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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丽衢十二校 2024 学年高三第一次联考

语文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3分）A【解析】“这显示出传统经济模式已经被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取代”错，原文是

“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并没有

说“已经被取代”。

2.（3分）D【解析】“网红城市就绝不可能发展”错，原文是材料三“热度必将难以维持”。

3.（3分）B【解析】B项举措未涉及文旅产业。

4.（4 分）【参考答案】①逻辑来看，过于绝对，可能而非必然。②事实来看，哈尔滨、淄

博等将地方特色、文化底蕴与流量传播深度融合，并不是其他城市能够复制的。（每点 2
分，其他角度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5.（6 分）①根植地方特色与历史文化，出台深度融合的举措。②以人为本，提升城市文化

品格，以优质服务满足市民和游客的需求。③创新地方发展模式和路径。（每点 2分，其

他角度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6.（3分）D【解析】文中没有五举内心独白的描写。

7.（3分）B【解析】前文未写五举对师父的看法，后文写五举只是了解师傅的良苦用心，并

没有形成对比。

8.（4 分）【参考答案】笑：荣师傅对五举多了一份温情，也是一种鼓励。（对自我手艺的

满意、略带一丝“狡黠”等言之成理的，亦可给分）冷冷：荣师傅对技艺的极致要求和对

传承的责任感。（每点 2分）

9.（6 分）【参考答案】①五举的心态从轻浮到稳重。②五举由天真简单到思想成熟。③五

举对师傅对待徒弟的态度由不明白到明白。④师傅从不苟言笑到温情流露。⑤师傅对选择

传承人的态度，从未表态到明确表态。⑥主题思想从技艺传承扩展到对人生的深刻洞察。

（每点 2分，写出 3点即可。只有细节性分析，最高给 4分；思维深刻，能写出第⑥点，

可给满分；其它答案，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10.（3分）BEF【解析】“聚而不罢”，“而”为连词，连接两个动词，中间不断；“不罢”

与“罢之”形成语义相反的对句，“罢之”是谓宾结构，是独立的句子，前后断开。

11.（3分）C【解析】C. 两个“而”都是连词，表转折，译为“然而，但是”。A.“南亩”

都是“田地”之意。B. 动词，“筑室”或“建造房子”；名词，指项脊轩。D. 两个“望”

都表示希望、盼望的意思。

12.（3分）D【解析】原文是“则其必不为北狄用以乘中国之衅者”，未提到百姓流失之意。

13.（8分）【参考答案】

（1）（4分）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卒、

更、能各 1分，句意通顺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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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这种局面/这样）可以保持一百年，边防实力会日益强盛，（中国）就可以

坐等敌人自己衰败了。

（保、敝各 1分，第一处省略句 1分，句意通顺 1分）

14.（5分）【参考答案】

伟大之处：①远地没有屯戍的徭役；②边境百姓免受被俘虏的苦难；③后代获利，成就

皇帝美誉。

不易之处：①边疆土壤肥瘦不均，百姓迁徙到边境后若分配的土地贫瘠，有的会逃跑，

有的会死亡；②官吏不称职，管理不当，百姓会被敌人利用。

（每点 1分）

15.（3分）C【解析】“白发未成归隐计”指诗人虽然头发已白，但是还没有归隐的打算。

16.（6分）【参考答案】

①颔联写松楠的老干已枯萎生菌，而树干下又有新枝长出，老新相对，写出了生命不息。

②颈联写到年老的诗人与年轻的学子，老少相对，表现出诗人怀有为国效力的济世之志。

③尾联写诗人闭门谢客，著作颇丰，但求贤之人少，多少相对，暗示诗人对现实的忧虑。

（每点 2分）

17.（6分）（每空 1分）

（1）臣生当陨首 死当结草

（2）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3）【示例】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18.（2分）【参考答案】A：瑟瑟发抖、缩手缩脚；B：大不相同、截然不同、迥然不同、大

相径庭。

（每处 1分）

19.（4分）【参考答案】⑤，把“虽然”提到“重量”前面；⑦，在“调节”后加“能力”。

（每处 2分，找对序号 1分，修改正确 1分）

20.（4分）【参考答案】甲：10度与严寒比反倒成了高温；乙：首先就是血管收缩。

（甲，“与……比”，1分；“高温”，1分；乙，“首先……”，1分；“血管收缩”，

1分）

21.（5分）【参考答案】①原句采用四字对偶的句式，与前文“竹桌竹椅”等短语形成呼应，

语气强烈；改后与前文“是协调的”“是合适的”句式一致，语气平淡。②原句表现诗

词、经传与青砖背景、竹桌竹椅、瓷壶瓷盅等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空间，强调意境的统

一；改后意思不变，但无强调意味。③原句表达形式在书面语中适用，改后在口语中更

适用。

（1点 2分，2点 3分，3点 5分。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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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分）【参考答案】

不合逻辑。“预制”意为预先制作某物，一般与具体事物搭配，与抽象概念“理解”搭

配不符合汉语习惯用法；古人无法预制后人对文化的理解，不合常理。

可以使用。“预制”在文中指文化传统对人们理解中国文化具有先决性和制约性，这样

表述强调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对后人的理解会产生影响，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

延续性。

（理由有说服力，给 3分。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23.（60分）

审题参考：

童年时期，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认识到生

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长大后，人们会发现，尽管童年时的梦想美好而崇高，但并非每个人

都能成为英雄，大多数人会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与自己的平凡和解，意味着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珍惜现有的生活，并在自己的角色中找

到意义和满足感。这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更加现实和理智地看待生活。但是仍然会有一部

分人始终保持着少年英雄梦，不管经历怎样的挫折与磨难，始终不甘平凡，鲜活如初，这样

的人也特别值得尊重。

提示语“你同意这一说法吗”，并不要求学生必须同意这一说法，而是要求学生对这一

论断作出合理的审视与思考，进而理性看待自我的追求和可能碰到的阻碍。

参考立意：A. 与平凡和解；B. 永存英雄梦。

评分标准：

一档（54—60）能深刻阐释“与平凡和解”的内涵，深刻论述为什么要“与平凡和解/

永存英雄梦”，文字晓畅，逻辑清晰，层次分明。

二档（48—53）能较准确阐释“与平凡和解”内涵，清晰论述为什么要“与平凡和解/

永存英雄梦”，文字晓畅，逻辑清晰，层次分明。

三档（42—47）能阐述清楚为什么要“与平凡和解/永存英雄梦”，结构合理，有一定

的逻辑，能自圆其说。

四档（36—41）基本阐述清楚为什么要“与平凡和解/永存英雄梦”，但论述时，不结

合另一方面。文字基本清楚，结构大致完整。

五档（30—35）套作比较明显。字数不足（但不低于 600字），结构不完整，论述不够

清晰。

六档（30分以下）跑题、套作。字数严重不足，结构残缺，则 20分以下。

建议：基准分 44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晁错又上疏说：“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附着在土地上，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

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是中原汉人离开农田的原因。现在匈奴人

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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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发兵救援，那么边境百姓就会因为绝望而萌发投降敌人的心思；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

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各县的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

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那么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

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

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来治理边境地区。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戍守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

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挑选可以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著室耕田劳作，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

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

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

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时为止。匈奴

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

姓如果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邻里街坊就会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在陛下当政之

时，迁徙百姓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

受被匈奴俘虏的忧患；陛下这样做，利益延及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

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

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

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之人，厚待其中的壮士，团结他们而

不去欺凌、伤害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

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

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

因。”

材料二

晁错迁徙百姓充实边疆的策略太伟大了。寓兵于农的办法，后世不可以在中原地区施行，

却可以在边疆地区推行。尽管如此，可仍然有不少困难存在。边境的土地，有肥沃的也有贫

瘠的，如果把百姓迁到边境地区后给与他们呢的土地是贫瘠的，那么百姓很少不逃走、不死

亡。其次，如果官吏不称职，没有安民抚民的良策，则被迁来的百姓必定转而被北狄所用。

如果某个地方的土质确实贫瘠，则即使有险要的山川，并且已将它设为戍守点，那就把

关塞防线内移，这样做就没有忧虑了。至于官吏的好坏，在人而不在法律条文。但是法律如

果能以善待百姓为出发点，那么官吏犯的错误就会少了。后世在边地做官的，不是贫弱无援

的乙科选人，就是有过错被降职的以及被列入候补之列的无能官吏，这些人以日暮途穷、衰

朽沮丧之心，而苗延显贵之气，能期望他们忧国体民并固守边防吗？如果选派甲科选人，调

集政绩上乘的郡宁县令到边疆地区做官，并且简化、放宽法律以便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才能，

让他们用安抚的方法激励移民，用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移民们安居乐业，用通商贾、发展农牧

业的方法使移民们富裕，用增加学校选人名额的方法来使他们获得荣耀，还要恩宠智能豪杰

之士来激励他们；那么，移民们就肯定不会被北狄所用以伺机危害中国。（这种局面/这样）

可以保持一百年，边防实力会日益强盛，（中国）就可以坐等敌人自己衰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