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景山区 2017年高三统一练习 

       语 文 试 卷      
2017.03 

一、本大题共 8小题，共 25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 1—8题。 

材料一 

2016年是中医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国中医药》

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推出，将中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今

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并赠送了针灸．．铜人雕塑，中医药更是吸引了世人的眼

光。 

针灸铜人始创于公元 1026年，与正常成年人大小相似，造型逼真，结构精巧。铜人体表刻有经

络和穴位，体内雕有脏腑器官，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铜人涂蜡穿衣，内注水银，即成为考试的

模型，受试者如能准确地针刺穴位，则针入水出，稍有偏差，针就不能刺入。铜人不仅可用于针灸

学，还可用于解剖学，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由政

府组织制定的针灸标准，铜人所承载的针灸治疗方法，国际认可度最高，也一直被视为中医药走向

国际的名片。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是在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用针刺入，

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早在公元 6 世纪，针灸学便开始传播到国外。建

国后，从尼克松访华引发美国针灸热，到英国王室政要推崇针灸技能，再到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外国人接受并欢迎针灸。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 43种

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2016 年，我国针灸疗效的临床研究登上美国《内科学年鉴》，获得了国

际权威医学界的认可。目前，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法律法规，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不仅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对世界医疗发展贡献大，这将促进中医药

更大范围的传播。进入 21世纪，以征服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受阻，

而以一根针、一把草示人的传统中医药却解决了不少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仍以针灸为例，

针灸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症状．．和痛苦，对患者的身体恢复、增强抵抗力等有重要作用；又如在耐药

菌问题研究中，中草药显现出替代抗生素治疗某些疾病的优势，而且能防止更广泛耐药性出现。更

为关键的是，两千年前中国医学先哲“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愈发成为现代医学的一种共识。 

历史机遇来到眼前，中国更加坚定发展中医药的信心和决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赠送针灸铜人

雕塑仪式上的致辞中所言，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医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

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 

（取材于王君平等的相关文章） 

1.根据“材料一”，下列对“针灸铜人”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2分） 

  A.是精巧的人体解剖模型      B.是针灸教学实践的教具 

  C.是针灸考试评价的工具      D.是中医走向国际的名片 

2.根据“材料一”，下列关于中医药传播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医药因为疗法独特、治病不用药而得到广泛传播 

B.中医药很早就传播到国外，现被不少国家立法确认  

C.中医药不断获得权威认可，传播的信任度越来越高 

D.中医药对世界医疗发展贡献大，传播的前景会更好 

 

材料二 

中医是人们熟悉的，它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医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健康重任，挽危急于顷刻，

救含灵于病痛。中医又是陌生的，阴阳五行、风寒暑湿、把脉诊病……这些有关中医的一切，犹如

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老学究。中医却又是“神奇”的，翻开报纸、杂志，时不时就会看到有关中医

治愈疑难杂症的报道。很多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疾病，在中医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留给大

家的是惊讶和疑惑。如此一来，中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成了高深莫测的“玄乎”医学。病治好

了，便觉得中医神奇；治不好，就怨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中医治病的道理似乎很难说清，却也可一言以蔽之，中医所治的是“人”，而不是我们认识中

根深蒂固．．．．的“病”。人能完成各种生命活动，依赖的是各器官的协调运转，各器官进行正常工作的

条件是人体内环境状态的稳定平衡。因此，“治人”就是要治理人体这个内部环境，使其达到一种

合适、稳定的状态。而中医常说的寒热燥湿，无非就是对人体内环境的一个评价。尝试把人看作是

一个微缩的自然界，中医的道理就不再难懂。 

  用环境的视角看人体，我们会发现很多复杂的问题变简单了。比如说霉菌感染，在西医那里往

往很棘手，而中医治疗很简单——祛湿。如果想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想想“黄梅天”东西发霉的原

因。奥妙就在于内环境的潮湿是霉菌感染的症结所在，如果不改变这个潮湿的内环境，霉菌无法清

除；而当内环境变干燥时，霉菌自然也无法生存、繁殖了。中医治病的道理是整体治理内环境，而

不是直接去杀霉菌，因此它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对人体造成药物性损伤。 

  再往细处看，同样是潮湿，闷热的潮湿和阴冷的潮湿又有不同。闷热的潮湿，来一阵凉风，下

一场大雨，才会让人觉得清爽；阴冷的潮湿，需要借助太阳的热力，才能驱散阴霾。于是，中医又

有清热利湿与温阳燥湿两种治疗“内湿”(内环境潮湿)的方法，分别治疗“湿热证”(内环境的闷热

潮湿)与“寒湿证”(内环境的阴冷潮湿)。这也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 

  理解了中医治病的道理，再来看我们已经习惯的“病”的概念。这“病”实质上是人体内环境

改变之后，各器官协调运转障碍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征象。比如，内环境过寒，体内各种细胞的功能

活动都会低下，这和冬季动植物活力都降低一样，人会表现出心悸心慌、疲劳乏力、畏寒怕冷、饮

食减退、小便无力或频数、眩晕等症状。这些表象在西医那里分别可以诊断为冠心病、胃炎、前列

腺炎、脑供血不足等等，然后分科分类予以治疗，结果常常是顾此失彼。换了中医，治法就很简单，

整体给出一个“温热”的药方，把内环境的寒清除了，所有的不适自然也就消失了。 

  中医治“人”的特点，决定中医没有一个方子是用来治“病”的。中医所有的方剂，只为人体

的健康——把人体的内环境调整到一个合适与稳定的状态。 

（取材于唐云的相关文章） 

3.根据“材料二”，下列对中医治病道理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医治“人”是以人体内环境稳定平衡为目标 

B.中医讲的寒热燥湿，是说人体内环境失去平衡 

C.中医的“辩证”是辨析人体内环境改变的症状    



                      

D.中医用整体观开药方，治疗人们所理解的“病”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对“中草药显现出替代抗生素治疗某些疾病的优势” 

的原因推断，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草药比抗生素药性好       B.中草药不直杀病菌，而是改变病菌生存环境 

C.中草药是纯天然的药物       D.中草药药性弱，不会对人体造成药物性损伤 

5.下列对“材料一”“材料二”中出现的字词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针灸：灸，读 jiū。形声字，从火，久声 

B.症状: 症，读 zhènɡ。多音字，还有 zhēnɡ的发音 

C.故纸堆：指数量多而且陈旧的图书资料 

D.根深蒂固：蒂，读 dì，是花或瓜果跟枝茎相连的部分 

 

材料三 

当代医疗体系的主流是现代西医，一百多年来西医在维护人类健康和防病治病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当前却面临严峻的挑战。近几十年因化学药物滥用、工业化污染等因素，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疾

病谱发生变化。这让西医碰到了自己病理学的死角，原来威力强大的抗生素、激素随着临床应用出

现的副作用而黯然失色。而“终生服药，不可逆转”似乎彻底剥夺了患者恢复健康的可能性，慢性

病成为当代疾病主流。目前，慢性病发病率快速攀升，已成为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当代医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要对医学目的做根本性的调整，医学发展战略应转到预防疾

病、维护健康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医学的可持续发展。而针对面临的巨大挑战，吸取和发扬

传统医学的优势已经成为当代医学发展的潮流。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在过去几千年，

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健做出了重大、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来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中医药对慢性病防治有系统理论，并积累形成了多样治疗手段。中医突出“治未病”，注重“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 

对于人类健康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中医药显示出诸多独特价值，但目前重要的是携手西医，在

合作中扬长避短，以共寻发展。中西医结合不能再停留在中西药结合的层面，更不能再纠缠于“姓

中姓西”的对立态势。屠呦呦从古医书中找到灵感，提炼出抗疟疾的青蒿素，已经为人们树立了利

用现代医学科技方法挖掘传统医学精华的典范。中医理论有特色，治疗方法多样，将中医理论、实

践经验与现代科技有效地结合，中医就更能在“以健康为中心”的当代医学中突显其独特价值。 

（取材于田雅婷等的相关文章） 

6.根据“材料三”，当代医学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属于．．．“挑战”的一项是（2分） 

A.全球范围内疾病谱发生变化       B.化学药物滥用、工业化污染 

C.西药临床应用中出现副作用       D.慢性病缺少有效治愈的手段 

7.根据“材料三”，面对当代医学挑战，下列应对策略，不属于．．．中医独有的一项是（3分） 

A.对当代医学目的做根本性调整     B.发挥自身的独特价值 

C.携手西医，在合作中共寻发展     D.借现代科技扬己之长 

8.请结合上面三则材料，概括说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有利因素。（6 分） 

 

 

二、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4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9—14题。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

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

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

而．民从化。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

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

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①而议盐铁矣。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

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

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②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

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

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

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

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取材于《汉书•循吏传》） 

注释：①榷：专营，专卖。②二千石：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俸禄皆为二千石。后因称郎将、郡守、

知府为“二千石”。 

9.下列对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反秦之敝．                      敝：陋俗 

B.外攘．四夷                      攘：驱除 

C.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          罢：废除 

D.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          质：验证 

 

10.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而天下晏然．                   必知其所以然． 

B.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 

C.通于．世务                     兴于．闾阎 

D.以．经术润饰吏事               辄以．玺书勉厉 

11.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凡事简易，禁罔疏阔 

凡事都从简而行，禁例法规也大为放宽 

B.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 

此时正值长年征战之后，四海之内消耗很大 



                      

C.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 

到了始元、元凤年间，匈奴回到故乡 

D.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 

（他）认为太守是管理百姓的根基 

12.将下面的句子译为现代汉语。（6分） 

①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   

②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13.“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后为史书所沿用。请根据本文内容，解说“循吏” 

一词。（4分） 

14.孝宣时，良吏多的原因是什么？促成良吏多的具体措施是什么？请概括作答。（5分） 

 

三、 本大题共 4小题，共 17分。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 15—18题。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① 

李白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②，海色明徂徕③。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注释：①杜二甫：即诗人杜甫。②泗水：水名。③徂徕：山名。 

15.下列对本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本诗描写了李白在秋日于鲁郡东石门送别杜甫的情形，表达了离别时的不舍之情。 

B.颔联中的“何时”“重”两词表达了李白渴望来日能够再与好友相逢畅饮的心情。 

C.尾联以“且尽手中杯”来结束全诗，干脆有力，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情调。 

D.全诗用语绚丽飘逸，融叙事、绘景、抒情为一体，诗情画意与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16.“蓬”作为意象，常用作游子的代称。古诗中还有其他形容游子的意象，下列诗中加点词不是用

来指代游子的是（3 分） 

A.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旅夜书怀》） 

B.徘徊六合无相知，飘若浮云．．且西去。 （李白《赠裴十四》） 

C.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答微之》） 

D.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 （王维《伊州歌》） 

17.本诗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同是表达豁达情感的送别诗，都运用了借景抒情 

的手法，但该手法运用却有差别，试结合具体诗句比较其不同之处。（5 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18.在横线上填写作品原句。（6 分）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写到的“水”是诗人笔下常见的描摹对象。古诗文中既有客观描绘

的“水”，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以“  ①  ，  ②  ”呈现水天一色的美景；又有寄托着作者丰富

情感的“水”，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借“  ③  ，  ④  ”感慨世事易逝，人生苦短；辛



                      

弃疾在《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用“  ⑤  ，  ⑥  ”表达诗人要克服一切阻力，光复山河的坚

定意志和信心。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 19—24题。 

草书的表情 

①时常听到抱怨，草书难懂如同天书。 

②我的想法是，何必执意认出每一个字？墨迹浓淡枯腴，运笔顿挫缓急，或者凝重如山，或者

细若游丝，抚摸得到搏动于撇捺点划之间起伏的内心波澜，这就是懂得草书了。那些戏迷不在乎舞

台上的故事情节，他们是为演员的柔软身段和激越唱腔而摇头晃脑。草书也是如此。跌宕错落，奔

走踊跃，蓬勃之势潮水般地涌过纸面，至于写下的是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还是周敦颐的《爱

莲说》，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③无声的书法是有表情的。“厚德载物”也罢，“天道酬勤”也罢，“宁静致远”也罢，“清风遣

怀”也罢，相同的辞句可以写出迥不相同的书法表情。草书甩开了一笔不苟的横竖撇捺，颐使气指，

是篆、隶、楷诸体之中表情最为丰富的一种。 

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一把推开了正襟危坐的楷书，纵笔驰骋，不拘浓淡，率意涂抹，一腔

的悲愤跃然纸上。王羲之当年与众多贤人聚会兰亭，流觞曲水，惠风和畅之间生死无常的哲学感叹

没有切肤之痛。据说他的《兰亭集序》是微醺之际的书写，字形俊朗，风神飘逸。然而，日后的《哀

祸帖》终于丧失了那一份优游自得，刚硬硌人，不暇修饰，第一行的几个字形同仰天哀号。怀素的

《自叙帖》呼风唤雨，飞沙走石，阖上的字帖仿佛仍然有长长的呼啸回旋。因此，日后读到了怀素

的小草“千字文”，不禁大为吃惊。这是他六十三岁的作品。相对于《自叙帖》，小草“千字文”安

详恬淡，漫不经心。书法史对这一件作品赞不绝口。所谓苍劲静穆，所谓法度精严，甚至称之为“千

金帖”——一字千金之谓也。然而，我在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个随和淡然的老者。岁月终于抚平了

心中的激昂，年迈体衰，心意骤冷，神志与躯体似乎都有些萎缩，当然，书法史更乐意将这种格调

形容为“人书俱老”。 

⑤我与书法相遇，大约是四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本隶书字帖。临摹了一段时间，又借到一本

残缺不全的草字汇。我设法弄到了一叠透明纸，细心地将整本字帖描了下来。这就是草书的启蒙了。

一管毛笔开始在旧报纸上快速移动的时候，那个少年显然认为，草书比隶书有趣。 

⑥我的生活再度拥有一张书桌时候，书法已经成为过时的传统手艺。窗外的日子充满了工业的

节奏，书桌的统治者无疑是电脑。我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五笔字形，毛笔如同一个古老的传说湮没

在斑驳的往事中。很长的时间里，我与书法的唯一往来就是读一读字帖。书店里遇到一些名帖，总

是忍不住要买下来。读帖是无言的对话，缓重的一点一划是隐忍，汹涌的笔势是慷慨陈词，古拙的

横平竖直是心如古井，长长的枯墨是一缕不绝的歌谣盘山而过……当然，悠然心会，神交而已。发

现了意外的精妙情不自禁，也不过伸出手指在空气中将某个字临写一遍。 

⑦再度握住毛笔，仿佛是突如其来的一念之间。腾出一张桌子，展纸研墨，熟悉的感觉穿过了

四十多年的尘埃骤然弥漫开来。草书，墨迹淋漓，运笔如风，意想不到的快乐。年龄渐长，腰酸背

痛再也不能率性地走南闯北的时候，草书是另一种驰骋。吸一口气，提一管狼毫毛笔满纸飞奔，这

里有天马行空的任意。“纸上江湖，笔墨风月”，这张条幅是为自己写的。从车水马龙之中脱身而出，

一间空旷的屋子，一张大桌，一刀宣纸，一副笔墨，这就是自得其乐的时刻。 



                      

⑧几幅字镶入镜框悬挂在墙上，不加裱褙。纸张微皱犹如乱头粗服，自有自然天真之态。有朝

一日觉得了寡趣生厌，可以另行再写一幅换上。享受草书如同享受时装，心中快乐不减。不时挑选

两帧发布在微信上，若干文友捧场点赞。偶尔有方家路过，指指点点。褒贬由人，心中快乐不减。

忽然想为自己的客厅书写一幅，然而屡屡不能得手。除了满地的纸团，整个下午一事无成。受挫之

感潮水般地涌过，心中仍然快乐不减。 

⑨我没有写诗的才能，无法将一腔的心事托付于铿锵的句子。诗是少年的狂放，中年的故事多

半是欲说还休。现在好了，草书不期而至。孙过庭的《书谱》曰：“偶然欲书。”心血来潮的那一刻

握住一管笔，点若飞石，横若枯木，盘旋若龙蛇，奔放若快马入阵，草书就是一个存放心情的空间。

胸中有不尽之意，那么，铺一张大纸，挥毫泼墨，一片纵横起伏犹如无声的呐喊与长啸。 

⑩闲暇时写几笔草书，似乎很难接受白话文。遇到“汽车”、“电脑”、“主义”这些词，草书写

不下去，甚至不断出现的“的”也是一个障碍。写唐诗宋词的句子，笔墨立即就流畅起来。“月”、

“雨”、“雪”、“云”、“水”、“茶”都是常常写到的字，古人的日子充满了水意，不枯燥。还常常写

到“花”字。风高竹有声，夜深花不寐，这时我明白过来了，草书就是在纸面上回忆古老的诗意生

活。“闭门煮茶，秉烛读花”，写下这一幅对子，写的是一种久违的期盼。 

（取材于南帆同名散文） 

19.根据作品内容，下列作为作者客厅的对联，恰当的一项是（3 分） 

A.喜有和风驻  欣无俗客来      B.墨研清净日  书成春风庭 

C.云山起翰墨  星斗焕文章      D.无事此静坐  有福方读书 

20.下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3 分） 

A.文章第二段以反问起笔，强调欣赏草书重在关注墨迹的浓淡枯腴、运笔的顿挫缓急。 

B.作者列举颜真卿等书法家的作品，表明草书书写字如其人，性格决定草书书写形态。 

C.作者写草书时很难接受白话文，是因为他热爱诗意生活，排斥充满工业节奏的生活。 

D.作者叙写了自己对草书的独特感受，语言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增强了文章可读性。 

21.作者常写蕴含古人诗意生活的“雪”、“月”、“花”、“茶”等字。下列《红楼梦》中与 

此相关的诗意生活，解说有误．．的一项是（3 分） 

A.贾母带领众姐妹在大观园中赏雪，四面粉妆银砌，众人在琉璃世界中享受美好时光，此时盛

景显现了贾府的鼎盛繁华。 

B.中秋月朗，黛玉和湘云联诗吟月，“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表现了两人的诗情才情，也暗

示了两人的悲凄命运。 

C.春日葬花，结诗社咏花，与众人赏花……黛玉惜花爱花，花亦如其人，芙蓉、菊花、牡丹、

海棠都能映射黛玉的性情。 

D.妙玉在栊翠庵中请宝黛钗三人饮茶，使用的茶具精美，烹茶讲究，品茶独到，这是贾府富贵

雅致生活的一个缩影。 

22.作者再次遇到草书，从草书中获得了哪些乐趣？请概括作答。（5 分） 

23.请对文中划线句子进行赏析。（4 分） 

读帖是无言的对话，缓重的一点一划是隐忍，汹涌的笔势是慷慨陈词，古拙的横平竖直是心如古

井，长长的枯墨是一缕不绝的歌谣盘山而过…… 

24.文章以“草书的表情”为题目，有何作用？请简要分析。（6 分）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微写作（10 分） 



                      

阅读下面的材料，从以下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 150字。 

为推进经典作品阅读，学校举办了以“阅读•心享”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推荐了《红楼梦》《平

凡的世界》《红岩》《老人与海》《边城》《呐喊》等书目。 

①活动中，有的同学阅读经典作品有困难，“死活读不下去”。请你以书目中的一部作品为例，

为这些同学提供阅读帮助。要求条理清楚，言之有物。 

②活动组织者建立了“共读”微信群，要求学生分工合作，每天上传经典作品一个章节的朗读录

音。请你对这个活动设计发表评论。要求言之成理，自圆其说。 

③活动组织者举行以“读你”为题的诗文比赛，请你以书目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为对象，写一段

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 

26．作文（5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共享单车以“共享”理念风靡全国各大城市，这种用车模式便捷、绿色、

健康。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停放随意的混乱、无视安全的骑行，以及租金

退换不及时、单车定位不精准等。这引起人们对“共享”的诸多议论，你对“共享”有怎样的思考

呢？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②在《草书的表情》一文中，作者说“诗是少年的狂放，中年的故事多半是欲说还休”，但我们

少年岂仅仅是狂放，他们也有滋味万千的生活，这之中亦有“欲说还休”的体味。 

请以“欲说还休少年事”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石景山区 2017 年高三统一练习 

语文试卷答案及评分参考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5 分。 

1.（2分）D        2.（3 分）A      3.（3分）C     4.（3分）B 

5.（3分）A        6.（2 分）B      7.（3分）A 

8.（6分） 

中医药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已被传播到世界多国，具有被世界认可的基础；中医治疗原

理、方法独特；当代医学发展需要中医；中医具有结合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优势。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9.（3分）A     10.（3分）D       11.（3分） C        

12.（6分） 

①公卿位缺时，就从那些受表彰的人中选择，依次任用。 

②在位时人民富足，离任后人民思念，生前有荣誉称号，死后被尊奉祭祀。 

13.（4分） 

循吏是为政宽缓，教化民众；严于律己，清廉公正；关心百姓疾苦，以民生为重的好官。 

14.（5分） 

原因：孝宣帝不仅认识到官吏与自己共同努力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证，而且他有管理官吏的有

效作为。 

具体措施：授官严格，用官稳定，激励有法。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7 分。 

15.（3）D         16.（3 分）D        

17.（5分） 

 答案示例： 

    两首诗同是借景抒乐观豁达的送别之情，但借以抒情的景物特点有所不同。李诗“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徕”一句描绘了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

明净秀丽的景色与真挚淳厚的友情交相辉映，诗人借此明媚之景表达了诗人与朋友即将分别时豁达

的情感。王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一句描写了辽阔三秦护卫下的长安和千里之外风烟迷蒙

的蜀地，送别地和目的地的地势风貌恢宏壮观。此景雄浑阔大，为朋友之间的分别奠定了豪迈的情

感基调。 



                      

18.（6分） 

①落霞与孤鹜齐飞      ②秋水共长天一色     ③世间行乐亦如此      

④古来万事东流水      ⑤青山遮不住         ⑥毕竟东流去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19．（3分）B      20.（3 分）D    选 C得 1分     21.（3分）C 

22.（5分） 

①从读帖中获得与书写者的神交心会 

②从尘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的生命感受 

③从欣赏自己草书作品中获得自在和满足  

④从书写中释放情感，表达心情的酣畅与快意 

⑤唤起自己对诗意生活的回忆与期盼 

23.（4分） 

答案示例： 

该句运用排比，写出了草书的多样形态及其中蕴含的书写者丰富的情感这一特点，表现了作者

对草书深入的理解和独特的感受，表达了他对草书的热爱。排比的运用突出了草书形态的多样性，

行文节奏感强，增强了作者情感的表现力。 

24.（6分） 

交代写作内容，文章围绕题目，叙写了作者的草书鉴赏感受和书写经历；运用拟人手法，含蓄

地揭示了草书的外在形态是书写者内在情感的映射，表达了作者对草书的热爱之情；用语生动新颖，

引发读者阅读文章的兴趣。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10分）（略） 

26.（50分） 

作文评分参考 

类别 评分要求 评分说明 

一类卷 

（50—42分） 

紧扣题意、中心突出 

内容充实、感情真挚 

语言流畅、表达得体 

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以 42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一类卷的基本要求，有创意、

有文采的文章可得 45分以上。 

二类卷 

（41—33分） 

符合题意、中心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以 33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二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语言通顺、表达大致得体 

结构完整、条理清楚 

方面比较突出的文章可得 38 分以

上。 

三类卷 

（32—25分） 

基本符合题意、中心基本明确 

内容较充实、感情真实 

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结构基本完整、条理基本清楚 

以 25分为基准分，向上浮动。 

符合三类卷的基本要求，其中某一

方面较好的文章可得 29分以上。 

四类卷 

（24—0分） 

偏离题意、立意不当 

中心不明确、内容空洞 

语言不通顺、语病多 

结构不完整、条理混乱 

以 24分为基准分，向下浮动。 

说明：每 3个错别字减 1分，重复的不计。字数不足，每少 50个字减 1分。缺少题目扣 2分。 

 

 

【附】文言文参考译文： 

     汉朝兴起之初，一反秦代的弊政，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凡事都从简而行，禁例法规也大为

放宽，而相国萧何、曹参以宽厚清静的办事作风成为了天下的表率，人民因而编了一首“画一”歌

来加以称颂。孝惠帝无为而治，高后女主隐居深宫，而天下安定，人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一片丰

衣足食的景象。到了文帝、景帝年间，便开始移风易俗。当时，循吏如河南郡太守吴公、蜀郡太守

文翁这些人，都能严于律己，为人表率，为官办事清廉公正，不用严苛的管理方法，而人民顺从地

接受感化。 

  武帝时，对外驱除四方蛮夷，对内修改法规条令，人民因此疲惫不堪，奸恶作乱无法禁止。那

时很少有能以教化治理而著称的人，只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和倪宽等，其政绩值得一书。

三人都是儒生，既精通处世之道，又熟习文章之法，他们以经学的思想方法处理政务，天子器重他

们。董仲舒因病多次辞官，而公孙弘、倪宽做官做到三公。 

孝昭帝年幼，霍光代为主持政务，此时正值长年征战之后，四海之内消耗很大，霍光沿袭于此

而恪守职责，没有改变以前的做法。到了始元和元凤年间，匈奴归顺，老百姓生活也渐渐富足，于

是开始举荐贤良官员，问询人民疾苦，于是废除酒税而讨论盐铁之利。 

  待到宣帝时，他兴起于里巷，从微贱之地而登上至尊之位，所以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从霍

光死后开始亲自处理各项朝政，励精图治，每五天便听政一次，从丞相以下各官职依次进朝禀告。

待授予刺史、郡守、诸侯相等官职时，都要亲自接见询问，了解他们的思想，然后再考察其行为以

验证其言论，有名实不符合的，必须清楚它的根源。 

孝宣帝常说：“老百姓所以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而没有忧虑怨恨的不良心情，是因为政治清平而法律

公正。与我共同保证这一点的人，只有那些好的太守啊！他认为太守是管理官吏人民的根基，频繁

调换就会造成地方上的不安宁，人民知道太守的人选十分稳定，不可欺瞒，才会服从他的教化。所

以太守如果治理有成效，他总是亲自颁书勉励，增加其俸禄并赐以重金，有的授爵号至关内侯，公



                      

卿位缺时，就从那些受表彰的人中依次选用。因此，汉代的良吏在这样情况下层出不穷，有中兴之

称。像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这些人，都称职尽责，可是任用刑罚，有的人抵罪

而死。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人，在位时人民富足，离任后人民思念，生前有

荣誉的称号，死后被尊奉祭祀，这样的风采也许就是仁德礼让的君子遗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