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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篇

尊敬的班主任：

您班学生参加了“2021 年度山东省职教高考一轮复习系统性考试摸底考试”，该考试依据山

东省职教高考考试说明的标准命制试题，旨在测量中职三年级学生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的

学习情况。

我们根据考试标准要求规定了本次考试试题所涉及的测量内容，然后将您班学生的考试结果

进行数据分析和学科诊断，最终得出这份报告。

本报告包含对您班级参加考试学生的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成绩的分数统计，以及针对

各个学科对学生的各项学科能力的一个整体评估，并对班级本次考试中各个考点的掌握程度以及

能力的熟练程度进行了统计，针对薄弱知识点或能力给出了具体针对性的建议。本报告还提供了

详尽的试题分析与答题分析，旨在为老师的教学提供方便。

最后，报告给出了您班级学生各学科成绩的排名名单，并在各学科排名名单上标注了每个学

生在该学科各个领域或内容主题上的掌握程度及熟练程度，旨在让老师能够清楚了解每一个学生

的弱项，并进行更有利的教学。

我们期待这份诊断报告对您有所帮助！

上海东方激光教育文化（集团）公司

山东东科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二、语文试卷的总体分析

（一）试卷结构

语文试卷有 6 道大题，共 29 道试题，见下表。

表 1：2021 年度山东省语文职教高考一轮复习系统性考试

摸底考试试卷结构

试卷结构 题型与分值
题量 分值

板块 大题号 选择 填空 简答 写作

基础知识及语 一、 18 0 0 0 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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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卷“基础知识及语言运用”板块共 11 题，分值 24 分，其中能力层级属于 A 的共 4题，分

值占此部分的 37.5%；能力层级属于 E的共 8 题，分值占此部分的 62.5%。

全卷“古代诗文阅读”板块共 5 题，分值 14 分，其中能力层级属于 B 的共 3 题，分值占此

部分的 64.3%；能力层级属于 C 的共 2题，分值占此部分的 35.7%。

全卷“现代文阅读”板块共 11 题，分值 33 分，其中能力层级属于 B 的共 2题，分值占此部

分的 15.2%；能力层级属于 C 的共 5 题，分值占此部分的 45.5%，能力层级属于 D 的共 4 题，分

值占此部分的 39.3%。

全卷“写作”板块共 2 题，分值 49 分，能力层级属于 E。

（二）测量目标及知识分布

表 2：山东省 2021 年职教高考语文学科考试说明

测量目标代码及具体描述

测量目标代码 描述

1 识记 A

1-1 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1-2 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常用汉字

1-12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知识

1-13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文化常识

1-14 识记基本篇目的文体和相关的文体知识

言运用 四、 0 3 3 0 2 6

现代文阅读

二、《要热度更要美

誉》《“脸红”》
18 0 0 0 6 18

五、《养一朵雪花》 0 0 15 0 5 15

古代诗文阅读

一、《从军行》 2 0 0 0 1 2

三、《石钟山记》 12 0 0 0 4 12

写作

四、 0 0 4 0 1 4

六、 0 0 0 45 1 45

分值 50 3 22 45 2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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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目标代码 描述

1-15 默写基本篇目中要求背诵的部分和常见的名言名句

1-33 识记常用应用文的基本知识

2 理解 B

2-3 理解复杂长句的含义

2-16 理解文中的人物、事件、事物、事理、观点、情感等

2-17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

2-24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2-25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2-26 理解基本篇目中出现的通假字的含义

2-27 理解文言文的词类活用现象

2-28 理解文言特殊句式

3 分析与综合 C

3-18 理清写作思路，划分文章层次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20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3-21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

3-29 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含义，并能翻译成现代汉语

3-30 分析概括文章表达的思想内容

4 鉴赏与评价 D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

4-23 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4-31 鉴赏文章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

4-32 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5 表达应用 E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5-5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5-6 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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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目标代码 描述

5-7 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

5-8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别和变换句式，仿写句子

5-9 把握句子的重音、停顿、语气和节奏

5-10 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恰当地进行口语表达

5-11 语言表达准确、简明、连贯、得体、鲜明、生动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表 3：2021 年度山东省语文职教高考一轮复习系统性考试摸

底考试试卷测量目标及知识内容分布

题号 板块 测量目标 行为目标代码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代码 考查内容

1

基础知

识及语

言运用

识记 1-1
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

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1-1

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

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2 识记 1-2
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

常用汉字
1-2

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

常用汉字

3 表达应用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4 表达应用 5-5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5-5-1-2 括号

5 表达应用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5-4-3 正确使用常用成语

6 表达应用 5-6
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

句
5-6

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

句

7 表达应用 5-11

语言表达准确、简明、

连贯、得体、鲜明、生

动

5-11-3-2 语句排序

8 识记 1-13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

的文化常识
1-13-8 天文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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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达应用 5-8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

区别和变换句式，仿写

句子

5-8-3-1 填空式仿写

10
古代诗

文阅读
分析综合 3-30

鉴赏文章的形象、语

言、表现手法
3-30-1-1

分析概括文章中人物

的思想感情

11

现代文

阅读

分析综合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19-2-6 概括观点、态度

12 分析综合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19-2-6 概括观点、态度

13 分析综合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19-1-1 筛选局部信息

14 分析综合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3-19-2-1 概括描写内容

15 分析综合 3-20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3-20-1-5 分类别

16 理解 2-17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

句子的含义
2-17-2-1 句子的表层含义

17

古代诗

文阅读

理解 2-24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

文中的含义
2-24-1-2 动词

18 理解 2-25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

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2-25-2-3

“之”的意义和用法：

助词，的

19 理解 2-28 理解文言特殊句式 2-28-3-4 省略介词

20 分析综合 3-20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3-20-3-1 顺叙

21
基础知

识及语

言运用

识记 1-15

默写基本篇目中要求

背诵的部分和常见的

名言名句

1-15-1-1 识记性默写

22 表达应用 5-8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

区别和变换句式，仿写

句子

5-8-3-3 命题式仿写

23 写作 表达应用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

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5-34-2-5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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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代文

阅读

鉴赏评价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

言、表现手法
4-22-3-8 悬念

25 理解 2-17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

句子的含义
2-17-1-1 词语的语境义

26 鉴赏评价 4-23
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

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4-23-1-1

评价文章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

27 鉴赏评价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

言、表现手法
4-22-1-1 人物形象

28 鉴赏评价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

言、表现手法
4-22-3-8 悬念

29 写作 表达应用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

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

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表 4：2021 年度山东省语文职教高考一轮复习系统性考试摸

底考试试卷测量目标分值及所占比例

测量

目标
识记 理解 分析与综合 鉴赏与评价 表达应用 1

表达应用 2

（作文）

分值 9 14 20 13 15 49

所占

比例
7.5% 11.7% 16.7% 10.8% 12.5% 40.8%

具体

试题

1、2、8、

21

16、17、18、

19、25

10、11、12、

13、14、15、20

24、26、27、

28

3、4、5、6、

7、9、22
23、29

（三）本次考试描述性统计分析

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 23126，去掉未参加考试及零分考生，实际有效考生人数为 15485 人。

图 1 显示了全体考生科目总分分布情况；表 5 则列出了本次考试结果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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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语文科目总分频数柱状图

表 5：本次考试结果的描述性统计量

考生人数 15485

平均分 66.52

中数 69.0

众数 68.0

标准差 15.62

方差 243.89

偏度 -1.34

偏度标准误差 0

峰度 2.48

峰度标准误差 0

全距 102.5

最低分 0.5

最高分 103.0

第一四分位数 60.5

第二四分位数 69.0

第三四分位数 76.5

三、全体成绩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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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科成绩统计

学科 类型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高分 最低分

语文

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 15485 66.52 15.62 103.0 0.5

临沂市工程学校（费县职业

中专）
679 77.87 11.14 103.0 13.0

春考建筑班 58 77.63 11.62 99.0 36.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您所教授的班级的语文成绩：

平均分为 77.63 分，高于全体平均成绩 11.11 分，低于学校平均成绩 0.24 分；

最高分为 99.0 分，低于全体最高成绩 4 分，低于学校最高成绩 4 分；

最低分为 36.5 分，高于全体最低成绩 36 分，高于学校最低成绩 23.5 分。

（二）各科成绩分布

1. 语文学科各分数段相对频数表

分数段 全体人数相对频数（%） 学校人数相对频数（%） 班级人数相对频数（%）

[110,120] 0.00 0.00 0.00

[100,110) 0.09 0.74 0.00

[90,100) 2.19 10.16 8.63

[80,90) 13.85 35.05 34.48

[70,80) 31.44 37.70 46.55

[60,70) 29.08 11.34 3.45

[50,60) 12.80 3.39 3.45

[40,50) 3.84 0.59 1.72

[30,40) 2.06 0.29 1.72

[20,30) 2.34 0.15 0.00

[10,20) 1.85 0.59 0.00

(0,10) 0.46 0.00 0.00

2. 语文成绩各分数段相对频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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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成绩各分数段相对频数对比图

（三）学生层次分布比例

类型 第一层次/A 等 第二层次/B 等 第三层次/C 等 第四层次/D 等

全体
人数 3926 3982 3796 3781

比例 25.35% 25.72% 24.51% 24.42%

学校
人数 415 169 61 34

比例 61.12% 24.89% 8.98% 5.01%

班级
人数 34 18 2 4

比例 58.62% 31.03% 3.45% 6.9%

注：鉴于本次考试是第一次组织较大规模的大型联考，单次考试的排名无法较好地显示学生

的真实排位情况。因此，本次我们主要以能力层级的评价方式进行相对性分析与评价。我们根据

学生的成绩和排名给出依据四分位数划分的四个层次。若将考生的分数从低到高顺序排列，第一

四分位数，区分第四层次（考试百分位分数最低的 25%）考生与第三层次（考试百分位分数在

51%到 75%的）考生；第二四分位数，即中数，区分第二层次（考试百分位分数在 26%到 50%的）

考生与第三层次考生；类似地，第三四分位数区分第二层次考生和表现最好的第一层次考生。

分数处于全体第一层次的学生评价为 A 等，这类学生对相应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掌握较

好，不仅能够对所学知识理解、分析透彻，还具备较好的运用能力。

分数处于全体第二层次的学生评价为 B 等，这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语文学科的学科知识和学

科能力，能完成基本的读写任务，是通过努力可达到较高的水平的学生群体。

分数处于全体第三层次的学生评价为 C 等，这类学生能初步掌握语文学科的学科知识和学

科能力，能完成较为简单的读写任务，但仅限于此，需要加以干预才能更好地提高成绩，是需要

关注的学生群体。

分数处于全体第四层次的学生评价为 D 等，这类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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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较差，对于简单的阅读和写作任务也存在较大困难，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干预的学生群体。

附：参与本次联考全体人员的语文学科水平等第分布

四、班级成绩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

（一）班级考试前五名学生的名单

序号 姓名 得分 班级排名 学校排名 全体排名

1 彭阳 99.0 1 7 17

2 曹顺 99.0 1 7 17

3 崔照波 98.0 3 12 27

4 程鑫 98.0 3 12 27

5 刁金源 93.0 5 41 137

（二）班级学生等级排名及干预名单

名单中第二层次 B 等、第三层次 C 等中前三名的学生为“具有等级提升潜力的学生”，第四

层次 D 等学生名单为“需加强干预学生”。该表格列出了您的班级学生的语文成绩排名及等级，

也显示出学生在语文考试中的分数和每个内容领域上的水平。（注：＋掌握；＝基本掌握；－未

掌握）

第一层次/A 等

序号 姓名 分数
班级

名次

学校

名次

全体

名次

在各领域上的表现

基础知识及

语言运用

现代文

阅读

古代诗

文阅读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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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顺 99.0 1 7 17 + = + =

2 彭阳 99.0 1 7 17 + + = +

3 崔照波 98.0 3 12 27 = + + =

4 程鑫 98.0 3 12 27 + = = =

5 刁金源 93.0 5 41 137 + - + =

6 王世杰 89.5 6 75 352 + - = =

7 李秉正 89.5 6 75 352 + - = =

8 赵晨 87.5 8 113 580 + = - =

9 刘圣民 86.5 9 127 719 = - = =

10 于佳美 86.0 10 131 798 = - = =

11 朱春燕 86.0 10 131 798 = = = =

12 郑墨儒 86.0 10 131 798 + - = =

13 张雪 85.0 13 143 947 = - - +

14 刘正阳 84.0 14 166 1140 = = = =

15 刘家硕 84.0 14 166 1140 = - = =

16 张志远 83.5 16 182 1265 + = - =

17 周昊 83.5 16 182 1265 = = = =

18 宋全翔 83.0 18 194 1404 + - = =

19 刘颖 82.5 19 207 1540 + = - +

20 李亚轩 82.5 19 207 1540 + = - =

21 徐超凡 82.0 21 221 1657 - + - =

22 冯振 82.0 21 221 1657 = - - =

23 吴宜家 80.5 23 281 2144 = - - =

24 王宇航 80.5 23 281 2144 + = - =

25 窦曌 80.5 23 281 2144 + - - =

26 孙士武 79.0 26 325 2674 + - - =

27 裴存钰 78.0 27 357 3088 = - - =

28 朱洪昌 78.0 27 357 308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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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子豪 77.5 29 368 3297 + - - +

30 魏新宇 77.0 30 384 3492 - + - =

31 彭祥瑞 77.0 30 384 3492 = - - =

32 刘静雯 77.0 30 384 3492 - - - +

33 何正昌 77.0 30 384 3492 = - - =

34 刘浩 76.5 34 401 3708 = - - =

第二层次/B 等

序号 姓名 分数
班级

名次

学校

名次

全体

名次

在各领域上的表现

基础知识及

语言运用

现代文

阅读

古代诗

文阅读
写作

1 刘子震 75.5 35 429 4166 = - - =

2 郭圣龙 75.5 35 429 4166 = - - +

3 张加兴 74.5 37 454 4670 = - - =

4 朱荣华 74.5 37 454 4670 = - - =

5 潘兴琨 74.5 37 454 4670 = - - =

6 田佳乐 74.5 37 454 4670 - = - =

7 宋浩 74.5 37 454 4670 = - - =

8 王天一 74.0 42 470 4936 = - - =

9 贾瑞亮 73.5 43 481 5221 + - - =

10 陈文辉 73.5 43 481 5221 + - - =

11 姚子晓 73.0 45 490 5494 = - - =

12 程洪光 72.0 46 521 6036 = - - =

13 张健 72.0 46 521 6036 = - - +

14 邵立焰 71.5 48 530 6328 = = - =

15 姚树强 71.0 49 537 6559 = - - =

16 刘盛利 71.0 49 537 6559 = = - =

17 孙楠 70.5 51 548 6832 = - - =

18 丁浩洋 70.0 52 560 71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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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次/C 等

序号 姓名 分数
班级

名次

学校

名次

全体

名次

在各领域上的表现

基础知识及

语言运用

现代文

阅读

古代诗

文阅读
写作

1 杜瑞昊 66.5 53 609 8977 = - - =

2 郑森 61.0 54 640 11320 - - - =

第四层次/D 等

序号 姓名 分数
班级

名次

学校

名次

全体

名次

在各领域上的表现

基础知识及

语言运用

现代文

阅读

古代诗

文阅读
写作

1 姚付标 58.5 55 647 12161 - - - =

2 赵硕 53.5 56 665 13290 - - - =

3 陈昱文 42.5 57 672 14324 - - - =

4 蔡雨昊 36.5 58 673 14549 - - - -

（三）班级学生在语文学科各内容领域的具体描述

1.基础知识及语言运用

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1.
1-1 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

常用字的字音

正确识记现代汉

语普通话常用字

的字音

1 0.45 2 0.78 1.23 0.9

2.
1-2 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常用

汉字

正确识记并规范

书写常用汉字
0.98 0.62 2 0.93 1.15 1.24

3.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正确使用常用词

语
0.79 0.81 2 1.38 1.63 1.62

4. 5-5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括号 0.96 0.66 2 1.13 1.32 1.31

5. 5-4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正确使用常用成

语
0.76 0.83 2 1.51 1.59 1.66

6. 5-6 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
辨识和改正一般

的病句
0.99 0.4 2 0.66 0.98 0.79

7.
5-11 语言表达准确、简明、连

贯、得体、鲜明、生动
语句排序 0.99 0.59 2 0.64 0.98 1.17

8.
1-13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

文化常识
天文历法 0.73 0.84 2 1.16 1.56 1.69

9.
5-8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

别和变换句式，仿写句子
填空式仿写 0.66 0.88 2 1.62 1.71 1.76

21. 1-15 默写基本篇目中要求背 识记性默写 0.84 0.82 3 1.83 2.4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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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诵的部分和常见的名言名句

22.
5-8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

别和变换句式，仿写句子
命题式仿写 0.23 0.94 3 2.62 2.88 2.83

本次考试，在基础知识及语言运用领域中总共有 11 大题 11 个知识点，总分值为 24 分。

您的班级在本领域的考试平均分为 17.44 分，在此内容领域占比约为 73%。具体描述如下:（注：

90%以上的尚可；80%-90%的需要老师查漏补缺；80%以下的需要老师进行干预）

从已经考过的知识点来看：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90%以上的知识点为：

第 22 题命题式仿写(94.33%)。

说明在这个知识点上班级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比较好。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90%的知识点为：

第 3 题正确使用常用词语(81%)。

第 5 题正确使用常用成语(83%)。

第 8 题天文历法(84.5%)。

第 9 题填空式仿写(88%)。

第 21 题识记性默写(82.33%)。

说明在这些知识点上班级中尚有部分学生还未完全掌握，需要老师对这些知识点进行查漏

补缺，多加练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以下的知识点为：

第 1 题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45%)。

第 2 题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常用汉字(62%)。

第 4 题括号(65.5%)。

第 6 题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39.5%)。

第 7 题语句排序(58.5%)。

说明对这些知识点掌握较差，需要老师干预，加强复习。

其中学生得分率均在 60%以下有：

第 1 题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45%)。

第 6 题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39.5%)。

第 7 题语句排序(58.5%)共三个知识点。

本次试卷未考过的行为目标为：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知识、识记基本篇目的文体和相关的文体知识、理

解复杂长句的含义、正确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把握句子的重音、停顿、语气和节奏、能根据不

同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恰当地进行口语表达。

2.古诗文阅读

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10.
3-30 分析概括文章表达的思

想内容

分析概括文章中

人物的思想感想
0.76 0.83 2 1.51 1.69 1.66

17.
2-24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

中的含义
动词 1.04 0.86 3 1.76 2.3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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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18.
2-25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

中的意义和用法
助词，的 1.23 0.21 3 0.5 0.57 0.62

19. 2-28 理解文言特殊句式 省略介词 1.48 0.4 3 0.79 0.86 1.19

20. 3-20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顺叙 1.51 0.48 3 1.23 1.55 1.45

本次考试，在古诗文阅读领域中总共有 5 大题 5 个知识点，总分值为 14 分。您的班级在本

领域的考试平均分为 7.51 分，在此内容领域占比约为 54%。具体描述如下:（注：90%以上的尚可；

80%-90%的需要老师查漏补缺；80%以下的需要老师进行干预）

从已经考过的知识点来看：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90%以上的知识点为：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90%的知识点为：

第 10 题分析概括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想(83%)。

第 17 题动词(86.33%)。

说明在这些知识点上班级中尚有部分学生还未完全掌握，需要老师对这些知识点进行查漏

补缺，多加练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以下的知识点为：

第 18 题助词，的(20.67%)。

第 19 题省略介词(39.67%)。

第 20 题顺叙(48.33%)。

说明对这些知识点掌握较差，需要老师干预，加强复习。

其中学生得分率均在 60%以下有：

第 18 题助词，的(20.67%)。

第 19 题省略介词(39.67%)。

第 20 题顺叙(48.33%)共三个知识点。

本次试卷未考过的行为目标为：

理解基本篇目中出现的通假字的含义、理解文言文的词类活用现象、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含义，

并能翻译成现代汉语、鉴赏文章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

态度。

3.现代文阅读

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11.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概括观点、态度 1.47 0.62 3 1.48 1.62 1.86

12.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概括观点、态度 0.67 0.95 3 2.5 2.81 2.84

13.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筛选局部信息 1.51 0.5 3 1.03 1.7 1.5

14. 3-19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 概括描写内容 1.5 0.57 3 1.16 1.67 1.71

15. 3-20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 分类别 1.33 0.26 3 0.89 0.91 0.78

16.
2-17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

子的含义
句子的表层含义 1.42 0.33 3 0.82 1.1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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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24.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

表现手法
悬念 0.37 0.46 3 1.07 1.34 1.38

25.
2-17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

子的含义
词语的语境义 0.35 0.29 2 0.65 0.65 0.59

26.
4-23 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

作者的观点、态度

评价文章中人物

的思想感情
0.48 0.65 2 1.15 1.28 1.3

27.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

表现手法
人物形象 0.35 0.39 4 1.49 1.57 1.57

28.
4-22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

表现手法
悬念 0.59 0.45 4 1.65 2.01 2.02

本次考试，在现代文阅读领域中总共有 11 大题 9 个知识点，总分值为 33 分。您的班级在

本领域的考试平均分为 16.53 分，在此内容领域占比约为 50%。具体描述如下:（注：90%以上的

尚可；80%-90%的需要老师查漏补缺；80%以下的需要老师进行干预）

从已经考过的知识点来看：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90%以上的知识点为：

第 12 题概括观点、态度(94.67%)。

说明在这个知识点上班级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比较好。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90%的知识点为：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以下的知识点为：

第 11 题概括观点、态度(62%)。

第 13 题筛选局部信息(50%)。

第 14 题概括描写内容(57%)。

第 15 题分类别(26%)。

第 16 题句子的表层含义(32.67%)。

第 24 题悬念(46%)。

第 25 题词语的语境义(29.5%)。

第 26 题评价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65%)。

第 27 题人物形象(39.25%)。

第 28 题悬念(50.5%)。

说明对这些知识点掌握较差，需要老师干预，加强复习。

其中学生得分率均在 60%以下有：

第 13 题筛选局部信息(50%)。

第 14 题概括描写内容(57%)。

第 15 题分类别(26%)。

第 16 题句子的表层含义(32.67%)。

第 24 题悬念(46%)。

第 25 题词语的语境义(29.5%)。

第 27 题人物形象(39.25%)。

第 28 题悬念(50.5%)共七个知识点。

本次试卷未考过的行为目标为：

理解文中的人物、事件、事物、事理、观点、情感等、理清写作思路，划分文章层次、分析

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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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写作

题号 行为目标 考查内容 标准差 难度 总分
全体平

均分

学校平

均分

班级平

均分

23.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

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启事 0.54 0.8 4 2.36 2.94 3.21

29.
5-34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

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会写记叙文、议

论文、说明文及

常用应用文

1.74 0.73 45 30.2 33.71 32.97

本次考试，在写作领域中总共有 2 大题 2 个知识点，总分值为 49 分。您的班级在本领域的

考试平均分为36.18分，在此内容领域占比约为74%。具体描述如下:（注：90%以上的尚可；80%-90%

的需要老师查漏补缺；80%以下的需要老师进行干预）

从已经考过的知识点来看：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90%以上的知识点为：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90%的知识点为：

第 23 题启事(80.25%)。

说明在这个知识点上班级中尚有部分学生还未完全掌握，需要老师对这些知识点进行查漏

补缺，多加练习。

您的班级得分率在 80%以下的知识点为：

第 29 题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73.27%)。

说明对这个知识点掌握较差，需要老师干预，加强复习。

其中学生得分率均在 60%以下有：无。

本次试卷未考过的行为目标为：

识记常用应用文的基本知识。

五、班级成绩在语文学科具体知识内容上的分析描述与表现

（一）本报告的构成与含义

本报告的分析是基于标准的教育测量学的基础上对每道试题进行了【试题分析】和【答题分

析】的描述。【试题分析】的描述详尽地分析了该试题所考查的能力要求，学生应该掌握的该知

识内容要求，充分体现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测量学的要求。这对帮助学生巩固已掌握的知识内容，

温故知新，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以利于以后的学习和考试。【答题分析】对学生可能的错误解答

进行逐项地分析，让学生重新发觉自身的知识内容上的缺陷，进而为下一次的考试作必要的订正

准备。

（二）试题分析及学生的表现

1. 能力层级阅读提示

关于能力层级的描述



18

对能力要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 A、B、C、D、E 五级，高层次要求一般包括低层次要求。A

级识记：指识别和记忆，是最基本的能力层级。要求能识别和记忆语文基础知识、文学常识和名

句名篇等。B 级理解：指领会并能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

领会并解释词语、句子、段落等的意思。C 级分析与综合：指分解剖析和归纳整理，是在识记和

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要求能够筛选材料中的信息，分解剖析相关现象和问题，

并予以归纳整合。D 级鉴赏与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

综合为基础，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E 级表达应用：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

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表达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2. 语文试卷的具体内容的分析

2021年度山东省语文职教高考一轮复习系统性考试

摸底考试试卷

卷一(选择题 共 50 分)

一、(本大题 10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是( )

A. 愚．昧(yú) 一溜．烟(liū) 呕心沥血．(xuè)

B. 哂．笑(shěn) 撒手锏．(jiǎn) 忍俊不禁．(jīn)

C. 嫉．妒(jì) 露．马脚(lòu) 左睇．右盼(dì)

D. 摭．拾(zhí) 空．城计(kōnɡ) 咎．由自取(jiū)

【参考答案】 B

【测量目标】 识记

【知识内容】 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能力层级

为 A 级。字音的考查涉及较多的是对多音字、形近字和习惯性误读字的辨别。由于一些地方方言

发音的影响，人们会对汉字的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和音调产生误读，要避免这类习惯性误读，一

要注重分类整理，二要讲求即时记忆，三要注意适时复习。本题以辨析加点字的读音中习惯性误

读字的方式呈现。

本题要求选出“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B 项，

“哂”“锏”“禁”的读音全部正确，符合题干要求。A 项，“一溜烟”的“溜”读音错误，应读

作“liù”；C项，“嫉妒”的“嫉”读音错误，应读作“jí”；D项，“咎由自取”的“咎”读音

错误，应读作“jiù”。A、C、D三项出现错误读音，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

为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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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一溜烟”的“溜”读音错误，应读作“liù”。

“溜”为多音字，当其读作“liū”时，含“滑行、偷偷地走开、顺着”等义；当其读作“liù”

时，含“迅速、檐沟”等义。一溜烟：比喻人或动物跑得很快。此处“溜”作形容词用，表示速

度快，应读作“liù”。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一溜烟”的含义，或者不知道“溜”

字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读音。

C项，“嫉妒”的“嫉”读音错误，应读作“jí”。“嫉”只有这一个读音，表示忌妒、憎恨。

嫉妒：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

“嫉妒”的含义，或者受方言影响，将“嫉”的声调记错。

D项，“咎由自取”的“咎”读音错误，应读作“jiù”。“咎”只有这一个读音，表示过失、

责备、凶。咎由自取：遭受责备、惩处或祸害是自己造成的。考生误选 D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

“咎由自取”的含义，或者受方言影响，将“咎”的声调记错。

试题 1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92/13.59% 416/61.45% 21/3.1%
148/21.86

%
略

班级全体 4/6.9% 26/44.83% 3/5.17% 25/43.1% 略

第一层次 2/5.88% 20/58.82% 1/2.94% 11/32.35%

周昊,郑墨儒,刘静雯,宋全翔,何正

昌,徐超凡,张子豪,朱洪昌,王世

杰,彭祥瑞,李亚轩,张雪,刘浩,刘

家硕

第二层次 1/5.56% 6/33.33% 0/0% 11/61.11%

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田佳乐,张

加兴,刘盛利,宋浩,朱荣华,姚子

晓,张健,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0/0% 1/50% 1/5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0/0% 1/25% 2/5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2. 下列句子中，没有错别字的是( )

A. 周先生的散文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皆得真趣，有不尽之意隐于字里行间。

B. 木板和石块的造形不论是古典还是现代，所扮演的无非是连接和勾通的角色。

C. 蒲松龄作为一位敢于仗义直言、刺贪刺疟的作家，虽在当时不得志，却为后世所景仰。

D. 我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颂诗和眺望星晨，也有一点兴趣。

【参考答案】 A

【测量目标】 识记

【知识内容】 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常用汉字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识记并规范书写常用汉字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A 级。

字形的考查涉及较多的是对同音（音近）、形近字的辨别。对于常用的同音（音近）字，考生可

以通过区分它们不同的形旁和声旁来判定其表示的意义，根据词义联想它们的形旁和声旁，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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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留意它们经常和什么字在一起搭配使用，表示什么意思。

本题要求选出“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A项未出现错别字，符合题

干要求。B 项“形”错误，正确书写应为“型”；“勾”错误，正确书写应为“沟”。C 项“直”错

误，正确书写应为“执”；“疟”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虐”。D项“颂”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诵”；

“晨”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辰”。B、C、D 三项出现错别字，不符合题干要求。故正确答案应

为 A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B 项，“造形”的“形”错误，正确书写应为“型”。“形”

表示样子、状况，“型”表示铸造器物的模子、式样。造型：指塑造物体特有形象，也指创造出

的物体形象。此处作“铸造器物的模子、式样”义，所以“造型”正确。“勾通”的“勾”错误，

正确书写应为“沟”。“勾”作“招引、勾画”义，“沟通”常搭配在一起使用，表示人与人之间、

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所以此处“沟

通”正确。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不能准确区分“形”与“型”，不知道“造型”的含义，

或者平时的积累不够，不知道“沟通”是一个固定搭配词，不清楚“沟通”的含义。

C项，“仗义直言”的“直”错误，正确书写应为“执”。“直”含“直接”义，“直言”表示

直率、诚挚地说；“执”含“坚持”义，“执言”表示说公道话。仗义执言：主持正义、说公道话。

由词语的意思可知，此处“仗义执言”正确。“刺贪刺疟”的“疟”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虐”。

“疟”指一种按时发冷发烧的急性传染病，“虐”含“残暴狠毒”义。刺贪刺虐：讽刺贪婪、残

暴者。此处“虐”指残暴的官吏，所以“刺贪刺虐”正确。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为不能准确

区分“直”与“执”，不知道“仗义执言”的含义，或者不能准确区分“疟”与“虐”，不清楚“刺

贪刺虐”的含义。

D项，“颂诗”的“颂”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诵”。“颂诗”表示西方诗歌中情调高尚、旋

律统一的抒情诗，“诵诗”指用高低抑扬的腔调念诗。此处与“眺望星辰”并列，表示一种行为

动作，所以“诵诗”正确。“星晨”的“晨”错误，正确书写应为“辰”。“晨”和“辰”都是表

示时间的名词，“晨”只表示时间，意为早晨，有时也泛指半夜以后到第二天中午以前的一段时

间，如清晨、凌晨等；“辰”除了可表示广泛的时间概念外，也可表示某一段时间，如辰光、时

辰、辰时等，另外还可表示某种天体，如星辰。由此可知，此处“星辰”正确。考生误选 D 项，

可能是因为不能准确区分“颂诗”与“诵诗”，没有注意到并列成分词语的属性，或者不能准确

区分“晨”与“辰”，不清楚“星辰”的含义。

试题 2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390/57.61% 24/3.55% 173/25.55% 90/13.29% 略

班级全体 36/62.07% 3/5.17% 15/25.86% 4/6.9% 略

第一层次 23/67.65% 2/5.88% 6/17.65% 3/8.82%

刘圣民,魏新宇,孙士武,何正昌,吴

宜家,朱洪昌,崔照波,王宇航,李亚

轩,于佳美,刘家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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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第二层次 11/61.11% 0/0% 7/38.89% 0/0%
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田佳乐,张

加兴,张健,邵立焰

第三层次 1/50% 0/0% 0/0% 1/50% 郑森

第四层次 1/25% 1/25% 2/50%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

3. 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是( )

①1997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在香港长达 156年的殖民统治宣告____。

②经过一年的____，这个工厂的各个部门都已经走上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③人有七情六欲固然不错，但____物欲怎样膨胀，____不应该折损祖国在心目中的尊严。

A. 破灭 过度 纵然/也 B. 破灭 过渡 纵然/也

C. 终结 过度 无论/都 D. 终结 过渡 无论/都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使用常用词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级。语境的不断

变化导致词义也时刻处于动态之中，语境的作用体现在可以使词意的多种意义单一化，可以使词

义具体化，可以增加词义的临时义，可以改变词义的色彩等。考生在作答时，需准确理解语段的

语境含义，把握语言的情感取向，从而对词意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语境中选用合适的词语。

本题要求选出“依次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第一处，

破灭：有形事物的毁灭、灭亡；希望落空。终结：完结、收场，指最后结束。句中强调英国对香

港殖民统治结束，所以此处应填入“终结”。第二处，过度：超过限度。过渡：事物由一个阶段

或一种状态逐渐发展变化而转入另一个阶段或另一种状态。句中强调工厂的各个部门经过一段时

间由不正规、不规范转为正规、规范，所以此处应填入“过渡”。第三处，根据语境，结果的产

生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是无条件的，所以此处应填入“无论/都”。故正确答案应为 D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①②③句横线处填入的词语全部错误。①句是

说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结束，“终结”有“结束”义，用“终结”更恰当；②句是说工厂的各个

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强调阶段和过程，用“过渡”更恰当；③句强调结果的

产生是无条件的，用“无论/都”更恰当。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每组词语的含义及

区别，或者没有准确理解句子的语意。

B项，①③句横线处填入的词语错误。①句是说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结束，“终结”有“结

束”义，用“终结”更恰当；③句强调结果的产生是无条件的，用“无论/都”更恰当。考生误

选 B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破灭”与“终结”，“纵然/也”与“无论/都”的含义及区别，或者

没有准确理解句子的语意。

C项，②句横线处填入的词语错误。②句是说工厂的各个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

越好，强调阶段和过程，用“过渡”更恰当。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过渡”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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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含义及区别，或者没有准确理解句子的语意。

试题 3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4/0.59% 33/4.87% 89/13.13% 552/81.42% 略

班级全体 1/1.72% 2/3.45% 8/13.79% 47/81.03% 略

第一层次 0/0% 1/2.94% 4/11.76% 29/85.29% 刘正阳,徐超凡,崔照波,冯振,张雪

第二层次 0/0% 0/0% 2/11.11% 16/88.89% 姚子晓,姚树强

第三层次 0/0% 0/0% 1/50% 1/50% 杜瑞昊

第四层次 1/25% 1/25% 1/25% 1/25% 姚付标,蔡雨昊,赵硕

4. 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是( )

A. 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中，一个迷字便摄住了月光的精髓。

B. 小李见他笑得有点异样，就问：“怎么了？你。”他回答：“没什么。”

C. 室外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建筑物外墙(最典型的是玻璃幕墙)的反射光产生的光污染。

D. 相关法律对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植物、非法制造、贩卖毒品等，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参考答案】 C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括号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括号）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极。标

点符号的考查重点在逗号、顿号、问号、括号、冒号和引号等容易混淆的标点符号的正确运用。

标点符号的运用既影响句子的停顿，又影响句意的表达。因此，考生要对常见标点符号的规范用

法做到熟练掌握，结合句子语境和句意表达判断其使用是否正确。

本题要求选出“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C 项，括号是对前面

内容的附加说明，也可以对前面的话加以解释。“最典型的是玻璃幕墙”是对前面“建筑物外墙”

的附加说明，此处用括号标示正确，符合题干要求。A、B、D 三项的标点符号使用错误，不符合

题干要求。故正确答案应为 C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引号可表示引用，也用以标示表强调的词组或

短语。句中“迷”字引用了前面诗句中的词语，同时表示强调，需用双引号标示。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引号的具体用法，或者没有理解句子的含义，从而判断不了标点符号的

使用是否正确。

B项，倒装句中的问号或感叹号应放在完整句子的末尾，而不放在句中语气词之后。句中“你”

放在“怎么了”后面，属于倒装句，且句子带有疑问语气，所以问号应放在最末尾，表述成“怎

么了，你？”。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问号的具体用法，或者没有准确判断出句子

属于倒装句，从而判断不了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

D项，顿号用于字数少、连接紧密、结构整齐的并列词语中，但当大并列中套小并列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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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需用逗号，小并列需用顿号。“非法种植”与“非法制造、贩卖毒品”存在并列关系，属于

大并列；“罂粟”与“大麻”也存在并列关系，属于小并列。所以此句应表述成“相关法律对非

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植物，非法制造、贩卖毒品等，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考生误选 D 项，可

能是因为没有掌握逗号或者顿号的具体用法，或者没有准确理解句子的含义，从而判断不了标点

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

试题 4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95/28.8% 23/3.4% 447/66.03% 12/1.77% 略

班级全体 15/25.86% 4/6.9% 38/65.52% 1/1.72% 略

第一层次 9/26.47% 1/2.94% 24/70.59% 0/0%

周昊,魏新宇,刘静雯,朱春燕,刘正

阳,吴宜家,张志远,曹顺,赵晨,裴

存钰

第二层次 4/22.22% 3/16.67% 10/55.56% 1/5.56%
刘子震,宋浩,朱荣华,姚树强,张

健,孙楠,邵立焰,王天一

第三层次 0/0% 0/0% 2/100% 0/0% 无

第四层次 2/50% 0/0% 2/50% 0/0% 陈昱文,赵硕

5. 下列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是( )

A. 这部在春节上映的影片票房大火，其中两位主演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B. 匆匆溜走的只是时光，回忆却永驻心房，每当打开心扉，往事便历历在目．．．．。

C. 雨过天晴，我们站在山崖边，欣赏着行云流水．．．．，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D. 除了个子高，他别无长物．．．．，在招聘会上面对各路高手，不免心慌。

【参考答案】 B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正确使用常用词语/正确使用常用成语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使用常用成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 级。成语在语段

中的错误类型有张冠李戴、望文生义、褒贬失当、轻重失度、搭配不当、重复累赘、敬谦误用、

理解片面、不合语境等。解答时要结合语境，在理解成语本身含义的基础上，理解成语在语境中

的具体含义，判断语境中成语的使用是否涉及以上的错误类型。

本题要求选出“句子中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B 项，历历在

目：远方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或过去的事情仿佛清清楚楚地重现在眼前。句中用“历历在目”

形容往事浮现在眼前，成语使用正确，符合题干要求。A、C、D 三项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错误，

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B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炙手可热：手一靠近就感觉很烫，比喻气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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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大，使人不敢靠近。此处用“炙手可热”表示明星受追捧不合适，属于望文生义。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 “炙手可热”的含义，也可能是因为理解了“炙手可热”的含义，但

对语段含义理解有误。

C项，行云流水：比喻文章的布局和发展不加雕琢，就像云的运行、水的流动，非常自然。

此处用“行云流水”来形容自然界的云和水，使用对象错误。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

“行云流水”的含义，也可能是因为理解了“行云流水”的含义，但对语段含义理解有误。

D项，别无长物：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穷困或简朴。此处用“别无长物”表示一个人在招

聘会上无竞争优势，成语不符合语境。考生误选 D 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 “别无长物”的含义，

也可能是因为理解了“别无长物”的含义，但对语段含义理解有误。

试题 5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76/11.21% 541/79.79% 11/1.62% 50/7.37% 略

班级全体 8/13.79% 48/82.76% 1/1.72% 1/1.72% 略

第一层次 5/14.71% 28/82.35% 0/0% 1/2.94%
魏新宇,朱春燕,崔照波,彭阳,刘

浩,裴存钰

第二层次 2/11.11% 15/83.33% 1/5.56% 0/0% 田佳乐,刘盛利,郭圣龙

第三层次 1/50% 1/50% 0/0% 0/0% 杜瑞昊

第四层次 0/0% 4/100% 0/0% 0/0% 无

6.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是( )

A. 阅读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更在于让人最终拥有平静欢愉的气质。

B. 这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辣椒制品，是当地辣椒加工行业的支柱企业。

C. 政府加强廉租房、公租房建设，改造棚户区，用多种方式解决当前存在的房源不足。

D. 心理研究所对使用手机的人群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50%以上的人有手机依赖症。

【参考答案】 A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

【答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辨识和改正一般的病句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 级。病句的

考查主要涉及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成分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和否定不当等几

种常见语病类型。解题时可通过提取句子主干，来分析句子的结构是否完整或多余，搭配是否合

理，从而做出准确判断。

本题要求选出“没有语病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A 项句子结构完整，语句通顺，

搭配合理，未出现语病，符合题干要求。B 项句子搭配不当，C 项句子成分残缺，D 项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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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余，B、C、D三项出现语病，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A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搭配不当，多指句子中的某两个成分或某两个词语错

误搭配，使句子意思表达不清楚的一种病句。B 项，压缩句子成分可得“辣椒制品是支柱企业”，

句子表述错误，属于主宾搭配不当的语病，可删去“生产的辣椒制品”，还原主语“这家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搭配不当的语病特点，缺乏语感和语句分析

的能力。

成分残缺是指句子不完整，缺少某一个成分，使表达的意思不明白的一种病句。C 项，压缩

句子成分可得“政府解决房源不足”，句子缺少宾语，属于成分残缺的语病，可在“房源不足”

后面补上“的问题”。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成分残缺的语病特点，缺乏语感和语

句分析的能力。

成分赘余是指句子的意思本来已经明确，却又说些多余的话，结果反而重复啰嗦。D 项，“超

过”和“以上”都表示“超出”的含义，语意重复，属于成分赘余的语病，可删掉其中的一个。

考生误选 D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成分赘余的语病特点，缺乏语感和语句分析的能力。

试题 6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334/49.34% 129/19.05% 123/18.17% 91/13.44% 略

班级全体 23/39.66% 16/27.59% 6/10.34% 13/22.41% 略

第一层次 14/41.18% 9/26.47% 2/5.88% 9/26.47%

刘圣民,周昊,魏新宇,刘颖,郑墨

儒,孙士武,刘静雯,宋全翔,朱春

燕,何正昌,刘正阳,徐超凡,窦曌,

朱洪昌,王宇航,彭祥瑞,李秉正,于

佳美,张雪,裴存钰

第二层次 8/44.44% 5/27.78% 3/16.67% 2/11.11%

刘子震,程洪光,陈文辉,丁浩洋,张

加兴,宋浩,姚树强,孙楠,王天一,

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1/50% 0/0% 1/5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1/25% 1/25% 1/25% 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7. 依次填入下面横线上的语句，排序最恰当的是( )

未来的博物馆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博物馆

新形象的开发，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①“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

②一件件珍贵文物移步线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体验

③数字化带来了极具想象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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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近年来，博物馆行业加快与数字化牵手，一个个文物保护研究项目进驻互联网，拉近了与

公众的距离

A. ①③④② B.①④②③ C. ③④①② D.③①④②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语言表达准确、简明、连贯、得体、鲜明、生动/语句排序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语言表达准确、简明、连贯、得体、鲜明、生动（语句排

序）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 级。语言表达连贯主要考查考生对整体句意和句间逻辑关系的理解和

把握。作答时要注意语句间的联系、衔接和呼应，可通过抓标志性语言来把握句间关系。先从形

式入手，抓住过渡性的词语、短语；再从内容入手，抓住语段的中心句，抓住每个句子表达的角

度和内容。同时，可以适当运用排除法来解题。

本题要求选出“依次填入横线上的语句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作答

前，应先分析各句内容与整体语段的语境关系，揣摩语段的整体含义，理清选项内容提供的信息

和表达内容的主旨后再进行排序。文段主要介绍了未来的博物馆，开头一句提出问题，即“未来

博物馆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第③句“数字化带来了极具想象力的答案”对这一问题直接作

了回答；①句具体说明了未来博物馆的规划；最后第④句和第②句列举了已初具形态的数字化体

验，与后文“博物馆新形象的开发，让历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构成了排比句。所以正确的顺序

是③①④②，故正确答案应为 D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未来博物馆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是文段

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后文需根据这个问题进行作答，梳理句子可知，③句与前面的问题构成逻

辑关系，是对这一问题作的回答，所以③句应紧随问题放在第一根横线处；①句具体说明了未来

博物馆的规划，是结束前文的话题后，再进一步说明未来博物馆的规划。因此，①应放在③后面，

据此可排除 A 项。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语段的含义，

或者没有把握①句与前文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B 项，“未来博物馆在哪里？会是什么样子？”是文段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后文需根据这

个问题进行作答，梳理句子可知，③句与前面的问题构成逻辑关系，是对这一问题作的回答，所

以③句应紧随问题放在第一空；此外，③句提到了 “数字化”，①句同样出现博物馆“数字化”

的内容，而①句又是具体谈论博物馆“数字化”的规划，所以需将③①放在一起，据此可排除 B

项。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语段的含义，或者没有把握

①句与前文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根据关键词“数字化”把握①句与③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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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C项，①句概括说明了未来博物馆的规划，④句列举已初具形态的数字化体验，说明目前的

博物馆正朝着规划发展，且初步取得了成效，所以④句应放在①的后面，据此可排除 C 项。此项

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语段的含义，或者没有把握④句与①

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试题 7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13/16.69% 63/9.31% 169/24.96% 332/49.04% 略

班级全体 8/13.79% 4/6.9% 12/20.69% 34/58.62% 略

第一层次 6/17.65% 2/5.88% 3/8.82% 23/67.65%

周昊,魏新宇,刘颖,刘静雯,朱春

燕,徐超凡,朱洪昌,冯振,彭祥瑞,

李秉正,刘浩

第二层次 1/5.56% 2/11.11% 6/33.33% 9/50%
田佳乐,刘盛利,朱荣华,姚子晓,张

健,孙楠,邵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0/0% 1/50% 1/50% 郑森

第四层次 1/25% 0/0% 2/50% 1/25% 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8. 下列有关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正确的是( )

A. 关汉卿和老舍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蔡婆和周朴园分别是关汉卿的《窦娥冤》和老

舍《茶馆》中的人物。

B. 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和俄国的契诃夫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

代表作是《项链》，欧•亨利的代表作是《老人与海》。

C. 古文标题中，“表”是古代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体，如《出师表》；“说”是一

种说明文体，如《师说》。

D. 在我国古代，农历的每月初一称为“朔”，十五称为“望”，十六称为“既望”，月末

的最后一天称为“晦”。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识记

【知识内容】 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文化常识/天文历法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识记与基本篇目相关的文化常识（天文历法）的能力，能

力层级为 A 级。文学常识的考查范围很广，主要是对教材中学过的或与教材有关的作家作品、文

体常识、相关文化常识进行识记，特别是一些中外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作品，或近年来有

重大影响的当代作家作品。因此，考生在平时的学习中需注重积累，增加阅读量，除了强记课本

里的内容外，还需对课外知识进行适当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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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要求选出“对有关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望”

指阴历十五，“既望”指阴历十六，“朔日”指阴历每月的初一，“晦日”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在阴阳历中，每月的十五日前后必定为望月（满月），因此在农历中将十五日称为“望日”。D项

对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表述正确，符合题干要求。A、B、C 三项对文学、文化常识的表述有误，

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D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不是关汉卿和老

舍，而是关汉卿和曹禺。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

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周

朴园是《雷雨》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个自私自利、封建大家长的形象。考生误选 A项，可能是因

为对曹禺或老舍的生平经历和荣誉不了解，或者不清楚《雷雨》的相关知识。

B项，《老人与海》的作者不是欧·亨利，而是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是一部中篇小

说，该作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

述，表现出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欧·亨利是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

短篇小说创始人，其主要作品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二十年后》

等。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不熟悉《老人与海》的作者，或者不清楚欧·亨利的代表作。

C项，“说”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不是说明文体。“说”用以陈述作者对社会上某些问题

的观点，其语言通常简洁明了、寓意深刻；写法较为灵活，跟现代的杂文大体相似，常采用以小

见大的方法，借讲寓言故事、状写事物等来说明事理，即我们所说的“托物寓意”。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文言文体裁“说”的相关知识，不能准确判断出这种文体的表达方式。

试题 8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4/2.07% 30/4.43% 103/15.21% 530/78.29% 略

班级全体 2/3.45% 3/5.17% 4/6.9% 49/84.48% 略

第一层次 0/0% 1/2.94% 3/8.82% 30/88.24% 刘圣民,冯振,于佳美,刁金源

第二层次 0/0% 2/11.11% 1/5.56% 15/83.33% 潘兴琨,丁浩洋,田佳乐

第三层次 0/0% 0/0% 0/0% 2/100% 无

第四层次 2/50% 0/0% 0/0% 2/50% 陈昱文,赵硕

9. 在“牢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中，同学们准备用对联作为活动标语，填

入下联空缺部分的内容，最恰当的是( )

上联：红船虽小，播下革命火种

下联：薪火不断，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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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路坎坷前行 B. 不畏风雨兼程

C. 照亮奋斗航程 D. 奋笔书写历史

【参考答案】 C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别和变换句式，仿写句子/填空式仿写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填空式仿写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E 级。填空式仿写一般是

在所供材料的中间或末尾空出一句或几句，要求考生根据材料内容仿照上句或下句的句式及修辞

补写一句或多句与原句在内容上有密切关系的句子，构成一个完整的语段。

本题要求选出“填入下联空缺部分的内容最恰当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此题是

对联知识和对偶修辞手法的综合考查，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

子来表达两个相对应或相近或相同的意思的修辞方式；对联的基本要求是：上下联字数相等，词

性相对（对偶），平仄相对（上仄下平）。上联中的“红船”指的是南湖红船，中共一大在此召开，

随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革命的火种”。C 选项，“照亮奋斗航程”对“薪火不断”作了

说明，且“照亮”与“播下”都是动词，“革命火种”与“奋斗航程”对应，“程”与“种”平仄

对应，两联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对称，符合题干要求。A、B、D 三项不满足对联的基本要

求，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C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一路坎坷前行”与“播下革命火种”平仄相对，

但词性不同。上联的“播下”表示动作，下联也需要一个表示动作的词与之对应，“一路”不含

动作，所以排除。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对联的基本要求，不

知道此类题目从何入手，也有可能是因为判断不了对联中词语的词性。

B项，“不畏风雨兼程”与“播下革命火种”两句，“播下”与“不畏”不对应，且内容上也

构成对应关系。“播下革命火种”是对前句“红船虽小”的说明，而“不畏风雨兼程”与“薪火

不断”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所以排除。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

对联的基本要求，不知道此类题目从何入手，也有可能是因为判断不了对联中词语的词性。

C项，“奋笔书写历史”与“播下革命火种”平仄不相对，词性也不相同。对联中的上联为 3、

4声时，下联便为 1、2 声。“种”与“史”同为 3 声，不构成对应；且“播下”与“奋笔”，“革

命”与“书写”的词性均不同，所以排除。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不

清楚对联的基本要求，不知道此类题目从何入手，也有可能是因为判断不了对联中词语的词性和

平仄关系。

试题 9选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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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26/3.84% 48/7.09% 580/85.67% 23/3.4% 略

班级全体 2/3.45% 4/6.9% 51/87.93% 1/1.72% 略

第一层次 1/2.94% 2/5.88% 31/91.18% 0/0% 刘静雯,刘正阳,吴宜家

第二层次 1/5.56% 1/5.56% 16/88.89% 0/0% 贾瑞亮,陈文辉

第三层次 0/0% 0/0% 2/100% 0/0% 无

第四层次 0/0% 1/25% 2/50% 1/25% 姚付标,陈昱文

10. 对下面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是( )

从军行

陈 羽

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

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

A. 前两句描写了寒风劲吹，海畔冻泥纷纷裂开，梧桐树叶已刮光，枝梢被狂风吹折的画面。

B. 后两句描写了远远听到横笛声音却看不到人，一行“红旗”正在向天山峰顶移动的画面。

C. 雪的白、旗的红，山的静、旗的动，富有诗情画意，描绘出一幅风雪行军图。

D. 诗歌写将士们不畏严寒、勇登天山的情景，也抒发了他们在严酷环境下的思乡之情。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分析概括文章表达的思想内容/分析概括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分析概括文章表达的思想内容（分析概括文章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C 级。把握古诗的思想感情是古诗学习的重中之重。从分析的对象

上看，有词语，有句子，有联片，有全诗；从情感的内涵上看，有情感，有心情，有心境，也有

观点和理趣；从情感的程度上看，有表层更有深层，有景中语更有典中语。作答时，可从古诗特

定的氛围、古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古诗运用的关键意象等多个角度入手，整体把握诗人的情感。

本题要求选出“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从军行》

是一首描写风雨中行军的绝句，诗歌的大意为：湖海之滨冷风吹得泥土冻裂，枯桐叶飘落了，树

枝折下来。远远听到横笛声却看不到人，把红旗一直插上天山头顶雪。前两句对环境的描写，竭

力突出自然环境的恶劣，用浓重的氛围映衬从军将士无所畏惧的精神风貌。D 项提到的“思乡之

情”在诗歌中并未体现，符合题干要求。A、B、C 三项对诗歌的赏析正确，不符合题干要求，可

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D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前两句写从军将士面对的环境极为严酷：天山

脚下寒风劲吹，湖边（“海畔”）冻泥纷纷裂开，梧桐树上的叶子已经刮光，枝梢被狂风折断。恶

劣的环境更能体现从军将士无所畏惧的品格，为下文着力描写将士的品质做足了铺垫。选项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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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赏析正确，不符合题干要求。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解诗

歌前两句的含义，或者不明白诗人的写作意图，对诗歌的情感把握不准。

B项，后两句意在写人，却不正面写出，更不和盘托出，只是拈出与人相关的两个事物——

“横笛”和“红旗”，不言人而自有人在，既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容量，又给读者以广阔想象的空

间。军中物品无数，只写笛、旗二者，不仅出于只有笛声、红旗才会被远处发现，还因为只有此

二物最足以表现行军将士的精神。选项对诗歌的赏析正确，不符合题干要求。此项对考生干扰较

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解诗歌后两句的含义，或者不能根据“横笛”和“红旗”

展开联想，对诗歌的情感把握不准。

C项，白雪皑皑，横笛闻声，红旗直上。《从军行》兼有诗情画意之美，莽莽大山，成行红

旗，雪的白，旗的红，山的静，旗的动，展示出一幅壮美的风雪行军图。选项对诗歌的赏析正确，

不符合题干要求。此项对考生干扰较小，考生误选此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解诗歌整体含义，不

清楚诗歌意象的特点及作用，或者对诗歌的情感把握不准。

试题 10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9/2.8% 36/5.31% 48/7.08% 575/84.81% 略

班级全体 2/3.45% 4/6.9% 4/6.9% 48/82.76% 略

第一层次 1/2.94% 3/8.82% 1/2.94% 29/85.29% 周昊,孙士武,朱春燕,何正昌,冯振

第二层次 1/5.56% 0/0% 3/16.67% 14/77.78% 潘兴琨,张健,孙楠,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0/0% 0/0% 2/100% 无

第四层次 0/0% 1/25% 0/0% 3/75% 陈昱文

二、(本大题 6个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1～13 题。

要热度更要美誉度

在数字时代，通过微博热搜了解当下最热门的文艺作品已经不是新鲜事。热搜，顾名思义，

是通过计算用户搜索信息的行为进行的热度排行。相关报告显示，新浪微博用户群体中“90 后”

“00 后”二者总占比接近 80%，他们对热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影视剧、综艺等领域。在 2020 年

微博热搜盘点中，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文艺作品占据一定比例。从策划到播映，从演员选

择到剧情走向，通过时机恰当的议题设置，热搜成为文艺作品前期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当作品

播映时，根据重点内容不断提炼热门话题，能够继续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系，增加用户黏性。

数字时代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单向度，受众不仅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发布者、传播者。当

一部文艺作品中的话题成功登上“热搜榜”，再被网友以强大的参与能力助推，讨论不断聚合、

放大，其传播效果往往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让文艺作品受到极大关注。特别是在社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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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微博平台，很多热搜中的话题都是通过网友的关注讨论和优势意见扩散产生的。加之网络

世界中，文字、表情包、图片、视频等丰富的表达形式，让互动内容生动有趣，网友们参与其中，

乐此不疲。

以“热搜”为门径让更多观众关注作品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文艺作品越来越陷入“热搜化”

的套路当中。有的话题设置强行贴靠社会热点，内容和作品关系不大；有的话题仅仅是没有营养

的花边和夺人眼球的噱头，有低俗、媚俗的倾向；有的作品通过“购买”手段占据热搜榜单，浪

费公共资源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另外，一些文艺作品在创作时就精准“计算”出什么样的剧情

能火，怎样的角色设定能引发热议，却并没有建立在合理的故事逻辑和人物情境之上，作品质量

令人失望。

热门话题仅仅是作品的素材线索和切入点。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的同时，

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让观

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切的应有之义。

飙升的“热度”固然能带来人们的关注和一时的光环，但空有其表、缺乏内蕴的作品来得快

去得也快。唯有笃定恒心、倾注心血，才能创作出有热度、更有美誉度的精品佳作，长久地留在

人们的记忆中。

(选自《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16 日，有删改)

11. 下列对文艺作品在三个不同阶段如何形成热度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是( )

A. 创作时精准“计算”能火的剧情和能引发热议的角色设定。

B. 前期宣传推广时，抓住时机设置恰当的议题。

C. 作品播映时，根据重点内容不断提炼热门话题，增加用户黏性。

D. 文艺作品话题登上热搜后，网友参与助推可扩大作品关注度。

【参考答案】 A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观点、态度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观点、态度）的能力，能力层

级为 C 级。概括文章的基本内容，要求在对文章内容有基本把握的基础上，针对题干的限定对象，

将选项一一对应到相关内容中进行判断。概括内容时要注意抓住文段主要思想观点，准确分析句

子中隐藏的观点和情感。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艺作品在三个不同阶段如何形成热度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文章第三段主要批判了有些文艺作品陷入“热搜化”套路的错误做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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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创作时精准‘计算’能火的剧情和能引发热议的角色设定”属于错误做法中的一项，属于答

非所问，符合题干要求。B、C、D三项是文艺作品形成热度的正确做法，符合文意，但不符合题

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A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B 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一段概括得出。第一段提到在

前期宣传推广时，可抓住时机设置恰当的议题。与“前期宣传推广时，抓住时机设置恰当的议题”

的观点一致。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第一段的具体内容，或者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

路和框架，不能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C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一段概括得出。第一段同样提到在作品播映时，根据重点内容可不断

提炼热门话题，增加用户黏性。与选项观点一致，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 项，可能是因

为不清楚第一段的具体内容，或者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不能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D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二段概括得出。第二段提到文艺作品话题登上热搜后，网友参与助推，

扩大了作品关注度。与“文艺作品话题登上热搜后，网友参与助推可扩大作品关注度”的观点一

致。考生误选 D 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第二段的具体内容，或者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

不能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试题 11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367/54.13% 181/26.7% 29/4.28% 101/14.9% 略

班级全体 36/62.07% 9/15.52% 3/5.17% 10/17.24% 略

第一层次 24/70.59% 6/17.65% 1/2.94% 3/8.82%

刘颖,刘静雯,何正昌,吴宜家,张子

豪,窦曌,王世杰,崔照波,王宇航,

赵晨

第二层次 11/61.11% 2/11.11% 1/5.56% 4/22.22%
田佳乐,张加兴,刘盛利,宋浩,姚子

晓,张健,邵立焰

第三层次 1/50% 0/0% 0/0% 1/50% 郑森

第四层次 0/0% 1/25% 1/25% 2/5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12. 下列对文艺作品怎样才能成为有美誉度的精品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是( )

A. 作品素材和切入点的选取上，要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关切的热点。

B. 作品主题表达上，要依循创作规律。

C. 作品内容上，要有合理且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

D. 作品关注度上，通过“购买”手段登上热搜榜单。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观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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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观点、态度）的能力，能力层

级为 C 级。概括文章的基本内容，要求在基本把握了文章内容的基础上，针对题干的限定对象，

将选项一一对应到相关内容中进行判断。概括内容时要注意抓住文段主要思想观点，准确分析句

子中隐藏的观点和情感。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艺作品怎样才能成为有美誉度的精品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D 项，文章第三段提到“有的作品通过‘购买’手段占据热搜榜单，浪费

公共资源和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说明作者对此做法持否定态度，不符合文意，符合题干要求。A、

B、C 三项是文艺作品成为精品的正确做法，符合文意，但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

案应为 D 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四段概括得出。第四段提到“一

部好的文艺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的同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

手法、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

社会关切的应有之义。”由此可得出选项“作品素材的切入点的选取上，要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

关切的热点”。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缺乏将选项内容与

文章观点一一对应的能力，或者没有准确把握第四段的含义。

B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四段概括得出。第四段提到“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

的同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

画，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切的应有之义。”由此可得出

选项“作品主题表达上，要依循创作规律”。考生误选 B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

路和框架，缺乏将选项内容与文章观点一一对应的能力，或者没有准确把握第四段的含义。

C项对应的内容可从第四段概括得出。第四段提到“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在敏锐捕捉社会关切

的同时，更要依循创作规律，完成主题表达，以细腻的艺术手法、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

画，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质感，这才是文艺作品回应社会关切的应有之义。”由此可得出

选项“作品内容上，要有合理且鲜活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为

没有理清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缺乏将选项内容与文章观点一一对应的能力，或者没有准确把

握第四段的含义。

试题 12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8/1.18% 15/2.21% 18/2.65% 637/93.95% 略

班级全体 2/3.45% 1/1.72% 0/0% 55/94.83% 略

第一层次 0/0% 0/0% 0/0% 34/1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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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第二层次 1/5.56% 0/0% 0/0% 17/94.44% 邵立焰

第三层次 0/0% 0/0% 0/0% 2/100% 无

第四层次 1/25% 1/25% 0/0% 2/50% 陈昱文,蔡雨昊

13. 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符合文意的是( )

A. 新浪微博用户中“90后”“00 后”占比 80%，他们对热点的关注集中在影视剧、综艺领

域。

B. 因为受众不仅是信息接收者，也是发布者、传播者，所以信息传播的单向度得到改变。

C. 网络世界中，文字、图片等丰富的表达形式，让互动的内容生动有趣，网友乐于参与。

D. 以“热搜”为门径让更多观众关注作品是不值得提倡的，这样会陷入“热搜化”的套路

之中。

【参考答案】 C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筛选局部信息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筛选局部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

为 C 级。所谓筛选信息，就是领会阅读的要求，按要求思考并解答问题。对待筛选的要求，需在

阅读之前认真、准确地领会，在阅读之中时时牢记，尤其要牢记一些关键词语。领会要求越充分，

记得越牢固，筛选就越快。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符合文意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C 项对应

的内容在文章第二段，结尾提到“加之网络世界中，文字、表情包、图片、视频等丰富的表达形

式，让互动内容生动有趣，网友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选项与此观点一致，符合题干要求。A、

B、D三项对文章的理解和分析有误，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C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 项对应的内容在文章第一段，原文提到“新浪微博

用户群体中‘90 后’‘00 后’二者总占比接近 80％，他们对热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影视剧、综

艺等领域”，选项说“‘90 后’‘00 后’占比 80％，他们对热点的关注集中在影视剧、综艺等领

域”。选项遗漏了“接近”“主要”，说法错误。考生误选 A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文章内

容，或者没有注意到关键词“接近”和“主要”，在筛选信息时不够细心。

B项对应的内容在文章第二段，原文提到“数字时代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单向度，受众不仅是

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发布者、传播者”，而选项将信息传播的单向度得以改变的原因归结于

受众的特点，因果倒置，不符合文意。考生误选 B项，可能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文章内容，或者

没有把握住关键语句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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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对应的内容在文章第三段，原文提到“以‘热搜’为门径让更多观众关注作品本无可厚

非，但有些文艺作品越来越陷入‘热搜化’的套路当中”，“无可厚非”指不可过分指责、苛求，

表示虽有缺点，但还是有可取之处。由此可知，作者并不反对“热搜”的方式，D 选项说法过于

绝对，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D 项，可能是因为没有理解文章内容，或者没有准确把握作者

的观点和态度。

试题 13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98/14.45% 89/13.13% 385/56.78% 106/15.63% 略

班级全体 5/8.62% 16/27.59% 29/50% 8/13.79% 略

第一层次 3/8.82% 7/20.59% 21/61.76% 3/8.82%

刘圣民,魏新宇,刘颖,孙士武,张子

豪,张志远,王宇航,冯振,李亚轩,

张雪,刘浩,裴存钰,刘家硕

第二层次 0/0% 8/44.44% 7/38.89% 3/16.67%

贾瑞亮,程洪光,陈文辉,丁浩洋,刘

盛利,宋浩,姚树强,张健,孙楠,邵

立焰,王天一

第三层次 1/50% 0/0% 0/0% 1/5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1/25% 1/25% 1/25% 姚付标,陈昱文,赵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4～16 题。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

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感到难

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

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

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在尴尬情境下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

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

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

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的特点是，少量

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能够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

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会引起

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人类早期社会可以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

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进化出表达歉意的方式，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后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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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在院子里刨坑被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躺在地上展示它的

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懊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

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感到懊悔的标志。通

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认识到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

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

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

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

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

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

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

白、灰 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

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选自《课外阅读》，有删改)

14.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概括，最准确的是( )

A.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B. 人类“脸红”的原因和社会作用。

C. “脸红”是人类表达歉意的身体语言。

D. 人类为什么“脸红”及人眼的敏感。

【参考答案】 B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描写内容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概括描写内容）的能力，能力层级

为 C级。阅读文章是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即初读文章，了解大意后，再理解字词，读懂每

句话，给文章分段和归纳段意，最后回到文章整体上来，进而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概括中心

思想。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搞清楚全文主要讲的是什么，只有掌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才能正确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作答时，可通过段意综合法、分析比较法、文题扩展法、问题串

联法、概括要素法等基本方法进行解题。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章内容的概括最准确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通读全文、概

括要点可知，文章中的关键语句在于“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脸红

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加团结”等。因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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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说明了人类“脸红”的原因和社会作用。故正确答案应为 B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出现在文章的第一

段，且第一段围绕“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这一话题展开，但是文章后面的内容并不只是说

明了人类脸红的“唯一性”，还强调了脸红所表现出的社会作用。考生误选 A项，可能是因为不

清楚文章的思路，没有全面把握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观点。

C项，“‘脸红’是人类表达歉意的身体语言”的观点主要表现在第四段和第五段，但并不是

所有的文字都在论述“脸红”的社会作用，前面还提到了人类“脸红”的原因，因此，选项对文

章的内容概括得不够全面。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文章的思路，没有全面把握文章

的内容和作者的观点。

D项，文章确实提到了人类为什么会“脸红”，但是“人眼的敏感”只在最后一段出现，而

“人眼的敏感”也是对人类“脸红”内容的补充说明，最后一句“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

红的信息”的主体还是“脸红”，而不是“人眼”。考生误选 D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文章的思

路，没有全面把握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或者不知道文章中补充的“人眼”相关内容的作用。

试题 14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26/18.61% 377/55.69% 51/7.53% 123/18.17% 略

班级全体 12/20.69% 33/56.9% 4/6.9% 9/15.52% 略

第一层次 4/11.76% 24/70.59% 0/0% 6/17.65%

魏新宇,刘颖,刘静雯,吴宜家,徐超

凡,窦曌,朱洪昌,王宇航,彭祥瑞,

裴存钰

第二层次 7/38.89% 6/33.33% 2/11.11% 3/16.67%

程洪光,陈文辉,丁浩洋,田佳乐,张

加兴,刘盛利,朱荣华,姚子晓,姚树

强,张健,孙楠,邵立焰

第三层次 0/0% 2/100% 0/0% 0/0% 无

第四层次 1/25% 1/25% 2/50% 0/0% 姚付标,陈昱文,赵硕

15. 下列对文章最后一段所用的说明方法的判断，不正确的是( )

A. 举例子 B. 列数字 C. 分类别 D. 打比方

【参考答案】 C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分类别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分类别）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C级。

写作方法，也叫表现手法，是指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形象、反映生活所运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和技巧。

不同文体的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说明文主要运用的是说明方法，说明文的语言的要求是科学性、

严谨性、准确性、真实性、周密性，简练明确；文学性说明文还要求生动性、形象性。恰当地运

用说明方法，能提高说明语言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使说明对象更具体、生动，让读者更清楚作者

的意思，更能增强说服力，有时也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更突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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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要求选出“对文章最后一段所用的说明方法的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一个负向的试题

命制。要说明事物的特征，往往从单方面不易说清楚，可以根据形状、性质、成因、功用等属性

的异同，把事物分成若干类，然后依照类别逐一加以说明，这种说明技巧叫分类别。最后一段并

未出现分类别的说明方法，符合题干要求。从“如牛、羊、马、狗、猫等”可知，运用了举例子

的说明方法；从“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 3种颜色”可知，运用了列数字的

说明方法；从“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可知，运用了打比方的说明方法。A、B、D三

项的说明方法在最后一段都有所提及，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C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举例子是通过列举有代表性的、恰当的事例来

说明事物特征，为了说明事物的情况或事理的说明方法。文中的“如牛、羊、马、狗、猫等”一

句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考生误选 A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举例子的含义，或者不清楚说

明方法的分类，将几种说明方法的概念混淆。

B项，列数字是说明文常见的一种说明方法，从数量上说明了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方法，使语

句更准确，更科学，更具体，更具说服力。文中的“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

3种颜色”一句运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考生误选 B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列数字的含义，或

者不清楚说明方法的分类，将几种说明方法的概念混淆。

D项，打比方是利用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作比较，以突出事物的形状特点，增强说

明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的说明方法。文中的“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一句运用了打比方的

说明方法。考生误选 D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打比方的含义，或者不清楚说明方法的分类，将

几种说明方法的概念混淆。

试题 15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01/14.9% 197/29.06% 207/30.53% 173/25.52% 略

班级全体 8/13.79% 22/37.93% 15/25.86% 13/22.41% 略

第一层次 6/17.65% 11/32.35% 14/41.18% 3/8.82%

周昊,魏新宇,刘颖,郑墨儒,孙士

武,刘静雯,何正昌,刘正阳,徐超

凡,张子豪,窦曌,朱洪昌,张志远,

彭阳,程鑫,彭祥瑞,李亚轩,赵晨,

张雪,刘浩

第二层次 2/11.11% 6/33.33% 1/5.56% 9/50%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陈

文辉,丁浩洋,田佳乐,张加兴,刘盛

利,宋浩,朱荣华,姚树强,张健,孙

楠,邵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2/1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0/0% 3/75% 0/0% 1/25%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16. 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第一段画线句子运用设问，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引出下文说明内容。

B. 人类需要脸红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可能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正因错误行为而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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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冒犯可能导致的暴力冲突，从而促使人类讲诚信，更团结。

C. 第四段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中的“大多数”

从范围上对说明对象加以限定，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D. 脸红和语言相比，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更能传递人类的真情实感，脸红发出的信号比语

言要更准确。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理解

【知识内容】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句子的表层含义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句子的表层含义）的能

力，能力层级为 B级。所谓“文中重要句子”，是就它们在文中的作用而言的，是指对语段、意

义层次、篇章等内容或形式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句子，它包括点明题旨的句子，描写、议论、抒情

的句子，具有言外之意的句子，起承转合的句子，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子等。作答时，可联系

文章的中心思想、人物形象、作者情感、文体特征来理解。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一项”，是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解答此题

的关键是阅读全文，了解内容，抓住各句表述的要点，与文中有关内容一一比较，再对选项进行

判断。D项对应的内容在第五段，文中提到“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而选

项中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比语言要更准确”，说法过于绝对，不准确，符合题干要求。A、B、C

三项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D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

号呢？”采用了设问的方式，既交代了前文的内容，又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开启下文对原因的

解释，引出了下文说明的内容。选项对文章内容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A项，

可能是因为不清楚文章的思路和整体框架，或者不清楚文章的具体内容，也可能是因为不理解说

明文中设问句的作用。

B项，文章第三段提到，狗会用在地上打滚的方式表示懊悔，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

己的错误行为感到懊悔的标志。第四段就“脸红”这一行为进一步阐述了其作用：使人类保持诚

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选项对文章内容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B项，可

能是因为没有理清文章的思路，或者不清楚文章的具体内容，缺乏信息整合的能力。

C项，“大多数”从范围上加以限定，表示接近全部，但不排除其他特例，说明并不是所有

人都会因为狗在地上做翻滚动作而平息愤怒，狗的这种行为只会对一部分人起作用。若不加上“大

多数”则与客观事实不符合，“大多数”一词体现了说明文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选项对文章内容

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为不清楚说明文语言的特点。

试题 16 选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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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74/10.91% 216/31.86% 127/18.73% 261/38.5% 略

班级全体 6/10.34% 21/36.21% 12/20.69% 19/32.76% 略

第一层次 3/8.82% 12/35.29% 3/8.82% 16/47.06%

魏新宇,刘颖,刘静雯,宋全翔,朱春

燕,何正昌,吴宜家,徐超凡,张子

豪,朱洪昌,张志远,王宇航,冯振,

彭祥瑞,李秉正,李亚轩,于佳美,刘

浩

第二层次 3/16.67% 7/38.89% 6/33.33% 2/11.11%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陈文辉,丁

浩洋,田佳乐,张加兴,宋浩,朱荣

华,姚子晓,姚树强,张健,孙楠,邵

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1/50% 0/0% 1/50% 杜瑞昊

第四层次 0/0% 1/25% 3/75%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三、(本大题 4个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7～20题。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

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

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

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

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

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

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

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

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

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

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选自苏轼《石钟山记》)

17.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是( )

A. 而此独以钟名． 名词活用作动词，命名

B. 至莫．夜月明 通“暮”

C. 空中．．而多窍 古今异义词，中间是空的

D. 汝识．之乎 认识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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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 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动词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动词）在文中的含义的

能力，能力层级为 B级。对于文言实词，考生应注意平时积累，每一篇古文都有需要掌握的重

点实词，尤其需要注意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的归纳和积累，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加以迁移

和理解，选择最符合语境的义项。

本题要求选出“对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D项，结合上下

文语境，“汝识之乎”可翻译成：你知道那些典故吗？由此可知，加点字“识”应译为“知道”，

选项中将加点词“识”翻译为“认识”不正确，符合题干要求。A、B、C三项加点词的解释正

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D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而此独以钟名”翻译成：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

命名。由此可知，加点字“名”名词活用作动词，意为“命名”。加点词的解释正确，但不符合

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A项，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文章的含义，没有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的意思，

或者不清楚名词“名”的活用法则。

B项，“至莫夜月明”翻译成：到了晚上月光明亮。由此可知，加点字“莫”为通假字，通

“暮”，晚上。加点词的解释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B项，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文章

的含义，没有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的意思，或者不清楚 “莫”为通假字。

C项，“空中而多窍”翻译成：中间是空的，而且有很多窟窿。由此可知，加点词“空中”

为古今异义词，表示中间是空的。加点词的解释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项，可

能是因为不知道文章的含义，没有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的意思，或者不清楚 “空中”为古今异

义词。

试题 17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38/5.61% 21/3.1% 83/12.26% 535/79.03% 略

班级全体 4/6.9% 0/0% 4/6.9% 50/86.21% 略

第一层次 0/0% 0/0% 2/5.88% 32/94.12% 李秉正,刘浩

第二层次 1/5.56% 0/0% 2/11.11% 15/83.33% 贾瑞亮,陈文辉,郭圣龙

第三层次 2/100% 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0/0% 0/0% 3/75% 陈昱文

18.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是( )

A. 今以．钟磬置水中 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B. 扣而．聆之 徐而．察之

C. 石之铿然有声者． 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

D. 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 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

【参考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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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目标】 理解

【知识内容】 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之”的意义和用法：助词，的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之”的意义和用

法：助词，的）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B级。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含义，主要考查常见文

言虚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和用法，常见文言虚词包括而、何、乃、其、为、也、以、于、与、

则、者、之等。文言虚词的数量虽比实词少，但用法灵活，使用频率高。考查这些虚词，不要求

刻板记忆，只需考生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理解和分辨其不同意义和用法。

本题要求选出“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一项”，是一个正向的试题命制。

D项，“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翻译为：大儿子苏迈将要去就任饶州的德兴县的县尉。“何至

自沉溺缧绁之辱哉”翻译为：怎么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之中呢。两个加点字“之”都是助词，

译为“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符合题干要求。A、B、C三项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同，不符合

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D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今以钟磬置水中：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此处

“以”作“把”义；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那就只有等待君子来施行

了。此处“以”作“来”义。二者加点字“以”的意义不同，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A项，

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两个句子的意思，不能根据句意准确判断“以”的具体含义。

B项，扣而聆之：敲击它们，聆听它们的声音。此处“而”表示顺承；徐而察之：我慢慢地

观察。此处“而”表示修饰。二者加点字“而”的用法不同，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B项，

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两个句子的意思，不能根据句意准确判断“而”的含义，或者不清楚虚词“而”

的常见用法，即使知道了句意也判断不了“而”的作用。

C项，石之铿然有声者：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此处“者”是定语后置类倒装句的标志

性助词；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那噌吰的响声，是周景王无射钟的声音。此处“者”是判断

句的标志性助词。二者加点字“者”的用法不同，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

为不清楚两个句子的意思，不能根据句意准确判断“者”的具体含义和用法。

试题 18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24/3.55% 392/57.9% 132/19.5% 129/19.05% 略

班级全体 1/1.72% 33/56.9% 12/20.69% 12/20.69% 略

第一层次 0/0% 18/52.94% 6/17.65% 10/29.41%

刘圣民,周昊,刘颖,郑墨儒,孙士

武,刘静雯,宋全翔,朱春燕,何正

昌,吴宜家,张子豪,窦曌,王世杰,

张志远,冯振,彭祥瑞,李秉正,李亚

轩,于佳美,赵晨,刁金源,张雪,刘

浩,裴存钰

第二层次 0/0% 12/66.67% 5/27.78% 1/5.56%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陈

文辉,丁浩洋,田佳乐,张加兴,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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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利,宋浩,朱荣华,姚子晓,姚树强,

张健,邵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2/1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1/25% 1/25% 1/25% 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19. 下列句子中，与“今以钟磬置水中”句式相同的是( )

A. 磔磔云霄间 B. 客有吹洞箫者

C. 古之人不余欺也 D.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参考答案】 A

【测量目标】 理解

【知识内容】 理解文言特殊句式/省略介词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文言特殊句式（省略介词）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B级。

文言文主要有四种特殊句式：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以及倒装句。省略句是指在不影响意思表

达的前提下有意省略某一词语或某种成分的句子。常见的省略句包括省略主语、省略谓语、省略

宾语和省略介词。介词的省略是文言文的显著特点之一，常被省略的介词主要有“于、以、自”

三个。作答时，考生需联系上下文，结合语境，分析句子的成分和结构，并借助关键词语判断句

子的句式特征。

例句“金以钟磬置水中”翻译成：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置水中”中间省略了介词“于”，

补充介词，句子表述成“置于水中”，表示“放在水中”。A项，磔磔云霄间：在云霄间发出磔磔

声响。此句为状语后置句，“云霄间”作状语，前面省略了介词“于”，补充介词，句子表述成“磔

磔于云霄间”。A项与例句句式相同，符合题干要求。B项属于定语后置句，C项属于宾语前置

句，D项属于被动句。B、C、D三项句式与例句不同，可排除。故正确答案应为 A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B项，现代汉语里，定语一般都放在中心词的前面，

起修饰限制的作用，但在古代汉语里，为了突出和强调定语，有时也会把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

这种情况叫做“定语后置”。“客有吹洞箫者”中的“吹洞箫”是修饰中心词“客”的定语，句子

正常语序是“有吹洞箫者客”，翻译为：有一个会吹洞箫的客人。选项与例句句式不同，不符合

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B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句意，缺乏分析句子成分的能力，不清楚“客”

与“吹洞箫”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定语后置句的特点，对此选项所使用的句式判

断错误。

C项，宾语前置是指宾语置于支配它的动词或介词之前的语言现象。“古之人不余欺也”中

“古之人”是主语，“欺”是谓语, “余”是宾语；这句话原本的语序应该是“古之人不欺余也”，

但是现在 “余”这个宾语放在谓语“欺”的前面，所以这句话的句式是宾语前置。选项与例句

句式不同，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句意，缺乏分析句子成分的能

力，不清楚“欺”与“余”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宾语前置句的特点，对此选项所

使用的句式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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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被动句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的句子。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这

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此句中“周郎”是“困”曹操（孟德）动作的施动者，用

“于”引进，组成“于＋宾语”的结构，表明“困”这一动作行为是“周郎”发出的，所以此句

为被动句。考生误选 D项，可能是因为不理解句意，缺乏分析句子成分的能力，不清楚“于”

在句中的成分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掌握被动句的特点，对此选项所使用的句式判断错误。

试题 19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94/28.7% 153/22.63% 187/27.66% 142/21.01% 略

班级全体 23/39.66% 9/15.52% 17/29.31% 9/15.52% 略

第一层次 18/52.94% 4/11.76% 9/26.47% 3/8.82%

刘圣民,郑墨儒,孙士武,刘静雯,宋

全翔,何正昌,刘正阳,张子豪,窦

曌,朱洪昌,王世杰,彭祥瑞,曹顺,

刁金源,裴存钰,刘家硕

第二层次 4/22.22% 3/16.67% 7/38.89% 4/22.22%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陈

文辉,丁浩洋,张加兴,宋浩,朱荣

华,姚子晓,姚树强,孙楠,王天一,

郭圣龙

第三层次 1/50% 0/0% 0/0% 1/50% 杜瑞昊

第四层次 0/0% 2/50% 1/25% 1/25%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20. 下列对文段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命名的两种说法，并提出了疑问，为下文做铺垫。

B. 作者在叙述郦道元和李渤的两种说法的基础上加以评论，边叙边议。

C. 第二段写苏轼和儿子苏迈实地考察石钟山的经过，指出石钟山得名的缘由。

D. 第二段作者叙议结合，以议为主，寓论断说理于叙事之中。

【参考答案】 D

【测量目标】 分析综合

【知识内容】 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顺叙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分析文章的写作方法（顺叙）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C级。

文章的写作手法包括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修辞手法等，基本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五种，即记叙（叙

述）、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叙述是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作者对人

物的经历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场景、空间的转换所作的叙说和交代；顺叙就是按照事件发

生、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进行叙述的方法。作答时，考生需首先了解每种表达方式的特点，再

根据各自的定义，结合文章内容进行判断。

本题要求选出“对文段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一个负向的试题命制。《石钟山记》

全文分为议论、记游、议论三部分，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抒发感想。本篇选

取文章的前两段，第一段是质疑，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表示怀疑，属议论部分；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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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疑，通过实地考察探究石钟山得名由来，属叙述部分，且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展开，是

叙述中的“顺叙”。D选项对第二段 “以议为主”的写作方式判断错误，应该是“以叙述为主”，

符合题干要求。A、B、C三项对文段的理解和分析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可排除。故正确

答案应为 D项。

【答题分析】 错误选项的分析如下：A项，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对郦

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说明作者对这两种说法表示怀疑，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

钟山的行动，为下文做了铺垫。选项对文段的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A项，

可能是因为不清楚第一段的具体内容，或者不理解文段在文章中的作用。

B项，作者在第一段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

声如洪钟。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提出质疑，说明

“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接着又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

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

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

之说难以置信。基于这两种说法，作者边叙边议，展开内容，引出道理。选项对文段的理解正确，

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B项，可能是因为没有整体梳理文章的内容，不清楚作者的写作

思路。

C项，文章第二段直接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

“疑”念，所以作者趁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

此释疑，这一叙述紧承上文。选项对文段的理解正确，但不符合题干要求。考生误选 C项，可

能是因为不明白第二段的具体内容，不清楚作者的写作思路。

试题 20 选项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A B C D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3/1.92% 94/13.88% 220/32.5% 350/51.7% 略

班级全体 0/0% 7/12.07% 23/39.66% 28/48.28% 略

第一层次 0/0% 1/2.94% 11/32.35% 22/64.71%

孙士武,吴宜家,张子豪,窦曌,朱洪

昌,程鑫,王宇航,冯振,彭祥瑞,于

佳美,张雪,刘家硕

第二层次 0/0% 3/16.67% 10/55.56% 5/27.78%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丁

浩洋,张加兴,宋浩,朱荣华,姚子

晓,张健,孙楠,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0/0% 2/1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0/0% 1/25% 2/50% 1/25% 姚付标,陈昱文,赵硕

卷二(非选择题 共 70 分)

四、(本大题 3个小题，共 10 分)

21. 写出下列横线处空缺的名句。(限选三句)(3分)

反思现实的生存状态，憧憬美好的社会生活，是经典作品的永恒主题。《关雎》中“窈窕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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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① ”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赤壁赋》中“哀吾生之须臾，② ”抒

发了宇宙无穷而生命有限的忧伤叹惋；《沁园春·长沙》中“③ ，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道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师说》中“④ ，师之所存也”是韩愈对择师标

准的深刻思考；“⑤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彰显了杜甫推己及人的博大胸襟。

【参考答案】 ①君子好逑 ②羡长江之无穷 ③怅寥廓 ④道之所存 ⑤安得广厦千万间

【测量目标】 识记

【知识内容】 默写基本篇目中要求背诵的部分和常见的名言名句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默写基本篇目中要求背诵的部分和常见的名言名句的能力，

能力层级为 A级。默写题注重考生的日常积累，所考内容多为日常文化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

较易写错的名句。本题考查形式为情境式默写，五空选填三空，本题内容分别出自《诗经》中的

《关雎》、苏轼的《赤壁赋》、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韩愈的《师说》和杜甫的《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作答时，考生要在识记相关名句名篇的基础上，充分理解整个语段的思想基调，并

依据语段中的作者、作品名称，或前句的提示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两句来进行默写。默写时需注

意避免写错别字或字词顺序颠倒。

【答题分析】 考生默写情况良好，大部分考生可以准确默写出空缺诗句，部分考生失分的

原因主要有：1.没有认真记诵教材中相关的古诗文名篇名句，导致考场上想不起挖空处对应语句，

此题直接交白卷或答非所问；2.部分考生虽能准确记诵，但默写时出现错别字或顺序颠倒，如将

“逑”写成“求”，“寥廓”写成“辽阔”，“安得广厦千万间”写成“安得千万间广厦”等。

试题 21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百分比） 0 1 2 3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25/3.68% 53/7.81% 202/29.75% 399/58.76% 略

班级全体 3/5.17% 4/6.9% 14/24.14% 37/63.79% 略

第一层次 0/0% 3/8.82% 8/23.53% 23/67.65%

周昊,魏新宇,何正昌,吴宜家,徐超

凡,张子豪,窦曌,王世杰,彭祥瑞,

刘浩,刘家硕

第二层次 0/0% 1/5.56% 5/27.78% 12/66.67%
程洪光,丁浩洋,刘盛利,姚子晓,张

健,孙楠

第三层次 1/50% 0/0% 1/5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2/50% 0/0% 0/0% 2/50% 陈昱文,赵硕

22. 参照示例，采用相同的句式和修辞手法进行仿写。(3 分)

示例：蓝天无语，却显露出高远；大地无语，却展示出广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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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示例一：大海无语 却彰显出包容 高山无语 却体现出巍峨

示例二：鲜花无语 却散发出芬芳 青春无语 却迸射出活力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别和变换句式，仿写句子/命题式仿写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拓展语句、压缩语段，区别和变换句式（命题式仿写）的

能力，能力层级为 E级。仿写时要注意题干要求，在明确了题干的具体要求之后，考生要注意

以下两点：第一，答案应形神兼备。仿写句所用的修辞手法要与例句所用的修辞手法保持一致，

能够将本体所具有的特点表现出来，能给人以启发；第二，要注意形式方面的一致性，保持句式

的整齐、音韵的和谐。

解答仿写题目，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本题示例以“蓝天”“大地”为话题，二者均

用“无语”一词进行修饰，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前后形成对比，虽都“无语”，却凸显了“高

远”和“广博”的特点。其中，“高远”之于“蓝天”，“广博”之于“大地”，事物的特点一一对

应，内容上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前后句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整齐，在形式上也保持一

致。考生在仿写时，也需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补充“无语”一词，再合理选用几个不同的动词将

事物与事物特点进行串联，需注意在句式上保持整齐一致。

【答题分析】 考生仿写的情况良好，大部分考生可以依据题干要求准确仿写，部分考生失

分的原因主要有：1.审题不清，对于仿写类题目不知从何入手；2. 仿写的句子在结构上与例句大

体相似，但是没有注意到句子前后的关联性，不知道后面的修饰语是前面事物的特点；或者注意

到句子在内容上的相关性，但是句式杂乱，结构混乱；3.语言表达不流畅，平时积累不够，不能

准确找出描写事物特点的词语，或者罗列不出与“显露”“展示”含义相近的动词，以致仿写时

将动词重复使用。

试题 22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3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

单

全校全体 9/1.33% 9/1.33% 31/4.57% 630/92.78% 略

班级全体 1/1.72% 2/3.45% 3/5.17% 52/89.66% 略

第一层次 0/0% 1/2.94% 1/2.94% 32/94.12% 张子豪,刘家硕

第二层次 0/0% 0/0% 2/11.11% 16/88.89% 丁浩洋,姚树强

第三层次 0/0% 0/0% 0/0% 2/1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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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3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

单

第四层次 1/25% 1/25% 0/0% 2/50% 姚付标,陈昱文

23. 根据下面材料，代光明派出所写一则招领启事。要求：格式规范，内容明确，语言简洁

通顺。(4 分)

2021年 7月 26日，王坤回家途中不慎将蓝色书包丢失。包内有人民币 300元、一本英语教

材和一个 U盘。当天他的书包被人拾到后交到了光明派出所，派出所电话为 123456。

【参考答案】

招领启事

今拾到书包一个，内有书籍等物。请失主速到光明派出所认领，联系电话：123456。

光明派出所

2021 年 7月 26日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启事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启事）的能力，

能力层级为 E级。启事是机关、团体、单位个人有事情需要向公众说明，或者请求有关单位，

广大群众帮助时所写的一种说明事项的使用文体，主要包括招生启事、寻物启事、招聘启事、挂

失启事、征集启事、征婚启事、招领启事等。启事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启事的名称，这主要

由启事的内容决定；二是具体内容，即要向大家说明的情况；三是启事者的落款和启事日期。作

答时，考生需明确题干要求，结合启事的格式，根据具体内容提炼出关键信息。

本题要求考生根据所给材料代光明派出所写一则招领启事。作答时，需严格按照启事的格式

书写。首先，明确启事的标题为“招领启事”（“招领启事”四个字单独成行且居中）；其次，明

确启事的具体内容（具体内容最开始空两格），即拾到一个包，注意不用详细说明包的特点，简

单带过即可，接着补充领包的地点为“光明派出所”，以及联系电话“123456”；最后加上启示者

“光明派出所”（单独成行且右排）和启事日期“2021年 7月 26日” （单独成行且右排）。

【答题分析】 考生此题作答的情况良好，部分考生失分的原因主要有：1.审题不清，不知

道此题要求作答的是“招领启事”，导致题答不对应；2.不清楚启事的格式，不知道题目应从何

入手，或者大致了解启事的格式，但是掌握不全；3.启事内容的表述不够明确，语言啰嗦不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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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23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0 1 2 3 4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9/2.8% 40/5.89% 135/19.88% 258/38% 227/33.43% 略

班级全体 0/0% 2/3.45% 8/13.79% 24/41.38% 24/41.38% 略

第一层次 0/0% 2/5.88% 2/5.88% 14/41.18% 16/47.06%

刘圣民,郑墨儒,孙士武,宋全翔,朱

春燕,刘正阳,徐超凡,窦曌,朱洪昌,

崔照波,张志远,程鑫,冯振,彭祥瑞,

李秉正,曹顺,刁金源,刘浩

第二层次 0/0% 0/0% 4/22.22% 8/44.44% 6/33.33%

贾瑞亮,程洪光,陈文辉,丁浩洋,田

佳乐,张加兴,刘盛利,宋浩,姚子晓,

姚树强,邵立焰,王天一

第三层次 0/0% 0/0% 1/50% 1/5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0/0% 0/0% 1/25% 1/25% 2/50% 姚付标,陈昱文

五、(本大题 5个小题，共 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4～28 题。

养一朵雪花

石 兵

①少年时，我曾悄悄养了一朵雪花。如今想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可在当年，我

竟真的做到了。

②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多特别大，我萌生了养一朵雪花的念头。试验了多次，我发现雪花

落在手上很快就会融化，便取了一块冻得冰冷的铁片，小心翼翼地让雪花落在上面，趁它没有融

化，放入院落中的地窖里。

③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堡，贮存着过冬的大白菜，天气极冷，大白菜上结着冰碴，整整

齐齐站成一排。

④彼时，我还是个身材瘦小的孩子，矮下身就能钻入地窖。我把盛着雪花的铁片放在最冷的

角落里，尽量让自己离雪花远一点，害怕不小心呵出的热气融化了它。

⑤后来，这朵雪花竟然真的在地窖里安了家。每天清晨，天未亮时，我都会在最冷的时分悄

悄打开菜窖，用一支小小的手电筒照向它。雪花的花瓣一片也没少，紧紧贴在灰黑色的铁片上。

尽管颜色渐渐不再那么洁白，变得有些晶莹剔透，但是，它依然保持着一朵雪花的纯洁与美丽，

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美好。

⑥那时，家里穷，大白菜就是过冬唯一的蔬菜，母亲隔几天就会取出一棵。我没有告诉母亲

地窖里养了一朵雪花，只是每次都躲．在母亲身后，提醒她取那些离雪花远的大白菜。

⑦白菜一棵一棵变少，冬天一天一天过去，我养在地窖里的雪花却一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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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一天黄昏，天空阴沉了许久，再一次飘起了雪花，可没一会儿，就变成了淅淅沥沥的雨，

落在地上顺着沟沟坎坎四处流淌，最后，竟顺着菜窖的门缝流了进去。

⑨我为此忧心忡忡，待到雨势渐小，小心翼翼打开地窖的门，竟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所有的大白菜都开满了晶莹的雪花。原来，那些滴入地窖的雨因为地窖中气温极低，便在落下后

迅速凝结。大白菜的菜叶上，地窖的地面上，还有那块铁片的身上，都“绽开”了雪花。只是，

这些雪花都没有我养的那朵漂亮。

⑩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地窖美景只存在了短短几天。气温已经不可逆转地上升，冬天过去，

春天就要来了。

⑪我养的那朵雪花是在某个清晨悄悄消失的，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水痕。那天，我走入菜窖，

拿起那块不再冰冷的铁片，突然忧伤起来。

⑫多年后的一天，白发苍苍的母亲从床下拿出一块泛黄的铁片递给我，问：“这个铁片，你

还记得吗？”

⑬我一直以为没有人知道我养雪花的事。见我惊奇地瞪大眼睛，母亲笑着说：“你只养了一

朵雪花，我可是养了一大堆呢。为了养雪花，我去学校找老师请教，老师说，只要温度够低，让

雪花与空气隔开，它就能存放更久。那年冬天，每次下雪，我都悄悄收集一些，把它们放在背阳

的地方养着，看到你的雪花要化了，我就悄悄运一朵放在上面。我知道你每天早上去看它，所以

就在你睡熟后悄悄替换一朵。晚上可真冷啊，出去一趟就冻得脸也红腿也疼。”

⑭原来，养雪花的人不是我，而是母亲。为了孩子一个童话般的愿望，一件在成人世界中毫

无意义的事情，母亲放弃了睡眠与温暖，默默付出了这么多。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养了一朵雪花，

独立完成了一件困难至极的事，这种源于童年的自信让我始终笃信自己是个被幸运眷顾的人，让

我在遇到困难时仍然充满信心，却不知一切的幸运其实都源于母亲，她默默为我筑造起一座童话

城堡，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⑮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虽然我的童年贫穷与饥饿如影随形，但因为母亲，

因为那朵养了一冬的雪花，一切都被铺陈了温暖而美好的背景。这背景的底色，就是爱吧。

(选自《意林》2021 年 7 月刊，有删改)

24. 第①段中画横线的句子有什么表达效果？(3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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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①“不可思议”说明做成这件事情很难。②“真的”肯定了养雪花的事实。

③这句话能引发读者的好奇心，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测量目标】 鉴赏评价

【知识内容】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悬念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鉴赏评价作品的表现手法（悬念）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D

级。表现手法是使文章整体或部分的特征显得更加鲜明强烈，以达到感染读者的艺术效果的手段。

作答本题，要注意全面把握文章内容，重点把握句子的表现手法产生的艺术效果。

本题要求考生赏析画线句子“如今想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可在当年，我竟真的

做到了”的表达效果。考生作答本题，应当在理解句意的基础上，分析句子的深层含义，然后结

合上下文分析句子的表达效果。结合上文“我曾悄悄养了一朵雪花”可知，“不可思议”指代上

文“养雪花”之事。从客观方面而言，雪花融点极低，一般情况下，0℃以上即会融化，所以“养

雪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从主观方面而言，下文“我发现雪花落在手上很快就会融化”说明：

少年时期的“我”知道雪花会融化，但还是渴望“养雪花”，并且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作者以当

下的视角回顾少年时代的自己竟然做成了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不可思议”说明“养雪

花”这件事很难。其次，“真的”是对前文“养雪花”之事的肯定。从结构方面而言，此句引出

了下文关于“养雪花”过程的具体叙述。从内容方面而言，此句话交代了“我”养成了雪花的结

果，又因为“养雪花”这件事的不可思议的特征，使得情节发展中产生悬念，作者先给出成功的

结果，能够自然引发读者对于成功原因的好奇心理，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考生作答的意思

合理即可给分。）

【答题分析】 本题难度不大，考查的是对句子含义的理解，需要考生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

深刻的理解。考生在本题失分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读懂画线句中关键词“不可思议”“真的”

的含义，无法分析句子的表达效果；2.没有读懂原文，无法结合上下文语境分析画线句的深层含

义；3.表述不够准确，语言表达不流畅，存在语病，错别字等问题。

试题 24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3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

名单

全校全体 43/6.33% 381/56.11% 238/35.05% 17/2.5% 略

班级全体 4/6.9% 29/50% 24/41.38% 1/1.72% 略

第一层次 2/5.88% 13/38.24% 18/52.94% 1/2.94%

刘圣民,周昊,魏新宇,刘颖,

孙士武,刘静雯,宋全翔,朱春

燕,何正昌,刘正阳,吴宜家,

徐超凡,张子豪,窦曌,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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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3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

名单

昌,王世杰,崔照波,张志远,

彭阳,程鑫,王宇航,冯振,彭

祥瑞,李秉正,曹顺,李亚轩,

于佳美,赵晨,刁金源,张雪,

刘浩,裴存钰,刘家硕

第二层次 1/5.56% 11/61.11% 6/33.33% 0/0%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

光,陈文辉,丁浩洋,田佳乐,

张加兴,刘盛利,宋浩,朱荣

华,姚子晓,姚树强,张健,孙

楠,邵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1/50% 1/5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0/0% 4/100% 0/0%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25. 第⑥段中加点字“躲”表现了“我”当时什么样的心理？(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①“躲”是“躲藏”的意思。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我”当时害怕母亲发现

自己养雪花这个秘密的心理。

【测量目标】 理解

【知识内容】 理解文中重要词语和句子的含义/词语的语境义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理解分析关键词语语境义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B 级。词语

的语境义是指在其表层含义的基础上，分析由文章内容生发出词语的深厚丰富的内涵。

本题要求考生分析加点字“躲”的含义和“我”的心理。解答本题，考生首先要在理解词语

基本意思的基础上，结合上下文分析其语境义和作用。首先，“躲”是“躲藏”的意思。其次，

结合上文第②段至第⑥段“（我）取了一块冻得冰冷的铁片，小心翼翼地让雪花落在上面……放

入院落中的地窖里贮存着过冬的大白菜……家里穷,大白菜就是过冬唯一的蔬菜，母亲隔几天就

会取出一棵……我没有告诉母亲地窖里养了一朵雪花”可知，“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在地窖里

“养雪花”这件事，但是母亲隔几天就要下地窖取白菜，“我”担心人体的热量使雪花融化，所

以只能躲在母亲后面，提醒她取远处的白菜。通过“躲”这个动作描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我”

害怕母亲发现自己养雪花这个秘密时的害羞心理。（考生作答的意思合理即可给分。）

【答题分析】 本题难度不大，考查的是对词语含义的理解，需要考生对文章内容有深刻的

理解。考生在本题失分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根据题干要求，定位原文第⑥段或者定位错误，无

法作答；2.没有读懂原文，无法结合上下文语境分析“我”当时的心理；3.表述不够准确，语言

表达不流畅，存在语病、错别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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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25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

名单

全校全体 247/36.38% 424/62.44% 8/1.18% 略

班级全体 24/41.38% 34/58.62% 0/0% 略

第一层次 11/32.35% 23/67.65% 0/0%

刘圣民,周昊,魏新宇,刘颖,

郑墨儒,孙士武,刘静雯,宋全

翔,朱春燕,何正昌,刘正阳,

吴宜家,徐超凡,张子豪,窦

曌,朱洪昌,王世杰,崔照波,

张志远,彭阳,程鑫,王宇航,

冯振,彭祥瑞,李秉正,曹顺,

李亚轩,于佳美,赵晨,刁金

源,张雪,刘浩,裴存钰,刘家

硕

第二层次 9/50% 9/50% 0/0%

贾瑞亮,潘兴琨,刘子震,程洪

光,陈文辉,丁浩洋,田佳乐,

张加兴,刘盛利,宋浩,朱荣

华,姚子晓,姚树强,张健,孙

楠,邵立焰,王天一,郭圣龙

第三层次 2/1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2/50% 2/50%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26. 第⑭段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表达了“我”怎样的思想感情？(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①写出了母亲对“我”温暖而美好的爱。②表达了“我”对母亲成就自己童

话般的愿望，默默付出，助力“我”成长的感激之情。

【测量目标】 鉴赏评价

【知识内容】 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评价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评价文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D 级。分

析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要求对文章的思想内容有深入的把握，这是对考生阅读能力的综合考

查。

本题要求考生分析画线处所表达的“我”的思想感情。考生作答本题时，应依据对文章思想

意义的理解，从母亲和“我”两个角度分析画线处所表达的人物情感。根据上文第⑬段“那年冬

天，每次下雪，我都悄悄收集一些……看到你的雪花要化了，我就悄悄运一朵放在上面。我知道

你每天早上去看它,所以就在你睡熟后悄悄替换一朵……”可知：母亲不仅知道“我”在“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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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而且尊重“我”的小小愿望，甚至在寒夜中下到冰冷的地窖帮我换上新的雪花。母亲的举

动延续“我”的愿望，令“我”梦想成“真”，所以“母亲……默默付出了这么多”写出了母亲

对“我”温暖的爱。另一方面，结合下文“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养了一朵雪花……让我在遇到困难

时仍然充满信心，却不知一切的幸运其实都源于母亲，她默默为我筑造起一座童话城堡……”可

知：我知道母亲帮助我“养雪花”的真相后，十分感动，所以画线句还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成就自

己愿望的感激之情。（考生作答的意思合理即可给分。）

【答题分析】 本题难度不大，考查的是考生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能力。考生在本题失分

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根据题干要求，定位原文第⑭段画线句或者定位错误，无法作答；2.没有

读懂原文，无法结合上下文语境分析“我”的思想感情；3.表述不够准确，语言表达不流畅，存

在语病、错别字等问题。

试题 26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百

分比）
0 1 2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答学生

名单

全校全体 27/3.98% 434/63.92% 218/32.11% 略

班级全体 4/6.9% 33/56.9% 21/36.21% 略

第一层次 0/0% 21/61.76% 13/38.24%

魏新宇,刘颖,郑墨儒,孙士

武,刘静雯,宋全翔,朱春燕,

何正昌,徐超凡,窦曌,朱洪

昌,张志远,彭阳,王宇航,冯

振,曹顺,李亚轩,赵晨,刘浩,

裴存钰,刘家硕

第二层次 1/5.56% 10/55.56% 7/38.89%

潘兴琨,刘子震,程洪光,陈文

辉,丁浩洋,朱荣华,姚子晓,

姚树强,张健,孙楠,王天一

第三层次 0/0% 1/50% 1/50% 郑森

第四层次 3/75% 1/25%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雨昊,赵硕

27. 请结合文章内容，分析文中“母亲”这一人物形象。(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母亲为了帮孩子“养雪花”去学校找老师请教，每天在孩子睡熟后冒着严寒

悄悄地去替换雪花，为了孩子的愿望坚持默默地做在成人世界中毫无意义的事情。由此可见,母

亲是位极富爱心、好学习、能吃苦、有耐心的慈母形象。



56

【测量目标】 鉴赏评价

【知识内容】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人物形象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鉴赏人物形象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D级。鉴赏人物形象题，

可以从主要情节、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切入，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从而推断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本题要求考生赏析“母亲”的形象特征。考生作答本题时，应依据对文章思想意义的理解，

联系情节分析母亲的行为动机、行动结果，从而理解母亲这一形象的特征。根据上文第⑫段和第

⑬段“白发苍苍的母亲从床下拿出一块泛黄的铁片递给我……我一直以为没有人知道我养雪花的

事”可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养着雪花的小秘密，而母亲却早已知道。她不仅没有

明说，甚至帮助“我”一起“养雪花”，体现了母亲细心以及对“我”的关注和尊重。其次，根

据“为了养雪花，我去学校找老师请教……”可知，母亲知道雪花难以保存，却并未放弃，甚至

向老师求教保存方法，只是为了达成“我”的不可思议的“养雪花”的愿望，说明了母亲好学且

有耐心的性格特征，以及对“我”的幼小心灵的爱护。第三，根据“每次下雪，我都悄悄收集一

些……在你睡熟后悄悄替换一朵……”可知：母亲在每个寒夜都会悄悄为“我”换上新的雪花，

即使很冷也风雪无阻，体现了她的耐心与恒心，也体现出她对“我”的爱与呵护。最后，根据第

⑭段“一件在成人世界中毫无意义的事情”可知：平常成年人可能认为“养雪花”是一件“毫无

意义的事情”，而母亲不仅没有因此打击“我”的幼小心灵，甚至默默坚持着陪“我”一起“养

雪花”，体现了她的耐心与慈爱。（考生作答的意思合理即可给分。）

【答题分析】 本题难度中等，考查的是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考生在本题失分的原因主要

是：1.没有审清题干要求，赏析人物形象时没有结合原文内容分析；2.没有读懂原文，没有结合

重要情节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性格特征，无法分析人物形象；3.表述不够准确，语言表达不流

畅，存在语病、错别字等问题。

试题 27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0 1 2 3 4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

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13/1.91% 346/50.96% 242/35.64% 76/11.19% 2/0.29% 略

班级全体 0/0% 31/53.45% 21/36.21% 6/10.34% 0/0% 略

第一层次 0/0% 15/44.12% 15/44.12% 4/11.76% 0/0%

刘圣民,周昊,魏新

宇,刘颖,郑墨儒,孙

士武,刘静雯,宋全

翔,朱春燕,何正昌,

刘正阳,吴宜家,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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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数/

百分比）
0 1 2 3 4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

答学生名单

超凡,张子豪,窦曌,

朱洪昌,王世杰,崔

照波,张志远,彭阳,

程鑫,王宇航,冯振,

彭祥瑞,李秉正,曹

顺,李亚轩,于佳美,

赵晨,刁金源,张雪,

刘浩,裴存钰,刘家

硕

第二层次 0/0% 11/61.11% 5/27.78% 2/11.11% 0/0%

贾瑞亮,潘兴琨,刘

子震,程洪光,陈文

辉,丁浩洋,田佳乐,

张加兴,刘盛利,宋

浩,朱荣华,姚子晓,

姚树强,张健,孙楠,

邵立焰,王天一,郭

圣龙

第三层次 0/0% 2/100% 0/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0/0% 3/75% 1/25% 0/0%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

雨昊,赵硕

28. 本文故事情节安排巧妙，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4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文章先写“我”养雪花，后面情节突转，写母亲告诉“我”真相。这种情节

安排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同时让母爱在不知不觉中滋润人心，很好地达到了感动人、影

响人的效果。

【测量目标】 鉴赏评价

【知识内容】 鉴赏作品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悬念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分析表现手法（悬念）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D 级。设置情

节悬念是指运用情节性的未知因素，以激发读者急切期待关注和好奇的心理。作答时梳理文章情

节，并联系文章简要分析其作用即可。

本题要求考生简要分析故事情节安排的巧妙之处。考生解答本题时，首先应当根据段落内容，

梳理文章结构，划分段落层次，归纳文章行文思路，从而分析出文章情节安排的巧妙之处。文章

第①段以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养了一朵雪花”开篇，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第②段

至第⑪段是“养雪花”到雪花融化过程。期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瞒着母亲。第⑫段至第⑭段，

揭示真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母亲一直在寒夜里帮“我”换雪花，才达成了我“养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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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第⑮段，阐发歌颂母爱的主旨。文章并未直接歌颂母爱，而是通过“养雪花”一件小事，

先写“养雪花”之难，养成雪花之举的不可思议；再揭示母亲帮助“我”的真相。如此安排情节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最后，顺其自然地引出了对母爱的赞美与歌颂，起到了感动读者的

效果。（考生作答的意思合理即可给分。）

【答题分析】 本题难度适中，考查的是分析故事情节。考生在本题失分的原因主要是：1.

没有审清题干要求，梳理故事情节时，没有结合原文内容分析；2.没有读懂原文，没有看出文章

先设置悬念，再揭示真相的情节安排的巧妙之处；3.表述不够准确，语言表达不流畅，存在语病、

错别字等问题。

试题 28得分分布（%）

类型（人数

/百分比）
0 1 2 3 4

未准确作答和未作

答学生名单

全校全体 61/8.98% 89/13.11% 314/46.24% 204/30.04% 11/1.62% 略

班级全体 4/6.9% 12/20.69% 24/41.38% 15/25.86% 3/5.17% 略

第一层次 2/5.88% 5/14.71% 15/44.12% 9/26.47% 3/8.82%

刘圣民,周昊,魏新

宇,刘颖,郑墨儒,孙

士武,刘静雯,宋全

翔,朱春燕,何正昌,

刘正阳,吴宜家,徐

超凡,张子豪,窦曌,

朱洪昌,王世杰,张

志远,彭阳,王宇航,

冯振,彭祥瑞,李秉

正,曹顺,李亚轩,赵

晨,刁金源,张雪,刘

浩,裴存钰,刘家硕

第二层次 1/5.56% 4/22.22% 8/44.44% 5/27.78% 0/0%

贾瑞亮,潘兴琨,刘

子震,程洪光,陈文

辉,丁浩洋,田佳乐,

张加兴,刘盛利,宋

浩,朱荣华,姚子晓,

姚树强,张健,孙楠,

邵立焰,王天一,郭

圣龙

第三层次 0/0% 1/50% 1/50% 0/0% 0/0% 杜瑞昊,郑森

第四层次 1/25% 2/50% 0/0% 1/25% 0/0%
姚付标,陈昱文,蔡

雨昊,赵硕

六、(本大题 45分)

29.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完成作文。

人的一生，可能平平淡淡，也可能轰轰烈烈；有失败的考验，也有成功的喜悦。爱与恨，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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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喜皆为过程。

请以“过程”为话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题目；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不少于 700字；④文中不得透露

本人相关信息。

【参考答案】

享受过程的美好

因为鸽子享受飞翔过程中的自由和快乐，所以不会在意雄鹰是否飞得比它高；因为小草享受

沐浴阳光的温暖和润泽，所以不会与姹紫嫣红的鲜花做无谓的争斗。享受过程是一种智慧的心态，

一种平衡的睿智。享受过程中的每一个简单的涟漪，都会让你发现原来生活也可以如此美好。

享受过程是一种心态。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好心态更加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就像被网

友亲切称为“洪荒少女”的傅园慧，她不是因为奥运会上获得奖牌而火，也不是因为其他东西而

火。她火，因为她真；她火，因为她心态好。最好的结果，就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最好的奖牌，

就是在过程中，活出最精彩的自我。她自信，又十分可爱。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她是个全身心投

入比赛过程、享受比赛过程的运动员。

享受过程是一种智慧。对整个社会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这种智慧，那么社会就会变得美

好而和谐。试想，当人们懂得了享受过程，就不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如果你是

考生，考试时，你将不会作弊，因为你深知，学习是个完善自己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在考卷上

弄虚作假；如果你是商人，做生意时，你将不会欺骗，因为你在投入商品交换的过程之中，享受

其乐趣，完全不用靠欺骗换取利润。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了这样智慧，那么何愁社会不风清

气正，何愁社会不和谐、美好？

享受过程是一种平衡。对一个国家来说，富强之路上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不

是局限于排名位次，而是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焕发的强大生命力和无限的

吸引力。

诗人乔治说：“你无法改变结局，但你可以改变过程。”是的，享受过程，保持智慧的心态，

追求发展的平衡，这才是对“享受过程”的最好注解。其实，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在享

受过程的同时，你也触到了结局的美好。从现在开始享受过程的美好吧！

【测量目标】 表达应用

【知识内容】 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

【试题分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会写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常用应用文的能力。本题

是一篇话题作文，题目中给出的话题是“过程”，可以是成长的过程，学会某种技能的过程，体



60

验某种新事物的过程等。创作本文，可以写人记事，表现过程的美好和重要意义，以真取胜，以

情动人，写成记叙文或议论文都可以。如果创作记叙文，可以围绕自己学会某种技能的过程来展

开故事情节，应采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写出真情实感。文末则以议论或抒情升华主题，总结全文，

并与文题或文首前后呼应，使全文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创作议论文，首先应明确论点，将

“过程”进行剖析，提炼出观点态度，由“过程”的美好总结出“享受过程”的重要性；再扩充

论据以支撑论点，可运用层进式结构，按照逻辑关系，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也可同时选用排比

句式列举论据，由此加强文章气势和说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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