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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考湖南卷试题分析是指在高考结束后，结合高考考生的成绩全样本统计和作答具体情

况，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命题处组织命题及教育测量学专家从试卷特点、试卷结构、试题命题立

意、试题详解，以及相关数据比较等多角度对高考湖南卷试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客观与细致的

分析。通过对高考试题的分析，命题专家对高考试题的命制，包括选材、题型选择、赋分及设

题等进行深度反思，对改进来年命题进行细心规划。高考试题分析不仅是对命题本身的全面评

价，更重要的是对我省高中学科教学改革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考是高利害性考试，在客观上对高中毕业班的学科教学和考生复习备考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高中课程改革实施后，高考全面体现课改精神和成果，增大了高考对中学学科教学的影

响。如何实现既要确保高考语文卷的选拔功能，而且还能对语文学科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

用，这是语文命题煞费苦心的地方。高考试题分析含蕴了命题的思想和基本思路，反映了命题

追求和试卷特色，是高考命题过程的部分再现。

高考的主要功能是选拔，受时间和试卷长度的控制，试卷的内容不可能全面覆盖考生学习

的内容，只能是通过抽样来考查考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选取哪些考试内容，以怎样的题型呈

现，如何更好地、更客观地、准确地考查考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是语文命题研究的工作重点，

高中课程改革实施之后，高考语文命题稳中求变，在保持高中课程改革后高考湖南卷特色的同

时根据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变化和考生的实际对语文试卷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高考试题分析

完整呈现了高中课程改革后高考语文试卷的变化过程和每年试题的特点。

湖南省第一次将高中课程改革后的高考试题分析合编在一起，但不是进行简单的集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湖南卷试题分析是建立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试题分析的基础之上，结

合２０１３年，将４年高考湖南卷试题分析进行的整合，阐述了湖南省实施高中课程改革后高考４
年来坚持的命题指导思想和命题基本思路，介绍了语文试卷的特点及风格追求，分析了４年的

语文试题，比较了试题的相关统计数据。与往年试题分析相比，在内容上增加了考查目标、试

题设计、相关数据比较等内容，在结构上按年份以大题模块的顺序进行构架，在表述上统一了

在同一题型上的不同形式等。

对语文学科教学改革来说，认真研究高考能够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考生复习备考来

说，认真研究高考试题分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高考试题分析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实用

性和针对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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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试卷综述

　　湖南省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全面实施新课程实验，与此同时，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命题准备工

作开始启动。新课改高考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遵循新课改精神，体现新课改理念，适应新课改

变化，贴近新课改实践”的高考命题的总体要求。

语文命题组承担了《中学实施新课程标准后的高考语文命题研究》（全国教育考试“十一五”

科研规划课题）的研究。课题组成员集中学习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领会了新课程的精髓，重新

审视了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及外省高考语文试卷，特别总结了２００４年高考分省命题以来湖南卷的

得失，深入不同地区高中听课、座谈和调查，了解新课改在本省各地实施情况，为适应新课程的高

考语文命题作了充分而扎实的准备。

２０１０年高考湖南语文卷与新课改接轨，迄今为止，已有４年。４年来，我省高考语文命题始

终坚持“稳中渐进，务实创新”，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全面贯彻新课程理念，有计划地调整命题思路，

改变试卷结构，并结合我省课程改革的成果，推出新题型以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以期更好地完

成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新生这一任务，同时对我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命题指导思想

遵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精神，“以高等学校人才选择要

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坚持“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的

原则，充分体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理念，充分展现湖南省中学语文课程改革新成果，围绕“知

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命题，“稳中渐进、务实创新”。

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考试大纲》）、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制定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考试说明》），以及我省统一

使用的普通高中语文教材为依据，考查考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以及语文应用能力，审

美、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等。

二、命题思路

在确保试题的检测功能的基础上，湖南卷坚持“格调典雅、内涵厚重、语言优美、结构匀称”的

命题特点和“青春、阳光、温馨、和谐”的命题风格。

在确保试卷的效度、信度和区分度的基础上，坚持试卷结构、题型和难度的大体稳定，探求尽

可能接近考生实际水平与能力的检测功效。

００１



在确保知识科学严谨、考点布局合理的基础上，坚持新课标指引的“自主性阅读”和“探究性

学习”的方向，以能力立意，考查考生的语文素养和学习个性。

三、考试内容

按照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规定的必修课程中“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目标的“语文１”

至“语文５”五个模块，选修课程中《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小说欣

赏》《新闻阅读与实践》《文章写作与修改》五个模块，组成考试内容。

四、试卷结构

考试时间１５０分钟，满分１５０分。试题类型主要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古文断句题、古文今译

题、简答题、论述题、写作题等。试卷分为必考部分和选考部分。

表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湖南省高考语文卷试题数量、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分值

大题数 小题数 选择题分值 非选择题分值

２０１０年 ７题 ２２题 ３３分 １１７分

２０１１年 ７题 ２１题 ２７分 １２３分

２０１２年 ７题 ２１题 ３０分 １２０分

２０１３年 ７题 ２１题 ３０分 １２０分

　　语文试卷结构４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的调整

之后（尤其是选择题数量和分值），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试卷结构和赋分保持不变。

表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湖南省高考语文卷题量与赋分

必考内容 选考内容

语言文

字运用

文言文

阅读

古代诗歌

鉴赏与古

诗文默写

现代文（论述

类、实用类）

阅读

现代文（文

学类）阅读
写作 选做题

２０１０年 ５小题，１５分 ５小题，２２分 ２小题，１３分 ３小题，１２分 ４小题，２２分 １小题，６０分 ２选１，６分

２０１１年 ４小题，１２分 ５小题，２３分 ２小题，１２分 ３小题，１２分 ４小题，２２分 １小题，６０分 ２选１，９分

２０１２年 ４小题，１２分 ５小题，２２分 ２小题，１３分 ３小题，１０分 ４小题，２１分 １小题，６０分 ２选１，１２分

２０１３年 ４小题，１２分 ５小题，２２分 ２小题，１３分 ３小题，１０分 ４小题，２１分 １小题，６０分 ２选１，１２分

　　语言文字运用题的题量和赋分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有所减少；选做题赋分逐年增加，从２０１０年６

分到２０１１年９分直至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１２分，保持了两道小题任选做１道的考查形式；其他

题型和赋分均坚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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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卷特点

（一）以“纲”为纲，科学选拔人才

严格遵循《考试大纲》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务实创新”的原则，湖南语文卷的试卷结构与

国家卷保持基本一致，考试内容不超出《考试大纲》规定的范围。贯彻《考试说明》“根据高校合格

新生应具备的语文素养，考查考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以及考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

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精神。关注考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个性，充分尊重考生基础性学力、发

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试题命制科学严谨，尽可能公平、公正地面对所有考生。强化实用性、

探索性和开放性的题型设计，科学设定难度。实现能力立意，开放地考查考生的语文知识和能

力，实现对不同层次的考生群体进行合理区分，实现对创新型人才的科学选拔，为高等学校选拔

合格新生服务。

（二）体现课改精神，凸显语文课程特点

命题理念全面体现新课改精神，试题命制反映新课改成果，紧扣素质教育主线，以社会发展

为根本旨趣，将考生个人发展和国家人才培养需要相结合，始终把考查考生的探究能力、应用能

力以及创新能力放在重要位置。注重考试内容的时代性，保持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脉搏相

一致，拓宽考试内容的综合性，在坚持语文学科本位的同时，体现出学科知识的综合与渗透。题

型设计符合新课标的整体要求，反映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基本属性，实现“知识和能力”“过

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的统一。命题贴近高中语文教学实际，与高中语文教

材紧密联系，考试内容兼顾高中语文必修和选修课程内容，强调基础，重视选择，全面考查考生的

语文综合素养，努力对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推进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坚持审美价值取向，彰显湖南特色

试卷主干材料讲究文化内涵丰实，注重科学和人文精神对考生的积极影响。其他材料讲究

鲜活灵动，注重来源广泛和语言表达优美。材料之间讲究搭配合理，气韵贯通。坚持追求经典，

注意凸显昂扬向上的时代特征、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鲜活灵动的审美情趣、开拓进取的创新意

识，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高雅审美情趣，倡导高尚精神生活。试卷在整体上呈现出

比较开阔的时代视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实现选拔功能的同时，关注考生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

展，达到鼓励考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试卷结构积极借鉴国家卷和其他省市卷，

结合湖南实际，形成了“经典、青春、美”的鲜明特色。

六、整卷数据

根据现代教育测量理论和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要求，高考语文试卷的难度控制在０．６～０．６５
为宜。

００３



图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湖南卷难度
除了２０１１年试卷难度上升到０．６９之外，其他三年语文卷的难度都基本控制在０．６２左右。

图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湖南卷平均分

２０１１年全省语文平均分超过了１００分，达到了１０３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平均分
保持在９２～９４分之间，并呈现出缓步上升的态势。

图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成绩分数段分布

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高考语文平均分为１０３，难度为０．６９。２０１１年高分考生的人数明显多于其他三年。

除开２０１１年，从高分段考生来看，无论是１２０～１２９分数段还是１３０分以上的考生人数，２０１０年

均远远大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３年相较２０１２年有所增加。在难度和平均分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高分段人数应保持一定的数量。

图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湖南卷各大题难度

从整体上来看，２０１１年各大题的难度值明显大于其他三年，４年试卷各大题难度值均高于

０．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各大题的难度值均在０．４～０．７之间，难度适中，２０１１年第三大

题和第四大题的难度值高于０．７，为容易题。

图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湖南卷各大题区分度

从整体上来看，４年试卷各大题区分度值均在０．４～０．８之间，均表现出有较高的区分度。

第一大题，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区分度相对较低；第二大题，２０１１年区分度最好，２０１２年相对较

低；第三大题，区分度值４年比较集中；第四大题，２０１２年区分度最好，２０１３年相对较低；第五大

题，除了２０１２年相对较低之外，其他三年基本持平；第六大题，２０１２年最高，２０１０年相对较低；第

七大题，区分度值４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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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试题分析

一、语言文字运用

（一）考查目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要求考生“能围绕所选择的目标加强语文积累，在积累

的过程中，注重梳理”，能“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调动自己的语言积累，推

敲、锤炼语言，表达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语言文字运用”的考查着眼于语言知识的积累和运用，要求考生能识记基本的语言知识，掌

握常见的语言表达技巧；要求考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归纳、梳理语言文字的规则”“发现

语言文字表达中的错误并予以纠正”“对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对语言文字应用的创新和规范化

有较好的理解和认识”。

注重考查考生的语文应用能力，一般采用选择题的题型。

（二）试题设计

表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语文湖南卷第一大题设置情况

考　点 题量 赋分

２０１０年 辨识字音、辨识字形、成语运用、辨识语病、语意衔接 ５题 １５分

２０１１年 辨识字音、成语运用、辨识语病、语言表达 ４题 １２分

２０１２年 辨识字音、辨识字形、语言表达、语意衔接 ４题 １２分

２０１３年 辨识字音、辨识字形、辨识语病、语意衔接 ４题 １２分

　　“语言文字运用”主要集中在第一大题进行考查，设题采用选择题的形式。四年来坚持着眼

于考查考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语料选择注意时代感和广泛性，兼顾社会、科技、文化、

经济等各个领域，体现了对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关注。

２０１０年设５道小题，赋１５分，从２０１１年开始设４道小题，赋１２分。２０１０年第５小题从古

代诗歌语句承接的角度考查衔接，２０１１年没有考查错别字，第４小题选择短信交际的内容来考

查语言表达的得体。２０１２年没有考查辨识病句，第３小题用遗失启事的材料考查语言表达的简

明和得体。２０１３年没有考查成语的运用，第４小题在语段中考查语句的衔接。

辨识语音，要求考生对多音字、音近字、读音特殊的形声字等易读错字的读音进行判断，考查

范围以常用字为主。一般情况下，考虑到语音题是语文卷的第１小题，且是考生高考的第１小

题，因此该题的难度设置都比较小。４年的试题均考查“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多为词语中字的

读音，两字词和四字成语组合，２０１３年增加了三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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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字形，要求考生识记现代常用规范字的字形，包括区分形近字、同音字等，强调正确规范

地书写汉字，不写错别字，考查范围为现代常用规范汉字。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要求考生在

给出的词语中找出没有错别字的选项。２０１１年没有考查这一考点。

词语使用，要求考生能从意义、语法功能、词义轻重、适用对象、感情色彩等方面对提供考查

的词语细加区别，正确理解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能根据具体语境正确使用词语。考查中不

仅有词语使用是否正确的问题，还有是否使用得更好的问题。考题所选均为使用频率较高、不冷

僻的词语。

辨识病句，要求考生平时养成规范使用汉语的习惯，能通过结构分析或逻辑判断，或语感来

准确判断《考试说明》规定的“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

辑”等类型的病句。

语言表达，以“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为目标。考查考生根据内部语境（上下文、

文体特征、句式、词语之间的搭配和使用习惯等）和外部语境（语境交际中的各种情境条件，如交

际的目的、场合、方式，说话者的身份、职业、处境，受话者的身份、年龄、经历等）选用恰当词语、句

子表情达意的能力，考查考生对句式整齐、音韵和谐、顺序合理等方面知识的掌握与运用等。设

题联系实际，贴近生活，清新活泼。

（三）试题详解

２０１０年

１．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Ａ．祥
獉
瑞ｘｉáｎɡ　　　馥

獉
郁ｆù　　　　窈

獉
窕ｙǎｏ　 　 　蟾

獉
宫折桂ｃｈáｎ

Ｂ．聪颖
獉
ｙǐｎɡ 仰慕

獉
ｍò 芳馨

獉
ｘīｎ 龙驹凤雏

獉
ｃｈú

Ｃ．幽婉
獉
ｗǎｎ 荣膺

獉
ｙīｎɡ 醇

獉
美ｓｈúｎ 岁稔

獉
年丰ｒěｎ

Ｄ．涟漪
獉
ｙī 富庶

獉
ｓｈù 澄

獉
澈ｃｈéｎɡ 万壑

獉
争流ｈｕò

【答案】　Ａ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Ａ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Ｂ，“聪颖ｙǐｎɡ”“芳馨ｘīｎ”“龙驹凤雏ｃｈú”读音正确。“仰慕”的“慕”正确

读音应为“ｍù”，容易受其声旁“莫”的干扰而误读成“ｍò”。此项为错误项。

选项Ｃ，“幽婉ｗǎｎ”“荣膺ｙīｎɡ”和“岁稔年丰ｒěｎ”读音正确。“醇美”中“醇”的正确读音应为

“ｃｈúｎ”，容易受方言影响而误读成“ｓｈúｎ”或“ｘúｎ”。此项为错误项。

选项Ｄ，“涟漪ｙī”“富庶ｓｈù”“澄澈ｃｈéｎɡ”读音正确。“万壑争流”中“壑”的正确读音应为

“ｈè”，容易受方言的影响而误读成“ｈｕò”。此项为错误项。

２．下列各句中，有错别字的一句是

Ａ．湖南地处内陆而不能被内陆意识束缚，位居中部而不能甘居中游，这是毋庸置疑的。

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的恢弘气势和精彩表演，强烈地震撼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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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之誉的景德镇瓷器，备受消费者青睐。

Ｄ．候鸟们凭着体内孕藏的惊人能量，一路搏击风雨，书写了万里迁徙的生命奇迹。

【答案】　Ｄ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识记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字形”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Ａ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Ａ，“束缚”的“缚”容易误写为“搏”。区别这两个字，要从字义入手。“缚”

有“捆绑”义，其形符为“纟（糸）”；而“搏”现代汉语常用义为“搏斗、对打”，其形符为“扌（手）”。

“毋庸置疑”的“置”容易误写成“质”，“置疑”与“质疑”虽读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置疑”义为“怀疑
（多用于否定式）”，而“质疑”则是“提出疑问”。

选项Ｂ，“震撼”的“震”与“振”读音相同，容易混淆；“撼”与“憾”音同形近，也易混淆。掌握
“震撼”的规范形体，要从意义入手，“震撼”一词为“震动、摇撼”的意思。“震”为“震动”义，“振”为
“摇动、挥动”义；“撼”即“摇”义，跟手的动作有关，形符为“扌（手）”；“憾”的意思为“失望、不满

足”，指一种心理活动，故形符为“忄（心）”。本选项还应注意“恢弘”的写法，“恢弘”可写作“恢

宏”，“恢弘”为推荐字形。“恢弘”的“恢”与“挥”字读音相同，形体相近，也易混淆。“恢弘”的“恢”

为“广大、宽广”义，“挥”为“挥舞”义。

选项Ｃ，“声如磬”形容敲击瓷器时发出的悦耳声，这里的“磬”指一种“古代打击乐器”，《说

文》：“磬，乐石也。”这种乐器是石头（玉石）制成的，故“磬”的形符为“石”。“磬”与“罄”音同形近，

容易混淆，要注意区别。《说文》：“罄，器中空也，从缶，殸声。”后引申为“尽、用尽”，成语“罄竹难

书”中的“罄”，就是此义。“磬”与“磐”的形体也很相近，也易混淆，应注意区别。“磬”与“磐”区别

在形体的上半部，即两字声符不同：“磬”的声符为“殸”，而“磐”的声符为“般”。“备受”的“备”似

乎也可以写成“倍”，“备受”或“倍受”都好像说得通，但从全句的语义看，只能写作“备”。“备”表

示“完全”的意思，“倍”则表示“加倍”的意思，即表示程度比原来深得多，但整句并没有前后比较

的意思。“青睐”的“青”容易写成“亲”，这是音近造成的误写，要注意区别。“青睐”用来比喻喜爱

或重视，不能写成“亲睐”，没有“亲睐”的说法，可以联系“青眼”“白眼”两词帮助识记、理解“青睐”

一词的含义。

选项Ｄ，“孕藏”的“孕”应为“蕴”。“孕”为“怀胎、身孕”的意思，“孕”和“藏”凑成一个词，语义

上说不通。“蕴”为“包含、蓄积”义，“蕴藏”词典义为“蓄积而未显露或未发现”，句中指“蓄积而未

显露”。“书写”似乎也可作“抒写”，《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这两个词。“书写”即“写”的意思，“抒

写”为“表达和描写”义，从全句看，应写作“书写”。此外，“迁徙”的“徙”与“徒”形体相似，容易混

淆，要注意区别。此项为错误项。

３．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
獉獉獉

的一句是

Ａ．中国国家馆在东方的晨曦里，在美轮美奂
獉獉獉獉

的世博园建筑群中，发出耀眼的中国红。

Ｂ．大力倡导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开发高效低耗无污染的新能源，政府责无旁贷
獉獉獉獉

。

Ｃ．在飞驰的高速列车上，人们津津乐道
獉獉獉獉

地谈论着乘坐高铁出行带来的快捷与方便。

Ｄ．万涓聚作河，便有了一泻千里
獉獉獉獉

的豪放；江河汇成海，便有了一望无际的壮阔磅礴。

【答案】　Ｃ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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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选项Ａ，“美轮美奂”，本形容房屋高大华美而众多，后也用来形容装饰、布置美

好漂亮（轮：高大；奂：众多）。用“美轮美奂”来修饰“世博园建筑群”，准确生动。“美轮美奂”使用

正确。

选项Ｂ，“责无旁贷”指自己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别人（责：责任；贷：推卸）。在当今全球变暖，

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倡导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开发低耗高效无污染的能源”，政府应承担

起这些责任，与“责无旁贷”意义吻合。“责无旁贷”使用正确。

选项Ｃ，“津津乐道”意思为“对某事兴趣浓厚，乐于谈论”。津津：兴趣浓厚的样子。道：说。

“津津乐道”用来修饰“谈论”，语义重复。“津津乐道”使用错误。

选项Ｄ，“一泻千里”本用来形容江河水流迅猛，后也用来形容诗文、言语、唱腔等气势奔放。

句中的“涓”指细小的流水。流水虽细小，但千万条涓涓细流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大江长河，便会
“一泻千里”。“一泻千里”使用正确。

４．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
獉獉獉獉

的一句是

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推动全球人力、资本、信息等生

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优化。

Ｂ．有氧运动是以增强有氧代谢能力为目的的耐力性运动，它可以有效地锻炼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吸收、输送氧气。

Ｃ．许多水果都有药用功效，如柠檬中含有柠檬酸、柠檬多酚及维生素Ｃ等成分就具有很强

的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Ｄ．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永远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它并不随着农业自身发展

阶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答案】　Ｄ
【命题立意】　本题考查考生“辨识病句”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Ｅ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Ａ，有语病，属成分残缺。该句是一个复句，有两个分句，“随着经济全球

化进程不断加快”是状语，“国际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是“推动全球人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

加速流动、优化”的前提。在这个复句中必须有“从而”之类的词语放在“推动”之前，以明确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自然衔接，防止误解。

选项Ｂ，有语病，属搭配不当。该句是一个复句，分句②结构上有语病，“锻炼”是一个名宾动

词，即它只能带名词性宾语，不能带谓词性的宾语，而“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吸收、输送氧气”为

谓词性主谓短语。

选项Ｃ，有语病，属结构混乱。句子把“柠檬中含有柠檬酸、柠檬多酚及维生素Ｃ等成分”与
“柠檬中的柠檬酸、柠檬多酚及维生素Ｃ等成分具有很强的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两句杂糅在

一起，造成了结构混乱。最简单的修改方法是在原句“含有”一词的后面加上“的”字。

选项Ｄ，没有语病，此为正确项。该句是一个承接复句，有两个分句，前一个分句的主语是
“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安全”。全句可以压缩为“让老百姓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是任务，它并

不改变”，无论是主干还是枝叶部分均无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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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下列选项中的诗句填入《到京师》一诗画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　　　　　　　　，此是春来第一声。

Ａ．落红满地乳鸦啼　　Ｂ．柳梢听得黄鹂语　　Ｃ．春山一路鸟空啼　　Ｄ．楼阁新成花欲语
【答案】　Ｂ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Ｅ级。

【试题解析】　诗题为“到京师”，在古代士人的眼中，京城往往负载着他们的政治希望，来到

京城，仕途似乎就有了希望。诗歌首句“城雪初消荠菜生”，点出地点和时令，京城的雪刚刚融化

完，几处丛生的荠菜就已冲破泥土，崭露出勃勃生机。诗人所设之景正是其内心情感的流露。在

初春之际，满目萧瑟，一丝新绿往往给人带来惊喜，这是生命勃发的象征，其中也蕴含着希望。次

句“角门深巷少人行”，以环境的寂静衬托出诗人境况的冷落，大有“贫在闹市无人问”之慨。末句
“此是春来第一声”，从正面点出春天来临的信息，表露了诗人历冬逢春的新鲜感和惊喜之情，也

蕴含着诗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

选项Ａ，“落红满地乳鸦啼”，描写的是落花满地、幼鸦鸣叫的暮春景象。虽然“啼”与末句之
“声”可照应，但暮春景物的描写显然与本诗的初春时节不合。所以，选项Ａ不合适。

选项Ｂ，“柳梢听得黄鹂语”，一声清脆的鸟鸣从柳树的枝头传来，打破了所有的沉寂。一个
“语”字，使原本无情的黄鹂变得善解人意。淡淡的绿色已使诗人又惊又喜，而善解人意的黄鹂发

出的鸣叫，就更令诗人感到惊喜，黄鹂所语其实就是诗人的心声：尽管仕途艰难，但现在来到京

城，希望就在眼前。“柳梢听得黄鹂语”与“此是春来第一声”语义相连，承接自然。所以，选项Ｂ
最合适。

选项Ｃ，“春山一路鸟空啼”，“春山”描写的是“山”而非“城”，与作品所描写的地点“京师”冲

突；“空”字表现的是失意惆怅，与全诗流露出的欣喜之情相悖。所以，选项Ｃ不合适。

选项Ｄ，“楼阁新成花欲语”，与末句“此是春来第一声”几乎找不到意义上的联系，显然欠妥。

所以，选项Ｄ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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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Ａ．揖
獉
让ｙī　　　　山岚

獉
ｌáｎ　　　　彤

獉
云ｔóｎɡ　　　　满腹珠玑

獉
ｊī

Ｂ．阆
獉
苑ｌàｎɡ 盛馔

獉
ｚｈｕàｎ 敛衽

獉
ｒèｎ 未雨绸缪

獉
ｍｉù

Ｃ．遒
獉
劲ｑｉú 毗

獉
连ｂǐ 盥

獉
洗ɡｕàｎ 鸢

獉
飞鱼跃ｙｕāｎ

Ｄ．翰
獉
墨ｈàｎ 睿

獉
智ｒｕì 奶酪

獉
ｌｕò 撑天拄

獉
地ｚｈǔ

【答案】　Ａ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Ａ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Ｂ，“阆苑ｌàｎɡ”“盛馔ｚｈｕàｎ”“敛衽ｒèｎ”读音正确。“未雨绸缪”的“缪”的

正确读音应为“ｍóｕ”，因“缪”是多音字，还有“ｍｉàｏ”“ｍｉù”等读法，作为姓氏时读“ｍｉàｏ”；表“错

误”义时，读“ｍｉù”，如“纰缪”。此项为错误项。

选项Ｃ，“遒劲ｑｉú”“盥洗ɡｕàｎ”和“鸢飞鱼跃ｙｕāｎ”读音正确。“毗连”中“毗”的正确读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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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ｐí”，容易受其声符“比”的干扰而误读成“ｂǐ”。此项为错误项。

选项Ｄ，“翰墨ｈàｎ”“睿智ｒｕì”“撑天拄地ｚｈǔ”读音正确。“奶酪”的“酪”的正确读音为
“ｌàｏ”，容易受方言影响而误读为“ｌｕò”。此项为错误项。

２．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不恰当
獉獉獉

的一句是

Ａ．山廊慢转，曲径轻摇，柳色乍染，黄莺初啼，几间茅屋在白云深处若隐若现，这一切令人耳
獉

目一新
獉獉獉

。

Ｂ．故乡的槐树，成簇成片，遍布四野，似乎散漫凌乱，却又井然有序；似乎千篇一律
獉獉獉獉

，却又各

具情致。

Ｃ．满耳的阵阵蛙鼓，激昂亢奋地噪闹着，将静夜和旷野喧嚣得如同这季候一般，热情洋溢，

生机勃勃
獉獉獉獉

。

Ｄ．野花肆意开放，花丛间常可见一对对小而伶俐的麻褐色野兔，在那里追逐嬉戏，天真烂

漫，活灵活现
獉獉獉獉

。

【答案】　Ｄ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Ｅ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Ａ，“耳目一新”指听到和看到的都变得很新鲜。句中描写的是初春山里

的美景，逶迤的山脉，崎岖的小路，白云深处若隐若现的茅屋，刚刚泛绿的柳树，初春第一次听到

的黄莺的啼叫声，这一切都让人的听觉和视觉产生了很强的新鲜感。“耳目一新”使用正确。

选项Ｂ，“千篇一律”，本指诗文的体裁、格式相同，后用来比喻事物形式呆板雷同，没有新意。

从语境看，成片成簇的槐树看起来是“井然有序”的，似乎显得有点儿呆板雷同，这里使用的是引

申义，写的是一种看着相似的感觉。“千篇一律”使用正确。

选项Ｃ，“生机勃勃”中的“生机”指生命力、活力，“勃勃”指旺盛的样子。形容充满生命力并

富有朝气。句子采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描写夏季的蛙鸣。将阵阵蛙鸣比作咚咚作响的鼓声，青

蛙激昂亢奋的噪闹，使静寂的夜晚和旷野热闹得如同火热的夏季，充满了热情和活力。“生机勃

勃”使用正确。

选项Ｄ，“活灵活现”形容描绘得逼真、形象，让人感到跟真的一样，但不是真实的。句子运用

拟人的手法，写在花丛间追逐嬉戏的野兔，活泼而天真，这是实写，野兔的动作和神情都是真实

的，与“活灵活现”的语意表达效果不合。从整个语句看，作者是想表达野兔的天真烂漫、活泼灵

动，而“活灵活现”并无此语意。故“活灵活现”使用错误。

３．下列各句中，有语病的一句是

Ａ．“感动中国”将镜头对准生动的现实生活，聚焦于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解

读了平凡中的伟大。

Ｂ．微博一经推出，就以其强大的即时通信功能，受到了广大网民的追捧，它正有力地介入我

们的社会生活。

Ｃ．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关注工资待遇外，对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条件也越发重视，那些环境

恶劣、保障缺失的企业，他们将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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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我国广大有志

青年提供了创造精彩人生的广阔舞台。

【答案】　Ｃ
【命题立意】　本题考查考生“辨析病句”的能力。能力层级为Ｅ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Ａ，没有语病。该句是一个复句，有３个分句，②③分句省略了主语“感动

中国”。分句①“将镜头”是介词短语，在谓语“对准”前作状语，分句②“于……主体力量”是一个

介词短语，作“聚焦”的补语。全句结构完整，分句层次分明。

选项Ｂ，没有语病。该句是一个两重复句，分句①②与③为并列关系，是第一层，阐述微博
“一经推出……受到网民的追捧”“正有力地介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分句①②为第二层，是承接

关系，副词“一经”与“就”配合使用，表示经过某个步骤或行为后，产生了相应的结果。“以”是介

词，与“其强大的即时通信功能”构成介词短语，作“受到……追捧”的状语。

选项Ｃ，有语病。该句是一个并列复句，分句①中“除了……”“对……”是介词短语，作“重

视”的状语，分句②的句首“那些环境恶劣、保障缺失的企业”按理说是状语，但其前缺少了表示引

进对象的介词“对，对于”，结果导致该分句的主语“他们”指代不明，既可认为“他们”指“新生代农

民”，也可认为是指“那些环境恶劣、保障缺失的企业”，而从全句语义看，只能指“新生代农民工”。

选项Ｄ，没有语病。该句是一个较复杂的单句，主语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复杂的并列短语，谓语部分是“为我国广大有志青年提

供了创造精彩人生的广阔舞台”。全句从句法结构和逻辑关系上看，均是正确的。

４．下面是某校校庆前夕，四位校友发给联络办老师的短信，其中语言表达得体的一项是

Ａ．获悉母校华诞，甚喜，届时定拨冗出席庆典，特此通知。

Ｂ．因事务繁忙，恐难以按时光临母校参与庆典，深表歉意。

Ｃ．虽身体欠安，但一定准时前往母校列席庆典，谨此奉告。

Ｄ．因航班取消，故不能及时赶到母校参加庆典，敬请谅解。

【答案】　Ｄ
【命题立意】　考查考生“语言表达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的能力。能力层级为

Ｅ级。

【试题解析】　选项Ａ，“拨冗”“出席”“特此通知”等词语的使用都不得体。“拨冗”是带有文

言色彩的客套话，指请对方推开繁忙的事务或工作，抽出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在句中用于指自

己，使用对象不当，不得体。“出席”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有时也泛指一般人）参加会议。

句中的“出席”用于指自己参加庆典，有抬高自己身份的嫌疑，显得不谦虚，不得体。“特此”是公

文用语，表示特地在这里（说明、布告、通知等）。“通知”指把情况、要求告诉别人。“特此通知”用

在校友发给母校老师的短信中，语境不当，不得体。

选项Ｂ，“光临”“参与”等词语的使用都不得体。“光临”是敬辞，用于称宾客到来。含有“宾

客到来给主人以光荣”的意思。如曹植《七启》：“不远遐路，幸见光临。”在句中用于指自己“光临

母校”，使用对象不当，不得体。“参与”指参加（事务的计划、讨论、处理）。庆典是一种庆祝典礼，

使用“参与”一词，搭配不当，不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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