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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卷共 150分，考试时间 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木试卷

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 I（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中华文明在其绵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吸纳周边地区以及丝路沿途的风俗文化，滋养

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华夏文明圈，甚至还在 17、18 世纪的欧

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从美术考古的视野来看，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全球文明演化进程。

中国与周边地区以及丝路沿途的国家和民族，在衣食住行相关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长时段、多

层次的交流与互动。 

首先是“衣”。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开辟打通了亚欧大陆间的交流渠道，把

中华服饰文化的精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古代欧亚大陆的服饰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实

际上，这个进程或许还可以往前追溯，根据汲冢竹书《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赠送西王母

的诸多礼品中就有带花纹的丝织品“锦组”数百段，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丝绸对外输出的最早

记载，这在同期中亚、西亚地区贵族墓葬出土物中也得到了佐证。在着装传统与生活习俗上，

华夏民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借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

推行的军事改革，引入胡服骑射，从而彻底改变了赵国在列国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窘境。有时这

种借鉴是非常微观的，如衣服中的带扣。作为贵族男性身份的象征，带钧非常重要，正如《淮

南子·说林训》所言，“满堂之坐，视钧各异＂。贵族们往往会不计成本地制作精美的带钩，

带钩上面或鎏金、镀银，或镶嵌珍稀的宝石，奢华无比。他们甚至把目光投向勾奴服饰中的黄

金带扣，汉代诸侯王墓中经常发现带扣仿制品，图案一致，但做工更为精良。秦汉期间，华夏

结束列国林立的纷争状态，走向大一统，同期，北方宿敌匈奴也进入历史最佳发展时期，汉匈

之间冲突频繁，然而即便如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借鉴也未曾中断。 

其次是“食”。中国作为举世闻名的饮食文化大国，数千年来不仅自己培植粮食作物，还

从域外引进，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小麦。小麦发现于西亚，距今五千年左右传入中国，并成为中

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而水稻原产于中国，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宋朝时，中国又从越南引回占

城稻，逐渐形成“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为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具体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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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中国的豆腐在宋朝时就传到朝鲜半岛，清代传到欧洲，广受世人喜爱。此外，中外

文化交流也使中国精美的饮食器具走向世界。以陶瓷为例，它们沿着丝绸之路输出，被摆放在

餐桌，装饰于厅堂，受到狂热的追捧。当然，欧洲人在中国陶瓷艺术的影响与启发下，也研制

出了本土的陶瓷技艺。还需注意的是，丝绸之路有陆路与海路之分，后者也叫“海上香料之路”

或“海上陶瓷之路”，每一个别名都代表一段辉煌的历史，对应的是不同的物质文化交流与文

明频繁互动的过往。 

再次是“住”。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所习用的“胡床”便已传入中原。南北朝时期，

高足坐具开始流行，此时跽坐仍是最为尊贵的坐姿，直到唐代，席地而坐的情况还是很常见，

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直到宋朝才完全确立。新式坐姿还促使室内空间的升高，导致了建筑结构

的改变，推动了建筑技术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建筑，屋顶的坡度越来越陡峭，而为了弥补陡峭

带来的美感削弱，建筑的屋角开始起翘，且越来越高；室内空间的增加也导致柱子与斗拱高度

比例改变；屋顶变陡使斗拱的作用变小，甚至明清之后完全成为了装饰。宋朝以后的建筑造型

由庄重威严走向挺拔秀丽，中国建筑自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最后是“行”。以交通工具为代表，它们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更

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密切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从而加速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周

礼·考工记》载：“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在古代，马车的制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多种工序以及不同人员的紧密配合，这个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我们从汉代出土的高级马车中，可以看到很多反映草原风格、制作精美的饰物。在世界交

通史上，有些事物的制作看似简单，但它的出现对交通的发展却影响巨大，如被称为“中国靴

子”的马镫便是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它的出现不仅对交通，而且对政治、军事都

有着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就是一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史，是一个不断地

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接纳新事物、创造新文明、贡献新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自夏商以

来从未间断过。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之久，正是因为血液里的这种自我

革新精神，这也使得中华民族在遭遇无数次劫难之后，依然能够浴火重生。 

（摘编自练春海《美术考古视野下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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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文化交流互鉴中逐渐形成了华夏文明圈，甚至影响到 17、18世纪的欧洲。 

B.中华服饰文化传播到中亚、西亚的时间，或许可以追溯到张骞出使西域、丝路开辟之前。 

C.中国先后从域外引进小麦、水稻，形成“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奠定饮食文化基础。 

D.宋朝以后建筑造型由庄重威严走向挺拔秀丽，追根溯源，这与垂足而坐的新式坐姿有关。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汉代诸侯王墓中发现了匈奴黄金带扣仿制品，图案一致，做工更为精良，这种微观的交流借

鉴同样丰富了欧亚大陆的服饰文化。 

B.秦汉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华夏民族，与处于最佳发展期的北方宿敌匈奴冲突频繁，但战争未

曾中断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借鉴。 

C.丝绸之路有陆路与海路之分，后者也叫“海上香料之路”或“海上陶瓷之路”，由此可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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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进行物质文化交流更为丰富多样。 

D.从汉代出土的高级马车中，可以看到很多反映草原风格、制作精美的饰物，由此可以推知汉

代的疆域已囊括北方大草原地区。 

3.下列选项中，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分） 

A.1665 年，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到中国传教，并在其书中第一次提到了豆腐，将其描述为一

种使用大豆制作的“中式奶酪”。 

B.在建筑方面，屋顶是我们民族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诗经》里有“如鸟斯革，如晕斯飞”的

句子来歌颂像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 

C.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说：“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

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D.在“黑石号”出水器物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产的陶瓷器，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陶瓷已成为中

国对外贸易的主流商品。 

4.下列表格中观点（结论）与材料不对应的一项是（3分） 

选项 材料 观点（结论） 

A 

汲冢竹书《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赠送西

王母的诸多礼品中就有带花纹的丝织品

“锦组＂数百段。 

这是已知文献中关于丝绸对外输出的最

早记载，在同期中亚、西亚地区贵族墓葬

出土物中也得到佐证。   

B 
中国陶瓷沿着丝绸之路输出，被摆放在外国

的餐桌，装饰于厅堂，受到狂热的追捧。 

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国精美的饮食器具走

向世界。  

C 
《淮南子·说林训》有言，“满堂之坐，视

钩各异”。 

带钩是贵族男性身份的象征，制作精美，

成鎏金、镀银，或镶嵌珍稀的宝石，奢华

无比。 

D 
《周礼·考工记》载：“一器而工聚焉者，

车为多。” 

马车制作需要多种工序以及不同人员的

紧密配合；这个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5.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精神”在文中多有体现，请从“衣”“食”“住”三部分各找一例，

进行简要概括。（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7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闸门 

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呵！这就是刚

才烈士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同敌人进行壮烈搏斗的地方！在浅淡的暮色里，周仆看到烈士身上的

棉衣，有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续的青烟。他们有人掐着敌人的脖子把敌人

撩倒在地上；有人同敌人死死地抱着烧死在一起；有人紧紧地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敌人

的脑浆；有人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附近还有几个六○炮的弹坑，弹坑边躺着烈士，

成堆的美国人倒在烈士的周围…… 

周仆再往下一望，从山腰到山脚，美国人遗弃的尸体，乱糟糟地盖住了整整一面山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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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那个山洼，那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长大而笨拙的尸体，密集得一个压着一个，一堆连

着一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横七竖八地躺在积了很深的血水里。其中许多尸体，头冲北，

脚朝南，看得出他们是遭到突然的反击惊慌后退中被击毙的。郭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

些远渡重洋的恶狼一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周仆真想大喊一声：

杀人犯们！那些以侵略别人的国家、破坏别人的幸福为职业的杀人犯们，那些在手无寸铁的人

民面前无比残忍而在战士面前胆小如鼠的卑劣的野兽们，你们认真地瞧瞧吧，这才是你们迟迟

早早必然会得到的下场！周仆站在山坡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眼前仿佛又飞出火人的巨大

身影，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这些火人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们，他

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战士呵！他们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

们就是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然而，他们却的的确

确像无畏的天神，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劳苦大众复仇的天神。世界上有任何一种反动力量，可

以打败这样的部队吗？没有，过去没有，今后就更不会有，而是相反，它们终究要被这样的战

士所打败！周仆沉吟间，只听有人“哎”了一声。 

他转眼寻视，只见一个抢运烈士遗体的战士，抱着烈士的头坐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的

样子。他赶过去一看，是刘大顺，他低着头，眼泪像小泉水似地涌流下来。 

“你，你怎么啦？”周仆忙问。 

调皮骡子和其他战士也赶过来问：“你怎么啦，刘大顺？” 

①“断了……”他指了指烈士的手指，难受地说。 

周仆一看，那位烈士紧紧地抱着敌人，嘴里街着敌人半块耳朵。由于双手抱得过紧，分都

分不开，以至烈士的手指被掰断了。 

周仆的心，不禁引起一阵酸辣辣的疼痛。在场的人，也都十分难过。停了一会儿，周仆才

说：“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烈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

仇恨，或是恨得不够，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话是对大伙说的，可是刘大顺却觉得，政委仿佛是针对自己讲的。 

“政委……”他并没有抬起头，“我，我想找你谈一次话。” 

周仆亲切地说：“我也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惜没有抓紧时间。……昨天在诉苦会上，我见

你昏倒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我……政委，”他被政委的话所激动，流下了眼泪，话也说不成句了，“我越想越

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对敌人动了仁慈之心）；看看同志们，我觉得我够不上一个红三连的战

士…” 

周仆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大顺同志，我们决不会根据一时的表现，来断定一个

同志的。……大家还是快把烈士的遗体运到后边去吧，免得呆会儿炮火再伤着他们。”刘大顺

恋恋不舍地撒开手，②望望政委，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与感激的神情。周仆亲自用手理了

理烈士的遗体，由刘大顺他们抬往后面去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面的战斗越发激烈起来。炮火的闪光，有如打闪一般，照得山谷一明

一暗。红色的电光弹在夜空里纵横交叉，来往飞驰。③不一时，敌人的照明弹也打起来了，越

打越多，照得山谷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夜航机也轰隆轰隆地出现在阵地的上空。周仆回到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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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二连已经按照命令前来接防。三连的代理连长乔大夯，班长陈三和代理班长调皮骡子

围着政委，要求把他们继续留在阵地上。 

“让我们打到底吧，俺们红三连能坚决守住阵地！”乔大夯说。 

周仆摆摆手说：“你们已经很辛苦了，下去休息一下再说。” 

“战斗还没结束呀，政委，我们怎么能下去哪？”陈三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

人倒没什么，这是战士们的意见哪！” 

“我们人少，顶一个排还不行吗？”调皮骡子也接上说。 

“不行，这是命令！＂周仆决断地说。 

“俺们红三连……”乔大夯又要说他的红三连了。 

小迷糊打断他的话，附在他耳朵上使劲地喊：“政委说罗，这是命令！” 

大家看政委脸色严峻，才不言语了。④乔大夯慢腾腾地卸下刺刀，插在皮鞘里；又从地上

拣起他们连长那把带血的铁银，扛在肩上；迅速地整理了部队，带着 22 名战士，走下凸凹不

平的阵地。 

“真不愧是井冈山下来的连队！”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闪光里，望着他们坚强的

背影。 

（节选自魏巍《东方》，有删改） 

注：周仆是志愿军某团政委，郭祥是该团三连连长。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小说的题目“闸门”一语双关，既指具体的河流的闸门，也象征以郭祥为代表的志愿军战士

组成的狙击队。 

B.小说第二段通过周仆的心理描写，表明志愿军战士是最朴索的真英雄，他们为了劳苦大众能

够战胜任何敌人。 

C.由美国人遗弃的许多尸体，“头冲北，脚朝南”的情状可以看出美国士兵的狼狈，表现了志

愿军的果敢英勇。 

D.小说中陈三、调皮骡子与政委周仆的对话，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视

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7.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句子①借助泣不成声的语言描写揭示了刘大顺因不小心折断战友的手指而伤痛、内疚、歉意

无尽的心理。 

B.句子②使用神态描写表现了刘大顺对周仆的感激之情，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认识有了根本的转

变。 

C.句子③用“白昼一般明亮”强调了战场环境的严峻，预示又一次战斗的开始，推动了情节发

展。 

D.句子④中的动作描写说明了乔大夯内心的不情愿与无可奈何，侧面衬托周仆的威严及指挥下

属的霸气。 

8.请赏析小说第一段中画线的句子。（5分） 

9.小说节选部分设置“周仆”这个人物形象有何作用？请简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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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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窦宪既立于除鞬为单于，欲辅归北庭，会．宪诛而止。于除鞬自畔还北，诏遣将兵长史

王辅以千馀骑与任尚共追讨。斩之，破灭其众。耿夔之破北匈奴也，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

奴馀种留者尚有干馀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就此渐盛。 

单于顿屠何死，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及为单于，单于适之子左谷

蠡王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顿屠何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

天子亦加珠异由是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欲杀之。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

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师子觉其谋，乃别居五原界。每龙庭会议，师子辄．称

病不往。度辽将军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春，正月，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

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单于无由自闻。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

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

河、上郡、安定为之做备。”帝从之，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弃帐而去。

因举兵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毡房，代指部落、部众）入曼柏城，安国追至城下，

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微因发诸郡骑

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立师子为单于。 

西域都护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馀人讨焉者，到其城下，诱焉者王广、尉犁王

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馀级，获生口万五千人，更立焉耆

左侯元孟为焉者王。超留焉者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

里外，皆重译贡献．．。 

（选自《资治通鉴·汉纪四十》，有删节） 

10.材料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不能断开，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

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分） 

师子素勇黠多知 A 前单于宣及顿屠何 B 数遣将兵出塞掩击 C 北庭 D 还 E 受赏赐 F 天子

亦加殊异 G 由是国中国 H 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 I 安国欲杀之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会，恰巧，正好，与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中的“会”含义不同。 

B.辄，总是，就，与袁枚《黄生借书说》“故有所览辄省记”中的“辄”含义相同。 

C.文言文中有些词语的意义古今基本相同，如文中“拥护”“贡献”的意义古今相同。 

D.讽，用含蓄的话劝告，引申为暗示，与《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讽”含义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窦宪将于除鞬确立为北匈奴单于，于除鞬则自行叛离返回匈奴北方，被和帝派遣的将兵长史

王辅与任尚率军剿灭。 

B.安国继单于位后，因与左贤王师子两人政见不合，加之师子勇猛多谋，引发安国嫉恨，故安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国欲除之而后快。 

C.单于安国因与中郎将杜崇不和，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指使人截留奏章，并与朱徽共同上书

向朝廷示警。 

D.西域都护班超率军讨伐焉者，斩杀焉耆王广等人，同时，班超恩威兼施，西域五十多个国家

纳贡称臣，归附汉朝。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师子觉其谋，乃别居五原界。（4分） 

（2）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4分） 

14.联系文本，简要概述安国被杀的原因。（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宋词，完成 15～16题。 

卖花声·题岳阳楼 

张舜民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注：张舜民做过监察御史，因党争遭贬迁。这首词是公元 1083 年（宋神宗元丰六年）作者被

贬官郴州途中，登临岳阳楼时所作。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词起首二句借洞庭叶落、水空迷蒙的景象，烘托了作者的悲凉心境。 

B.词人正在楼内饮宴，因其身份，且又将离此南行，使宴饮气氛沉闷。 

C.下片起首两句写词人带着醉意凭栏独立，仰望天淡云闲，胸中宠辱皆忘。 

D.“何人此路得生还＂概括了古往今来迁客的命运，倾吐了词人压胸底的心声。 

16.请结合词上片的最后两句和下片的最后两句，简析词人抒写的思想情感。（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小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IT 行业人才辈出，出现了学生业绩赶超师傅的事例，许多师傅用韩愈的《师说》中 

两句话发感慨，这两句是“                 ，                ”。 

（2）《念奴娇·过洞庭》中的“                 ，                ”两句，说明诗人已

忘情于月白无风之夜，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3）杜甫在《登高》中借“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描写了自己晚年孤独 

病弱的境况，其《登岳阳楼》中“                 ，                ”两句也写出了类

似的境况。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本题共 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题。 

我国素有“诗国”之称。许多_   A  _的古典诗作，至今仍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有些篇幅

短小的古诗，往往在_  B  _中，包含着无穷的意蕴，含而不露，悠然不尽。如元稹的《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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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勾勒了一幅黯淡凄凉的图画，意在言外，暗示沧桑之感。古代

送别诗_  C  _，我最喜欢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结尾“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

流”。这首诗的结尾，把缝的情意熔铸在对眼前景物的点染之中。透过字面，开掘一步，我们

就会领悟到——诗人不真言离思萦怀，但深深的别意却是余味绵长。 

由于诗歌追求简约含蓄之美，让诗人往往舍弃铺陈直叙或直接抒情，而通过勾勒之笔来转

达言外的意趣。因而诗歌鉴赏，要披文入情，含英咀华，反复吟味，用艺术再创造去填补空白，

真切而深刻地领略诗作的意境之美。 

18.请在文中 A、B、C三处填人恰当的成语。（3分） 

19.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标点符号使用各有一处错误，请找出来并加以改正。（4分） 

20.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结合语境加以修改，将改后的句子写在答题卡上。（3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题。 

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简单而言，云是一种可见聚合物。有的时候，云是小水滴，由大气

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有的时候，云是小冰晶，也是由大气中的水汽遇冷凝华成的，且呈不同

形状。它们常常混合飘浮在空中。 

云随着气流的变化可以形成各种形状，因其在天上的不同高度、形态、物理过程等而分为

“三族”“十属”近 30 种。实际上，一年四季的云，由于不同地理位置，    ①   _，云也

会有明显差异。长期的观测和实践表明，云的产生和消散以及各类云之间的演变和转化，都是

在一定的水汽条件和大气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虽然看不见天空中的水汽，     ②    但

从云的生消演变中，可以看到水汽和大气运动的一举一动，而水汽和大气运动对预测雨、雪、

冰雹等天气现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云的形状、来向、移速、厚薄、颜色等的变化，

总结了丰富的“看云识天气”经验，并将其编成谚语。那么，     ③      ？其实，这些谚

语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比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21.请结合第一段文字内容，给“云”下个定义。（4分） 

22.请在文中画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

处不超过 10个字。（6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按要求写作。（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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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以上漫画材料，你有什么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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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