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学年第一学期浙江“七彩阳光”联盟期中联考

高三年级语文学科参考答案

1．D（A、吹毛求疵 cī；B、宕开一笔；C、乃至。）

2．D（可改为“约定俗成”）

3．A（顿号改为逗号）

4．C（A、“提高优生优育的人口服务”搭配不当；B、句式杂糅，“新开辟了 65条国际航线可以直飞……

地区”是“新开辟了 65条国际航线”和“（这些）航线可以直飞……地区”的杂糅；D、赘余，“突然”

和“猝死”语意重复，可删去“突然”。）

5．起因条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

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意识

对象条件：针对侵害人防卫

限制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每条一分，答对四条即满分）

6．答案要点：抓住作家性格特点描写作家创作某一经典作品（1 分）时的动作神态（1 分）、周围环境（1

分）。虚实结合手法（1分）。（文学性语言 1分）非描写不得分。

7．D（A、应该是“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B、“必然结果”不当；C、“彻底解决了”不当，夸大效应）

8．C（事实上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

9．①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

创新的过程。②分享经济能更好地解决过剩的问题，这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

势。③分享经济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1点 1分，2点 2分，3点 4分）

10．①描绘了夏日乡村景色，展现了乡村生活的恬静闲适；②为全文营造了温馨的气氛；③引出下文作者

对乡村生活的回忆。④牛咀嚼的悠闲惬意与下文小时候嚼草的香甜交织在一起，表现了牛与人的和谐

亲密。（6分。任选三点每点 2分）

11．①细节描写。“伏”“喘”“垂下”和“瞪大眼睛”“流泪”等动词，细腻地表现出牛临死前的痛苦

和悲伤；②动作描写。“抱住”“抚摸”“痛苦”等动作，表现“我”对牛即将离世的悲痛与不舍。

③运用场景描写，表现“我”与牛的深厚感情。（4分。第一点 2分，二、三两点每点 1分）

12．①第一处引用，借对羊的特点的描写引出下文对牛的特点的描写，表达对牛的理解和赞美之情。②第

二处引用，引用的语句深化了文章的主旨：不仅人与羊、人与牛的相处是缘分，要相互理解与尊重，

人与世间万物的相处也是缘分，要互相理解与尊重。（4分。每点 2分）

13．①表明“我”懂得了，牛像人一样也是有尊严和情感的，我们应尊重它，并视如亲人。②既照应了标

题，又点明了文章主旨。③单独成段作结，戛然而止又意味深长。（6分。每点 2分）

14．B（爱：爱惜、珍惜）

15．A（连词，表转折。B、连词，表修饰；连词，表目的。C、介词，在；介词，到。D、代词，他；助词，

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16．D（引用论据是为了论证观点）

17．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

籍之所不能怒也



18．（1）在韩国被灭亡时，秦国正是强盛之际，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4分，关键点：

“方盛”“刀锯鼎镬”“待”，省略句。）

（2）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用缺少善意的傲慢态度来深深羞辱他。

（4分，关键点：“圮上”“是故”“倨傲鲜腆”“折”）

参考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

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

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

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

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

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被灭之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

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

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

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

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生命应该珍惜，死在盗贼手里太不

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

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用缺少善意的傲

慢态度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

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

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

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

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

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

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

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

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

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

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

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

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19．诗人通过首联写早寒。（1分）木叶渐脱，北雁南飞，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秋季景象；（1分）但是单说秋，

还不能表现出“寒”，作者又以“北风”呼啸来渲染，自然使人觉得寒冷，这就点出了题目中的“早寒”

特点。（2分）

20．尾联通过化用典故和借景抒情巧妙写出了诗人内心的迷茫（矛盾）与愁苦之情。（2分）“迷津欲有问”，

用孔子使子路问路的典故，生动点出内心的迷茫，即从政与归隐的心理矛盾。（1分）“平海夕漫漫”写

景，江水与海相平，漫漫无边，加以天色阴暗，已至黄昏，诗人以这样的景色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自己

的愁苦心情。（1分）（不能从赏析角度答题的，扣一分）

21．礼崩乐坏(2分)

22．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首先纠正与礼乐制度相违背的各种名分，这样才能做到统治有序。（2分）孔子的

“正名”是为了维护等级伦理制度，恢复礼治。（2分）

23．（1）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

（2）羽扇纶巾 强虏灰飞烟灭

（3）廊腰缦回 钩心斗角

（4）终不可用 退论书策以舒其愤

（5）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24.该材料可有多个角度立论阐述：

（1）从批评的角度阐述：

摔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摔蒙后应变能力缺乏（10秒钟影响了整场维密大秀精心安排）

要无愧于超模的称号

摔倒就是摔倒，走完全程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褒扬

专业素养是事业的生命

分清主次（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2）从肯定的角度也可以，但须有辩证分析：

摔跤只是意外，微笑才是姿态。

只要有勇气直面，那么失败就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再多的训练，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3）从综合的角度阐述：

既要有良好职业道德，更要有扎实专业素养

用扎实的专业素养把握珍贵的机会

专业素养的提升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