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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六校联盟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联考 

高一年级语文试卷 
（考试时间：150 分钟 满分 150 分） 

命题学校：合肥五中 命题老师：朱昱晨 审题老师：林丽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共 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就曾提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著名论断，强调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有机

整体，彼此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

然的惩罚是无情的。如果人类无度破坏自然环境，必然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同样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重要启示。

《周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给予“生生”和“共生”极高的价值期许。“竭泽

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吕氏春秋》强调要遵循“天时”来进行生产生活，体现顺应规律、适

度节用的发展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将天地人统一起来、将自然

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顺时”“以时”“不违时”，顺应和保护自然，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

有时，用之有度，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滋养。  

生态兴则文明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挑

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

国的目标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如何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如何历史地、实践地处理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

大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安排部署，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和谐促进共生、以共生消解对立，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的形

成。  

（摘编自袁秀《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材料二：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文明史，归根结底，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中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和实践日益受到关注和

推崇。 

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观，东西方文明的哲学起点不同。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对待自然这个问题上，西方思想在两个世界之间摆动：一个是被看作自动机

的世界，按照编定的程序运行；另一个是神学世界，按照上帝意志运行。  

无论“摆”向哪个世界，在西方看来，人并非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被人认识、使用和改造的对象。

这种主客二分法有利于人类大胆突破蒙昧与陈规，发现和掌握自然规律，但其弊端在于令人过度自信，索

求无度，最终与自然对立起来。  

中国的自然观则“别开生面”。  

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主张“天人合一”。“人”并非“天”外之物，

也就无所谓对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张

载在《西铭》中说得更明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人处自然之中，人类固是同胞，万物亦为同类。  

在实践论方面，与西方哲学相通，中国哲学也强调“知天”。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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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法自然。”但了解和认识“天”以后，中国哲学指向的并非使用和改造，而是“于自然无所违”“与

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福建土楼的出现就印证了这一理念。福建土楼在建造时往

往依山就势，能巧妙地利用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建筑材料。客家人就地取材，

用最平常的土料筑成高大的楼堡，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出于对近代以来西方自然观念的反思及对当代人类现实生存困境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

相互依赖。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恩格斯提醒，不可过分陶

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与中国的传统自然观如榫遇卯，实

现有机结合，产生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

大理论成果，这些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互利共生的辩证法为认识当下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中

国开出的对症之方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哲学家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

的困难，国际社会应勇于担当，戮力同心，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天人合一”未来可期。  

（摘编自文龙杰《“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何越来越受推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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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的重要论述为当代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契合“天人合一”

的朴素生态观。  

B.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这与英国学者李约瑟分析的西方哲学不

同。  

C.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西方文明的哲学起点不同，这导致东西方对待“自然”的态度也不相同。 

D.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应休戚与共，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两则材料论述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B.只要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上，就可以解决和应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  

C.在自然观的实践论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指向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D.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互利共生的辩证法为解决当下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同。 

3.下列选项中，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观点的一项是（3分） 

A.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白居易《琵琶行》）  

B.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C.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苏轼《赤壁赋》）  

D.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4.材料二中采用中西方自然观对比论证的方法，突出了中国自然观尊重、保护自然的特点。除此之外，材

料二还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请简要分析。（4分）  

5.安徽黄山风景区是我国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风光秀丽。安徽黄山现在以“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

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为战略定位，充分发挥黄山市文化、生态、自然、旅游四大叠加优势。为进一步保

护黄山风景区生态，发挥黄山风景区的生态优势，请你结合两则材料向当地政府提出合理建议。（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白  兰  花 

戴 涛 

我每次走过街边的花店，总免不了朝里面的鲜花看上几眼，心想会不会有白兰花呢？可每次都会很失

望。其实我也知道，白兰花是不会出现在花店里的，而且我也不是在花店里认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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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下班后去一家百货公司买东西，这家公司坐落在已经繁华了百年的

淮海路（旧名“霞飞路”）上。当我经过一个弄堂口时，感觉有一缕香气飘来，香气自然清幽，还夹带了

一丝暖暖的甜味，这显然不同于平日里空气中弥漫着的各类人造香精。 

于是我开始寻找，在弄堂口我看到了一位六十来岁的妇人，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她的跟前放着一个

竹子编织的篮子，篮子里面铺着一块蓝条白底的湿毛巾，在毛巾的上面排着十几朵奶白色的小花，它两三

厘米长，体型纤细，却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阿婆，这是什么花？ 

白兰花。 

哦，白兰花，这花真好闻。 

嗯，这可是最迷人的花香。 

老妇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她的笑容都显得特别优雅，完全颠覆了我平日里对街头摆摊者或者一般市民

的印象。我被她吸引，便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卖花。 

这时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女子问男子：老公，这是什么花？这么香呀。 

男子说：我也不知道。 

于是他们蹲下来问老妇人。当知道这叫白兰花时，男青年显得异常兴奋：哇，这就是白兰花！我看过

几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电影，里面都有在街头叫卖，“白兰花”“白兰花”。这叫声又嗲又糯，

每次看完了电影，这声音还在我的脑子里转。 

老妇人微笑着看着他们：嗯，白兰花在这个城市被人喜欢的时间啊，已经超过了我的年龄。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老公，我要买。 

好的。阿婆，这花多少钱一朵？ 

难得你们年轻人喜欢，就送给你啦。 

说完，老妇人从篮子里精心挑选出一朵白兰花，小心翼翼地把拴在花上的铁丝弯成一个钩子，将花轻

轻地挂在了女青年胸前的扣子上，随后还送上一句祝福：祝福你们像白兰花一样美好。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我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 

告别了老妇人，我的心情却有些沉重。如果不是生活拮据，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会坐在弄堂口卖花吗？

可照她这样的卖法，一天又能挣几个钱？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路过那里，然后买一朵白兰花。不久后的一天，我和一位经营宾馆的朋友聊天，他

说他想打造一家能够体现上海这座城市文化风貌的酒店，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可以在每个房间放上一朵

白兰花，并且告诉客人，这是这座城市的味道。朋友听后说，好像有点道理，可以试试。我说这花由我来

提供吧。朋友笑了，说这点小生意你也做。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老妇人，她的脸上还是那么优雅、那么平静，说：这样好吗？ 

这有什么不好？不是为了宣传我们城市的文化嘛。 

老妇人终于同意了。 

明天您准备两百朵花吧，我和您一起送过去。 

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去吧。 

第一次我还是陪您去吧。我坚持道。 

老妇人见我这样坚决的态度，也就只好答应了。我们说好了第二天中午我去她家接她。 

第二天中午，我按照她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她的家。这是在市中心区域的一排老式洋房，应该也有六七

十年的历史了。推开她家的门，客厅的设计和家具的摆设全是欧式的。 

她让我坐到沙发上，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充满歉意地对我说：真对不起，我先生走了以后，家里已

经不备咖啡、茶叶了。 

为了打破尴尬气氛，我问她：您怎么会想到去街上卖白兰花？ 

她沉默了片刻，说：记得小时候，我看见妈妈穿的旗袍上总是别着一朵白兰花，白兰花的气味就像是

妈妈的气味，然后整个城市好像也是这个气味，所以我就迷上了白兰花。从我上小学到开始教书，每天都

会佩戴着一朵白兰花。可是现在，白兰花要从这个城市消失了，人们脚步匆匆，似乎并不留意平凡的白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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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白兰花就需要辛辛苦苦地在街头卖白兰花吗？ 

我是想叫更多的人能够喜欢白兰花。还有，我感觉拿卖花的钞票去帮助失学儿童，要比拿其他钞票更

有意义，也更让我开心。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我”走过街边的花店，总要朝里面的鲜花看上几眼，这说明“我”对二十多年前邂逅老妇人卖白兰花

一事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B.精心挑选、小心翼翼地把铁丝弯成钩子、为女青年轻轻地挂上白兰花……细致的描写勾勒出温馨的场景，

这一场景令“我”深受感动。 

C.老妇人对体型纤细、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的白兰花情有独钟，是因为白兰花寄寓着她对丈夫、对母亲

的思念和缅怀。 

D.老妇人虽然没有豪言壮语和英勇的壮举，但人们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优雅、宁静、温暖、爱心，看到了人

性美与人情美的光辉。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致力于细节描写，如“铺着一块蓝条白底的湿毛巾”的描写体现了老妇人对白兰花的细心呵护。 

B.小说所写男女青年买花的情节既刻画了老妇人的形象，又为后文“我”找老妇人买白兰花作铺垫。 

C.与《哦，香雪》的写作视角不同，本小说以“我”为视角，讲述了“我”的所见所感，增添了真实性。 

D.小说运用插叙的手法，首写现在，然后叙述往事，这样安排设置了悬念，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8.老妇人并非因生活拮据而卖花，小说结尾在揭开这一谜底之前，前文已作了铺垫，请简要分析。（4分） 

9.茹志鹃的《百合花》被人们称为“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这篇小说也具有“散文化”“诗化”的

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文段一：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

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

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节选自《荀子·劝学》) 

文段二：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

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答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

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节选自《学记》) 

文段三： 

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

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

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

惰裁衣也。 

(节选自《颜氏家训·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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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段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3分） 

叩之 A以小者 B则小鸣 C叩之 D以大者 E则大鸣 F待其 G从容 H然后尽其声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君子，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与“君子坦荡荡”中的“君子”意义相同。 

B.绳，木工用来取直的墨线。后引申为准则、法度之意，例如“绳之以法”。 

C.金，古代金属的通称。文中指金属制的刀斧等。“金石可镂”的“金”也指金属。 

D.而，在句中表转折，与《劝学》中“吾尝终日而思矣”的“而”意义不同。 

12.下列对以上三则文段的理解与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3分） 

A.文段一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进而论述学习的作用。 

B.文段二中，作者是从“问”与“答”两个角度来说明“此皆进学之道也”。 

C.文段三中，作者用古谚语进行举例论证，强调有一技之长的重要性。 

D.这三则文段围绕“学习”的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都使用了比喻论证。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2）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 

14.以上三则材料都旨在勉励学习，但侧重点各有不同，请分别概括。（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5～16 题。 

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 

张    先① 

野绿连空，天青垂水，素色溶漾都净。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汀洲日落人归，修巾薄袂，撷香拾翠

相竞。如解凌波，泊烟渚春暝。 

彩绦朱索②新整。宿绣屏、画船风定。金凤响双槽③，弹出今古幽思谁省。玉盘大小乱珠迸。酒上妆面，

花艳眉相并。重听。尽汉妃一曲，江空月静。 

【注】①张先，北宋婉约派代表人物。②彩绦朱索，指五颜六色的彩带，泛指美人身上的衣饰。③双槽，

指双琵琶，槽是琵琶等乐器上弦的格子。 

15.下列对这首词上阕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词的前三句是环境描写，词人通过绿野、天空、江水等意象描绘了一幅明澈洁净的江上美景图。 

B. “天青垂水”句，一个“垂”字将天空、水面连接起来，水天一色，炼字精当。 

C. “柳径”二句写岸边柳荫小路空无一人，只有柳絮飘舞，写景率直，用语平实，却有妙趣。 

D. “汀洲”五句转向人物描写，船夫们竞相采香草、拾翠羽，踩水而行，泊船洲边。 

16.白居易的《琵琶行》以高超的技巧手法摹写音乐，这首词在写法上受白居易《琵琶行》的影响甚大。

本词下阕是如何描写音乐的？请简要分析。（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表现梦境破灭，在惊恐中转入

现实的过渡句。 

（2）在《赤壁赋》中，苏轼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人生短促，人类渺小”的感慨的两句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叠词用得好，可将自然景色或人物描绘得生动形象。古代诗词中运用叠词而又能产生这种效果的有

很多，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 小题，13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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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养万物。百年变迁，白洋淀的人们在这方水土中，从容地过着祖上传下来的生活。“天地之大德

曰生，生生之谓易①”每种生命都是一个细节，细节又滋生细节，形成一种彼此共存相依的生物链的关系。

夏天，红白相间，荷花亭亭；冬天，蹲下身，能听到水波推送冰块的声音，透过忽宽忽窄的冰缝看水下，

几乎透明的浅灰色小鱼慢悠悠②其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但白

洋淀的万物不一样，它们都会让行走在白洋淀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你知道这里仍然是我们的家园。成片芦苇

和在③间轻轻摇过的渔舟，形成一幅自然的画卷。 

白洋淀的生活，像是自然的恩赐。春季青芦吐翠，夏季红莲出水，秋季芦苇泛金，冬季水泊似玉。正

如一位诗人所说：“白洋淀的广阔空间，就像是一个转动的钟表，在展示时间的流动。”——每个抵达白

洋淀的人，都会感到这里似曾相识，像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地方一样。水天一色，④，芦苇连接成片，雄浑、

苍凉、壮阔的生命的诗意，写在这片大地上。在白洋淀，你能发现一种隐没已久的简朴的意味。这种简朴

来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传统和历史的尊重和传承，还有日常生活的从容。 

18.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①处的标点应该用逗号且应放在后引号外面。 

B.包含语素“游”的词语“家族”有游荡、游弋、畅游等，②处填写“游弋”最合适。 

C.③和④处都可以填写“烟波浩渺”这一成语。 

D.白洋淀生态状况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保留“乡土社会”中的“家园”，并延续生态文明。 

19.文中画横线的句子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4分） 

20.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改成三个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语，但不得改变原意。（6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本题共 2 小题，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近年来，苏东坡又火了。苏东坡早已不仅仅是个古代的文学人物、政治人物，而且成为一个不断生长

的文化符号。苏东坡能从众多文人中① ，除了他具有传奇丰富的人生故事、儒释道于一体的人生观和诗

文书画俱佳的才华，还因为他塑造了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 

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有何特别？首先苏东坡虽然“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一生始终秉持勇于进言、经世

济民的立世准则。朝堂上，他能在王安石变法时直陈得失，丝毫不计个人之利害；贬谪中，他并不灰心丧

气，更未就此躺平，每到一地，他总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力求造福一方百姓。其次，苏东坡有着超然物外、

② 的人格魅力。纵览苏东坡的一生，他虽也曾深受恩宠，名头大，官位大，但也曾饱受贬谪之苦，人生

起伏更大。他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让生活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其实，苏东坡的热度从未消减，历朝历代谈论、研究、追随他的人③ 。今天，我们在各种文艺作品

中讲述苏东坡、吟咏苏东坡，也是在呼唤苏东坡身上的那种文化人格。 

21. 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22. 在论述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时，文中使用了“躺平”“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地鸡毛”等词句，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4分）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① “玉不琢，不成器。”——《礼记》 

② “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

光的检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③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玉作比青年，对青年寄予厚望，说道：“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

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 

“雕琢”对青年的成长有何意义？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阐述你的认识和思考。要求：选好角度，

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