5/,896 /G 65/0/-75 =6I61/.-603 70

;6068<1 =6.60=9 70 < ><975 4<2 /0 3:6 .68G/8-<056 /G G<8-689%
可知，答案选 &。

"F% (# 根据文章最后两句话可推知答案选 (。
# # 本篇短文为说明文，主要介绍和探讨了太空旅行所面临的危
险 ——— 辐射及其它行星自身的射线。
AH% )# 细节理解题。由第四段中的 @ Q6/.16 % % % <86 93<0=70; <3 3:6

>/33/- /G <0 <78 /56<0，@ 可得出答案。
A!% )# 细节判断题。由第四段中的 @ N3 <>9/8>9 3:6 5/9-75 8<29 <0=

<11/49 /012 < I682 G64 /G 3:6 -/93 ./468G,1 /069 3/ 86<5: 96<
16I61% @ 可知，大气层并不能吸收所有的宇宙射线。

AK% ’# 推断题。由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可推断出答案。
A$% (# 中心归纳题。根据文章中心内容可得出答案为 (。
# # 本篇短文为消息报道。主要介绍了北京至广州的新京广铁路
修建即将动工及其用途和意义。
A*% (# 推算题。根据第三段第一句及最后一句可推算出：KHH R K

S K$ T K $HH。
A"% &# 推断题。根据文章第四段后一分句 4:716 3:6 6U79370; 170?

G8/- (67V70; 3/ W,<0;X:/, 4711 5/0370,6 3/ >6 ,96= G/8 -/I70;
5<8;/% 可知。

AA% )# 推断题。根据文章最后一段内容即可推知，修建新京广线
的目的就是减轻乘客的压力。

AB% ’# 中心归纳题。根据文章第一句、最后一段内容可知：中国将
新修一条京广铁路。

# # 本篇为议论文。主要介绍和分析了美国总统布什目前所面临
的自然灾害———Y<3870< 飓风给美国政府和人民所带来的损失以
及美国总统的态度。
AE% )# 中心理解题。根据文章第三段最后一句及倒数第三段最

后一句可知，文章主要谈论布什总统所面临的灾难（ 自然
灾害）。

AF% (# 细节推断题。根据第一段及第二段第一句可推知，当时的
布什总统被弄得晕头转向。

BH% &# 细节推断题。根据文章第二段最后一句可推知，由于布什
的政治资本已被耗尽，于是政治上已经很虚弱了。

B!% ’# 观点态度推断题。根据全篇文章的语气，特别是最后一句
话 (,3 73 79 :<8=12 <99,86=% 可推知，作者的态度是不确定的。

# # 本段为议论文。作者论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人和事物，怎样从他人和其他事物中进行学习。
BK% ’# 词义猜测题。根据该词所在句子中的 :61.，4:/- 2/, <86 /8

4:/ 2/, 4<03 3/ >65/-6 及 后 面 句 子 中 的 ?0/4 可 知
@ G7;,86 /,3@的意思为@了解，明白@。

B$% (# 细节理解题。根据第三段中的@ NG 9/-6/06 :,839 2/,，>638<29
2/,，/8 >86<?9 2/,8 :6<83，G/8;7I6 3:6-，G/8 3:62 :<I6 :61.6=
2/, 16<80 <>/,3 38,93 <0= 3:6 7-./83<056 /G >670; 5<,37/,9 4:60
2/, /.60 2/,8 :6<83% @可得出答案。

B*% &# 正误判断题。仔细分析文章最后一段中的第五句话即可
判断出 & 项不正确。

B"% )# 推断题。根据第三段第二句 ZI60 3:6 ><= 6U.68760569 5<0
>6 16<806= G8/-% 及其大意可得出这一推论。

BA%# .8/I7=70; " >2 .8/I7=70;# 根据句子意思可知，此处表示用
⋯⋯方式帮助，于是在 .8/I7=70; 前加 >2，表方式。

BB% !
BE% -/=7G270; " -/=7G2#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的搭配。动词 :61. 后



答案—!"###

不能接动词的$%&’ 形式，但可以接动词不定式，其中不定式前
的 () 可以省略。

*+, %& " -.)/# 01 2%--1.1&( %& 表示在某方面不同；01 2%--1.1&( -.)/
表示与⋯⋯不同。

34, 56778 )& -). " 56778 -).#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短语的识记及句子
意义的判断。56778 不与 )&，-). 同时连用，根据句子的意思可
知此处表示需要，于是去掉 )&。

3!,# 716.&%&’ " 6.1 716.&%&’# 本题主要考查对句子结构及意义
的判断。根据句子的结构可知，句子缺少谓语，再根据句子的
意义可知此处表示当前正在进行的事情，于是用进行时态。

39, :;6( " ;):# 本题主要考查特殊疑问词的正确使用。根据后
面的 2.<’8 可知，不定式不需再接宾语，因此只能接状语，于是
将 :;6( 改为 ;):。

3=, >.)06071 " >.)0607?# 本题主要考查形容词与副词的区别应
用。修饰动词时只能用副词，于是改 >.)06071 为 >.)0607?。

3@, A<( " B)# 本题主要考查句子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前后两句
的意义，不 能 是 转 折 关 系，而 应 该 是 因 果 关 系，于 是 改 A<(
为 B)。

3C, 01&1-%(12 " 01&1-%(8# 本题主要考查动词时态的应用。由上文
所用时态可知，此处应用一般现在时态。

【范文选登】
D):626?8，8)/1 8(<21&(8 2)&’( ;17> (;1%. >6.1&(8 2) ;)<81:).E

6( ;)/1,
B)/1 >6.1&(8 7)F1 (;1%. 5;%72.1& ()) /<5; 6&2 2)&’( 71( (;1/

:).E 6( ;)/1, G& )&1 ;6&2，(;1? (;%&E (;6( (;1%. 5;%72.1& 6.1 ()) 0<8?
:%(; (;1%. 8(<2%18 6&2 ;)>1 (;1/ () 2) :177 %& (;1%. 7188)&8 )&7?, G&
(;1 )(;1. ;6&2，(;1? (;%&E (;1%. 5;%72.1& 2)&’( E&): ;): () 2) (;1
;)<81:).E,

H):1F1.，I (;%&E 8(<21&(8 8;)<72 ;17> (;1%. >6.1&(8 2) ;)<81:).E
6( ;)/1, J%.8(，(;6( 56& 21F17)> (;1%. 7)F1 -). :).E, D1K(，(;6( 56&
;17> (;1/ <&21.8(6&2 (;1%. >6.1&(8 01((1., L68( 6&2 (;1 /)8( %/>).$
(6&(，(;6( 56& ;17> (;1/ 5<7(%F6(1 (;1%. 60%7%(? () 7%F1,

【亮点回放】
文章紧扣论点进行分析，接着阐述自己对此的观点和看法，层

次清楚，说理透彻。同时，作者运用了三个宾语从句、五个简单句，
在简单句中，作者用了复合宾语结构，同时运用了适当的连词，如
G& )&1 ;6&2，G& (;1 )(;1. ;6&2，H):1F1.，J%.8(，D1K(，L68( 6&2 (;1
/)8( %/>).(6&( 等使句子结构更紧密，使文章显得紧凑。
附：听力参考材料
!"#$ !
M：H177)，;): 2) ?)< 2)？N6? I E&): ?)<. &6/1 6&2 ?)<. 6’1，

>71681？
N：O%/ P.11&，(:17F1 (;%8 ?16.,
!"#$ 9
M：I( %8 ()) ;)( ()26?,
N：Q16;，%( %8 86%2 %( /6? 8(6? (%77 J.%26?,
!"#$ =
M：H177)，:;6( 56& I 2) -). ?)<？
N：R) ?)< ;6F1 6&? 8>).(8 8;)18？
!"#$ @
M：N6&? ;6>>? .1(<.&8 )- (;1 26?，P.6&2>6,
N：S;6&E8, I’/ F1.? ’762 ?)<’F1 011& ;)/1 ()),
!"#$ C
M：G;，216.，:;6( %8 %( )& (;1 >6>1.？I 56&’( .162 %( 6( 677,
N：B)..?，I 8;)<72 ;6F1 (?>12 %(,
!"#$ "
M：Q)< 7))E >671, M;6(’8 :.)&’ :%(; ?)<？
N：D)(;%&’ 81.%)<8 0<( )&7? 6 0%( (%.12,
M：M%(; :;6(？M%(; ?)<. 8(<2%18？
N：Q18，:1’77 ;6F1 6& 1K6/ (;1 26? 6-(1. ()/)..):, M1 6.1 0<8? ’)$

%&’ )F1. :;6( :1’F1 716.&( (;181 26?8, M;6(’8 :).81，/? /)(;1.
%8 %77，8) I ;6F1 () ;17> 2) (;1 ;)<81:).E 6( &%’;(,

M：H): 7)&’ ;6F1 ?)<. /)(;1. 011& %77？
N：B;1 ;68 011& %77 -.)/ S<1826?，M12&1826?，, , , -). -%F1 26?8 %& 677

&):,
M：I8 ?)<. -6(;1. 6( ;)/1？

N：D), H1’8 ’)&1 () A1%T%&’ )& 0<8%&188,
M：I8 ?)<. /)(;1. 01((1. &):？
N：Q18, B;1 56& 7))E 6-(1. ;1.817- &):,
M：I ;)>1 8;1 :%77 01 .15)F1.12 8))&,
N：B;1 :%77, S;6&E ?)<,
!"#$ *
M：H177), I8 (;6( N., A.):& 8>16E%&’？
N：Q18, M;6(’8 (;1 /6((1.，U7%51？
M：I ;6F1 () 68E -). 6 (:)$26? 716F1，8) I’/ 6-.6%2 (;6( I 56&’( -%&%8;

)-- (;1 .1>).( ()/)..):,
N：M;?？M;6(’8 (;1 /6((1. :%(; ?)<？
M：O%//?，/? ;<806&2，%8 %77 6&2 (;1 2)5(). 86?8 ;1 &1128 6& )>1.6$

(%)& 6( )&51，8) I ;6F1 () 8(6? %& (;1 ;)8>%(67 () 7))E 6-(1. ;%/,
N：G;，I’/ F1.? 8)..? () ;16. (;6(, I ;)>1 ;%8 %77&188 %8 &)( ()) 81.%$

)<8 6&2 ;1 :%77 .15)F1. 8))&,
M：S;6&E ?)<, A<( (;1 :).E , , ,
N：R)&’( :)..?，U7%51, L))E 6-(1. O%//? 56.1-<77?，6&2 I :%77 68E

8)/1)&1 1781 () -%&%8; %(,
M：S;6&E ?)<,
N：I- ;17> %8 &11212，5677 /1，>71681,
M：S;6&E8 6 7)(,
!"#$ 3
M：I( ;68 011& 8&):%&’ -). 81F1.67 26?8,
N：Q18, I( %8 F1.? 5)72 6&2 (;1 %51 %8 F1.? ;6.2,
M：I( %8 86%2 /6&? 56.8 ;6F1 011& -.)V1& )& (;1 .)628,
N：Q18，8)/1 56.8 ;6F1 1F1& 011& (<.&12 )F1. () (;1 -%172,
M：B) ?)< /<8( 01 56.1-<7 :;1& :67E%&’ )& (;1 %51,
N：Q18，I :%77，/</, I& -65(，I’/ 716.&%&’ ;): () 8E6(1 )& .167 %51

:%(; /? 57688/6(18,
M：D) :)&21. ?)< ’)( ?)<. 57)(;18 :1( ?18(1.26?,
N：I( 2)18&’( /6((1., I( :68 T<8( (;1 )F1.5)6( (;6( ’)( :1(,
M：W6& ?)< 8E6(1 &):？
N：Q18，0<( )&7? 6 7%((71, I ;)>1 (;1 :16(;1. :%77 .1/6%& 7%E1 (;%8 -).

6&)(;1. -1: 26?8,
M：M;?？
N：A156<81 I :%77 716.& () 8E6(1 :177 1&)<’; () (6E1 >6.( %& )<. 85;))7

8E6(%&’ ’6/1,
!"#$ +
M：G;，216.，:;6( 8;)<72 I 2)？
N：XK5<81 /1, W6& I ;17> ?)<？
M：Q18，%( %8 /? -%.8( (%/1 () 01 ;1.1 %& W;%&6, I :6&( () ’) ()

W;)&’Y%&’，0<( I 2)&’( E&): :;%5; (.6%& I 8;)<72 (6E1,
N：L1( /1 811, S;1.1 6.1 81F1.67 (.6%&8 (;1.1, M;1& :)<72 ?)< 7%E1 ()

716F1？
M：I’2 7%E1 () ’1( (;1.1 %& (;1 26?(%/1 8) (;6( I 56& -%&2 /? ;)(17,
N：GZ, Q)< 56& (6E1 6 D), =3!" (.6%&, I( :%77 (6E1 ?)< (;1.1 6( +[ @=

%& (;1 /).&%&’,
M：\1.? ’))2, I’77 (6E1 (;%8 (.6%&,
N：S;1& I’77 ’) () 68E (;1 (%5E1( )--%51 %- (;1.1 6.1 6&? (%5E1(8 71-(,

O<8( 6 /)/1&(, , , );，8)..?, S;1.1 6.1&’( 6&? (%5E1(8 -). (;%8
(.6%&,

M：M;%5; (.6%& 1781 56& I (6E1？
N：S;1.1 6.1 6 -1: (%5E1(8 -). S!9, I( :%77 ’1( (;1.1 6( !* [ !=, I8

%( GZ？
M：Q18, S;6(’8 GZ,
N：S;1& ;<..? <>, S;1 (.6%& 716F18 %& (:1&(?$81F1& /%&<(18,
M：M;%5; .))/ 8;)<72 I 1&(1.？
N：M6%(%&’$.))/ @, S;1& ’1( )& (;1 (.6%& 7%&1 6( ]76(-)./ D), 9,
M：S;6&E ?)< F1.? /<5;,
N：Q)< 6.1 :175)/1,
!"#$ !4

A%77? 7%F12 )& 6 Y<%1( 8(.11( %& 6 0%’ 5%(?, H%8 /)(;1. 8)/1(%/18
())E ;%/ () (;1 >6.E () >76?，0<( :;1& 8;1 :68 F1.? 0<8?，A%77? >76?12
%& (;1 8(.11(, H1 7%E12 () >76? -))(0677 018( )- 677,

G&1 1F1&%&’ A%77?’8 -6(;1. ’6F1 ;%/ 6 016<(%-<7 &1: -))(0677，6&2
(;1 &1K( /).&%&’ A%77? :1&( )<( %&() (;1 8(.11( () >76? :%(; %(, H1



答案—!"###

$%&’() *&$$+%’ ,-. & ,(/ 0+123(4，523 3*(1 & 5+6 )-6 7&0( &%-168
9*(1 3*( )-6 4&/ 3*( 5&%%，*( /&13() 3- $%&’ /+3* +3 3--8

:+%%’ $+7;() 2$ 3*( 5&%% &1) *(%) +3 -<(. *+4 *(&)8 =( )+)1’3
/&13 3*( 5+6 )-6 3- 3&;( 3*( 5&%% &1) .21 &/&’ /+3* +3，523 3*( )-6
>20$() 2$ &1) ;1-7;() *+0 -<(.8

9*(1 :+%%’’4 0-3*(. *(&.) 3*( 1-+4(，4*( ?2+7;%’ 7&0( -23 -, 3*(
*-24( &1) .&1 3- *+0 &3 -17(8

@ A+) *( 5+3( ’-2？@ 4*( &4;() &1B+-24%’8
@C-，*( )+)1’3 5+3( 0(，@ :+%%’ &14/(.()，@523 *( 3&43() 0(@8

DEEF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七）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透析 DEEF 年《考试大纲》可知，对考试内容和题型未做任何修改，仅对原《考试大纲》进行了个别文字上的变动，由
此不难看出高考稳定是前提，变化是趋势，只有稳定才能体现高考的权威性。试卷难度应逐年保持一致，阅读理解部
分中所选语言材料情景真实、明确，题材多样，语言地道；试题切中要点，能考查出考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书面表达中
所设计的情景真实程度较高，且符合考生的认知水平，一般都应该能使考生充分发挥出其书面表达水平。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 # # 相关事宜
测试学校# # #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GE 分及以上
人数百分比

!DE—!DH 分
人数百分比

!!E—!!H 分
人数百分比

!EE—!EH 分
人数百分比

北京四中 E8 IF JK 分 !GD 分 DL !D8 GL DE8 "L DI8 IL

# # 本套试卷难度与 DEEI 年全国卷!相比略偏高，区分度比较好，尤其是在第一轮复习后学生已经掌握了基础知识
的前提下，使用这套试题进行测试效果会比较理想。通过测试，暴露出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8 对语言知识缺乏灵
活应用能力，不能准确理解难句。D8 完形填空中通过上下文来确定答案的能力有待提高。G8 阅读理解中概括文章中
心的题目有待加强训练，少数同学还是加进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按原文来理解。K8 短文改错答题不规范，没有按要求
改。I8 书面表达中卷面整洁程度不够。
# # 在平时的复习中，考生要多做些句型转换题，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要学会总结归纳。在复习
的过程中要注重基础，掌握词汇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注意它的实际应用及同义词辨析；回归课本，阅读课文，尤其是
对话练习，增强@语感@，着重培养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不要一味钻难题，复习关键还在于夯实基础，着眼易题和中档
题。高考英语中，阅读理解试题是高考题中赋分最高的试题。其他试题如完形填空、短文改错均有关于阅读理解的问
题。因此，英语阅读理解水平的高低对英语考试成绩至关重要。考生要阅读科普知识、人物传记、历史文化、新闻报道
等不同题材的短文，着重在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态度、把握文章主旨大意、查找具体细节、进行推理判断、根据上下文猜
测词义、把握文章的基本结构、对文章字面和深层理解等方面下功夫。文章的理解要基于原文，不要以自己的思想和
观点代替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不要逐句翻译，养成阅读的好习惯。每天阅读文章 K 篇左右，在半小时内完成，逐渐掌握
做题技巧，提高阅读速度。

!—I MM:::# F—!E :N:N:# !!—!I :MMM:# !F—DE NM:NM
D!8 :# 考查冠词的用法。第一空表泛指，用不定冠词。第二空后

的 *-3(% 指前面提到的 3*( O7( =-3(%，所以是表特指，用 3*(。
DD8 N# 考查非谓语动词的用法。,((% %+;( 的宾语是 /*&3。因此，

后面用不定式作目的状语。
DG8 N# 考查交际用语。/*’ 1-3 表示委婉地接受别人的@提议或邀

请@。意思是@为什么不呢？@
DK8 :# 4$(7+&% 意思是@ 特别的、专门的@；(4$(7+&% 意思是@ 专门

的@；(B7+3() 意 思 是@ 激 动 的@；$&.3+72%&. 意 思 是@ 挑 剔
的@，只有 : 项符合句意。

DI8 M# 考查时态。解题时切勿受 1-/ 的影响而误用进行时，根据语境
可知此处应表示@我马上打电话去问@。/+%% 可表示意愿。

DF8 :# 考查代词。从后面的情景提示@但是据我看过的那部电影
来判断我认为她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女演员@，可以推断前
面应是部分否定，因此选择 :。

D"8 M# 考查定语从句。首先确定这是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排
除 N 项，且 /*&3 不能引导定语从句。另外所缺的关系词应
作主语，因此可以排除 :。

DJ8 A# 考查词义辨析。(B$(73 期望，期盼；42$$-4( 想象，设想；
*-$( 希望；0(&1 意欲，打算。根据句意可知选项 A 正确。

DH8 A#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为：关于恐怖分子在伦敦实施爆
炸的消息引发了他（ 她）的思乡之情。4(3 2$@ 创立，建立，
树立@；4(3 -23@陈列，显示，动身，起程@；4(3 &5-23@ 开始，着
手@；4(3 -,,@出发，发射，引起，使发生@。

GE8 M# 考查情态动词。4*-2%) 在 3*&3 引导的从句中具有感情色
彩，这里作@竟然、居然@解。

G!8 A# 考查词序。,+<( 0-.( 7+3+(4 相当于 &1-3*(. ,+<( 7+3+(4。
GD8 :# 考查动词短语辨析。句意为：中国许多航空公司意欲从生意中

获得很大的好处，而结果却很糟糕。此处应填表示@结果，最
终@之意的短语。而 32.1 -23 有此意。0&;( -23 辨认，分清；6-
-23 出去，熄灭，过时，罢工；7&..’ -23 执行，实施。

GG8 N# 本题用 !P+16 作伴随状语，%-4( -1(’4 *(&.3 3- 表示@爱上，喜
欢上@，符合句意，而 %-4( *(&.3 表示@灰心，泄气@，$23 -1(’4
*(&.3 +13- 表示@把全部心思放在⋯⋯上面@。

GK8 :# 考查动词。4(&3 为及物动词，表示坐下用 4(&3 -1(4(%, 或 5(
4(&3()；4+3 为不及物动词。A 项应是 3&;( -1(’4 $%&7( 才对。

GI8 A# 提示：考查 /+3* 的复合结构，其构成为 /+3* Q " Q 副词。
GF8 N# 根据句意可知这里需要用表示让步的连词。
G"8 M# 根据上下文，该句意思是道路养护得很好。既然养护得

好，那前提条件应该是原来不错，所以选 40--3*@平坦的@。
GJ8 :# 以 &%3*-26* 引导的状语从句谈的都是公路好的、有利的方

面。那么道路上弯道少是有利的方面。弯道是可数名词，
所以选 ,(/。

GH8 A# 此题考查名词意义的区别。4(%(73+-14 意为@ 选择@；4($&.&P
3+-14 意为@ 分 离，隔 开@；)+<+4+-14 意 为 把 整 体@ 分 开，分
割@；4(73+-14 指事物的@ 段，部分@，铁路的@ 段@，所以应选
4(73+-14。句意为@弯道少，直线路段多@ 。

KE8 M# 做该题应考虑到整句的意思。该句的状语从句谈的是公
路好的、有利的方面。但后面的语气一转，意思就变了。
所以选 (1>-’&5%(。

K!8 A# 考查固定搭配，$&44 5’ 意为@经过@，符合该句的语境。$&44 3-
意为@转到@；$&44 +13- 意为@变成@；$&44 -<(. 意为@忽略@。

KD8 :# 该句的意思是@ 这些公路一般都连接大城市中心@。7-1P
1(73 正是@连接，相连@的意思。而 %(&) 必须与 3- 连用才能
表达这个意思。

KG8 A# 这里的意思是@车辆多，交通拥挤@。*(&<’ 3.&,,+7@ 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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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意思。
%%& ’# 该空格所在句子是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表示的是时间，

所以选关系副词 ()*+。
%,& -# 从语法角度看，这里应填副词。空格后的关联词是 ./0

(.12，意思是$总是$。此句意思是$ 如果你不着急，几乎总
能有另一条路可走$。./3425 意思是$ 几乎，差不多$，符合
该句的意思及语境要求。

%6& 7# 从语法角度看，这里应填连词，引导状语从句，意思是$ 如
果你不着急$。所以应选 89。

%:& ’# 空格后是形容词 +*(，该空格处应填副词。后面句子中的
4/;*< 是比较级，那么前面的形容词 +*( 也应有比较的意
思。所以选 <*/.58=*/1。

%"& 7# 解释同上题。
%>& ?
,@& -# 该句的意思是$这些道路，有些是平坦的双车道，有些则不

平坦，蜿蜒经过田野$。
,!& 7# 该句意思是$这些非主干道路可以爬上陡峭的斜坡，沿着

悬崖延伸，或又转下可怕的山坡$。从上下文看，爬上陡峭
的斜坡必然沿着悬崖延伸，而不沿着大道或小路。

,A& ’# /18+B 意思是$坐落$，是 /8* 的现在分词和动名词形式。
,C& ?# 从语法角度看，这里是个定语从句，关系副词 ()*<* 修饰

先行词 D/.E*2。
,%& -# ).=* . E).+E* 是固定词组，表示$有机会$。
,,& ’# 此句的意思是$ 有机会欣赏到人间清新、洁净的景色$。

=8*( 意为$景色$。
,6& ’# 词义猜测题。根据 F)*1 .<* E/.22898*; .2 E.<E8+4B*+2 G1 5)*

H+5*<+.584+./ ’B*+E1 94< I*2*.<E) 4+ -.+E*<& 一句可知这个词
与癌症有关，故可推出其意为$致癌的$。

,:& -# 细节推断题。根据 J*4D/* 94K+; 5)* ;1* 8+ !""C .+; B.=* 85
5)* +.3*& L4G4;1 M+4(2 5)* <*.24+，.+; (* E.++45 B8=* .+1
*ND/.+.584+ G*94<* (* 98+; 4K5& 可知还没有人知道$苏丹红$
名称的由来。

,"& 7# 细节推断题。根据 OP 4998E8./2 ).=* G**+ 25<8=8+B 54 <*34=*
243* 944; D<4;KE52 9<43 5)* 2)*/=*2& Q4 9.< ,"@ D<4;KE52 ).=*
G**+ <*E.//*;& 可知某些食品因含有$苏丹红$而被召回。故
可推断$苏丹红$经常被用作食品添加剂。

,>& 7# 主旨大意题。根据 5)*<* ).2 G**+ E4+9K284+ 4=*< D4228G/*
/8+M2 54 5)* E4K+5<1 49 5)* 2.3* +.3*，GK5 QK;.+ 4998E8./2 2.1
5)*<* 82 +4 E4++*E584+ ().5*=*<& 可知本文主要讲$ 苏丹红$
与苏丹这个国家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故 7 项最佳。

6@& -# 细节理解题。文中第一段第二句说到 Q43* 49 85 ;*D*+;2 4+
)82 )43* /89* .+;& & & ，并没有提到 *;KE.584+ 等的影响。

6!& 7# 推理判断题。由第一段第三句可推知，只有大家庭的孩子
们才能自小学会和别人相处。

6A& ’# 提示：由文章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可以得出结论。
6C& 7# 提示：由文章第二段的第一句话中 3.1 ).=* . ;8998EK/5 583*

;*=*/4D8+B 24E8.//1 可推知。
6%& -# 提示：’+ 4+/1 E)8/;& & & 3.1 ).=* 54 /*.<+ )82 /*224+2 8+& & & 一

句表明只有在 E/.22<443 和 D/.1B<4K+; 中，这样的孩子才能
获得社会知识。

6,& 7# 从 R).5’2 +45 8+E/K;*; 下面内容中可以看出 8+SK<1 54 5)*
;<8=*< 属于个人事故。

66& -# 从租车的第三个条件 . D.<58EK/.< E.< E.++45 G* BK.<.+5**; 可
以看出特殊车辆无法保证。

6:& -# 由文章最后一段内容可知，单方面取消合同，预交合同费
从不退还。

6"& 7# 细节理解题。’ 错误，根据第一段第一句中$ .95*< G*8+B
(<4+B/1 E4+=8E5*; 49 3K<;*<8+B )82 (89*$可知 7 正确，根据第
二段第一句知申向林是由于公安机关和法律部门的过失
才导致被监禁 !! 年。- 错误，第八段最后一句说明，没有
进行 ?L’ 检测。? 错误，妻子的失踪和申向林被监禁没有
直接关系。此项迷惑性较强。

6>& -# 细节理解题。’ 是事实。根据第五段内容可知，妻子的重
新出现才使误判真相大白。7 是事实。由倒数第三段中
$T1 345)*<，()4 ;8*; 9<43 5)* 25<*22 49 E4+58+K.//1 .DD*./8+B，
E.++45 G* G4KB)5& $一句可知 ? 是事实。由第六段内容可知

- 项错误。
:@& ’# 推理判断题。选 ’。申向林的律师说要政府给予赔偿，通

过分析全文可知申向林无罪，因此我们推测他会得到政府
赔偿。7、- 两个选项是客观事实，不是推测。? 项错误，文
章没有说明是谁谋杀了那位女士。

:!& 7# 词义推断题。通过下面一句$& & & (./M8+B 9<** 9<43 U8+B2).+ -4K+0
51 J*4D/*’2 -4K<5 — 5)* 2.3*& & & $可知意思是$宣告无罪$。

:A& -# 外国十几岁的孩子到美国家庭中是去体验生活，而不只是
去享受生活，更不是去找父母或工作。

:C& ?# 由第四段内容可知。
:%& ’# 由倒数第三段中 9<43 14K+B E4KD/*2 54 5)* <*58<*; 一句可知。
:,& ?# 由 */;*</1 D*4D/* 及 M**D KD 14K+B& & & )4258+B !601*.<04/;& & &

一句内容可知。
:6& !# ::& 去掉 .# :"& 8+5*<*25*;"8+5*<*258+B
:>& 5)*<*"85# "@& 第一个 85 后面加 ;8;# "!& 5).5"()8E)
"A& ).2").2 G**+# "C& VD*+*;"VD*+8+B# "%& 3.M8+B"3.;*#
",& (8//"2)4K/; 或去掉 (8//

【思路点拨】# 本文是讨论题，双方的观点应明确、清晰，论证应合
理，最后说明自己的观点。

【范文选登】
!"#$% &’%()’*+’,$

I*E*+5/1 3.+1 D*4D/* *2D*E8.//1 )8B) 2E)44/ 25K;*+52 ).=* G**+
9.2E8+.5*; G1 . 28+B8+B E43D*58584+ $ QKD*< B8</2’=48E*$，()8E) (.2
)*/; G1 WK+.+ FX Q5.584+& Y.25 (**M*+; 25K;*+52 8+ 4K< E/.22 ./24 ).;
. )*.5*; ;82EK2284+ .G4K5 85&

Q43* 25K;*+52 2KDD4<58+B 85 5)8+M )8B)/1 49 5)* E43D*58584+& F)*1
5)8+M 85 ).2 499*<*; . (4+;*<9K/ 25.B* 54 4<;8+.<1 GK5 (*// 28+B8+B B8</2
54 2)4( 5)*8< 28+B8+B 5./*+52 8+ DKG/8E，.+; *+E4K<.B*2 D*4D/* 54 DK<2K*
5)*8< ;<*.32& R).5’2 34<*，5)*1 E.+ ./24 ;*=*/4D 5)*8< 2*+2* 49 E430
D*58+B ;K<8+B E43D*58584+2&

V+ 5)* 45)*< ).+;，5)* 45)*<2 ;4+’5 .B<** (85) 5)*3& F)*1 5)8+M
. 2*<8*2 49 E43D*58584+2 E425 /452 49 583* .+; 34+*1& ’2 3425 49 B8</2
.<* 258// 25K;*+52 ()4 2)4K/; E4+E*+5<.5* 4+ 5)*8< 25K;8*2 .5 D<*2*+5，
5.M8+B D.<5 8+ 85 82 +45 B44; 94< 5)*8< 9K<5)*< D<4B<*22&

H+ 31 4D8+84+，85 82 SK25 . 2KEE*229K/ D<4B<.3，()8E) ).2 .55<.E5*;
/452 49 .K;8*+E*2’.55*+584+& 7K5 2**8+B . GK+E) 49 B8</2 (85) D.2284+
5<1 ).<; 54 <*./8Z* 5)*8< ;<*.32 8+ 5)* E43D*58584+，(* .<* 8+2D8<*; 54
25K;1 ).<;*< 54 G* QKD*< B8</2 544，SK25 .2 E43D*5854<2&

【亮点回放】# 本文内容通顺、连贯，结构分明，使用恰当的连接词
如 ().5’2 34<*，4+ 5)* 45)*< ).+;，使用了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分词
作状语等。
附：听力参考材料

（-$./ !）
R：V)，;*.<！H .3 25.<=8+B& H E.+’5 (./M .+1 9.<5)*<&
T：Y*5’2 B4 54 5)* <*25.K<.+5 .E<422 5)* 25<**5 .+; B*5 243*5)8+B 54 *.5&

（-$./ A）
R：?8; 14K D.22 5)* *N.3？
T：[*2，GK5 H ).=* +*=*< ).; . 34<* ;8998EK/5 4+* 8+ 31 /89*&

（-$./ C）
T：H )*.<; 5)* 98<* G<4M* 4K5 .5 4+* 8+ 5)* 34<+8+B&
R：F).5’2 <8B)5& ’+; 85 544M 5)* 98<*3*+ ./3425 5)<** )4K<2 54 DK5

85 4K5&
（-$./ %）
T：R).5 ).DD*+*; 54 14K？[4K’<* /.5*&
R：T1 G8M* ).; 243* 5<4KG/*，.+; H ).; 54 (./M&

（-$./ ,）
R：R).5 D.<5 49 O+B/.+; ;8; 14K /8=* 8+ ()*+ 14K (*<* . 25K;*+5？
T：’ D/.E* E.//*; Q.//1 V.M& ?4 14K M+4( 85？
R：V)，1*2& H K2*; 54 D.22 5)<4KB) 85 +*.</1 *=*<1 ;.1 ()*+ H (.2 /8=0

8+B 5)*<*&
（-$./ 6）
T：H /8M* 5)82 B<**+ G8M* =*<1 3KE)& W4( 3KE) ;4*2 85 E425，D/*.2*？
R：H5’2 5)* 3425 *ND*+28=* 34;*/ 8+ 31 2)4D& H5 E4252 A"C D4K+;2&
T：F).5’2 544 *ND*+28=* 94< 3*& H E.+’5 .994<; .// 5)* 34+*1& H ).=*

!6C D4K+;2 8+ .//&
R：F)82 <*; G8M* 82 /*22 *ND*+28=* 5).+ 5)* B<**+ 4+*& H5’2 4+/1 !!6



答案—!"###

$%&’()* +&,，%- .%&/)0，1, 1) ’%, 2) 3%%( 2) ,40 05$0’)160 %’0*
（!"#$ 7）
8：92:;1’3 2<%&, ,40 =!), .0’,&/>，? ,41’; ,40/0’:: <0 4&30 .42’30) 1’

,40 @2> $0%$:0 &)0 .2/)* A2@) @1:: <0 B2(0 2<%&, @42, ;1’( %- .2/
>%& .2’ %@’ 2’( @40’ >%&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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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O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八）
【考纲梳理与考向预测】
# # 预计 =RRO 年英语高考试题会沿用Y稳定中求发展Y的总体命题方向设计。难度不会太大。建议考生充分利用高
考前的有限时间，从基本知识到能力的提升，目标明确，扎扎实实，结合各地的英语考试题型，有针对性地强化模拟训
练；注意材料的新颖性；不要选择太难太怪的题目；关键要看清思路。总之，只要准备到位，各位考生一定会考出理想
的成绩。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 相关事宜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PR 分以上
人 数 百
分比

!=R Z !PR 分
人数百分比

!!R Z !=R 分
人数百分比

!RR Z !!R 分
人数百分比

江苏启东中学 R* QQ L=* Q 分 !S! 分 L[ !Q[ =Q[ P7[

# # 本套试题整体测试效度较高，难度系数为R* Q7，符合高考试题的现实要求，区分度高。例如作文部分，看上去似乎
很简单，但不同的学生写出的答案，就足以显示层次的差异。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采用大量的简单句；也出现了一
些高层次的文章，说明测试所显示出来的区分度是比较好的。

测试体现出考生的问题：整体看，学生运用外语水平较以前有所提高，分值体现得也比较明显；但仍然存在不少问
题，例如：同样在写作部分，个别同学的用语有些似是而非，单词拼写仍有不少错误。很多学生不敢用高级句子、高级
词汇。听力部分，差异也比较大，说明平时对此不够重视。语篇部分，部分学生对理解文章整体还有欠缺。甚至个别
同学出现Y看不懂Y的被动情形。
# # 如何解决考生现有的问题：在高考前有限的时间内，首先应理顺词汇，记住或基本记住它们的用法，词汇不过关是
很危险的。第二，强化听力训练。实践证明这 PR 分是很关键的，因为Y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Y。第三，强化语篇训
练：要选择陌生度大而新颖的题目做，不要贪多，关键在于精。
!—Q ++\\+ O—!R \\VV\
!!—!Q \\VV\ !O—=R V+\V+
=!* \# 30, $21( 意思为Y 获得报酬Y，可以用副词 @0:: 或 <2(:> 来

修饰。
==* +# 本题的考点是由 )% 开头的句子，在表示重复前面句子的部

分意思、但前后两句的主语不同时，该替代部分要用倒装



答案—!"###

（见第二空）；如果表示$确实如此$ 的意思，用 %& ’( ’)% * +%
（见第一空）。

!,- .# 根据 句 意$ 我 进 来 时，他 假 装 正 在 看 书，不 理 睬 我。$ 即
可知。

!/- .# 在 0+1( * 0&2( * ’)3( +3 4’(5 - - - 这种结构中，+3 作形式宾语，它
不同于传统的 +3 作形式宾语的复合结构。

!6- 7# 本题考查一组名词的辨析在实际语境中的应用，8 项的意思是
决定；9 项的意思是要求；. 项的意思是可能性；7 项的意思是
允诺，从上下文语境看 7 为正确答案。

!:- 9# 本题考查冠词的实际运用。;)5< ) %3=>(53 意思是$ 很多同
学$；) %(?&5>- - - 意思是$再一⋯⋯$。

!@- 8# 本题考查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比较结构中要有形容
词、副词，因此可以说 )% A=00 &A 15&40(>B( )% * A=00 &A )% ;=?’
15&40(>B( )%，所以选择 8 项。

!C- 7# ;=%3 ’)2( >&5( 表示对过去的肯定推测。
!D- 7# 如果不需要别人提供的帮助，可以用$ E’)51%，F ?)5 ;)5)B(

+3 ;<%(0A- $来回答。
,"- 8# 本题考查在语境中辨析、运用动词短语。这里短语 A&G 4’)3

意思为$为什么$，结合语境可知 8 为最佳答案。
,H- 9# G(I=+G( >&+5B 的意思相当于 G(I=+G( 3& J( >&5(，表示被动。
,!- .# 此处作状语表示比较，可以用 ?&;K)G(> 3& 或者 ?&;K)G(> 4+3’。
,,- 7# ?&5A=%(>$迷惑的$；?&5A=%+5B$令人迷惑的$。
,/- 8# 本题考查在语境中辨析、运用动词短语。短语 K&+53 &=3 意

思是$ 指 出$；全 句 意 思 是$ 你 介 意 我 指 出 文 件 里 的 错
误吗？$

,6- 8# 本题考查具体语境中对短语的准确理解和运用：既要准确
理解句子的意思，又要弄明白短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短
语 K+?1 =K 表示$无意中学会 * 染上$，如 F3’% ()%< A&G ) ?’+0>
3& K+?1 =K J)> ’)J+3%- 结合句子意思可知 8 为正确答案。

本篇文章采用建议性的语言，告诉我们如何在社会中得体地
交往，文章中提到的是自己对自己忠诚，言外之意是自己要自律、
自尊。强调了内因的作用。一开始作者就点了题，容易理解。语
言生动，素材贴近生活，哲理性较强。
,:- 9# 从下文内容$只有你自己才能⋯⋯$可知 9 是正确答案。
,@- .# 本题考查的是在语境中的一组名词辨析。短语$ J( +5 ) *

3’( K&%+3+&5 &A$ 意思是$ 处于优势（ 高位）做某事$，言外之
意为不想$指手画脚$。

,C- 8# 这里是主动提供建议的意思，符合动词 &AA(G$ 主动提供$ 的
意义，这也是 B+2(，&AA(G 的区别。

,D- 7# 此处表示客观情况，表示$ 不得不做某事$，所以用 ’)2( 3&
>& %&;(3’+5B，而 ;=%3 表示主观态度，不符合题意。

/"- 7# 这是考查语境中一组不定代词的运用。这里是$ 没什么错
误$的意思，所以选择不定代词 5&3’+5B。

/H- 9# 本题考查对上下文的理解。这里是$ 如果没错，则继续做
⋯⋯$，所以选择 9 项。

/!- 8# 本题考查语境中一组副词的应用。根据文章意思可知这
里是$愉快地结婚、心情愉快$的意思。

/,- 7# A+00 3’( 0&5(0+5(%% 的意思是$打发孤独$ $消除寂寞$。
//- 8# 本题考查语境中短语的辨析和运用；此处 JG()1 =K 是$破

坏$ $消除$的意思。
/6- 7# ;)1( AG+(5>% 是$ 交朋友$ 的意思，根据文章内容可知这里

指网上交朋友。
/:- 8# 本题考查的是词或短语在语境中的用法。根据文章内容

可知这里是$有时$的意思，只有 %&;(3+;(% 具有这个意思，
符合题意，所以选择 8 项。

/@- .# 根据文章内容可知网上交友容易给人一种$发出某种信息$的
感觉；$发出信号、信息$，只有 . 项符合本题语境。

/C- 9# 根据文章内容可知，这里是$网上寻找（朋友）$的意思。
/D- .# 根据语境，此处意思是用$错误的方式$来交往。
6"- 9# 这里表示的是和谁聊天，4’& 作 ?’)3 4+3’ 的宾语。
6H- 7# 根据生活常识即可知不应和陌生人聊天。
6!- 8# 根据文章意思，短语 ’(0K- - - 3’G&=B’- - - 的意思是$ 帮助度

过 * 克服困难 * 难关$之意。
6,- .# 此处考查短语 0()> - - - &5 3&- - - $ 导致 * 引向$ 在语境中的

用法。
6/- 9# 本题是推理归纳题目，这是作者对读者的建议，也是文章

的结果：对自己要真诚（莫自欺欺人）。
66- 7# 本题需要整体理解文章上下文才能判断出答案；是$ 不论

我说什么$的意思。
# # 本篇文章是关于在美国生活的有关居住方面的介绍，以及大
学提供的各种居住条件。本文是一篇说明文，同时让读者了解到
美国的生存之道。
6:- 9# 本题是细节考查题。从第一段 $ E’+% +% )5 +;K&G3)53 - - - )>L

M=%3;(53$一句可知答案为 9，8 的错误在于不是最大的花
费，而应是最大的花费之一。

6@- 8# 细节考查题，答案在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尤其要注意短语
+5 )>2)5?( 的意思是$提前$。

6C- .# 答案在最后一段的开始部分有关 >&G; 的叙述了。
6D- 9# 属细节题，答案在文章的结尾，虽然文中提到了 ?0()50+L

5(%%，但没说 ?0()5 ()?’ G&&;。
# # 本文是一篇关于社会习俗的文章。就是关于天黑后剪指甲的
问题，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百态。
:"- .# 文中第一句话说，我们不允许在天黑后剪指甲。是细节

题，尤其要注意词语 )A3(G >)G1。
:H- 7# 本题是推理题目，文章第二段提到我发现原因是 N&3 OL

5&=B’ P+B’3，以防 ?=3 &=G%(02(%，所以 7 为正确答案。
:!- .# 本题是推测说话者态度的题目。文章第一段中通过奶奶

的话，可推断在奶奶看来，晚上剪指甲是会有厄运的。
:,- 8# 本题是细节理解题目，关键在于对这句话的理解。
# # 文章第一句话直接点题，$ 有时你最弱的可能会成为你最强
的$，告诉大家$天道酬勤$ 的道理，鼓励他们去拼搏、奋发。本文
是记叙文，通过一个残疾男孩学柔道并成功的事实，叙述一个由弱
变强的实例，故事大意比较容易把握。
:/- .# 本题属主旨大意题。全文的主题句是文章的第一句话。
:6- .# 本题是猜测词义题，从语境中可知本词是$ 竞争对手$ 的

意思。
::- 9# 本题是细节理解题目，从文章$ .&5?(G5(> 3’)3 3’( J&< ;+B’3

B(3 ’=G3，3’( G(A(G((（ 裁判）?)00(> ) 3+;(L&=3- $ 一句中，可知
9 为正确答案。

:@- .# 本题是推理判断类题目，8、9、7 均为原文中提到的事实。
从$ 3’( &50< 15&45 >(A(5%( A&G 3’)3 ;&2( +% A&G <&=G &KK&5(53
3& BG)J <&=G 0(A3 )G;- $一句可知答案为 . 项。

# # 本篇文章取材于似是旅游、实际描述中国地区之间的日新月
异，符合现代生活气息，试题难度适中。
:C- 8# 本题是细节理解题目，选 项 8 是 文 章 第 二 段 中 提 到 的

细节。
:D- .# 从$ 8A3(G 3’( (?&5&;+? G(A&G;，;&%3 &A 3’( >(2(0&K;(53% ?&5L

?(53G)3( +5 ;)M&G ?+3+(% )5> G(;&3( )G()%（ 边远地区）)G( %3+00
2(G< J)?14)G>- $一句中可知答案，考查点是 J)?14)G> 一词。

@"- 9# 推理判断题。从篇章结构及用词上可以判断选项 9 为正
确答案。

@H- .# 从文章第四段第五句的内容来看，8、9、7 项内容均在此段
话中有体现，所以 . 为本题答案。

# # 本篇文章介绍现在学生中的注意力不集中、分散的问题以及
一系列测试措施。题材新颖，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 9# 本题是主旨大意考查题。8、.、7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不够全面。
@,- 9# 细节题。答案在$ Q(G’)K% )% ;)5< )% H &=3 &A (2(G< !" 1+>%

=5>(G 3’( )B( &A HC ’)2( ?’)G)?3(G+%3+?% &A 87R7- $一句中。
@/- 7# 细节题。答案在$ O2(G< 3+;( <&= %(( 3’( 0(33(G‘8’A&00&4(>

J< 3’( 0(33(G‘S’，<&= ’)2( 3& KG(%% 3’( %K)?( J)G- $一句中。
@6- 7# 本题是主旨大意理解题目。选项 8、9 只是实验中的某个

方面，太片面。
@:- 在 B+2( 前加 3&。)00&4 %J 3& >& %3’ 意为$允许某人做某事$，是固

定搭配。
@@- ?&;(%" ?&;+5B。?&;+5B 在此处是现在分词作定语。
@C-!
@D- %3=>(53" %3=>(53%。%3=>(53% 是 4( 的同位语，故应用复数形式。
C"- 3’(+G" &=G。与 4( .’+5(%( %3=>(53% 一致，本题考查语境中如何

正确运用代词，要求考生准确理解，合理运用。
CH- 在 JG+>B( 前加冠词 )。因为 JG+>B( 是可数名词，此处需要加不

定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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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文内容已发生转折。（注意首字母要大写）
$,% -./0." -.12。此处考查定语从句的用法，先行词是人，故用

-.12，而不能用 -./0. 修饰。
$3% 4567’" 4567’/’8。4567’/’8 是前面 9+*(5’+9 的定语；此处句子结

构是：% % % 9125 9+*(5’+9，219+ 1: -.12 675 ;1<9 1: 90/5’05，4567’=
/’8 >’84/9. -/+. 2*0. +71*;45%

$?% 去掉 2175。此前客人并未有过类似建议，因此去掉 2175。
【范文选登】
)1<9 6’( 8/749，

@6< A .6B5 <1*7 6++5’+/1’，C45695？&9 :67 69 A D’1-，EF .69 ;55’
C46</’8 6’ /2C17+6’+ C67+ /’ 1*7 (6/4< 4/:5 ’1-6(6<9% E1 9+67+ -/+.，/+ /9
1: 8756+ 01’B5’/5’05 :17 *9 +1 85+ /’:1726+/1’，-./0. 06’ 5’7/0. 1*7
D’1-45(85 6’( ;716(5’ 1*7 9/8.+% G.6+’9 2175，;< -6+0./’8 EF，-5
675 6;45 +1 D’1- -.6+ .6CC5’9 /’ +.5 1+.57 9/(5 1: +.5 -174( -/+.1*+
+76B54/’8% H1-5B57，5B57<+./’8 .69 +-1 69C50+9% E11 2*0. EF +5’(9 +1
.6B5 6 ;6( /’:4*5’05 1’ 1*7 5<59% )59/(59，/+ 456(9 +1 C117 267D9 :17
+.5 9+*(5’+9 -.1 .6B5 -56D 2/’( 6’( 06’’+ 01’+714 +.52954B59%

A’ 6 -17(，/: 5B57<1’5 1: *9 06’ 26D5 :*44 *95 1: +/25 6’( .6B5
9*/+6;45 9+*(< C46’，-5 06’ 26D5 EF ;50125 6 .54C:*4 :7/5’( 1: *9，A
06’’+ .54C ;*+ 96<，4567’ +1 6776’85 <1*7 +/25% I1 75252;57，+./’D/’8
-./45 -6+0./’8 EF 06’ 456( <1* +1 9*00599% E.6+’9 644，+.6’D <1*！

【亮点回放】# 本篇文章是一篇精品习作，文章内容全面，语言生
动，层次性强，亮点多多。过度自然得体。短语、句式、语法三位一
体，全篇是上上之作，是很好的参考榜样。具体有：
"）&9 :67 69 A D’1-（用了较高级短语），EF .69 ;55’ C46</’8 6’ /2=

C17+6’+ C67+ /’ 1*7 (6/4< 4/:5 ’1-6(6<9%（用了现在完成进行时态）%
!）E1 9+67+ -/+.（用了较高级短语），/+ /9 1: 8756+ 01’B5’/5’05 :17 *9 +1

85+ /’:1726+/1’%
,）-./0.（ 用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06’ 5’7/0. 1*7 D’1-45(85 6’(

;716(5’ 1*7 9/8.+%
3）G.6+’9 2175（用了较高级短语），;< -6+0./’8 EF，-5 675 6;45 +1

D’1- -.6+ .6CC5’9 /’ +.5 1+.57 9/(5 1: +.5 -174( -/+.1*+ +76B54/’8%
?）H1-5B57（ 用 了 较 高 级 词 汇），5B57<+./’8 .69 +-1 69C50+9% E11

2*0. EF +5’(9 +1 .6B5 6 ;6( /’:4*5’05 1’ 1*7 5<59%
J）)59/(59（用了较高级词汇），/+ 456(9 +1 C117 267D9 :17 +.5 9+*(5’+9

-.1 .6B5 -56D 2/’( 6’( 06’’+ 01’+714 +.52954B59%
K）用了高级短语 /’ 6 -17( 来概括全文，为本文的一大亮点。
$）I1 75252;57（ 较高级句式，用以强调），+./’D/’8 -./45 -6+0./’8

EF 06’ 456( <1* +1 9*00599%
附：听力参考材料
!"#$ "
@：A9’’+ <1*7 067 75(？
G：L1，/+’9 ;4*5% &’( 2< 14( 1’5 /9 8755’%
!"#$ !
G：H1- /9 +.5 01::55？
@：A’2 ’1+ 5’M1</’8 /+，A’2 6:76/(% A+’9 +11 -56D%
!"#$ ,
@：A: <1*’( 4/D5 +1 81 +.575 :17 (/’’57 +./9 5B5’/’8，A’44 C.1’5 +.5 759=

+6*76’+%
G：E.6’D <1*，;*+ A C712/95( 2< 9/9+57 A’( +6D5 .57 +1 +.5 6/7C17+%
!"#$ 3
G：A -6’+ 6 9/’845 7112 -/+. 6 ;6+.，-.6+’9 +.5 76+5？
@：A+’9 N (144679 6 (6<%
!"#$ ?
G：&75’’+ <1* 81/’8 +1 -17D +1(6<？
@：A 06445( 2< ;199 6’( 96/( A -69 /44% A’2 81/’8 +1 C46< 814:

-/+. )1;%
!"#$ J
@：H575 -5 675% G5’B5 :/’644< :1*’( 6 .1+54 +1 9+6< +1’/8.+%
G：G544，I6(，-.6+ 9.644 -5 (1 +121771-？
@：G.6+ 6;1*+ 81/’8 +1 +.5 9.1CC/’8 05’+57？

G：E.6+’9 6 811( /(56% )*+ -.6+ -1*4( <1* 4/D5 +1 ;*<？
@：A C712/95( <1*7 2*2 +1 ;*< .57 6 ;56*+/:*4 (7599%
G：H1- (1 <1* D’1- -./0. 01417 2< 2*2 4/D59 219+？
@：O/’D，A +./’D%
G：L1，@*2 4/D59 ;7/8.+ 75( /’ 2< 1C/’/1’%
@：PD，A’44 7/’8 .57 *C% Q5+’9 955 -.1 /9 7/8.+%
G：&9 <1* 4/D5%
!"#$ K
@：G540125 .125，2< (567% H1- 911’ -/44 <1* +6D5 <1*7 :/’64 5R=

629？
G：A+’9 6;1*+ +.755 -55D9’+/25%
@：&75 <1* 9*75 <1* 06’ .6B5 811( 759*4+9 +./9 +/25？
G：A’2 9*75 +1 (1 -544 /’ >’84/9.，26+.，S./’595 5R05C+ 0.52/9+7<%
@：A+ (159’’+ 26++57，2< (567% &:+57 +.5 5R629，<1* 9.1*4( -17D 5=

B5’ .67(57 6+ 0.52/9+7< 6’( A ;54/5B5 <1* 06’ 85+ 1’ -544 -/+. +.5
9*;M50+%

G：E.6’D9% A’44 +7< 2< ;59+%
!"#$ $
G：H5441，E12% H1- 675 <1* :554/’8 +1(6<？
@：&-:*4%
G：T.644 A 1C5’ +.5 -/’(1-？A+’9 6 41B54< (6<%
@：L1，+.6’D9，Q*0<% A’2 014(%
G：T.644 A C*+ +.5 4/8.+ 1’？
@：U59，C45695% G/44 <1* +*7’ /+ *C ./8.？
G：&75 <1* 9*75？A+’9 -672 .575%
@：A :554 B57< 014(% G/44 <1* 85+ 25 6’1+.57 ;46’D5+，C45695？
G：H575 <1* 675% T.644 A C*+ /+ 1’ +.5 ;5(？
@：L1，C*+ /+ 71*’( 2< 9.1*4(579，C45695%
G：&+0.！
@：G.6+’9 +.5 26++57，Q*0<？
G：G/44 <1* C699 9125 +/99*5 C6C57，C45695？
!"#$ N
G：&75 +.575 26’< 4/;767/59 /’ )7/+6/’？
@：G544，A 01*4(’’+ +544 <1* 5R60+4< .1- 26’< +.575 675% )*+ +.575 /9

6 C*;4/0 4/;767< /’ 5B57< 26M17 0/+< 17 +1-’%
G：I1 ;1771-579 .6B5 +1 C6< +1 ;1771- ;11D9？
@：L1% O*;4/0 4/;767/59 C71B/(5 6 :755 45’(/’8% A +./’D 6;1*+ 6 V*67+57

1: +.5 +1+64 C1C*46+/1’ 675 252;579 1: +.5 C*;4/0 4/;767/59%
G：I1 +.5 4/;767/59 C71B/(5 1+.57 957B/059？
@：U59，+.5< (1% &4+.1*8. A (1’’+ 85+ 2*0. 0.6’05 +1 *95 +.52%
G：G.6+ .6CC5’9 /: <1* -6’+ 6 C67+/0*467 ;11D -./0. +.5 4/;767<

(159’’+ .6B5？S6’ +.5 4/;767/6’9 .54C <1* +1 85+ 6 01C< :712 6’=
1+.57 4/;767<？

@：U59，+.5< 06’% &44 +.5 4/;767/59 675 4/’D5( ;< 012C*+579%
!"#$ "W

& 26’ -17D5( .67( :17 26’< <5679% H5 ;*/4+ 6 92644 .1*95，6’(
.6( 6 92644 ;*9/’599% G.5’ .5 -69 14(，.5 -6’+5( +1 21B5 +1 6 -672=
57 C67+ 1: +.5 01*’+7<% H5 .6( 6 91’ 6’( 6 (6*8.+57% E.5< ;1+. -6’+5(
+.5 .1*95 6’( +.5 ;*9/’599%

X )1+. 0./4(75’ 06’ -17D /’ +.5 ;*9/’599，X +.5 14( 26’ 96/( +1
./2954:% X )*+ +.5 .1*95 /9 +11 92644 :17 +-1 :62/4/59% G.6+ 06’ A (1？A
41B5 +.52 ;1+.% X

H5 +.1*8.+ :17 6 :5- (6<9 6’( +.5’ .6( 6’ /(56% T1，1’5 T*’(6<，
6:+57 (/’’57 -/+. ./9 0./4(75’，.5 96/( +1 +.52，X A’44 8/B5 +.5 .1*95 +1
1’5 1: <1* -.1 06’ :/44 +.5 .1*95 9125+./’8 :712 6 +755% X

E.5 91’ -5’+ +1 +.5 -11(9 6’( :/445( ;689 6’( ;689 -/+. 456B59%
E.5 (6*8.+57 -5’+ +1 +.5 -11(9 +11 6’( :/445( 1’5 92644 ;68 -/+. 456B=
59%

T*’(6< ’/8.+ 0625% E.5 91’ ;71*8.+ /’ 6 .*’(75( ;689 1: 456B59%
)*+ +.5< :/445( 1’4< +.5 4/B/’8 7112% E.5 (6*8.+57 +11D 1*+ +.5 456B59
:712 +.5 ;68 6’( ;*7’5( +.52% E.5 4/8.+ :712 +.5 :/75 :/445( +.5 .1*95%



答案—!!"""

!##$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九）
【测试评价与备考策略】

【测试表格】
相关事宜

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 分以及上
人数百分比

%%#—%!# 分
人数百分比

%##—%%# 分
人数百分比

&# 分以下
人数百分比

湖北黄冈高级中学 #’ ($ )* 分 %+* 分 & 人 %$ 人 !% 人 %! 人

" " 本套试卷难度与 !##( 年全国卷!相比略偏高。测试结果反映易错题主要分布在单选题及阅读理解 ,、-、. 篇
上。通过测试，暴露出的问题如下：%’ 语言的感悟能力差。!’ 对文章的整体理解能力有待提高。+’ 短文改错答题仍有
个别不规范的地方。*’ 书面表达书写不规范，个别难句的表达不地道。

%—( /,-,-" $—%# /,/,-" %%—%( ,-//," %$—!# --,-/
!%’ -" 考查交际用语。对话内容说明这次考试非常难，但答话人

会尽力的。012 3 452246 7 832968 : ;68< =>?9。
!!’ -" @6650A 3@ 7 @50?6，表示B因为，由于B。
!+’ ," 考查介词 3?81@@ 的用法，表示 B 从一边到另一边（ 7 C81=

106 @5D6 21 296 12968）B。
!*’ /" E>2 B向⋯⋯正式提出B。其他几项不合句意。
!(’ ," 考查情态动词的用法。@91>4D 93;6 D106 @29 意思是 B 本来

应该做⋯⋯而实际上未做B。
!$’ /" 考查介词短语的辨析，50 ?3@6 B以防万一B；C18 C638 B唯恐，

恐怕B；50 C3;18 B对某人有利B；50 ?938A6 B负责或主管B。
!F’ -" 句意为：当我碰到生词时，我通常是去查字典。2>80 21B 向

某人（物）寻求帮助、指教等B，其他几项不合句意。
!)’ -" 考查宾语从句的用法。
!&’ G" 考查 @>?9’ ’ ’ 3@ 引导的定语从句的用法；@>?9’ ’ ’ 3@ 表示

B像⋯⋯一样的人 : 物B；@>?9’ ’ ’ 2932 表示 B 如此⋯⋯以至
于B。

+#’ / " A62’ ’ ’ 1>2 7 @E63H I529 D5CC5?>42< B 艰 难 地 说 出B；A62’ ’ ’
2981>A9 使⋯⋯成功，通过；A62’ ’ ’ D1I0 写下，记下。

+%’ G" 考查将来完成进行时的用法，表示 B 到将来某一时间，已
经持续多长时间了B。

+!’ -" 本题考查现在分词短语作方式状语的用法，/ 项的干扰性
很大，因为句子的末尾有问号，所以不能理解为主语从句。

++’ /" I932’@ =186 表示进一步，B 而且B；50 12968 I18D@ B 换句话
说B；50 2932 ?3@6 B如果那样的话B；3C268 344B毕竟，终究B。

+*’ -" 本题考查分词短语作状语的用法。句子的主语是 I6，所以
用 2586D 作伴随状语。

+(’ ," 1>A92 21 表示现在应当做某事，1>A92 21 93;6 表示过去本应
当做而实际上未做成，所以选 , 项。

本文作者通过自己作为一名负责国际业务的主管所遇到的各
种文化差异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去法国人家里赴宴所要注意的
礼节。
+$’ ," 根据上下文内容可知，此处意为作为一名主管国际业务的

经理，所以选 3@。
+F’ -" ?10D>?2 @1=6 D634@ 是固定搭配，表示主管或进行交易或

贸易。
+)’ /"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此处表示B观察B。
+&’ /" 因为本句中有 10，所以只能选 /。5=E3?2 10 : 50C4>60?6 : 3CJ

C6?2 @K’ @29’ 。
*#’ G"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表示B尽管⋯⋯B，所以选 G 项。
*%’ ," K6 @60@525;6 21 是习惯搭配，而其他选项与上下文文意不符。
*!’ G" 考查形容词的辨析，此处表示B常见的B。
*+’ /" 本句表示B 当你应邀去某人的家里做客时，应带何种礼

物B，据文意知只能选用 I932。
**’ /" 本句表示B你的第一个想法或念头B。
*(’ G" 这是一个祈使句，所以选 G 项。
*$’ -" 85@H D150A @29’ 是常见的短语。
*F’ ,"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由于上文中出现了 <1>8 L860?9 91@2，所

以选 , 项。
*)’ G"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此处表示 B精心挑选B。
*&’ G" 根据上下文，此处表示 B寻找B，而不是 B找到，查明白或搜

查B。
(#’ ,"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此处表示 B主人在忙碌中间B。
(%’ ," 此处表示 ⋯⋯ 应该是奇数，但不能选 %+ 这个不吉利的

数字。

(!’ ," 根据下文可知此处表示 B避免做某事B，所以选 , 项。
(+’ /" 考查上下文的理解，从下文的句子 <1>8 91@2 5@ 93;50A 30 3CJ

C358 I529 @1=6106 64@6 判断即可知。
(*’ ," 本句表示 B暗示，隐含B 的意思。
((’ -" 由上下文得知，表示作者本人的建议，所以选 - 项。
($’ -" 综合理解题。文章讲述的是B 双赢B 这一在美国十分普遍

的理念。作者通过自己的经历———下棋为例，比较中国人
当中的B打败对方，自己获胜B 的做法，从而表达自己的观
点———推崇和支持B双赢B这个做法和理念。

(F’ ," 推理判断题，由全文内容得知，作者是鼓励这个做法的。
而且文章的最后一句 M1 104< 5C <1> 23H6 12968 E61E46’@ 50268J
6@2@ 5021 63806@2 ?10@5D6832510 ?30 <1> 3@@>86 <1>8 1I0 A350’ 也
显示了作者的观点。

()’ G" 细节理解题。由文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52 5@ 296 32252>D6 1C
@66H50A =>2>34 K606C52’ 和第三段的第三句、第四段的倒数第
一句判断可知。

(&’ /" 词义猜测题，32 344 ?1@2@ 的意思是 B不惜一切代价B。
$#’ -" 综合题，这是一则购物中心的优惠广告。
$%’ G" 细节理解题，由广告六中的第一句 ,>< 30< =634 C18 32 463@2

N $ 32 O5H6’@ -3CP，30D 86?65;6 3 C866 @1C2 D850H 判断可知。
$!’ G" 细节理解题，段落二是关于卖 -G 的音乐店的广告，段落三

是关于男式衬衫、领带的服装广告，段落四是书店的广告，
段落五是电影票优惠的广告，段落六是餐馆的广告。所以
选 G 项。

$+’ /" 细节理解题，由段落五中的句子 Q96 4326@2 =1;56@ 386 9686，
@91I50A 50 106 1C 1>8 C5;6 2963268@ 32 ,3<C564D M91EE50A -60268’
得知选 / 项。其他几项不合文意。

$*’ G" 理解判断题，由文中 /C268 =3H50A 295@ 45@2，<1> @91>4D =3H6
3 @?96D>46 1C <1>8 25=6’ L58@2 <1>8 25=6 C18 63250A，@466E50A，
D86@@50A，62?’ Q960 D6?5D6 3 A11D，86A>438 25=6 C18 602682350J
=602 一句可以排除 B意外发生的事情B。

$(’ -" 细节理解题，由文章的第二点中的句子 I95?9 =3< K6 D6@H
18 @5=E4< 3 ?18068 1C <1>8 811=，C866 1C 6;68<2950A K>2 @2>D<
=3268534@’ 可知答案。

$$’ -" 理解判断题，由文章的第三点建议得知选 - 项。
$F’ G" 句意理解题，由句子 @1 D10’2 K6 1;684< I18856D’ 可得知 G

项为正确答案。
$)’ ," 理解判断题，综合理解文章可以知道作者列举出几条建

议，但并不只有五条，由文章最后一段也可以得知 , 不
正确。

$&’ G" 主旨大意题，文章的第一段提到世界人口的增长，第二段
主要谈这种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对比的情况。/
项和 , 项不全面，- 项为原因，文章没讲述。

F#’ /" 推理判断题，由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R0D53 I544 1;6823H6 -9503
3@ 296 I184D’@ =1@2JE1E>41>@ ?1>028<’ 可知 / 项正确。

F%’ ," 细节理解题，从文章的第三段的二句 Q96 5=E182302 ?930A6@
I544 K6 50 /=685?30 62905?（种族的）=3H6>E’ 判断可知。

F!’ ," 理解判断题，根据第二段的内容，雄性的小猩猩将时间用
来玩耍，而雌性的小猩猩则研究她们母亲的行为，因此她
们比雄性的小猩猩早两年学会捕食白蚁。/、G 项文章没
有提到，- 项与问题没关系。

F+’ -" 理解判断题，文章的倒数第三段告诉我们，对六只猩猩的
分析表明，雌性小猩猩不但较早地学会捕食白蚁，而且比
雄性的小猩猩能更熟练地捕食更多的白蚁。/ 项文中没
提到，,、G 项不正确。



答案—!"###

$%& ’# 推理判断题，由文章的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一句 ()*+,-./0
012* +0 34+5-67 ./ 08-67-67 9-7*: *)43 :*) 9+4) -6;+6:0 4+:)/ -6
4-;) 8*)6 :53-2+445 9+4) +2:-,-:-)0 4-<) *16:-67 ./ ;-7*:-67 ;./
=.9-6+62) >)2.9) -93./:+6: 内容可以判断出。

$?& @# 综合判断题，由文章的最后一段内容可以判断出。
$A& +44 去掉# $$& !# $B& >)0:0">)0:# $C& *+,)"*+=# BD& .1: 去
掉# BE& 0122))="0122)00# B!& *+/=45"*+/=# B"& 10) 后加 .;
B%& 4+F-)/"4+F5# B?& 9./)"912*

【范文选登】
’)+/ G)+=9+0:)/，

H: -0 0+-= :*+: .1/ 0)6-./ " 0:1=)6:0 8.6’: *+,) + *.4-=+5 ;./ :*)
2.9-67 I+5 E0:& J.8 H’9 8/-:-67 :. :)44 5.1 8*+: 8) 0)6-./ " 0:1=)6:0
+/) :*-6<-67 +>.1:& K.1 910: <6.8 8) +/) >1/=)6)= 8-:* *-7* 3/)001/)
.; 0:1=5& L*) 9+M./-:5 .; 10 ;))4 )N:/)9)45 :-/)= 9)6:+445 +6= 3*50-2+4O
45& P) 8+6: :. *+,) + 7..= /)0: +6= /)4+N .6 I+5 E0:& P) 2+6 =. .:*)/
:*-670 ;./ + 2*+67)，4-<) ,-0-:-67 /)4+:-,)0 +6= ;/-)6=0 +6= =.-67 0.9)
*.10)8./< ;./ .1/ 3+/)6:0& P*+:’0 9./)，8) 2+6 *+,) ;/)) :-9) :.
0:1=5 >5 .1/0)4,)0 -60:)+= .; =.-67 + 4.: .; )N)/2-0)0 7-,)6 >5 .1/ :)+2*O
)/0 ),)/5 =+5&

P) :/145 8-0* :*+: :*) 02*..4 2.14= 7-,) >+2< .1/ .86 :-9) :. 10
+6= 4): 10 =. 8*+:),)/ 8) 4-<) :.&

L*+6< 5.1！
# # Q..< ;./8+/= :. 5.1/ )+/45 /)345&

K.1/0，
P+67 I-67

附：听力参考材料
!"#$ E
P：@/) 5.1 7.-67 :. M.-6 10 ;./ 4162*，./ +/) 5.1 7.-67 :. )+: +: 5.1/

=)0< +7+-6？
I：H’9 +;/+-= H’44 *+,) :. 0:+5 +: 95 =)0<& H’9 13 :. 95 6)2< ;./

8./<&
!"#$ !
I：H’9 ;/))F-67 :. =)+:*& P*+:’0 :*) 8)+:*)/ 101+445 4-<) *)/) -6

8-6:)/？
P：H:’0 2.4=& (1: :*) :)93)/+:1/) 0)4=.9 7):0 +0 4.8 +0 ED =)7/))0

R+*/)6*)-:&
I：G.8 +>.1: 03/-67？
P：P) =.6’: *+,) + 4.67 03/-67& (1: .6 :*) 8*.4)，-: -0 34)+0+6:&
!"#$ "
I：G)44.，H’= 4-<) :. 0)) I/& (+<)/ ;./ 0.9) >10-6)00&
P：P*+: :-9) 8.14= 5.1 4-<) :. 0)) *-9？
I：P.14= 6-6) .’24.2< :.9.//.8 9./6-67 >) +44 /-7*:？
P：S10: + 9.9)6:，34)+0)& H’44 2*)2< ;./ 5.1&
!"#$ %
P：G+0 @6=/)8 2.9) >+2< ;/.9 *-0 :/-3 :. T+/-0？
I：K)0，+6= *) 4-<)= -: 0. 912* :*+: +;:)/ .645 :8. 8))<0 +: *.9)，*)

8)6: >+2< :. 0:1=5 R/)62* ;./ + 5)+/&
!"#$ ?
P：P*+: +/) 5.1 =.-67 :*-0 ,+2+:-.6？
I：H’9 7.-67 +8+5& R-/0: H’9 7.-67 :. ;45 :. T+/-0 ;./ 0.9) 0*.33-67&

L*)6 H’9 7.-67 :. =/-,) :. U3+-6 :. 7. 0<--67& G.8 +>.1: 5.1？
P：H’9 7.-67 :. =. ,.416:+/5 8./< -6 + ,+2+:-.6 2+93 ;./ *.9)4)00

2*-4=/)6&
!"#$ A
P：K.1/ ;+9-45 :/)+: 9) 0. 6-2)45，+6= H 4.,) >)-67 8-:* 5.1 912*& & &

>1: 8*)6 H /)2)-,) :*) 4)::)/ 8-:* 3*.:.7/+3*0 .; 95 ;+9-45，H
2/-)=& P)44，5.1 <6.8，H 9-00 :*)9 +44&

I：K.1 /)+445 =. 9-00 5.1/ ;+9-45，=.6’: 5.1？
P：K)0，H <6.8 H 910: 0))9 0-445& H:’0 6.: 4-<) H *+,) 6.>.=5&
I：G)5，8*5 =.6’: 8) 7. .1: ;./ + *+9>1/7)/ +6= R/)62* ;/-)0？L*+:’

44 2*))/ 5.1 13& @6= 5.1 2+6 10) 95 P+4<9+6&
P：L*+:’0 + 7..= -=)+&
!"#$ $
I：H’= 4-<) :. >..< 0)+:0 ;./ VG+94):V & T4)+0)&
P：K)0，0-/&
I：G+,) 5.1 7.: +65 0)+:0 =.860:+-/0？

P：K)0，8) *+,)&
I：G.8 912* +/) :*)5？
P：W "& $? )+2*&
I：@/) :*)/) +65 0)+:0 +: W !& ?D？
P：K)0，:*)/) +/)& & & 130:+-/0& R./ *.8 9+65？
I：R./ ;.1/，34)+0)&
P：R./ 8*-2* 6-7*:？
I：P*+: +>.1: U+:1/=+5，X2:& !E0:？
P：H 2+6 7-,) 5.1 ;.1/ 0)+:0 -6 Y.8 B&
I：G.8 4.67 =.)0 :*) 3)/;./9+62) 4+0:？
P：L8. +6= + *+4; *.1/0&
I：L*+6< 5.1& G.8 912* -0 :*+:？
!"#$ B
I：’-= +65.6) 3*.6) 9) 8*-4) H 8+0 +8+5？
P：J.>.=5 3*.6)=，>1:& & & )/& & & I/& T.8)44 2+9)&
I：P*+:？(1: *) -0 :*) 9+6 H 8+6:)= :. :+4< 8-:* +0 0..6 +0 3.00->4)&

H :.4= 5.1 +44 +>.1: :*+: >);./) H 4);:&
P：K)0，>1:& & &
I：H ),)6 7+,) 5.1 + 2+/= 8-:* :*) 6+9) +6= 3*.6) 619>)/ .; :*) /)0O

:+1/+6:！
P：(1: :*+:’0 M10: -:！K.1 =-=6’: 7-,) 9) :*) 2+/=&
I：P*+: =. 5.1 9)+6？X; 2.1/0) H =-=& H :..< :*) 2+/= .1: .; 95 8+4O

4): M10: >);./) H 4);:& Q..<！H: -06’: -6 95 8+44): 6.8！
P：I/& U9-:*，8*+:’0 :*+: 2+/= .6 :*) ;4../？H: ;)44 .1: .; 5.1/ 8+44):

+ 0)2.6= +7.&
I：L*+: 2+/=？H:’0& & & )/& & & -:’0 :*) 2+/= H :*.17*: H 7+,) 5.1&
P：K.1 0))！K.1 ;./7.:！L*+:’0 8*5 H =-=6’: 3*.6)&
I：H’9 ,)/5 0.//5& H: 8+06’: 5.1/ ;+14:& H +3.4.7-F)&
P：L*+:’0 +44 /-7*:& T4)+0) ;./7): -:&
!"#$ C
P：T4)+0) 0-: =.86& Q):’0 0))& K.1’/) I/& (/.86，-06’: :*+: /-7*:？
I：Y-7*:& H’44 7/+=1+:) ;/.9 2.44)7) 6)N: S16)&
P：G+,) 5.1 ),)/ =.6) +65 8./< -6 :*-0 ;-)4=？
I：J.，6.:*-67& P) =-= 0.9) 3/+2:-2) 8./< -6 24+00&
P：K.1 0))9 :. >) =.-67 8)44 +: 2.44)7)& P*+: <-6= .; 3+5 +/) 5.1 *.O

3-67 :. 7):？
I：R/.9 8*+: H *+,) /)+= -: 0))90 :*+: :*) 3+5 +: :*) >)7-66-67 8.14=

>) +/.16= W E!，DDD + 5)+/&
P：G)/) 8) 8.14= 0:+/: +: W ED，?DD ;./ :*) ;-/0: 5)+/，+ <-6= .; :/+-6O

-67 3)/-.=& L*)6 5.1 8.14= 7): W E?，DDD& @;:)/ :*+: 5.1/ /+-0)0
8.14= =)3)6= .6 *.8 8)44 5.1 8./<)=&

I：L*+: 0.16=0 ;+-/ )6.17*& P*+: +>.1: .:*)/ :*-670，4-<) ,+2+:-.6？
P：L*.0) +/) +44 )N34+-6)= -6 :*-0 3+3)/& K.1 2+6 :+<) -: +4.67 +6=

4..< +: -: +: *.9)&
I：P*+: =. 5.1 :*-6< :*) 2*+62)0 +/) :*+: H’44 7): + M.> *)/)？
P：P)44，H’9 :+4<-67 :. :*/)) 3).34) :.=+5 +6= ;.1/ :.9.//.8& P)’44

>) *-/-67 :8. 3).34)&
I：H 01/) *.3) H 2+6 8./< *)/)& (1: H 71)00 H’44 M10: *+,) :. 7. *.9)

+6= 8+-:&
P：K.1’44 *)+/ 0.9):-9) 6)N: 9.6:*& Z..= 412< +6= :*+6<0 ;./

2.9-67 -6 :.=+5&
!"#$ ED

’))3 U3/-670 -0 +6 @9)/-2+6 2.44)7)，-: -0 +6 16101+4 2.44)7)& H:
-0 *-7* -6 :*) 8*-:) 9.16:+-60 -6 [+4-;./6-+ 6.: -6 + 2.44)7) :.86& L*)
2+9310 -0 + 2.44)2:-.6 .; .4= >1-4=-670 8-:* 6. >)+1:-;14 24+00/..90&
L*) .645 2.44)7)O4-<) :*-67 +>.1: ’))3 U3/-670 -0 -:0 4->/+/5& U:1=)6:0
2+6 0:1=5 ;/.9 :*) E$，DDD >..<0 !% *.1/0 + =+5& L*) 4->/+/5 -0 6),)/
2/.8=)= +0 :*)/) +/) .645 !% )N2)44)6: >.5 0:1=)6:0 +: :*) 2.44)7)& @6=
:*)/) +/) .645 ? 3/.;)00./0& L*)0) :)+2*)/0 >)4-),) -6 :*) -=)+ .; :*)
2.44)7)& L*)5 +/) 6.: 8)44 3+-=& H6 ;+2: :*)-/ 0+4+/-)0 +/) .645 +>.1:
C，DDD =.44+/0 + 5)+/& L*) 2.44)7) 7-,)0 :*) :)+2*)/0 +6= 0:1=)6:0 0.9)O
:*-67 9./) -93./:+6: :*+6 9.6)5& L*)/) -0 6. 34+2) 4-<) ’))3 U3/-670&
U:1=)6:0 +/) :*)/) :. 4)+/6 +6= :*)5 2+66.: /16 +8+5 ;/.9 3/.>+>45 >)O
2+10) :*)/) -0 6. 34+2) :. )02+3) :.& @: 9.0: 2.44)7)0 0:1=)6:0 2+6
24.0) :*)-/ >..<0 +6= 0)) + ;-49，:*)5 2+6 7. .1: :. /)0:+1/+6:0 ./ :. 3+/O
:-)0，>1: :*) 0:1=)6:0 -6 ’))3 U3/-670 *+,) 2.934):)45 =-;;)/)6: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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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0 $(&%0 $&+*(&0’，$(&) 1%2($ 2/ /3$ 4/0
+ 5+-. %, $(& 6&’&0$7 8&&9 :90%,2’ %’ 4+0 40/1 $(& 5/0-6 /4 0&’$+30+,$’

+,6 *%,&1+’，&;&, $(&0& %’ ,/$ + $&-&;%’%/, ’&$ /, $(& *+193’7

!<<= 年全国百校联盟高考《考试大纲》调研卷（十）
# # 【测试表格】

相关事项测试学校
难度系数 平均分 最高分

>"< 分以上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 @ >>< 分
人数百分比

江西临川一中 <7 AB CA7 A >"= >7 DE CE >=E >>E >A7 !E

>—A# FGHGG# =—>< FGHGF# >>—>A GGHGF# >=—!< FHHGF
!>7 H# 考查 %,’%’$ 后的虚拟与真实语气的区分，此处 %,’%’$ 后的情

况为真实情况，故用过去完成时。
!!7 F# 考查交际用语 I&-%&;& %$ /0 ,/$，意为J信不信由你J，通常用

于陈述者所陈述的事实听起来有些让人无法相信，但有时
是真实的。

!?7 F# 1/0&（ 7 7 7 ）$(+, 表示J与其说⋯⋯不如⋯⋯J。
!"7 F# 考查连词。2&$ 后跟宾语从句，而 5(+$ 在此可作 I& +4$&0 的

宾语。
!A7 8# 考查非谓语动词，*/,*&0, 表示J 与⋯⋯有关J，表示主动，

此处为现在分词作定语。
!=7 F# 考查时态，根据语意J ⋯⋯今晚七八点的时候格林先生将

正在谈判J可知。
!B7 F# 考查冠词。I) 5&%2($ 和 I) $(& 6/K&, 均为固定搭配。
!C7 8# 考查定语从句与强调句型的交替使用，L+0. 后面的定语从

句由 5(&0& 引导，后一空为强调句型中的 $(+$。
!D7 8# 据题干和句子结构可知，句子含有两个不同的谓语动词或

既含有肯定又含有否定情况，且这些内容也适合另一主语
时，应采用 :/ %$ %’ M 5+’ 5%$( ’I7 或 %$ %’ M 5+’ $(& ’+1& 5%$( ’I7
来表示，F 项的时态错误。

?<7 H# 5(+$’’ 1/0& ’3090%’%,2 作句子的插入成分。
?>7 G# $(& $%9 /4 $(& %*&I&02 表示J 重大问题所显露出的一小部

分J。
?!7 F# 根据语境可知第一空应填一个具有否定含义的词，而第二

空应填过去分词 6%+2,/’&6，表示J已经诊断J之意。
??7 F# 0&*/11&,6 后的宾语从句中应用虚拟语气，虚拟形式为：

（’(/3-6） N 动词原形。
?"7 G# 考查短语动词的区别，+$$&,6 $/ 表示J照顾，关照J。
?A7 8# 9%*. 39 在此处表示J染上J。
# # 本文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作者如何教自己学写作的过程。
?=7 F# 根据下文的 I/32($ 和 0&+6 可推知。
?B7 G# 考查形容词 6&-%2($&6，I& 6&-%2($&6 5%$(7 7 7 表示J 对⋯⋯感

到高兴不已J。
?C7 8# 考查介词。5%$( 在此处表示J带着，带有，抱着J。
?D7 H# 因 :LOFPHPQR 是一份报纸，J 我J 看 了 报 中 的 几 篇J 文

章J，9+9&0 用作可数名词时指J文章J，且后文再次出现。
"<7 F# 根据前文所述J把报纸放置一边数日J可知后面应该说J 接

下来J（+,6 $(&,）。
">7 H# +$ -&,2$( 表示J详尽地，充分地J，符合语境。
"!7 G# */19+0&7 7 7 5%$( 意为J把⋯⋯与⋯⋯作比较J。
"?7 H# 根据文意J作者把自己改写的与原作对比J 可知 /0%2%,+- 最

恰当，贴切。
""7 8# 上下文之间是转折关系。
"A7 G# 0&+6%,&’’ 表示J在用字想字上的准备J，是指对头脑中的积

累活用。
"=7 8# 关系代词 5(%*( 在此处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B7 F# 条件从句为虚拟条件句，故主句应用虚拟语气，而此处表

示J本应该获得J，故要用 ’(/3-6 N (+;& 6/,&。
"C7 H# $/ ’3%$ $(& 1&+’30& 意为J适合这种文体J，且在此处作目的

状语。
"D7 H# 根据文意可知同义不同音应是为J 0()1&（韵）J服务的。
A<7 8# 此句前面说：因经常寻找同义但不同音或不同长度的词汇

这件事，势必要我时刻追求的是J 变化J（ ;+0%&$)），况且下
文也有提示。

A>7 F# 此处是对前文的总结，因此用 $(&0&4/0&。
A!7 G# 根据文意：过一段时间，作者完全忘记了这篇文章即可知。

A?7 H# $30, I+*. 表示J把⋯⋯译回来J。
A"7 F# 此句表示作者有意把自己的提要打乱。
AA7 8# +00+,2&1&,$ 指J（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J。
# # H 篇文章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描绘出了一幅清丽秀美的大自
然落日图景。
A=7 F# 根据文章第一段中的J 7 7 7 +,6 $(& +%0 +-’/ 5+’ ’/ 5+01 +,6

9&+*&43- $(+$ ,/$(%,2 5+’ 5+,$%,2 $/ 1+.& + (&+;&, /4 $(+$
1&+6/57 7 7 J可知，作者把周围旖旎的景物描绘成天上的景
物，因此可看出作者是兴高采烈的。

AB7 G# 理解推断题，统观全文，文章第一自然段是描写落日下的
静景，第二段是描写落日下的动景，在动景中，动物当然就
是自然的主宰了，这就增添了落日美景图的动感美。

AC7 H# 细节理解题。考生可能会因为文章最后一句中的 60%;%,2
而无法排除 H 项，事实上，此处的 60%;%,2 是J 驱赶，赶走J
之意。

AD7 8# 中心思想判断题。首先从景物的时令描写上判断（ 万木凋
零，衰草遍野）应该是秋天，然后作者全篇围绕 ’3,’&$ 描
写，故选 8 项。

# # G 篇 文 章 用 事 实 告 诫 读 者 要 警 惕 隐 藏 在 真 理 背 后 的 欺
诈行为。
=<7 G# 根据短文第一段第二句J S(&, ’/1&/,& $&--’ )/3 ’/1&$(%,2

$(+$ %’ $03&，I3$ -&+;&’ /3$ %19/0$+,$ %,4/01+$%/,7 7 7 J可知：别
人告诉你的信息是真实的，但却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7 F# 从短文倒数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例子可知：真理（ 事）有时会
以一种不诚实的方式被人利用作为欺骗的工具。

=!7 H# 从最后一段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告诫读者：在相信对方的话
之前应该先仔细思考。

=?7 8# 主旨大意题。
="7 F# 从第一段中的J $(& -+’$ 1&&$ /4 /30 ’&,%/0 )&+0J 可知应是在

他们一起上学的最后一年。
=A7 H# 从五段第一句话可知：他身材矮且强壮，是速度最快的。
==7 G# 文中J T/3 *+,’$ ’&& +,)$(%,27 U$’’ -%.& I&%,2 %, + *+;&；I&V

%,2 I-%,64/-6&6 %, + *+;&J 意为：你看不清任何东西，就好像
在洞中被蒙住双眼。因此可知答案为 G。

=B7 8# 从短文第一段最后一句中的 *&-&I0+$%,2（ 庆祝田径场凯旋
W 归来）可推测出。

# # 8 篇讲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卡通人物 X&--/ Y%$$) 的历史和其
成长壮大的历程。
=C7 G# 根据文章第一段和倒数第三段第一句话可知：X&--/ Y%$$)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卡通人物。
=D7 8# 从第二段中的J +,6 (&0‘ 9+0&,$’’，Z+9+,&’& *(+0+*$&0 2//6’

1+.&0 :+,0%/，5%-- 1+.& %$ + 9+0$) $/ 0&1&1I&0J 可推测出：她
的父母就是日本卡通制作者 :+,0%/。

B<7 H# 根据文章第三段可知：捐赠的目的是为了缩小全世界女孩
和男孩失学的比例（ 目前女孩失学人数比男孩多出一千
万）。

B>7 F# 从文章最后一句中的关键词 H6+9$ %$，’&-- %$，%190/;& %$ +,6
’&-- %$ +2+%, 可推知：X&--/ Y%$$) 的成功秘诀是改革创新。

# # O 篇文中作者描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告别海上
生涯的老渔民（我的朋友），另一个是在码头以乞讨为生、双目失
明的 G&, W/-6&,，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弱者
的怜悯和同情。
B!7 G# 根据短文第一段第二句话即可知答案。
B?7 F# 推理判断题。纵观第一段可知：作者列举了一系列的实

例，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位老渔民有丰富的知识。
B"7 H# 从短文第二段第一句话J如果说每当见到那位渔民朋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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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种欢喜感的话，那么见到老年本·戈尔登就另当别
论了$以及后面的 %& ’() &*+ ,-.)& &-/+ % *(0 /+& &*(& (,,1-2&-34
(40 /5 53647 /-40 *(0 7.+(& 0-,,-261&5 -4 23/-47 &3 &+./) ’-&*
-&) )677+)&+0 /+(4-47) 可推知作者是悲伤的。

8"9 :# 词义猜测题。从最后一句话可知其意为：你得承认，在那
些$过去的好时光$中，有些方面最好是不要有才好。

8;9 </+.-2("</+.-2(4。名词 ,.-+40) 应用形容词 </+.-2(4 来修饰。
889!
8=9 ’() 后加 (。2*(42+ 为可数名词。
8>9 )?+(@-47")?3@+4。表示$英语口语$要用 )?3@+4 A471-)*。
=B9 去掉第一个 &3 或 7.++&+0")(-0。7.++& 为及物动词，使用时后面

应直接跟宾语，故去掉其后的 &3；但也可将 7.++&+0 改为 )(-0。
=C9 0-,,-261&-+)"0-,,-261&5。0-,,-261&5 既可用作可数名词又可用作不

可数名词，用于词组 *(D+ 0-,,-261&5（ -4）03-47 )&* 中时，作不可
数名词用；用作可数名词时表示$困难的事情$。

=!9 )(&")-&&-47 或 )+(&+0。)-&&-47 在此作伴随状语，但也可用 )+(&+0
替代 )-&&-47，因为 )+(&+0 是被动形式表示主动含义。

=E9 *+."/5。逻 辑 错 误，F-15 问 我 的 肯 定 是 关 于 我 的 学 校 生
活情况。

=G9 6)+0"6)-47。H+ 7330 (& 后的宾语应用动名词形式。
="9 I3’"J*(&。感叹词的误用，修饰名词短语前用 ’*(&。

【范文选登】
!" #$%&’()*+ ,-’../ 0"-.-""？

%4 &*+ (.+( ’*+.+ %’/ 1-D-47，.+2+4&15 /3.+ (40 /3.+ 53647 ?6K
?-1) *(D+ 734+ 36& &3 ’3.@ ’-&* &*+-. ?(.+4&) ’-&*36& ,-4-)*-47 &*+-. 3HK
1-7(&-34 +062(&-349 < )6.D+5 34 ’*+&*+. +062(&-34 -) 6)+,61 )*3’) &’3
0-,,+.+4& 3?-4-34) (H36& &*(&9

GBL 3, &*+ ?3?61(&-34 &*-4@ +062(&-34 6)+1+))9 M*+5 &*-4@，,-.)&，
/34+5 2(4 H+ +(.4+0 ’-&*36& 1-&+.(25 3415 -, 536 (.+ *+(1&*59 N+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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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4 2(4 /(@+ ?+3?1+ ’-)+，-/?.3D+ *6/(4’) Q6(1-&-+) (40 +D+4
/(@+ 34+ ’(1@ )&.(-7*& (*+(0 -4 34+’) 1-,+9 P6.&*+./3.+，+062(&-34 -)
&*+ 3415 ’(5 &3 &*+ ?.3)?+.-&5 3, &*+ 4(&-349

% &*-4@ 7-D-47 6? +062(&-34 &3 +(.4 /34+5 -) ( )*3.&K)-7*&+0 (2K
&-349 R415 +062(&-34 2(4 H+ &*+ 1(00+. 3, -/?.3D+/+4& ,3. 6) *6/(49
附：听力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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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73& &3 ’.-&+ ( 1347 23/?3)-&-34 ,3. /5 A471-)* 21())，(40 % 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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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 ’%(&)* +% ,($% ( $()- ./0&(&’ 12 3 41.5%6 7.5 8169)3，3 :.())/:)3 ()
;%.. () -,% 3 .(-%)- <1< )169)3 *

=1& -,1)% 12 ’1> ;,1 ./?% ( 0/- 12 0(:?9&1>65 ;/-, ’1>& 2($1&/-%
@>)/:，-,%&%’) A,% B/)-1&’ 12 C1< 1& A,% D1(5 -1 E>)/:* A,%)% -;1 )%F
&/%) 0&/69 ’1> -,% .(69>(9% 12 <1< @>)/: (65 /621&@(-/16 (01>- -,% <%F
&/15) (65 -,% (&-/)-)* G2 ’1> ;(6- -1 ,%(& 2&1@ -,% (&-/)-) -,%@)%.$%)，
-,%)% 6%; )%&/%) :(..%5 H01>- -,% I/9 B/-)* A,/) /) 0()%5 16 /6-%&$/%;)
;/-, <1<>.(& )/69%&) (65 )169;&/-%&)* A,%’ -(.? -1 >) (01>- -,% @%(6/69
(65 /5%() 0%,/65 -,%/& )169)*

G2 ’1> ;(6- -1 >65%&)-(65 -,% ;1&5) -1 -,% 0/9 @>)/: ,/-)* C1<
+1&.5 /) -,% <&19&(@ 21& ’1>* H2-%& (.. /-’) ,(&5 %61>9, 21& 6(-/$% J69F
./), )<%(?%&) -1 >65%&)-(65 @1)- <1< )169) )1，/2 J69./), /)6’- ’1>&
2/&)- .(69>(9%，’1> ),1>.56’- 0% )>&<&/)%5 /2 -,% ;1&5) -1 @(6’ )169)
.%($% ’1> /6 5(&?*
听力填空题参考答案：
重庆听力
!"# K
K* KLL，LLL !* -/:?%-
!"# !
K* 61/)% !* -;1
!"# M
K* %/9,- !* ,%(5
广东听力
!"# K
K* N1$%@0%& -1 H<&/. !* +1&?/69 <.(:% M* ;(-%& )<1&-)
O* 1>& 9>%)-) P* %$%&’-,/69
!"# !
K* $%&’() *+%&( !* (5>.-) M* 21>& O* PQ LL <@ P* A%( D11@
!"# M
K* KRSS !* ,(&01& M* 7<%&( B1>)% O* !* P P* !L
听力填空题听力参考材料：
重庆听力
$(,) K

G- /) &%<1&-%5 -,(- 1&5/6(&’ <%1<.% :1>.5 -&($%. (&1>65 -,% @116 /6
!LLS 1& !LLT* A,% -&/< /) 1&9(6/U%5 0’ H@%&/:(6 8<(:% H5$%6->&%)*
B1;%$%&，-,% <&/:% 12 ( &1>65F-&/< -/:?%- /) &(-,%& ,/9, — (01>-
KLL，LLL 51..(&)* G- /) )(/5 -,(- )1@% $/)/-1&) (&% /6-%&%)-%5 /6 -,% -&/<
(65 :1>.5 (221&5 -,% -/:?%-* H2-%& ,(&5 -&(/6/69，-,%’ ;1>.5 :1@<.%-%
-,%/& :1@/69 ;165%&2>. -&/< (&1>65 -,% @116 /2 -,%/& ,%(.-, <%&@/-)*
A,% -&/< .()-) 6/6% 5(’)，12 ;,/:, -,%&% /) ( -,&%%F5(’’) 2&%% 2./9,- /6
.1;FJ(&-, 1&0/- (65 -,% &%)- /) )<%6- 2.’/69 (&1>65 -,% @116* V>&/69 -,%
-&/<，$/)/-1&) :1>.5 ;(-:, @(6’ >6/W>% $/%;)，;,/:, :(6’- 0% )%%6 16
-,% %(&-,*
$(,) !

+%.. 516%！G %6X1’%5 ’1>& )-1&’* N1; G’5 ./?% -1 ),(&% ;/-, ’1> (
)-&(69% %Y<%&/%6:% G ,(5 ( @16-, (91* G- @(’ )1>65 2>66’，0>- /- /)
-&>%* H2-%& ( 5(’’) ,(&5 ;1&? G ;%6- -1 0%5 %(&./%& -,(6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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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 ,(5 ->&6%5 -,% -%.%$/)/16 122 21& @% (65 %$%&’-,/69 ;() (..
&/9,-*

$(,) M
G-’) $%&’ /@<1&-(6- 21& >) -1 ?%%< ,%(.-,’ /6 1>& %$%&’5(’ ./2%* I>-

,1;？B%&% (&% )1@% (5$/:% 21& ’1> -1 21..1;* =/&)- ’1> ),1>.5 ,($% (
,%(.-,’ 5/%-* G-’) 6%:%))(&’ -1 %(- %61>9, 2&%), 2&>/- (65 $%9%-(0.%)，
0%:(>)% -,%’ ,($% (.. ?/65) 12 $/-(@/6) -,(- ’1> 6%%5 %$%&’ 5(’* I>- 51
61- %(- -11 @>:, 2(-，)>:, () :,%%)%，0>--%& 1& (6’-,/69 -11 2(--’ 1& -11
)(.-’* A11 @(6’ );%%-) :(6 0% 0(5 21& ’1>& -%%-,* H65 ’1> ),1>.5
5&/6? () ./--.% :122%% () <1))/0.%* 4115 ,(0/-) :(6 ,%.< ’1> ?%%< ,%(.-,F
’* V1/69 %Y%&:/)% /) :%&-(/6.’ ( 9115 ;(’ -1 @(?% ’1> ,%(.-,’* H2-%& (
5(’’) ;1&?，(6 %/9,-F,1>& ).%%< /) 6%%5%5* H65 ’1>’5 0%--%& 61- ;1&?
1& )->5’ -11 ,(&5* D%@%@0%& )@1?/69 (65 5&/6?/69 (&% 01-, 0(5 21&
’1>& ,%(.-,，)1 6%$%& )@1?% 1& 5&/6? (.:1,1.* [)/69 ’1>& ,%(5 :(6 (.)1
,%.< ’1> ?%%< 2/-，)1 516’- 0% .(U’*
广东听力
$(,) K

A,% C(.@ I%(:, D%)1&- /) .11?/69 21& 1>-91/69 2>6F.1$/69 <%1<.% -1
;1&? 21& -,% ;/6-%& )%()16（N1$%@0%& -1 H<&/.）() 8<1&-) (65 \%/)>&%
H))/)-(6-) (- /-) 6%; 0%(:, &%)1&- 16 8- \>:/( /6 -,% ](&/00%(6* V%<%6F
5/69 16 -,% )?/..) (65 <%&)16(./-’，())/)-(6-) ;/.. ,%.< -1 &>6 ;(-%&
)<1&-) (:-/$/-/%) 1& 1-,%& .(65 )<1&-)，())/)- /6 &>66/69 1>& 5(/.’ -,/69)
0’ 01(- (65 ,%.< -1 1&9(6/U% %$%6/69 (:-/$/-/%)*

N1 )<%:/(. )<1&-) 1& @(6(9%@%6- W>(./2/:(-/16) (&% &%W>/&%5 — -,%
?%’ /) 16 %6:1>&(9/69 1>& 9>%)-)，X1/6/69 /6 ;/-, -,%@ (65 ,%.</69 -1
@(?% )>&% %$%&’-,/69 /) &>66/6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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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 21& )/Y @16-,)*
$(,) !

A,/) ;%%?%65 ;,’ 61- $/)/- C(&? =(&@，/6 -,% .1$%.’ $/..(9% 12 N%F
;,(@<-16，21& ( 5(’ /6 -,% :1>6-&’ -,(- -,% ;,1.% 2(@/.’ ;/.. %6X1’？
]1@% (65 )%% -,% 2(&@ (6/@(.)，91 21& ( ;(.? (:&1)) -,% 2/%.5)* H2-%&F
;(&5)，’1> :(6 .11? (&1>65 -,% 4/2- 8,1< 1& ,($% ( 5&/6? /6 -,% A%(
D11@* =&1@ -,% A%( D11@，’1> :(6 ;(-:, ’1>& :,/.5&%6 <.(’/69 1>-F
)/5%* C(&? =(&@ /) 1<%6 %$%&’ 5(’ 2&1@ ,(.2 <()- -%6 /6 -,% @1&6/69 -1
2/$% 1’:.1:? /6 -,% %$%6/69* H6 (5>.- -/:?%- :1)-) )/Y <1>65) (65 :,/.F
5&%6 0%-;%%6 -,&%% (65 )/Y-%%6 <(’ 21>& <1>65)* I>- ’1> :(6 )($%
@16%’ ;/-, ( 2(@/.’ -/:?%-，;,/:, :1)-) 2/2-%%6 <1>65)* V19) (&% 61-
(..1;%5 16 -,% 2(&@ )1 <.%()% .%($% ’1>& 519 (- ,1@%！

A1 2/65 C(&? =(&@，21..1; -,% )/96) /6 -,% $/..(9%* A,% 2(&@ /)
$%&’ 6%(& -1 -,% &/$%&* +% .11? 21&;(&5 -1 )%%/69 ’1> )116 (- C(&?
=(&@！
$(,) M

8’56%’ /) H>)-&(./(’) @1)- %Y:/-/69 :/-’* A,% ,/)-1&’ 12 H>)-&(./(
0%9(6 ,%&%* G6 KRSS，](<-(/6 H&-,>& C,/../<) (&&/$%5 /6 8’56%’ ;/-,
KK ),/<) (65 K，L!O <())%69%&) 2&1@ I&/-(/6 /6:.>5/69 RRL <&/)16%&)*
A15(’ -,%&% (&% !* P @/../16 <%1<.% /6 8’56%’* G- /) -,% 0/99%)- :/-’ /6
H>)-&(./(，(65 16% 12 -,% @1)- 0%(>-/2>. :/-/%) /6 -,% ;1&.5*

A,%&% (&% 1$%& !L 2/6% 0%(:,%) :.1)% -1 8’56%’* G-) ;(&@ )>@@%&
:./@(-% (65 :11. ;/6-%& ,($% @(5% /- ( 2($1&/-% :/-’ 21& <%1<.% 2&1@ 1F
$%&)%()* A,%&% (&% -,&%% -,/69) -,(- @(5% 8’56%’ 2(@1>) — /-) 0%(>-/F
2>. ,(&01&，-,% 8’56%’ B(&01& I&/59%，(65 -,% 8’56%’ 7<%&( B1>)%*

81@% H@%&/:(6) -,/6? /- /) $%&’ ./?% I&/-/),* 81@% I&/-/), $/)/-1&)
-,/6? /- /) ./?% H@%&/:(* A,%&% /) )1@% -&>-, /6 01-, -,%)% 1</6/16)，
0%:(>)% 8’56%’ -(?%) 2&1@ 01-, -,% 7.5 +1&.5 — J>&1<%，(65 -,%
N%; +1&.5 — H@%&/:(，(65 @(?%) /-)%.2 /6-1 )1@%-,/69 -,(- /) 6%/-,%&
I&/-/), 61& H@%&/:(6 0>- -&>.’ H>)-&(./(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