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深圳市 2025年高三年级 2月第一次调研考试语文试卷
试卷共 10页，卷面满分 150分，考试用时 15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填写在答题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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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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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让我们重温一段引文：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

捆扎济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

推出去的图子的中心。”
费孝通采用了西方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比较法，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团休格局，然后再

以这个“他者”为签，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佼佼。只要我们仔细读《乡土中国》的原文，特别是在水波纹比

喻之后的解释，便可以知道费孝䢛心目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

网络。纵向的等级差别至少与横向的远近亲疏同等重要。然而，大多数学者在解读差序格局时，往往只解

读其中的“差”，即以个体为中心的向外扩出去的人际关系同；而“序”指向的包含等级与草卑的社会结构，

却往往披忽略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误綥呢?我认为这与费孝通使用的投石入水形成的水波纹比喻有关。所有的比喻都

有夸张或形象化的特点，也因此无法精确界定任何概念或事物。水波纹自然是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地平行地

推出的。停留在这一意象上，所谓远近亲疏和自我中心就成了平面的、没有纵深感的蜘蛛同似的状态。这

显然是指向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而不是社会结构。

(摘编自问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材料二：

有不少批评者赞成阎云翔的看法，差序格局的问题似乎出在使用比喻方法而自身没有一个准确

的定义上，导致人们见仁见智，甚至产生争议。但依我之见，这些批评本身也有需要被批评的地方，

那就是批评者固守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而差序格局没有落入这一立场，非但不应披着成遗憾，

反而算是一种侥幸。

在迈轹实证主义看来，概念的陈述需要严密、精确，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下定义。有了明确

的定义，才有可能运用概念进行迈铒的波绎和推理。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界定明确

的概念很可能会失去内涵的丰富性。比如说，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最接近的、符合逻辑实证主义

的概念是什么呢?应该是柏森斯提出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这对概念有着清晰而严格的定义，

使得帕森斯的学生可以发展出一套衡量社会或组织现代化的标准。但正因为趋于精准。其内涵的丰

富性远不如差序格局。其实，即使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有概念难以定义的情况，诸如“文化” “功能”

“结构”“场域”之类，却不影响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人们不对这些模糊性进行抱怨，或许是因为它们



总有被不停地定义的倾向，至少会摆出要定义的姿态。而差序格局丝毫没有这样的倾向，连姿态也

不摆，这就很容易招来批评。

为什么差序格局会有这样的特点呢?费孝运自己晚年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文章不能直写的，背后

都有东西，直接写出来就不好看了，好就好在随喻上边。不直接说出来，懂得的人故佞了。”显然，

费孝通对这个概念不做界定，虽在文风上可以理解为是讲课稿或散文体，但其本身也有一个隐喻方

法的使用。以今天的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比喻非但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失误，反而是一个学术

上的贡献。在逻辑实证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这样的贡献容易被人们否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

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上，隐喻手法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广泛。比如：物理学中的黑洞、蛀孔、时

光机器等，经济学中的泡沫、搭便车等，社会学中的有机论、社会资源、社会网络等。由此我们可

以看到，比喻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比喻是一种不得已的定义方式。

从学术背景未看，贾孝通使用比喻说明他的概念，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罢”的方法一脉相通。中

国传统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概念不做定义，如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都没有定义。

而且概念越重要就越没有定义，也就越需要作比喻，很多重要思想都通过比喻采用厊。比如老子的

“治大国若空小鲜”，孔子的“君子不恶”，孟子的“仁者如射”；等等，寄使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在西方社会学当中，最常见的“角色”概念，也是一个比喻，它借自戏剧。要说差序格局

与它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就是西方学术喜用死踗喻，中国学术喜用活肠喻。死隐喻开始也是从

活隐喻中转化而来的，由于它在学科中已经约定俗成，所以人们不把它当作隐喻来看。但中国学术

中的比喻大多没有约定。它们往往重视独特地或一次性地出现，而少有重复，也就不会向兛鸥喻上

转化。这或许是差序格局用比喻说明引起争论的深层原因。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恰当的比喻最容易引发深刻的洞见与启示。这也许比演绎、推理和

论证更为重要，因为它将启迪后者的思维方向。尤为重要的是，这比喻赋于了益序格局以动态性。按照费

孝通的说法：“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圈

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虽然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视角、方法

论，特别是隐喻方法上所表现出的动力学特点、无疑是费孝通留给中国社会学界最宝贵的学术财富。

(摘编自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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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认为，多数学者对差序格局的理解偏重“差”的维度而忽略“序”的维度，这并不符合费孝通的本意。

B.水波纹一圈一圈平行地推出的特点，比较适合用来描述平面的人际关系网，而不太适合用来描述立体的

社会结构。

C.材料二认为，阎云翔以及其支持者所揭示的“差序格局的问题”，本身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所以并不合理。

D.孟子的“仁者如射”与西方社会学的“角色”都用比喻的方法，不过前者具有独特性，后者具有约定俗成的

意义。

2.根据文本，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帕森斯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与费孝通的相关论述虽然有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定义方式明显不同。

B.隐喻手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些概念用隐喻来表述要比“直接说出来”更加

合适。

C.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学术对严格的逻辑演绎和推理不太注重，这一点从儒家核心概念都没有定义可以看



出来。

D.比喻方法在逻辑实证主义占上风时一度被否定和压制，如今它已经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提出严峻

的挑战。

3.下列各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支撑材料二最后一段的观点的一项是(3分)

A.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B.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C.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D.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4.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具体阐释体现其在研究方法上做到中西结合。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分)

5.材料一与材料二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二者看法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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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景

阎连科

有一方空院，很大，除了院坮的几个豁口，另外都还完整。院墙是用玉蜀黍秆苫着，日久天长，杄

都枯朽，雨水在墙上挖出许多小溪。然墙又总是不塌，路过的人都说，这墙要倒了。㫖却默默听着，直

挺了一年又一年。

院里住了一个老人。那年给她过生日，为着老人是六十七还是六十八，孩娃和媳妇吵红脖子。她自

己也说不清。可她喂了几只鸡，哪只鸡一天生蛋，哪只鸡隔日生蛋，那只鸡三日两蛋或两日三蛋，她心

里都写得明白。两日生三蛋的鸡不多，她这辈子仅喂过一个，时间还是十年前。眼下她喂了九只鸡，其

中一只是公鸡，有时收六个蛋，甚至七个，间或三个四个。主要是有只芦花母鸡野极，早上出窝，摸摸

有蛋，咕咕叫着，啄几个虫子，从残墙的水道钻出，回时天近傍黑，肚已空了，蛋不知丢进谁家。老人

将那水道堵了，它又蹬腿从綌口飞出，无论如何，不肯将蛋生在家里。

老人去找孩娃，要他把院菗浴口垒了。

孩娃一嘴承诺，说闲下将院墙换成砖墙。

说到是能够做到的，孩娃家的日子已经很富裕。几年前孩娃盖了三间楼屋，搬去住了，把娘留在老宅

守院。这几年孩娃又买了一盘电磨，从电磨中磨出一墙青砖，并不为难。老人每三日五日去孩娃家送一次

鸡蛋，每次都和孩娃说那丢蛋的芦花鸡。说多了，孩娃就说：“把那芦花鸡杀掉㫒啦。”老人一愣，再不说了，

便每天放鸡迟一两个时辰，待自己烧了饭，吃了饭，洗了锅碗，扫了门前院子，才去开那鸡窝的门扇，以

为鸡们出窝便吃，饱了懒得出门，也就不会丢蛋。可那芦花鸡却依然，饱了，扬扬翅膀，飞走生蛋了。也

曾几次，老人放鸡时，将芦花鸡抓在手里，关入蛋窝，可它至天黑都不生蛋。放它出来，它在院里打个转

儿，便旋出门外，将蛋急急生在路上。路面铁硬，它是跑着生的。未及卧下，蛋就落将下来，壳破了，一

地蛋黄，如新生的太阳坠在地上。

这是两年前的事。

如今芦花鸡已极少丢蛋。老人不再关它，而是放它出来，开圆犬门，随它去哪几，老人都紧紧跟着，

看它卧到哪儿，静坐死等，把蛋收回来。这芦花鸡丢蛋，并无一定地方，有时在东，有时在西，有时在草

间，有时在田边。每一处不过三日，它便烦了，必挨一新室。老人每天都为这鸡忙着，开了鸡窝门，撒了



粮食，站在一边，盯着芦花鸡，等它吃饱，从门缝挤出，摇头走去。老人便跟出门来，它快她快，它慢地

慢，走胡同，拐墙角，到麦场上的麦秸垛下，芦花鸡刨一窝儿，卧下了。老人就坐在麦场边上，昏黄的日

光晒着身子，直晒得她眼前金星飞舞、那芦花鸡才从麦秸窝里出来，并不咕咕声张，悄悄走了。

老人过来，拿了那暖手的鸡蛋，也走了。

鸡极有灵性，它第二天再到那麦秸窝里，不见了头天的蛋，四下里瞅瞅，便又挨了地方。或是野地

的一蓬草棵，或是山坡下的庄稼地里，再或是村头没人住的看菜藏的草庵，几乎一天换一场地。有时，

找不到鸥处，它就在村外转来转去，直转得老人肚饺头晕，走不动了，它才忽然钻进垛着的玉蜀乘秆下，

匆匆生下蛋来，悠悠去了。

老人终日忙在这丢蛋的鸡上。

可到今年开春，这鸡忽然不走大门了、任你把门开得怎样宽敞，它也要从陇墙的 口飞出，待老

人从门里出来，它己不知去了哪儿。

老人去找孩娃，要他把宻口垒上。

孩娃说老墙不值一垒，真塌了就垒砖墙。

老人没提芦花鸡又开始丢蛋的事，孩娃也没说杀鸡的话。如此，芦花鸡又丢了半个月的鸡蛋，老人

就又找到了它。把鸡从鸡窝放出来，搬几把粮食，她就走出院子，远远立在院墙滘口的别处，过不多久，

芦花鸡准从豁口飞出，脚一落地，从从容容，走出村街，到村头站上一阵，四顾无人，径直到田间机井

的房里。里面㨅地柴草，是生蛋的上好去处。老人第一次跟进房里收蛋，一下就收了十一个，然第二天

迟了一步，那鸡从门里进去，迅即从窗里飞出，钻进麦田不见了。

再往后，老人又找到了它的去踪，不是哪家的猪窝，就是村口旧磨盘的下面。

八月间，下了一场连阴雨，院墙终于塌了。

而过天晴，孩娃呆真拉了一车的肯砖过来，五日时间，高高的青砖院墙垒了起来，这老宅严严实实，

风雨不进。院墙垒起那日、芦花鸡试着飞了几次，终是没能飞过；来日又飞，仍是不过；七日之后，它

便不再飞了，和别的鸡一样，老老实实将蛋生在土坯垒的蛋窝。

芦花鸡不再丢蛋，老人先是一阵欣喜，腾出空儿来，立在门口，看看行人，看看田地，看看山坡，

看看天空。看了几日，渐觉一切都是看了几十年的，并无哈好看。不看了，又闲着手脚，觉得手脚都是

多余的东西。反不如每天跟在鸡后尾随着的好。

鸡不丢蛋了，她心里忽就空荡了。

可每日把院门打开，芦花鸡也不再外去，也许是老了，它总是慢慢随着鸡群觅食，随若鸡群咕叫，

随着鸡群生蛋。只是鸡蛋生得日渐少了，丢蛋时一日一个，不丢了三日两个，后来两日一个，再后，竟

三日五日一个，甚或七日八日一个，且蛋也愈加小了，最大的也才鸽蛋一般。

秋罢时，芦花鸡老死了，无疾而终。早上开窝，别的都陆续跳出，唯它稳着不动，老人仲手一摸，

鸡身都冰了。

至年底，老人得了一场说不清的病，几服中药未及熬完，就去了那边世上。

留下空空一奁院落，垒着高高的砖墙。

(有删节)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老人不清楚自己的年龄是六十七还是六十八，却清楚每只鸡下蛋的情况，表明鸡是老人的



独居生活的重心。

B.孩娃迟迟没有垒墙，因为觉得老 不值一垒；但老塯塌后他很快兑现诺言。小说有意突出其

人务实而讲信用。

C.老人不停地与芦花鸡进行周旋，在这一过程中，两个生命产生了互动，影响了彼此，最终形

成奇妙的共振。

D.标题“光景”兼有“光阴”与“风景”之意，通过文中多次出现的时间词和富有乡土气息的场景得

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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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的鸡蛋“如新生的太阳坠在地上”，这个带有夸张意味的比喻既体现了形似，也巧妙写出

人物内心的震动。

B.小说使用大量排比句、短句，做到整散结合、长短错落，灵动活泼的风格与芦花鸡表现出来

的“野”相得益彰。

C.小说以鸡写人，描写曾经桀骜不驯的它，老的时候只能选择随鸡群觅食，以此唤起社会对老

年人境遇的关注。

D.小说结尾“空空一套院落”“高高的砖墙”分别与开头“一方空院”、豁口的院墙呼应，但悲哀的

意味更浓。

8.小说用正侧结合、层层推进的写法表现芦花鸡的“野”。请结合文本分析。 (4分)

9. “反不如每天跟在鸡后尾随着的好”是理解小说人物与主题的一个关键。请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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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儋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遣首帅执矢思力入朝

为觇，自张声势云： “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返命。太宗谓曰： “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

則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哉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谪命。萧瑀、封德弃请

礼而遣之。太宗曰： “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逵囚之。太宗曰：“胡利闻我国家断有内难，

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牟其兵众，直至于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

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年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
退单马而进，隔津．与语，颉利莫能測。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見军容太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

请盟而退。

(节选自灵兢《贞观政要·征伐》)

材料二：

夫兵甲者，国家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刄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

之方，战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抖寽列也。是以勾践轪蛙，卒成

翁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志其务．也。孔子曰： “以不扳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

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节选自唐太宗《帝范》)



材料三：

汉武帝之告匈奴曰： “南越王头已悬阙下，单于能战，可来。”而匈奴远遁。故曰：“不战而屈人之兵。”

非不战也，战功成于彼，而威自仲于此也。中国之自寻兵也，则夷狄必乘之以讧。汉、唐之始，汉夷泰、

项而冒顿益骄，唐平僭伪而突厥方胯。何也?斗不出于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夫夷狄强弱之情势虽辽绝

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摅而类推之。谓驰突无刎之勇如风飙雨骤而不可御者，彼犹我也。中国能以其长，破

其阻，歼其众，得其君长，郡县．．其部落，则我亦犹彼，而彼何弗愦惴焉?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非夺之于

方战之谓也，夺之于未战之前。不战而屈，即战而已先馁，其纽败可八九得矣。

(节选自王夫之《宋论》)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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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若闭门 A自守 B虏 C必纵兵 D大掠 E强弱 F之势 G在今 H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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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渡口，与《桃花源记》 “后遂无问津者”的“津”意思相同。

B.就，被、受，与《劝学》 “金就砺则利”的“就”意思不同。

C.务，要务、事务，与《过秦论》 “务耕织，修守战之具”的“务”意思不同。

D.郡县，使……成为郡县，与《赤壁赋》“侣鱼虾而友麋鹿”的“侣”用法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两位可汗率领大军直逼京城，他们派遣的酋长执矢思力在入朝觐见时，通过虚张声势来给太宗施压，借

机窥探朝廷的虚实。

B.对突厥的使者，太宗敢于斥责、囚禁，而萧瑀、封德彝却劝说太宗要好好招待再遣送回去，表明两人对

突厥有所畏惧。

C.唐太宗能够以史为鉴，由越国培养军威而成就霸业、徐偃放弃军备终走向灭亡的史实，认识到“弧矢之

威”的重要性。

D.王夫之认为，夷狄和我方一样，会避免直接面对那些难以抵御的攻势；我方也可以与夷狄一样，凭借强

大的武力来征服敌人。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8分)

(1)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2)非夺之于方战之谓也，夺之于未战之前。

14.唐太宗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得益于其头脑清醒、举措得当。请结合材料分析。(5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两首宋诗，完成 15~16题。

初见杏花

梅尧臣

不待春风遍，烟林独早开。

浅红欺醉粉，肯信有江梅?

和梅圣俞杏花



欧阳修

谁道梅花早，残年岂是春?

何如艳风日，独自占芳辰。

15.下列对这两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梅诗前两句点题，诗人于早春时节雾气萦绕的树林见到刚刚开放的杏花。

B.梅诗以“醉粉”指代梅花，并以“肯信有江梅”暗示其花事已接近尾声。

C.欧诗以“岂是”来表示反问，明确反对世人认为残冬里也有春天的观点。

D.两诗一唱一和，都将杏花与梅花进行比较，也都有意突出早春杏花之美。

16.这两首诗借花来表达不同的哲理。请结合相关内容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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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在中国古代具有军事防御的重要功能，这从贾谊《过秦论》“

， ”两句就可以看出。

(2)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如柳永《望海潮》便以“ ， ”和“羌管弄 ，菱歌

泛夜”两组对偶表现杭州市民物质的充裕与精神的充实。

(3)古代诗词常常以“梦”为马，将梦的主体带到另一空间或另一时间，如“夜来幽梦忽还乡”, 又

如“ , ”。

三、语言文字运用(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2题。 (本题共 5小题，18分)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装点着。蝙蝠就是经典的吉祥图案，

在建筑、器物和服饰上随处可见。而蝙蝠图案之所以深受欢迎，主要是因为( 甲 )。蝙蝠还经常与

钢钱搭配，因为古代钢钱中间有方孔，俗称为“钱眼”，所以这一图衆宮意若“福在眼前”。

人们也将面貌同样丑陋的蜘蛛当作吉祥图案的原因是蜘蛛的别称“蟢子”中的“嬉”与“喜”谐音。

常见的图案是一只蜘蛛从蛛网上面垂悬而下，寓意着“ A ”。

以上例子都是用谐音法来创造吉祥图案的。不过，谐音法有可能导致表意不够明确，尤其是 (

乙 )。比如，一幅图上面有莲花、芦笙、桂花和儿童等图案，乍一看不知所云；再从读音的角度细

细琢磨，才 B ： “连生贵子”嘛！

除了谐音法，创造吉祥图案的方法还有象征法、文字法和符号法等。

象征法需要利用具有吉祥寓意的事物。比如，鸳鸯成双成对，象征着婚姻美满；石榴籽多，象

征着多子多孙；松柏长青，象征着健康长寿……

文字法直接用文字来表达吉祥寓意，比如“福”“寿” “喜”等字。经过艺术化加工，这些图案往往

体现书法之关或装饰之美。

符号法通过创造出来的符号表达吉祥寓意。第一种方法是将“喜” “寿” “回”等文字转换成图案。



①第二种方法是创造合体字，②比如“招财进宝”四个字，③巧妙组合成一个字。④利用符号法创造各

类图案，⑤深受人们喜爱，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喜庆场合。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集中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充分体现中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及高

超的艺术水平，具有深入人心的美学价值。

18.请将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改写成以“蜘蛛”为陈述主体的 4个短句。可以适当增删词语，但不得

改变原意。 (4分)

19.请在文中画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 (2分)

20.文中标序号的部分有两处表述不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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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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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字。 (4分)

22.学校举办“中国福文化”展览，你是一名志愿讲解员。请你结合右边

这幅图片，把解说词补充完整，不超过 100字。(4分)

同学们，图片正中间的“福”，是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有“天下

第一福”的美誉。结合文字四周的提示，大家能看出这个“福”字隐藏的

奥妙吗? “天下第一福”果然名不虚传。

四、写作(60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

“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可看作对饥饿感的一种描述。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日益丰富

的今天，饥饿感的缺乏是一件好事吗?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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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一次调研考试

语文 参考答案 (简版)

1. C
2. D
3. A



4.参考答案：

①费孝通采用了西方人类学的比较法，引进西方的“团体格局”来说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

②费孝通又使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差序格局”，这一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譬”的方法一脉相通。(每

点 2分,共 4分。)

5.参考答案：

①争论焦点：费孝通用比喻方法来阐释“差序格局”，是学术上的失误，还是学术上的贡献(或：是一种

遗憾，还是一种侥幸)。 (2分)

②原因： (1)材料一作者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主张概念必须用下定义的方式进行严格清晰的界定；

(2)材料二作者认识到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性，认为比喻方法能使概念内涵丰富，并赋予概念动态性(或：

恰当的比喻最容易引发深刻的洞见与启示)。 (4分)

(第一点 2分，第二点 4分，共 6分)

6. B
7. C

8.参考答案：

①正侧结合：正面描写芦花鸡的行踪不定，以及与人周旋时的从容淡定；侧面描写老人跟随之苦、寻

觅之难，衬托出芦花鸡的野。

②层层推进：描写芦花鸡的出行方式由钻下水道、走大门，变成非从豁口飞出去不可，而活动范围也

变得越来越大，表现芦花鸡越来越野。

(每点 2分，共 4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

9.参考答案：

(1)这句话写出老人的失落心理，她发现，如今生活比拣蛋的时候更安逸了，手脚却失去活力，内心也

变得无聊和空虚。由此可见，老人虽然老了，却希望保持身体的活跃与精神的充实(或：却是一个闲不住、

希望心灵有所寄托的人)。

(2)老人感到失落，主要原因是有豁口的老墙被高高的砖墙代替，这使得芦花鸡失去原本的野性，也导

致她失去追随的乐趣。由此可见，适度宽松的约束(或：相对自由的空间)有利于生命保持活力，而过于严

苛的限制只会扼杀生命的活力。

(每点 3分，共 6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的，亦可酌情给分。)

10. B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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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

12. B
13. (1)由此可知，弓箭(或：武器，战争)的威力，是用来造福天下百姓的，这就是用兵的真正要领。

(“弧矢” “利” 2分,大意 2分,共 4分。)

(2)这并不是指在战斗中压倒对方的气势，而是指在战斗之前就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方”“于”2分,

大意 2分,共 4分。)

14.参考答案：

(1)平时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不断地壮大军威。

(2)故意囚禁对方的使者，决不流露畏惧之意。

(3)单枪匹马与敌人对峙，表现对敌人的轻蔑之心。

(4)展示强大军容，打乱敌人计划，保持威压之势。

(要答出举措及其意图。一点 2分，两点 4分，三点 5分。)

15. C
16.参考答案：①梅诗：早春刚开的杏花要比残冬留下的梅花更加艳丽，可见新生的事物要胜过陈旧

的事物。②欧诗：梅花不能像杏花一样独占芳辰，是因为它开放在残冬而非春天，可见想要出类拔萃必须

抓住适当的时机。

(每点 3分，共 6分。其他答案言之成理的，亦可酌情给分。)

17.参考答案：

(1)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

(2)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3)示例 1：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示例 2：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示例 3：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示例 4：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示例 5：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示例 6：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示例 7：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示例 8：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示例 9：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示例 10：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如果没有体现“将梦的主体带到另一空间或另一时间”，不给分，如：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每空 1分，共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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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考答案】蜘蛛面貌同样丑陋，也被人们当作吉祥图案，是因为其别称为“嬉子”，而“嬉”与“喜”

谐音。

(要求以蜘蛛为叙述主体、前后连贯。注意第一句不要写成“蜘蛛的面貌”。每句 1分，共 4分)

19. A：喜从天降。 B：恍然大悟(或：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要求语意恰当，语法正确。每个 1分，共 2分)

20.参考答案：

(1)语句：②；修改为：比如把“招财进宝”四个字。

(备注：此处不能修改语句③为“被巧妙组合成一个字”。因为语句①与前面“第一种方法”照应，都以人

为叙述主体，这样修改使得“四个字”变成主语，会导致前后不连贯。)

(2)语句：④；修改为：利用符号法创造的各类图案。

(指出表述不当的句子并尝试修改，1分，正确修改，1分。只写序号不作任何修改，不给分。共 4

分。)

21.参考答案：

(甲) “蝠”与“福”谐音 (乙)多种图案组合时

(每句 2分，共 4分。意思相近即可。)

22.答案示例：

这个“福”字实际上是个合体字，包含“多”“子” “才”“田” “寿”等字，寓意“多子，多才，多田，多寿”。

一幅字能将这么多的吉祥寓意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既有着书法之美，又体现构思之妙。

(指出合体字及寓意，2分；指出构思巧妙与书法之美，2分。共 4分)

23.略

文言文参考译文

材料一：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的两位可汗——颉利和突利，率领着二十万大军抵达了渭水便桥的北面。他们派

遣了酋长执矢思力进入朝廷进行侦察，执矢思力故意夸大其词地声称：“两位可汗统率着百万大军，现在已

经到达这里了。”随后，执矢思力请求返回并报告情况。

唐太宗对他说： “我曾与突厥可汗当面订立和约结为亲家，但你们却背信弃义，我对此并无愧疚。你

们为何擅自率领军队侵入我的京城地区，还自夸强大?我应当先杀掉你以示惩罚！”执矢思力听后感到恐惧，

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则建议太宗以礼相待后将其遣送回去。但唐太宗说： “不能这样。如果现在放他

回去，他们肯定会认为我们害怕。”于是下令将他囚禁起来。唐太宗接着分析道： “颉利听说我们国家最近

发生了内乱，又听说我刚即位，所以率领军队来到这里，认为我不敢抵抗。如果我关闭城门坚守不出，敌

人肯定会放纵士兵大肆掠夺。当前形势的强弱，关键在于我们的应对策略。我将亲自出城，以此表示对他

们的轻视，同时展示我们的军威，让他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战斗；出乎他们的意料，打乱他们的原计划。制

服匈奴，就在此一举了。”于是，唐太宗独自骑马前进，隔着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无法揣测唐太宗的意图。

不久之后，唐朝的六路大军相继赶到。颉利看到唐军阵容强大，又得知执矢思力已被囚禁，因此感到非常

害怕，于是请求订立盟约后撤退。



材料二：

兵器甲胄，是国家的凶器。国家虽然领土广阔，但如果喜好战争，就会导致百姓疲惫不堪；中原地区

虽然安宁，但如果忘记战备，民众就会陷入懈怠之中。使百姓疲惫并不是保国安民的方法，让民众懈怠也

不是应对外敌的策略。战争这种手段不能彻底废除，也不能频繁使用。因此，在农闲之时要组织军事演习，

以训练军队的礼仪和威严；每隔三年要整顿军队，以明确军队的等级和编制。正因如此，越王勾践能够激

励将士，最终成就了霸业；而徐偃王却放弃了武备，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越国注

重培养军威，而徐国却忘记军备这个根本。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去作战，这是抛弃他们，让他们

去送死。”由此可知，弓箭(武器)的威力，是用来造福天下百姓的，这就是用兵的真正要领。

[注]勾践轼蛙：相传，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打仗，将士斗志不足，恰好勾践的战车下有一只青蛙蹲坐在

雨里，怒目而视，威风凛凛。于是勾践命令停车，行“轼礼”，向这只怒蛙表示敬意。身旁的人迷惑不解，

勾践解释道：“我盼望军队士气高涨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还没有人令我满意。青蛙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动物，

见到敌人却能鼓腹而怒，所以我要向它致敬。”将士因此感奋不已，从此莫不拼死报国。后因以“越王轼蛙”

为激励士卒锐气之典。

材料三：

汉武帝对匈奴宣告说：“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悬挂在宫阙之下，单于如果能战，就尽管来。”而匈奴听后却

远远逃遁。所以说： “不战而使敌人屈服。”不是不进行战斗，而是战功在那里完成，威势自然从此处显露。

中原王朝如果自己挑起战争，那么夷狄必定会趁机作乱。汉朝、唐朝的开国之初，汉朝与秦、项争斗时，

匈奴冒顿单于更加骄横；唐朝平定伪政权时，突厥正肆意驰骋。为什么呢?因为夷狄看到中原内部争斗不

休，就知道中原的力量已经疲弱。至于那些夷狄国家的强弱情势，虽因相隔遥远而无法了解，但也可以用

心揣摩而进行类推。认为奔驰突进、无法控制的勇猛，如同风飘雨骤般无法抵御，他们和我方是一样的。

如果

中原王朝能发挥长处，突破他们的阻碍，歼灭他们的军队，俘获他们的首领，将他们的部落设为郡县，我

方也像他们一样，他们又怎能不感到恐惧不安呢?兵书上说：“用兵时要必须抢先在声势上压倒对方。”这并不

是指在战斗的过程中要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而是在战斗之前就要先压倒对方。这样就使得敌人未开战就屈

服，等到战斗开始已经先失去了勇气，那么他们战败的可能性就有八九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