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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A 项“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无中生有；B 项把国际国内公平问题，粗暴

地归纳为“限制排放”不当。C 项“为后代设定义务”不当，原文说的是“气候正义的本质

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立足未来的气候正义立场”不对。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从而实现了代际共享”与原文的“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

上应实现代际共享”不符。

4．【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属于综合题。B 项，“这都说明生命奇迹无法解释”错误。

5．【答案】（1）作为线索贯穿情节始终。全文情节围绕“渴”这一中心，从队员受困受渴，

到渴望被救，最后得瓜解渴展开故事。

（2）塑造人物形象。学科@网通过队员受困受渴这一事件，塑造出不畏艰险，认真负责，

热心救人的科研工作者形象。

（3）揭示主题。围绕受困受渴得瓜解渴这一事件，揭示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人生哲

理。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情节安排的技巧。可以从情节、人物形象和主题三个角度答题

6．【答案】（1）以得瓜解渴的“美好的谜”为结尾，使情节翻转，出人意料，增强小说的戏

剧张力。

（2）以这个未解的“美好的谜”为结尾，留有想象空间，引发读者的想象。

（3）以美好圆满的“美好的谜”为结尾，突出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这一温暖主旨，

因为听不懂蒙古族群众的话所以成了谜，深化了各族人民支持祖国科研工作这一主题。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是针对小说的结尾设题，先明确结尾的形式，再从结尾的技巧本身

的作用、情节上的作用、情感上的作用、主旨上的作用等几个角度答题。

7．【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原文有“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

自制精品”。

8．【答案】BC
【解析】试题分析：

A．原文为“央视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

央视纪录频道同时……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D由图表可知，55 岁以上人群及“大学及以上”学历关注度下降。E于文无据。

9．【答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初期运营模式：频道化运营模式。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制

播分离模式，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有线电视系统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

建立，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



10．【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给文言文断句，首先要阅读全文，了解文意，这是断句的先决条件。本

句大意是：（谢弘微）童年时代精神端庄谨慎，时机适当才开口说话。过继后的叔叔谢混很

有名气，见到他后认为他很不平凡，对谢思说：“这孩子内心廉正机敏，将成为优秀人材，

有这样一个儿子也就足够了”。接着通过找一些名词与动词来组句，先断开能断的句子。最

后反复诵读、推断即可。

11．【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对于文化常识类题目，考生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顺利完成，有时

也可以根据文本意思进行推断。B 项“它与血亲有同有异，只是血亲中的一部分”说法错误。

12．【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是分析、概括文意。B 项，住在乌衣巷的不是谢弘微而是谢混。

13．【答案】（1）弘微性情严肃正直，一举一动一定遵循礼节法度，侍奉继嗣家的亲戚，格

外恭敬谨慎。

（2）曜喜欢评价别人，他每次发表言论，弘微常常用其他的话打乱他的话。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翻译文言句子的能力，要找出每一句的得分点。第一句中，

循：顺着、合乎；事：侍奉；党：亲族、家人；过：超过。第二句中，臧否：褒贬；以：用；

乱：打乱。

14．【答案】AE
【解析】试题分析：A 项“衬托出作者的喜悦心情”说法错误，此时是心情严肃的。E 项“表

示选材工作要依靠其他考官来完成”说法错误。

15．【答案】把考生们在纸上答题写字的声音比喻成春蚕嚼食桑叶的声音，描写了考场上考

生们紧张严肃答题的场景。

【解析】试题分析：“下笔春蚕食叶声”，先点出其修辞手法，比喻：把考生们在纸上答题写

字的声音比喻成春蚕嚼食桑叶的声音，再表述其作用、效果：描写了考场上考生们紧张严肃

答题的场景，也显示出来考生的才华横溢，答题速度快。

16．【答案】（1）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2）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 谁

得而族灭也

【解析】试题分析：名句默写要注意字形，学*科网而字形与字义分不开，学生应借助字义

来识记字形，注意重点字的写法，如“澹澹”“竦峙”“递”等理解字义去记忆。

17．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成语能力。解答此题首先要对成语的意思、用法等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要了解成语误用的常见类型，如不合语境、褒贬误用、对象误用、望

文生义等，最后在语境中辨析成语的使用是否恰当，是否存在上述问题。本题①重整旗鼓：

重：重战；整：整顿；整治；旗鼓：古代作战时用来发号令的旌旗和战鼓；用以代表军事力

量。比喻失败或受挫后；重新整顿组织力量；准备再干。也作“重振旗鼓”。与别最后一句

话“再创佳绩”相矛盾。②意味深长：意味：情调，趣味。 意思含蓄深远，耐人寻味。符

合语境。③层出不穷：层：重复；穷：尽。接连不断地出现，没有穷尽。符合语境。④守正

不阿：正：公正；阿：偏袒。 处理事情公平正直，不讲情面。不符合语境。⑤踌躇满志：

踌躇：从容自得的样子；满：满足；志：志愿。形容对自己取得的成就非常得意。符合语境。

⑥万无一失：失：差错。指非常有把握，绝对不会出差错。常与易丢失或者易出错的事物搭

配使用。不符合语境。故选 C
18．



【答案】D

19．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得体能力。B 项，根据前文“落款出错，一时又无法

弥补” “连声道歉”这个语境，“献丑”不符合语境，献丑是谦辞，在展示作品或演出时，

表示自己技能很差。不是道歉语。C 项，垂询：敬语，多用于尊称长辈、上级对自己的行动。

用于此处不得体。D 项，内人：用以称自己的妻子。此句是说郭教授的妻子。不得体。故选

A。
20．
【答案】就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药物浓度会渐渐上升 药物浓度不是越高越好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语言表达简明、得体、准确和连贯能力。解答此类题时注

意以下两个方面：①把握语言环境中的要点，做出准确地判断或得体的应答；②表达时语言

要简明、得体、连贯。本题是一道综合考核语言文字的运用的一道题目，要对文段进行总体

的分析，答题时注意分析前后句的关系。本题考查补写句子。首先认真阅读文段，了解大意；

然后可以根据空句的位置来判断，还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的提示来分析需要补写的内容。要

求语意连贯，逻辑严密，还要注意字数的限制。注意前后文的衔接。本题，①处，根据横线

前“药品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治疗疾病”“若使用不当”可以推断出此处填写表示“就有可

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意思的句子；②处，根据横线前“逐渐进入血液”“随着时间

推移”和横线后“药物浓度高于某一数值”可以推断出此处填写表示“血液中药物浓度越来

越高”意思的句子；③处，根据横线前“然而”和横线后“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产生毒性，

危害审题健康”，可以推断出此处填写表示“药物浓度不是也高越好”或者是“药物浓度过

高”意思的句子。

21．
【答案】②不是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③不是有了兴趣和好成绩毕业后就一

定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要。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题目是“下面文段有三处推断存在三处问题，请参照①的方式，说

明另外两处问题”，文段中“有了浓厚的兴趣，必将取得好成绩”“毕业后一定能很好适应社

火需要”推断存在问题，由推断的条件，并不一定能得出所推断的结果。仿照①的方式——

“不是只有学了工科才能激发好奇心”把理由表述出来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