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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字音、字形完全正确的一项（　　）

襁褓（qiáng bǎ
o）    倒坍（t
ā）         
一撮盐（zu
ǒ）         嗜
好（shì）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能否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满足信息时代语言应用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关键在
于全社会落实国家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措施的力度。

自 1993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市老龄化速度加快。据统计，我市 60 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
145.6 万，占总人口的17.7%，老龄人口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截至去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突破 10 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 1 万公里、在建规模 1.2 万公
里，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随着国家信用体系的建设，公民不仅将拥有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到 2017 年，还会有一个集合金融交
易、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等的统一平台建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下列对课文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　　）

《我与地坛》（节选）的两部分，从主题思想上看，是浑然一体的：地坛使“我”平和豁达地对待生
死，解决了为什么生的问题；母亲使“我”看到了生存的意义，让作者在“怎样活”这个问题上有了深切的
感悟。

《最后的常春藤叶》中，苏艾是琼珊的朋友，是与琼珊有着更为相似的现实困境的人，是一个乐观而又
勇于面对苦难的人，情节安排上，如果由她来画最后那片叶子，则更合情合理。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通过一个伤兵的所见所感，真实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从而反映了战
争的惨无人道，反映了牺牲者所处的绝境，以及被战争败坏了的整个年轻一代的无可奈何。

《六国论》中，作者除了运用对比论证、引用论证、假设论证等论证方法外，还使用形象描述的方法。
如写先人创业的艰难过程，用“暴霜露，斩荆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甲】朱光潜在《论悲剧》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摆脱不开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乙】在

对“得”、“达”、“成功”的追求中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太执着、太固执地追求它时，它往往最难获得。

这当然不是命运在开玩笑，而是因为过于固执地追求“得”时，我们会受一种急功近利的心境和冲动所攫取，

这种心境和冲动又总是要阻碍我们获得成功。我们愈是得不到，便愈是想得到。于是焦躁、烦闷、不安、憎恨

刹那间（ch
à）          
狙击（j
ū）          
瞳孔（tón
g）         瘦
（xuē）削

斐然（fě
i）          
凝眸（m
ù）         
斑谰（lá
n）         
窗帷（wéi）

百无聊赖（liá
o）       睫毛
（ji
é）          
塘瓷（tán
g）          
愕然（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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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地侵蚀我们的心灵，人生在这里便陷入一种痛苦的折磨之中。【丙】因此，要不受“得”之累，就必须放

弃对“失”的恐惧，既执著于此中，又超然于此外。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想得透才不致肤浅，想得开方不致

狭隘。

（1）文段中的加点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受   

B．急功近利   

C．侵蚀   

D．不致

（2）文段中画横线的甲、乙、丙句，标点使用有误的一项是

A．甲   

B．乙    

C．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

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

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

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

      公祭当天，国家元首、议会议长、各大党派领袖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

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届

时，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活动的主场地将设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其所在地便是曾经的“万人坑”丛葬地遗址。

      材料二　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 ：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是为

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绝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

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

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

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

明文设立纪念日。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

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注】①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材料三【外联网2017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

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路透社引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发言：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

      新加坡《海峡时报》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深入报道百岁幸存者管光镜的故事。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

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

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

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①



6.

      日本NHI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80周年，只有每

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开启

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世界。中华民族经历了同胞惨遭屠戮，山河喋血的痛苦，更懂得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更坚

定“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世界和平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决心。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

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从国际惯例、他国做法和本国实情等多角度介绍了我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背景。

B．材料二张宪文认为：对设立公祭日的解读应由灾难本身上升到国家、民族、国际层面。

C．材料三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活动，并支持中方立场。

D．材料四“以国之名”呼吁中华儿女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最正确的一项是

A．由材料可知，从首个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设立至今，已历经四个公祭日，其影响也逐年扩大。

B．材料二是访谈，材料四是评论，它们均属于新闻体裁，因而也具有新闻短、平、快的特点。

C．四则材料虽都以直接报道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为中心事件，但写作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D．各则材料或隐或显，均有对日本政府隐瞒事实、歪曲历史的批判和对日媒冷漠态度的谴责。

（3）综合四则材料，说说我们应该如何以史为鉴，维护人类和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我的昂贵的腿

[德]海因里希•伯尔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

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呣。”我也回了声：“呣。”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呣。”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

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您可以学嘛，”他说，“什

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



说，“您这条腿可真是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

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

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

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

价值。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

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

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

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

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

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

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

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

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

级溜走。只有一件混账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账事情，要不是我

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

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

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像兴登堡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

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

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

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有删改）

（1）请用一句话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

（2）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作者采用了什么表现手法刻画这个人物？请简要分析。

（3）小说多次提到局里官员“您疯啦”“您真是疯了”这样的话语，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概括说明。

（4）小说的题目是“我的昂贵的腿”，但主要内容是围绕是否接受厕所里擦皮鞋的差事而展开的，如果

以“差事”为题，你认为是否合适？请谈谈你的观点和具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