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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浙江高考试题分析 

杭州新东方高中语文组 

2019 年高考已经尘埃落定，试卷的点评与分析又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总体来

看，浙江省 2019 高考语文试卷考试在注重对考生语文素养全面测试的同时，着重考

查考生把握和应用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及阅读、写作方面的能力。作文重在人文和

逻辑思辨，或成为最大区分点。 

对于过去的分析总结是为了未来走得更好，在这里笔者试对 2019 年浙江卷进行

简要分析，希望对“准高三”的同学们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对于高考的分析和解

读能够更加多元化。 

一、语言文字运用（共 20 分） 

1.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且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不甘庸碌，不墨守成规，不畏挫．(cuō)折，以全部精力和才情奔向既定目标，赴汤

蹈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与激荡在他内心的狷(juàn)介不羁之气是多么一致。 

B.“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彤(dān)云密布，朔(shuò)风渐起，

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也许，《水浒传》中最美丽传情的文字就是雪了。 

C.“历史”并非噱(xué)头，而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托，一旦历史印记被急功近

利的行为粗暴抹(mǒ)去，“文化”气息将荡然无存，“名城”必然岌岌可危。 

D.如果一个人能够用爱心拥抱世界，那么整个世界的灿烂和澄(chéng)净都会永驻心

中，即便身形羸(léi)弱，也会因内心的丰盈而精神焕发、神采熠熠。 

1.答案：C 

解析： 

A.“挫”的正确读音为 cuò； 

B.“彤”的正确读音为 tóng； 

D.“熠熠”的正确书写为“奕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3 题（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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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可谓亮点突

出。该节目以博物馆为主题，以文物为线索，每件文物绑定一位与之气质相符的嘉

宾，他们或娓娓道来．．．．地讲述文物的历史，或扮成古人演绎．．国宝故事，串联起国宝的

前世今生。近两年来，该节目收获了大量粉丝。许多观众表示，从《国家宝藏》中

看到了文化自信。 

【甲】近期发布的《中国文化综艺白皮书》显示，在关于“文化综艺节目的什么

要素最吸引你”的调查里，“精神内涵”“价值导向”成为受访者的首选，选择“节

目创新性”的比例也接近六成。【乙】白皮书还显示，相比娱乐综艺，观众对本土原

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满意度更高，据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文化类综艺迎来了

最好的时代。 

【丙】有导演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传达“硬知识”并不需要站在娱乐节目的对

立面，而是．．需要借鉴娱乐节目，找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硬知识”软化，确

保节目的文化表达流畅而轻快。 

 

2.文段中的加点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娓娓道来    B．演绎    C．而是    D．喜闻乐见 

2.答案：A 

解析： 

A.“娓娓道来”指连续不断不停地说、生动地谈论，形容谈论不倦或说话动听，与

“讲述”重复，所以不正确。 

B.“演绎”指展现、表现，与“故事”可以搭配，所以正确。 

C.“而是”与前面的“不是”连用，是一组并列关联词，与句意符合，所以正确。 

D.“喜闻乐见”指喜欢听，乐意看，形容很受欢迎，与句意符合，所以正确。 

 

3．文段中画线的甲、乙、丙句，标点有误的一项是（2 分） 

A．甲     B．乙      C．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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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案：B 

解析：“据此”的“此”借代“相比娱乐综艺，观众对本土原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

满意度更高”这个事实，所以“满意度更高”后面的逗号应该改为句号，以显示“此”

是借代句意整体。 

 

4.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3 分） 

A. 当人体免疫力大幅受损的情况下，“超级真菌”会乘虚而入，使病情雪上加霜，

加速病人死亡，因此它被贴上了“高致死率”的标签，使人闻之色变。 

B. 近年来，《战狼Ⅱ》《流浪地球》等一批精良艺术品质和积极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

受到观众广泛认可，这充分证明过硬品质是新时代文艺实现文化引领的基本条件。 

C. 中国的哲学蕴含于人伦日用之中，中国建筑处处体现着人伦秩序与和而不同的东

方智慧，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正是良渚大量建筑遗址的见证者。 

D. 当前，以芬太尼类物质为代表的新型毒品来势凶猛，已在一些国家引发严重的社

会问题；将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入管制，是中国政府处理毒品问题的创新性举措。 

4. 【答案】D 

【解析】 

A. 句式杂糅，“当……的时候”与“在……情况下”杂糅； 

B. 成分残缺，原句“等一批”后面应加上谓语“有着”； 

C. 不合逻辑，“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正是良渚大量建筑遗址的见证者”应改为“良

渚的大量建筑遗址正是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见证者”。 

5.  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

逻辑紧密。每处不超过 15 个字。（3 分） 

考古学是利用古人遗迹遗物重建古代历史的学科，尽管先民的物质遗存作为古史

研究的直接史料有益于重建古代物质文化的历史，但仅满足于人类物质文化历史的

建设，_______①______。理由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包括物质文化历史，也

应包括精神文化的历史，我们不仅要关心古人是如何生活的，_______②______。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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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考古学研究，_______③______，同时更要通过这些物质遗存研究

先民精神文化的成果。 

5. 【答案】示例： 

①显然不足以重建一部完整的历史 

②更要关心他们是如何思想的 

③既要揭示先民的物质创造 

【解析】 

本题考查的主要为前后语言之间的衔接和语意之间的连贯，前面说“考古学”

是要重建“古代历史”的，一方面，“研究先民的物质遗存”可以“重建古代物质文

化研究”，但“古代历史”并不只是包含“物质文化”方面，还包含“精神文化”方

面，所以第一处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仅满足于人类物质文化历史的建设”的话“是

不能构成完整的历史的”；根据第一处可以推导第二处，即除了关注古人的物质生活，

我们“更要关心他们是如何思想的”；第三处仍然是讨论真正意义的考古研究应该包

含两个方面，后面已经提到了精神文化方面，那第三处这里表达的应该就是跟物质

文化研究有关——“既要揭示先民的物质创造”。 

 

6. 阅读下面某社区“红色议事厅”工作流程图，根据要求完成题目。（3 分） 

 

【注】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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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一句话概括“红色议事厅”工作职能，不超过 15 个字。（2 分） 

（2） 从“为老百姓办实事”角度评价“红色议事厅”工作机制。要求：体现流程图

主要内容，语言简明、准确，不超过 80 个字。（4 分） 

6. 【答案】示例： 

（1）（2 分）联系相关各方，协商解决难事。 

（2）（4 分）示例：“红色议事厅”工作很实在。 

①难事来自民意，很务实； 

②协调相关部门、人员解决难事，很切实； 

③既有“两代表一委员”监督，又有群众反馈及回访，能落实。 

【解析】 

本题主要考察的是总结概括能力和逻辑梳理能力，答题时注意看清楚题目要求，

根据箭头方向，分清流程图主干和分枝，将语言稍加组织即可。 

（1）第一问题干对象是“红色议事厅”工作职能，即“红色议事厅”能做什么，

那就找其往下的箭头，只有一个“相关部门（合力落实）”，之后找落实什么，发

现其落实“民意收集的难事”，即“相关部门合力落实民意收集的难事”，根据要

求答案不超过 15 个字，将语言稍加组织整合即可得出答案。 

（2）第二问根据题干要求，学生必须在答案中明确给出一句评价性话语，分值

占比 1 分，还要注意题干要求从“为老百姓办实事”角度评价。从这个角度评价，

我们可以评价其为“务实”、“切实”、“落实”、“为人民服务”等等。题干要求

体现流程图主要内容，从分值来看，至少需要答出三点。根据箭头提示，第一点就

是第一问的答案，第二点是接受两会委员的监督，第三点接受人民的反馈及满意度

回访。这种题目不要求与答案完全一样，第一问主要对象不错即可，第二问符合题

干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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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阅读（共 3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10 分） 

材料一： 

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绣、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

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

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南苗族的盛装刺绣，衣

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

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 8 根或 12 根同色

丝线编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鸟爸”）的盛

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

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

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

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西现在绣布上绘或贴上

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

件，在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 

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

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

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

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

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 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

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

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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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 年 2 月 23 日） 

材料三： 

    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

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

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

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

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

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

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

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7.下列对材料中“苗绣”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楚绣是苗绣、湘绣、汉绣共同的“祖先”，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古代苗族妇

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 

B.黔东南苗族的盛装刺绣部位特别，妇女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将

其以栏杆形式缀在肩膀、袖口、裤脚和鞋面。 

C.苗绣日常服饰的图案包括鸟、鱼、花、果子、龙、大象、狮子等，在表现刺绣对

象时，苗绣呈现造型上的呆萌特点。 

D.苗绣这本“书”罗列事物看似随意，但实际上表现的内容经过严格选择，不乏思

想深度，苗族人从小就可以从中学习文化。 

7.答案：D 

解析：A 选项，“楚绣是苗绣、湘绣、汉绣共同的‘祖先’”说法错误，材料一中指

出，苗绣与湘绣、汉绣同流而异源，“祖先”并不相同。B 选项，“再将其以栏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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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在肩膀、袖口、裤脚和鞋面”说法错误，根据原文，“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C

选项，龙、大象、狮子这些图案出现在盛装中，而不是日常服饰中。 

 

8.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苗绣中的一些图案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

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 

B.苗绣在 20 世纪后半叶逐渐被人们发现，主要是因为它与时俱进，改变了自身的审

美特质，契合了读图时代的审美趣味。 

C.苗绣的文化形态丰富，它的传播形式也应多样化，除了依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

等媒介，还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 

D.借助视频手段记录和还原苗族刺绣的复杂过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

一种形式，其优点是人们可以反复观看。 

8.答案：B 

解析： 

从材料二原文“苗绣……20 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

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

能看出来苗绣“在 20 世纪后半叶被发现”和“与时俱进”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 B

项强加因果，错误。 

 

9.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绣的另外两方面特点。（4 分） 

（1）图案：具有丰富的艺术特质       。  

（2）针法和绣法：                   。（2 分） 

（3）承载的文化：                   。（2 分） 

9.答案： 

（2）种类多，技法复杂，还有两种特有针法 

（3）凝聚了苗族人祖祖辈辈的人生智慧（或：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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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2）根据材料一“苗绣针法有……等十几种”能概括出“种类多”；根据材料一“其

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能概括出“有两种特有针法”，根据材料一对辫绣和结

绣针法的具体描写以及材料三“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能概括出“技法

复杂”。 

（3）材料二主要写了苗绣背后的文化内涵，根据第一段第一句“苗绣是苗族人的文

化读本”或最后一句“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

鲜活的苗绣故事中”，可以概括出答案。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3 题。（20 分）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

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

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

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

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

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

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

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

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棂，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棂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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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倌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

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

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

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

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

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

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

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

一瘸。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歪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

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

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

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

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

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

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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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

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

舍弃了窗棂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

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瘸，

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秧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梆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

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拉粘糕。

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

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

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

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

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

能消化。 

  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

思是怕我还要去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

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

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大粘糕上切下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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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

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

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

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选自《呼兰河传》第七章，有删改） 

 

【总评】浙江省去年考查的散文，但熟悉浙江考试的应该清楚，浙江还是偏爱考查

小说的，整体来看文章以及题型都比去年要简单一些，不过题型上也是有一定的变

化的，如添加叙述的考查，这种题型在 16 及 17 年的诗歌鉴赏部分有过考查，统考

一模也有涉及。标题的作用题也是较为常见的题型，整体上变动不大，难度稳中有

降。 

 

10. 简析文中画线部分的语言特点。（4 分） 

10. 【答案】 

①使用了拟人修辞手法，写出黄瓜蔓蓬勃的生命活力。 

②句式上长短交错，使语言生动活泼。 

③每句都用“了”字，反复强调黄瓜生长迅速。 

④语调轻快，传达出叙述者的喜悦之情。 

【解析】 

从题干来看，本题属于赏析题中的语言赏析题，和 2018 年现代文阅读的第一道

题颇为相似，难度中等。赏析语言时要注意赏析的角度：用词、修辞、句式以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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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风格。从分值来看，一共 4 分，每个角度各有一个得分点。在用词上，需要考虑

动词、形容词、叠词、拟声词、数词以及频率高的词等。结合文本发现短短五行用

了十个“了”字，另外具有较多的动作描写，把黄瓜生长的迅速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修辞上结合文本中“跑去”“招呼”“成群结队”等词，可以看出使用的是拟人

的修辞手法；在句式上，需要考虑的有：长短、整散以及文白，结合文本可以看出

使用了长短句交错的句式，使语言生动活泼；而在最后的语言风格上需要考虑的问

题相对较多，如自然平实还是绚丽雅致，是紧张急促抑或清新舒缓，是具有地方特

色还是富有生活气息，从文本来看，整体语言轻快，生动有趣。 

 

11. 结合故事情节，概括“我”的形象。（4 分） 

11. 【答案】 

①给冯歪嘴子摘递黄瓜，可见“我”的友善。 

②“故意的不出声”，逗冯歪嘴子说话，表现出调皮可爱的一面。 

③想吃粘糕，又听话，可见“我”的乖巧。 

④想吃粘糕又呆在那里不说话，表现出矜持的一面。 

【解析】 

从题干来看，本题属于人物形象概括题。除了概括出性格特点的词语，还需结

合具体情节。冯歪嘴子向我要黄瓜，我就摘了，从窗子给他递出去，可以看出“我”

的善良、友善；我故意不出声，听冯歪嘴子还要说什么，可以看出我作为儿童的一

种纯真调皮；我没有吃够粘糕，却又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可以看出我的乖巧懂事；

当冯歪嘴子递给我粘糕，我不说吃也不说不吃，呆呆站着，可以看出我的矜持羞涩。 

12. 分析本文叙述上的特征。（6 分） 

12. 【答案】 

①用第一人称，显得真实、自然、亲切。 

②通过孩子的视角，呈现天真有趣、温暖美好的一面。 

③按照时间顺序自然展开，叙述散文化，节奏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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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注重场景的细节描绘，细腻、生动、传神。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叙述特点。今年一模已经碰到过，根据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叙述

人称（第一人称效果真实亲切、第二人称对话效果增强抒情性、第三人称客观不受

时间空间约束）；视角相关（上帝视角客观、有限视角造成波澜……）；记叙顺序及

特点（顺叙、倒叙、插叙、补叙、时间顺序，叙事散文化等）；手法及其效果。 

文章以我的口吻叙事，为第一人称；全篇视角方面是以我的口吻展开，属于有

限视角，这时候需要注意我的身份是一个孩童，孩童的有限视角更具有表现力；文

章中过几天、后来、夏天、秋天等可以看出是时间顺序；文中第三段对于黄瓜蔓的

描写细致生动，富有感染力。 

 

13. 如果给本文拟一个标题，你会选“磨房里外”还是“冯歪嘴子”？为什么？（6

分） 

13. 【答案】 

（一）选“磨坊里外” 

理由：①交代故事发生的空间。 

②小说通过“磨房里外”来架构故事情节。 

③富有意蕴：磨房外的后园是个童话般的美好世界，磨房内则是艰难的现实世

界，但“我”与冯歪嘴子能够友好相处。 

（二）选“冯歪嘴子" 

理由：①他是本文的主人公，以此为题，可突出人物形象。 

②本文通过冯歪嘴子这一形象牵出小说其他人物，串联故事情节。 

③关涉小说主旨：寄托了对善良又寂寞的底层劳动者的亲近和同情。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作用题里的标题的作用，作用题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进

行分析：环境、人物、情节、主旨，如：①以时间、地点、环境为题：点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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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环境，创设背景，渲染氛围。突出小说主题。线索作用、设置悬念作用。②

以人物为标题：突出人物形象，暗示故事情节，紧扣中心，突出主题。 

考生只要从这几方面入手即可，结合文章具体内容来组织答案。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 40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4 一 18 题。（20 分） 

《宗子相
①
集》序 

（明）王世贞 

呜呼！此广陵宗臣子相之诗若文。武昌吴国伦传之，而吴郡王世贞为之序，曰：

昔在建安，二曹龙奋，公幹角立。爰至潘陆衍藻，太冲修质，沈宋丽尔，必简岳岳，

李杜并驱，龙标脱衔。古之豪杰于辞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气有所不相入

而．相为用，则岂尽人力哉？盖亦有造物微旨矣。 

日，余与李攀龙于鳞燕中游也，子相挟吴生暨天目徐生来。子相才高而气雄，自

喜甚，尝从吴一再论诗，不胜，覆酒盂，啮之裂，归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呕血也。

当其所极意，神与才傅，天窍自发，叩之泠然中．五声，而诵之爽然风露袭于腋而投

于咽，然当其所极意而尤不已，则理不必天地有，而语不必千古道者，亦间离得之。

夫以于鳞之．材，然不敢尽斥矩镬
②
而创其好，即何论世贞哉？子相独时时不屑也，曰

宁瑕无碔③。余则无以难．子相也。诸善子相者，谓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间是非子

相者，谓子相欲逾津而弃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结撰之思，际吾才之界，以．

与物境会。境合则吾收其全瑜，不合则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

篇，吾时时上驷，以次驰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胜，而无再不胜，如是耳。今其篇

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必简、龙标小自贬損，而附于诸贤之骥，子相甘之哉。 

子相于文笔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夺今之耳观者，而大趣乃在北

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诗足无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尽于才乃往往屈才而

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然具是不朽矣。 

世之立功名、尚通显者，日讥薄文士无毛发之用。子相独不然。为考功郎④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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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能 

附会．．，非久出参
⑤
闽藩。属有岛寇事

⑥
，衽席吏民，调兵食，規摹为．一方冠。既又佐

其臬为儒生师帅。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则子相居恒不怿，谓：“麒麟凤皇，宁能并

鸡犬用乎？不得之，不能为圣世。吾厌吾鸡犬，行去矣！"于鳞大賞之，为诗曰：“一

为麟凤言，三叹加飧食。”其曹偶持论若此。 

（选自《弇州山人四部稿》,

有删节） 

【注】①宗子相：宗臣（1525-1560），字子相，与李攀龙（字于鱗）、王世贞、

吴国伦等六人合称明代“后七子”。②矩镬：犹规则、法度。③碔：似玉的石头。④

考功郎：吏部官员。⑤参：这里指担任布政参议。⑥岛寇事：指倭寇侵扰福建沿海。 

14.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叩之泠然中．五声        中：符合。 

B. 余则无以难．子相也      难：诘问。 

C. 字不得累．句         累：积累。 

D. 以不能附会．．            附会：依附（权贵）。 

14. 【答案】C 

【解析】 

本题重点考查学生的常见实词的翻译能力。从文句来看，此处的“累”处于谓

语位置上，应翻译为谓语动词，且整句“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的情感色彩为

消极警示的。因而，此处的“累”应解释为“妨碍”。 

 

15.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 分） 

A. 气有所不相入而．相为用     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 

B. 夫以于鱗之．材             夫人之．相与 

C. 以．与物境会               不赂者以．赂者丧 

D. 规摹为．一方冠             君为．我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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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答案】A 

【解析】 

本题是对虚词的考查，考查的是“而”“之”“以”“为”。 

A 选项二者“而”均为连词，表转折，“却”； 

B 选项前者“之”为结构助词，“的”；后者“之”助词无义，取消句子独立性； 

C 选项前者“以”为连词，译为“来”；后者为介词，译为“因为”； 

D 选项前者“为”用作动词，译为“是”；后者为介词，表示行为的对象，“替”。 

 

16.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 文章起笔就勾画了从建安到盛唐群雄争胜的诗坛景象，为下文高度评判宗臣的才

华和成就提 

供了一个气势恢宏的文学史背景。 

B．宗臣凭着才气能做到“理不必天地有，而语不必千古道”，而李攀龙和王世贞都

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宗臣对他们两人很不屑。 

C. 宗臣也有治世才能，任职地方能保境安民，又能“为儒生师帅”。他曾担任的考

功郎属于京官 

“出参闽藩"是离开京城到福建任职。 

D. 文章将议论与描写结合，使阐发主张和塑造人物相得益彰。对宗臣与人论诗时动

作的描写， 

虽只寥寥数笔，其形象就跃然纸上。 

16. 【答案】B 

【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文言文本的故事梗概的理解能力。此处不是表明“宗臣对他们

两人不屑”，而应该是“宗臣对规则不屑，认为‘宁瑕无碔’（宁做有瑕疵的玉也不

愿做石头），他清楚他的创新是不够好的，但也比一味固守规则要好”，要勇于“尽

斥矩镬”。 



 

 

- 18 - 

 

17. 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3 分） 

以 子 相 之 诗 足 无 憾 于 法 乃 往 往 屈 法 而 伸 其 才 其 文 足 

尽 于 才 乃 往 往 屈 才 而 就 法 而 又 不 假 年 以 没 悲 夫 然 具 是 不 

朽 矣 

17. 【答案】 

以子相之诗/足无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尽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

而又不假年以没/悲夫/然具是不朽矣 

【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的断句能力，需要能恰当地从句中提取出主谓宾结构，以及灵活

运用虚词。 

 

18.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则岂尽人力哉？盖亦有造物微旨矣。（4 分） 

                                                                                     

（2）世之立功名、尚通显者，日讥薄文士无毛发之用。（4 分） 

                                                                                     

18. 【答案】 

（1）（4 分）那么难道都是人的力量（造成的）吗？大概也会有上天精深微妙的意

图吧。 

【解析】“则”是那么，“岂”是难道，“人力“在此译为“人的力量”，“造物”译为

“上天”，“微旨”乃是“精妙微深的旨意”。 

（2）（4 分）世间那些成就功业名声、崇尚通达显赫的人，常常讥笑鄙视文人没有丝

毫的用处。 

【解析】“通显”译为“官位高”，引申为“显赫”。“讥”通过组词法可译为“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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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组词法译为“轻薄”，引申为“鄙视”。 

 

（二）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 19-20 题。（8 分） 

早秋过龙武李将军书斋 

（唐）王建 

高树蝉声秋巷里，朱门冷静似闲居。 

重装墨画数茎竹，长著香薰一架书。 

语笑侍儿知礼数，吟哦野客任狂疏。 

就中爱读英雄传，欲立功勋恐不如。 

19. 诗题中“过”字的意思是        。首联中“       ”一词点出了李将军的地

位。（2 分） 

19. 【答案】（2 分）造访     朱门 

【解析】“过”即“拜访”或“造访”，首联中“朱门”即指红漆大门，亦指贵族豪

富之家。“朱门”一词点出了李将军的地位之尊贵。 

20. 全诗是如何运用多种手法塑造李将军的独特形象的？请结合诗句分析。（6 分） 

20. 【答案】（6 分） 

①通过环境描写，如“高树蝉声”“冷静似闲居”和“重装墨画”“香薰一架书”，

分别写出了将军住处的清幽安静和书斋的素净雅致，表现了将军的文人趣味。 

②运用衬托，用“侍儿知礼数”衬托将军的文化修养。 

③通过“吟哦”“任狂疏”“爱读英雄传”等动作、神态描写，写出了李将军的豪

放和志趣。 

【解析】 

此题考查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可从环境描写、人物描写的方法（正面描

写、侧面描写；肖像（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心理描写、

性格描写、 细节描写等）、对比、衬托、烘托等手法进行分析。 

①本诗首联“高树蝉声”“冷静似闻居”和颔联“重装墨画”“香薰一架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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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境描写来从侧面分别表现出将军住处的的清幽安静和书斋的素净雅致，表现了

将军的文人趣味。②颈联中“侍儿知礼数”虽所言他人，却与将军相关，衬托将军

的文化修养。③颈联和尾联中“吟哦”“爱读英雄传”运用动作描写及“任狂疏”运

用神态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李将军的豪放和志趣。 

 

 （三）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 21-22 题。（6 分）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

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滕文公上》） 

【注】相传尧传天下给舜，舜传天下给禹。 

21. “夫子自道”在句中的意思是              。子贡认为孔子的“我无能”是       

的说法。（2 分） 

21. 【答案】（2 分）先生在说自己   自谦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论语》的深入体味和解读能力。《论语》阐述了孔子如何对待

自身缺憾的态度。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并通过努力弥补不足。 

 

22. 尧、舜是孔子、孟子推崇的“仁者”，按孔子说法，应该“不忧”；按孟子说法，

却又会“忧”。根据材料，简述孔子、孟子这么说的原因。（4 分） 

                                                                                     

22. 【答案】（4 分） 

①孔子认为有仁德者修为高超，乐天知命，所以面对人生各种不如意境遇时，都

能“不忧”。②孟子立足尧、舜帝王身份，认为他们因为没有得到理想的继承者

而为天下百姓“忧”。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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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学生对于孔子和孟子有关“仁”的思想核心的理解。孔子针对“春秋

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但未将“仁”的思想具体化形象化，仅停留在笼统的

概念，即乐安天命，安贫乐道。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进

而提出“仁政”的概念，即“达则兼济天下”使“民富”“君才无忧”“国才强”。 

 

（四）古诗文默写。（6 分） 

23. 补写出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只选 3 小题）（6 分） 

（1）其身正，               ；其身不正，               。（《论语》） 

（2）覆杯水于坳堂之上，              ；             ，水浅而舟大也。（《庄

子・道遥游》） 

（3）              ，渚清沙白鸟飞回。              ，不尽长江滚滚来。（杜

甫《登高》） 

（ 4）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                  。夕阳古道无人

语，                  。（王实甫《长亭送别》） 

（5）            ，            。矮纸斜行闲作草，睛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

安春雨初霁》 

23.【答案】（6 分） 

（1）不令而行      虽令不从 

（2）则芥为之舟     置杯焉则胶 

（3）风急天高猿啸哀    无边落木萧萧下 

（4）淡烟暮霭相遮蔽    禾黍秋风听马嘶 

（5）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解析】 

考查基础背诵，注意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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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60 分） 

24.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写作时心里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 

  另一种看法是：作家写作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读者所左右。 

  假如你是创造生活的“作家”，你的生活就成了一部“作品”，那么你将如何对

待你的“读者”？ 

  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注意】①立意自定，角度自选，题目自拟。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

不得少于 800 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24. 【答案】（60 分）略。 

【解析】具体见作文专题解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