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 2月联考试卷

语文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共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

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

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

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

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

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

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

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

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

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

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

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

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

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

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

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摘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二：

随着时代前进，民族和国家发展建设面临的形势在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在变，但文

化兴盛作为民族和国家强盛的支撑这一普遍规律不变，“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主题

不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

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对于创造新时代文化的启示，可

以浓缩为“今用”和“出新”，即利用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一切有益的成分，尤其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能够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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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用”和“出新”是新文化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新事物不

断产生，旧事物不断消亡，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客观规

律。恩格斯在谈到理论发展时就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种

新的文化思想体系的产生总是要以继承其前人的文化思想为基础，同时又要根据自身最新的实际

状况，对原有体系进行变革和取舍，在辩证否定中创新发展。回顾中华民族文化最近百年的发展

史，的确经历过由论争、反思、翻身、改造到自信的曲折历程。我们党把握符合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发展实际的文化发展规律，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贯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百花开

放、百家争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针。正在此意义上，“我们比以往任

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铕古

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抽象地看，“今用”以“此在”为原点，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张

开两个螺旋切面，延伸到古代和近代、历史与现实、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等多个方向，进行

筛查、甄选、提取后吸收文化的有益因子，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文化。“出新”必须扎

根于“今用”的丰厚土壤，从中汲取生长壮大的养分，如果割裂历史般地凭空创造或不经甄别地

胡乱嫁接，只会造就无源之水、无花之果。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履行这一文化使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今时代，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物质财富变得极其丰裕，为进一步丰富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世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在巩固文化建设成果的基

础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国家在由富向强的发展历程中，面对外部的纷扰和威胁，应不断深化强

化文化的内涵、底蕴、精髓与定力，走好走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增自信的文化高质量发

展之道，切实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面对全人类共同迈

向未来高度文明的诉求，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做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板，通过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标识、中国叙事体系和中国话语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文化的张

力和影响力，以大国气度和大国担当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此，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中的

核心元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马枫、姜延博《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理念、实践指向与时代意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反对帝国主义压

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

B.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是因为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

理论才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普遍真理。

C.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理

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D.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中的核心元素指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国都要不断深化强化文化的内

涵，走好走实文化高质量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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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对待外国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是错误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是不可取的，我

们应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B.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我们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

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C.新文化建设中的“今用”既包括“古为今用”，还包括“西为中用”，“今用”主张建设一批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D.新文化建设中的“出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土壤，从中汲取养分，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下列选项，不符合材料二中“对原有体系进行变革和取舍，在辩证否定中创新发展”观点的一项

是(3 分)

A.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反思，经过批判式继承，终于找到了一条

符合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

B.故宫文创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还极

大地提升了故宫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C.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的文化艺术体系进行了变革，艺术家们重新发掘和弘扬古希腊、古罗马

文化，创造了许多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

D.面对观众老龄化等问题，一些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进行了创新发展，在保留京剧核心元素的基础

上，创造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京剧作品。

4.材料一多处使用“决不能”“必须”等词语，请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4分)

5.对于“新文化”，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有什么相似之处?请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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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 油 灯 邓宗良

在雷州半岛，长板凳叫作兠条。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凳条。上面放一盏点着的煤油灯，就成

了写作业的小桌子。坐在旁边低矮的小凳子上，看上去像蹲在地上。

母亲看我趴在兠条上写作业的时间长了，就说，油灯太暗了，歇歇眼睛吧。她把凳条上的煤油

灯和书本拿到了小凳子上。母亲挪动小凳子，坐到了兠条边。她常说起星星和月亮的那些民间传

说。这些故事，在母亲小时候，外婆跟她讲过。数着星星，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身边的母亲，浸

润着朦胧的月光，给外公的对襟衫做布扣子。比长豆角细一点的卷布条，在她的手里被团成花生粒

大小的布扣子。布扣子一粒一粒间隔着缝在开襟衫上，开襟衫的另一边，缝上同样用卷布条做的半

圆形扣眼。

母亲左手捏紧下针的地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滑溜溜的缝衣针，在衣布上面扎一下，用力

一摁，再从下面捏住针头连着线头拉出来，拉到头，针脚就结实了。母亲不用点灯，活儿都在那几

根手指头上。

母亲手里的线越来越短，扬起的胳膊越来越低。绵密而轻盈的动作，摇曳着如水的月色。缝完

最后几针，她轻轻咬断线头，眼皮也不抬，说，回屋里睡吧。我不吭声，她也知道我醒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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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橘色的光亮渗到月光里，浮起一圈光晕。

躺到床上，捻灭了煤油灯。母亲回到院子里，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越来越低的洗衣声。

小煤油灯的灯座是个玻璃油壶，像个小葫芦。厚厚的瓶盖设计得简洁而精巧，中间有根白棉绳

灯芯。一根带齿的铁线穿了进来，留在外边的一头弯成小圆圈，捻动它便可调节火苗的大小。瓶盖

外缘涂成金色的一圈薄铁片，剪出了花，正好卡住下端收小了的灯罩。油壶和灯罩是粗玻璃做的，

里面有些小小的气泡，泛着一点点蓝。

大煤油灯，是班主任家访后，父亲才买的。它的油瓶灯座大了，高了。变大的灯罩，顶端收紧

后，拉出长长的圆管，像细小的烟囱。它防风了，明亮了，也费油了。

那时我读初一。班主任家访，事先没打招呼。父母开始忙活起来。母亲把小煤油的灯芯挑高，

拨松，好让火苗燃得旺些，家里亮些。灯罩顶冒出了些黑烟。城里来的班主任，已习惯了煤油燃烧

的呛鼻味。

班主任是位中年女教师，在她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有优点。父母听不懂班主任说的普通话，也

没听懂她学着说的夹生雷州话，却看得懂她的眼神。煤油灯橙红色的光亮里，班主任和父母，他们

每个人的双眸，都澄澈而温暖。

班主任看了一眼小煤油灯，表情慢慢严肃起来。她站起身，蹲下来打量着我的眼睛，问：“晚

上写作业，看得清楚吗?”父母看班主任蹲下来，有些局促不安，也跟着蹲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蹲

下来跟学生说话，是班主任的习惯。

班主任说：“给孩子换盏亮一点的灯吧。”

父母连忙点头。

第二天，父亲想装电灯，没办成。家里就有了这盏大煤油灯。

高中毕业后，我到渔业码头的吹填工地打工。公社教办主任让人叫我赶紧回镇小学当代课教师

(没有事业单位编制而被聘任在公办学校上课的老师)。校长也带了话，要我顺路到市新华书店买些

课本。学校教导主任开的清单，字迹笔画舒展，后来才知道这是赵体字。带话的人年纪比我父亲

大，张口就叫我老师，我愣了半天，不敢答应。

有人说过，人是在一个瞬间长大的。各个年级欠缺的课本，加起来真不少，自行车后座的两边

挂满了，上面又捆了高高的一摞。下坡惯性大，捏车闸不管用，我便用腰背使劲顶着。

上坡时，我弯着腰，身子压在车把上，生怕前轮翘起来。我的小腿肚子一次次地抽筋。自行车

还是摔倒了，我躺在公路上，看着课本没摔坏，松了一口气。

初秋的风，从路边的甘蔗林吹来，没在身上停歇一下，又吹到了路那边的甘蔗林。我跟另一位

年轻老师一起，用了之前的班主任留下的那间宿舍。

停电时，在她点过的煤油灯下，学着批改作业。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给学生做示

范。我拿笔的手沉重了起来，每个字写得都很难看。

不久，我当上了班主任。班里一些学生自愿来校上晚自习，担心停电，都带着小煤油灯来。

晚自习后，我跟他们一起走到校门前小运河的涵洞桥，才停下脚步。他们怕灯火被寒风吹灭，

把煤油灯抱在胸前。湈油灯的火苗晃动着，渐渐远去，像几颗星星，消失在小镇的小巷里。

高考恢复，小学里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离春季开学很近了，教办主任才急匆匆地给我送来了红

色的录取通知书。他抑制不住惊喜，开心地说这说那，没了平时的条理和稳重。之后，他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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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声，说，本来要让你转正的，你又要上大学了……我点了点头，说，应该把名额给留在这

里的代课老师。说着，眼眶里一下子潮乎乎的。

离家前那个夜晚真短，母亲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说完，院子里的鸡窝就传来鸡翅膀扑棱的声

响。公鸡快要打鸣了。母亲说，孩子，睡吧，明天还要出远门，出那么远的门。

母亲背过身子，缓缓地捻灭了煤油灯，星光洒在蒲草屋顶上。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晚上“我”把长板凳当桌子来写作业，照明也只有昏暗的煤油

灯，当年生活的艰难让“我”难以承受，感到痛苦。

B.“煤油灯”串起了文章的内容。班主任来“我”家家访，要求将小煤油灯换成亮一些的灯；

“我”当班主任时，一些学生带着小煤油灯来上晚自习。

C.“我”刚当老师时，一位年纪比“我”父亲还大的人张口就叫“我”老师，“我”不敢答

应，原因是“我”觉得教师的称谓很神圣，自己配不上。

D.“我”考取大学时，给“我”送通知书的教办主任讲话时失去了往日的条理和稳重，这是他在

“我”面前显露出一些自卑的表现。

7.关于文中第二至四段，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我”写作业时，母亲陪着“我”，时间长了，母亲让“我”歇歇眼睛，给“我”讲故事。

B.母亲在朦胧的月光下给外公的衣服做布扣子，缝制扣眼，一连串的动作十分熟练。

C.“摇曳着如水的月色”写母亲缝制衣服的情景，“浮起一圈光晕”写月光下的煤油灯的光。

D.这几段文字通过语言、动作、心理等直接描写来塑造母亲的形象，蕴含着“我”的感情。

8.文中说“人是在一个瞬间长大的”，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4 分)

9.文章以“煤油灯”为题，抒写的却是美好的人性。作者抒写的美好的人性包含哪些内容?请简

要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7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2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

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

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

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书》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

①志?’一人衡行②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选自《孟子·梁惠王下》，有删改)

材料二：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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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苟①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①囚三百余人，纵

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

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

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

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

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

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

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

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

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①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②

愁。

(选自欧阳修《纵囚论》，有删改)

[注]①厥：用法同“其”。②一人：这里指商纣王。衡行：横行。③苟：只图眼前。④大辟：

最重的刑罚。⑤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圣王。⑥干：求，求取。

10.材料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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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涂对一处给 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其囚及 A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 而小人曰之所易也因此岂曰近于人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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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事小者”与“犹子事父也”(《苏武传》)两句中的“事”词义相同。

B.“夫抚剑疾视”与“疾痛惨怛”(《屈原列传》)两句中的“疾”词义相同。

C.“彼恶敢当我哉”与“恶施不慈”(《兼爱》)两句中的“恶”词义相同。

D.唐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其在位期间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和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齐宣王听了孟子对有关与邻国交往的问题的回答，说孟子的话语真高明，还说他自己有喜爱

勇武的毛病。

B.孟子引用《尚书》中的语句，是为了劝齐宣王不要喜爱像匹夫的那种小勇，而要喜爱像武王那

样的勇。

C.欧阳修认为信义可在君子中施行，而刑罚则是对小人施行的，罪大恶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是

很败坏的小人。

D.欧阳修认为对释放了而后又回来的囚犯必须赦免一次死罪，以示奖赏，否则杀人犯都不会改过

自新。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4 分)

(2)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4分)

14.唐太宗释放死刑犯的举动算得上是“武王之勇”吗?请结合两则材料简要说明。(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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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 15~16 题。

梅 花 引 王特起[注]

山之麓，河之曲，一湾秀色盘虚谷。水溶溶，雨濛濛。有人行李，萧萧落叶中。人家篱落

炊烟湿，天外云峰迷淡碧。野云昏，失前村。溪桥路滑，平沙没旧痕。

丹枫下，潇湘夜，横披省见王维画。画无声，惨经营。何如幻我，清寒此道行。马头风急

催行色，疑是山灵嫌俗客。钓鱼矶，绿蓑衣。有人坐弄，沧浪犹未归。

[注]王特起(生卒年不详)，字正之，嵉县(今山西原平)人。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 年)进

士，调真定府录事参军，有惠政。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上阕开头三句从大处落笔，通过对山、河、空谷等景色的描绘，展现出宁静而幽深的意境。

B.“野云昏……平沙没旧痕”四句按照由近到远的顺序来写景，虽无“雨”字，但处处见雨。

C.下阕前三句写词人在红枫树下、潇湘夜雨中仿佛忽然看见了王维所作的这样一幅横披画卷。

D.“马头风急催行色，疑是山灵嫌俗客”两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山川的清雅。

16.这首词体现了“写景如画，画中有画，画外有意”的意境，请从这首词中选择两处分别简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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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

(1)小明到农村外婆家做客，听到狗叫声和鸡鸣声，不由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中的

“ ▲ , ▲ ”两句。

(2)李贺《李凭箜篌引》中，表明时间是九月深秋的一句是“ ▲ ”，交代演奏者姓名

和地点的一句是“ ▲ ”。

(3)“春江”蜿蜒多姿，动人心弦，是诗人钟爱的意象，频繁出现在古诗词(文)中，如“

▲ , ▲ ”两句就含有“春江”一词。

三、语言文字运用(本题共 5 小题，18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2 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 A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

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新中国从 B 起步，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发

展的奇迹，也( 甲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①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②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转型，③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④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⑤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⑥写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这

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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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⑦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⑧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青山、绿水，⑨为中华民族

的永续发展基础奠定。

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藏羚羊种群数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不足 2万只恢复增长到 7万

多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成为高原上生灵草木、山川河流的“守护神”。九屈黄河，尽

显奔滕壮阔，《黄河保护法》直指“九龙治水”病灶，各地各部门强化流域一盘棋意识，唱响新时

代“黄河大合唱”。人不负青山，( 乙 )。新征程上，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协共生的现代化，我们一定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住、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8.请在文中画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2 分)

19.请在文中括号内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

过 12个字。(4 分)

20.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如果改成“要保护生态环境，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态环境”，二者表达

的意思差不多，为什么原句的表达效果更好?请简要说明。(4 分)

21.文中第三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准确流畅，逻辑严密，不得改变

原意。(6 分)

22.文中第四段有多处错别字，请找出两处并加以改正。(2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近年来短视频兴起，不少以“萌娃”为主题的账号备受追捧。部分家长为抓商机，虚构剧

本为孩子打造互联网人设。同时，一些学生也想尝试，开始经营社交账号，把成为大网红当作

自己的一个梦想……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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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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