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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冈中学 2022 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

语文试卷

命题教师：徐 欢 金 婵 徐 勇 审题教师：陈 湘

考试时间：202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00-11:30 试卷满分：150 分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共 5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 1～5 题。

文本一：

曹丕提出了“文气说”，并且用这种观点来评论作家，指出他们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上的

主要特征。他在《典论·论文》中论“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又说“孔融体气高妙，

有过人者”“徐干时有齐气”。在《与吴质书》中评价刘桢“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这些评论

都是比较确当公允的。清人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盛称“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

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又称徐干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这里“体气高妙”与“卓荦遒亮”，显然都是赞他的文风气格奇高；而“雍容静穆”也自然是纡

徐舒缓的“齐气”了。应该说，曹丕“文气说”中，对作者个性、作品风格的差异的探讨是极

有意义的。

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代文学批评影响极深远，文气之说从他一直到清代，都是我国文学

批评上的一种重要理论。刘熙载指出：“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其

实不唯韩、柳、刘勰，宋之欧、苏诸公直至清之桐城派，都很看重这个“气”字，就是刘熙载

自己，在《艺概》中，不拘论诗文，论词曲，论赋，就连论书法也常常强调“气”。他在论文时

说：“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他在论诗时主张“学太白诗，当学其体

气高妙”。他又这样论赋：“邹（阳）枚（乘）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邹阳狱中上书，气

盛语壮。”当然他所说的“气”，有的是指文章的气势，不完全同于曹丕的“文气说”，但这也足

见“文气说”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何等巨大。

虽然曹丕注意到了作家作品的风格独特性，但他过分强调了作家的气质才性，而没有看到

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就是对作家的气质才性，他也把它看成是不可变更的，

是“不可力强而致”的。人的气质不等于个性，气质只能使人的个性带有一定色彩，个性是个

人的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方面心理特征的统一体。个性特征是在人的素质的基础上，在

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影响下，通过其本身的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就是气质特点也能

在外界影响下，通过实践活动而有所改变。曹丕把作家的气质才性看成是不能变更的，并过分

强调它对创作风格的决定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他之后的人们，一方面接受他文气说的正

确部分，另一方面也逐渐注意到并弥补了它的不足。

（摘自李树吉《由<典论·论文>简论曹丕的文气说》）

文本二：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第一个以文气论文学的。他在《典论·论文》中论道：“文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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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

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命题。这种“气”

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音乐曲调节奏虽然相同，但一到行腔运气，

便有或巧或拙的千差万别，这是先天禀赋造成的，就是父兄也不能传授给子弟。曹丕在人们已

用“气”来评述人物、用“气”来说明与文有关系的乐和言辞的基础上，用“气”来论文，提

出“文以气为主”，并以“气”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

宽泛，是指评论对象总的风貌、给人的总的印象与感受。曹丕以“气”论文同样如此，所谓“气”，

类似于现在所谓个性、风格，当他说某位作家具有某种气时，自然是就其作品而言的，但也兼

指作家本人的气质个性。在他看来，文气与作者的气质个性是一致的。这从他在《典论·论文》

《与吴质书》中对建安七子的评价便可看出。曹丕“文气说”说明了文学与人、文学与自然环

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要求作家尽情地显示自己的气质个性，抒发自己的情怀，形成

独特的风格。这反映了汉魏之际经学束缚解除之后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也是对这一

时期文学创作重抒情、重个性的特征的理论概括。他提倡“文以气为主”，是对长期统治文坛的

依经立体、讽上化下的传统理论的突破。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

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

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曹丕的“文气说”对

后代影响极大，自他以后，历代以“气”论文者代不乏人，文气遂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

重要范畴，文气论也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摘自陈碧娥《<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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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以文气论文学的第一人，他的这一学说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

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B.曹丕和刘熙载对孔融和徐干两人作品的评价基本相似，认为前者文风气格奇高，后者文风纡

徐舒缓。

C.用“气”评述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系的乐和言辞的现象早于曹丕的“文气说”，且其内容较

为宽泛。

D.曹丕“文气说”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错误地把作家的气质才性看成是不能变更的，并过

分强调气质才性对创作风格的影响。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曹丕评价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可见他对两人认可程度远不及孔融和徐干。

B.刘熙载所说的“气”比曹丕“文气说”的范畴更广，对后世的影响也比曹丕“文气说”更大。

C.曹丕用吹奏音乐做类比，形象地阐述了“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因人而异的道理。

D.有读者说阅读李白的文章能从中看出他的性格特征，这种说法是符合曹丕“文气说”的。

3. 下列各项中的“气”，不属于材料中所说的“气”的一项是（3分）（ ）

A.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

B.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C.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己亥杂诗》）

D.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4. 结合材料内容，谈谈你对“文气说”内涵的理解。（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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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则材料都涉及曹丕的“文气说”，侧重点有何不同？（6分）

（二）现代文阅读 II（共 4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 6～9 题。

瓦猫（节选）

葛亮

宁怀远从蒙自刚来到昆明时，在翠湖边上看到一株梨花。很大，风吹过来，就落了一地，好像

雪一样。后来，他无数次对荣瑞红说起这株梨花树。荣瑞红说，我们龙泉镇①，什么花都有，就是

没有梨花。

后来，宁怀远在滇池边上，听一个拉胡琴的唱，“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他又想

起这株梨花，想起满天飞的白，却怎么也记不起树的样子了。

荣瑞红倒记得清清楚楚。那年夏天，蓝花楹开得正盛。黄昏时候，村里头来了一个人，敲开他

们家的门。荣瑞红应了门，见是高个儿中年人，穿着青布衫子。蜡黄脸，满脸胡须。这人操官话，

有两湖口音，口气温和，问荣瑞红家里头有没有要出租的屋子。荣瑞红就喊她爷爷。荣昌德老汉走

出来，敲着烟袋锅，眯眼看来人胳膊底下夹着两本书，就问，先生，你是昆明城里来的教授吧？

那人点点头，说，小姓闻。荣老爹回，我们家的耳房刚租了出去。最近来我们镇上问的，都是

昆明城里的教授和学生。日本人的飞机把读书人都折腾坏了。全城都在跑警报。走，我陪你去问一

问。

荣老爹带着这个先生，顺着金汁河畔的小路，挨家挨户一路问过来。天擦黑了，这先生在一户

人家门口停下，抬头看看说，这房子好。“三间两耳倒八尺”。荣老爹说，可不，正正经经的“一颗

印②”。

敲开了门，一看，小院干净开阔，房子也通透。用的石材、木料都考究得很，楼板和隔墙板还

未装完，眼见是新起的房子。闻先生怕人家不舍得，但还是说了来意。屋主说，好。钱不打紧，您

看着给。这屋子刚建好，您不嫌弃，下周就能住进来。

闻先生看他爽快，也很高兴。屋主说，都说昆明城里造了新大学，来了许多教授。北方来的。

要是不打仗，我们请也请不来你们。

荣瑞红才知道，这个闻先生，不是替自己找房子，是要替他们大学找个地方，盖个研究所。

要装修这个房子，镇上不缺人手。可这闻一多先生，一个瓦匠窑工也不请。他和另一个姓朱的

先生，撸起袖子，带着几个年轻人，自己干。

荣老爹就说，他们开不了伙。囡儿，新烧的饵块③，给他们送些去。

荣瑞红就拎着一只篮子，装几只碗给他们送过去。闻先生客气，要给她钱。她躲过去。

待装修好了，闻先生请村里的木匠刨了一块木板，刨得又平又光。他对青年说，怀远，去龙头

村的弥陀寺，找冯先生，给咱研究所题个名。

黄昏的时候，“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牌子就挂起来了。

屋主来了，看了又看，说，这字可真好。可这屋上了椽子，要住进人，其实还缺了一样。

闻先生说，愿闻其详。

屋主笑笑，这得麻烦您找荣老爹问一问。

当天后晌，宁怀远第一次见到了瓦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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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荣家老爹捧了一只黑黔黔的物件走过来。走近看，是个陶制的老虎。那老虎身量小，但

样子极凶。凸眼暴睛，两爪间执一阴阳八卦，口大如斗，满嘴利牙，像要吞吐乾坤的样子。老爹捧

得稳稳的，神色也肃穆。宁怀远记起朱先生讲应劲的《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里头有神茶

郁垒执鬼以饲虎的一段，说虎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他想，这大概是一只和房宅相关的神兽。

他便大声感叹说，好凶的镇宅虎啊。

旁边的荣瑞红手里拿着红菱子，本也是肃然的，听了怀远的话，倒噗嗤一声笑出来，说，读书

人的见识大。阿爷的瓦猫变了老虎。

荣老爹回头瞋她一眼，说，死囡儿，不说话当你哑巴吗？

这时，在宅前的端公，是本地的巫人。穿玄色的长袍，头戴锦帽，手里执了木剑。他捉来一只

毛色绚亮的雄鸡，口中念念。旁人听不懂，大约是消灾瑞吉的咒语。随即出其不意，低头猛咬住公

鸡的鸡冠。血便由肥厚的鸡冠流淌下来。端公唤来荣老爹，协他把住挣扎的雄鸡，将鸡血一一滴在

瓦猫的七窍，即眼、鼻、口、耳处，又在那大嘴里放入松子等。这端公即刻手势利落，将鸡宰杀了，

在院内的锅里烹煮。

半个时辰取出，直立于钵中，这鸡头须仰视屋宇檐角。端公遂点香祭之良久。最后，踏梯上屋

顶，恭恭敬敬，才把瓦猫安在脊瓦上。

宁怀远看这端公，一场“开光”下来，大汗淋淋，像是脱了形。瓦猫坐在房上，凛凛地望着他

们，竟让人有些敬畏。当地的人，经过了倒都要驻足，合掌默立。半响，向主家道喜，才离去了。

言语间皆轻声细语，像是怕惊动了什么。看得宁怀远心里也穆然起来。屋主帮着他们一一安置好了，

这才和闻先生告辞。一边说，先生，这屋子就交给您了。临走时，他又点上三支香，插在香炉里，

阖目拜了一拜，才道，这瓦猫既上了房，逢农历初一、十五，点香祭供，先生莫要忘了。

当晚上，闻太太将冯太太从弥陀寺请过来，说一起包饺子，庆乔迁之喜。

闻太太将一簸包好的饺子又下到锅里，说，你那边住得可好？等我这忙完了也去看看。

冯太太说，我本来不信鬼神，可那山坡上孤零零一座庙，住着总是不踏实。

闻太太说，你还是常来走动，跟我做伴，也多个照应。

冯太太叹口气道，不是我迷信。我倒听说，这村里的房子除了庙，都要请尊瓦猫，才算清净了。

我刚一进门，看见你们房梁上坐了一尊，那叫个威风。 （有删改）

【注】 ①龙泉镇，是以荣老爹为代表的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世代传承之地。 ②一

颗印，也称“一口印”，住房建筑形式之一，它由正房、耳房（厢房）和入口门墙围合成正方如印

的外观，俗称“一颗印”。 ③饵块，云南当地的一种小吃，用饵块包裹起来的馅饼。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荣老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闻先生来找房子的时候，虽然他家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还是热

情地陪闻先生挨家挨户一路问。

B.屋主不在乎租金将自己新起的房子租给闻先生，荣老爹让荣瑞红给闻先生他们送饵块，都体

现了龙泉镇人至真至纯的人情美。

C.给镇宅的神兽瓦猫“开光”的过程庄严肃穆，在场的人都轻声细语，经过的人驻足合掌默立，

表现了人们对瓦猫的敬畏。

D.小说气氛轻松愉快，祖父对孙女的嗔怪，闻太太和冯太太包饺子等生活场景的叙写充满生活

气息，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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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说开头描写了翠湖边的梨花，后面在“蓝花楹开得正盛”的季节展开故事，营造了一种宁

静幽美的意境，增添了小说的美感。

B.小说通过外貌、语言、行动、心理描写刻画闻一多先生的形象，寥寥数语，却让人读出了闻

一多先生一路跋涉、筚路蓝缕的艰辛。

C.小说的行文节奏疏密有致，找房、装修、待客等情节较为舒缓，利于表现人情美；瓦猫“开

光”则稍显急促，利于表现敬畏之情。

D.小说语言清雅冲淡，叙事温润平和，既典重温雅又细致入微，语言的力度与分寸的拿捏都恰

到好处，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抒情美学。

8. 小说采用了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其中宁怀远、匠人祖孙是虚构的。这种写作手法

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4分）

9. “瓦猫”在小说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请简要分析。（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共 5 小题，20 分）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太守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

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初，军从济南步入关，关吏．．予繻①。军曰：

“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②，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③，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

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

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

万里同风。偃巡封城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藏，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

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偃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偃穷诎。

当发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④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

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

画吉凶于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上奇军对，擢

为谏议大夫。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曰：“愿受

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

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选自《汉书·终军传》）

注：①繻：一种帛制的通行证。②传：符信、凭证。③制：帝王的命令。④横草：使草倒下。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

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B.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

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C.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

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D.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

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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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博士，古为官名。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

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

B.关吏，指管理关市或守关口的官吏，也可指海关的官吏。这里的“关”指函谷关，关吏也就

是把守函谷关的官吏。

C.社稷，土神和谷神的总称。分言之，社为谷神，稷为土神。土神和谷神是在以农为本的中华

民族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

D.南越，是秦末至西汉时期位于中国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权。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

权，它奠定了今日岭南的基本范围。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终军十八岁就被选为博士弟子。他去长安上书过关时，拒绝接受通行证，认为自己此去一定

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不会再返回。

B．当要派使者前往匈奴时，终军表示：自己早有冲锋陷阵之心，现在愿意出使匈奴，全力以赴，

当好使者的助手，保证完成任务。

C．徐偃受命出使外国，不遵守法纪，事后还巧言狡辩，终军受命审理此案，严厉地驳斥了徐偃，

使他理屈词穷。

D．终军请缨赴南越，并且成功地完成了说服南越王的任务，但因为南越发生了内乱，使他功败

垂成，年仅二十多岁就为国捐躯。

13.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

（2）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

14.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之语，终军有着满腔的报国心愿，请概

括文本中体现这种心愿的事例。（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5～16 题。

萤

张舜民

江皋萤火故辉辉，仍解穿帘夜点衣。

但取见时增意思，莫嫌生处太卑微。

月明敢向星中乱，天黑偏能雨里飞。

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归。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开篇“我”欣慰于流萤多情，它们读懂“我”的心意，穿帘落在“我”的衣襟上。

B．结尾“我”嗔怪流萤无情，它们明知“我”将离开却偏来牵惹愁思，加重离乡感伤。

C．诗人将个性风采和主观感情色彩融入物象流萤之中，使诗歌物我交融，情志深沉。

D．诗人虽流露迁客之意，但更对社会人生多有思考，思想闪烁理性光芒，给人启迪。

16．这首诗中的流萤给“我”怎样的人生启迪？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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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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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中，以“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设喻，得出“ ，

”的结论，强调了学习的意义。

（2）《送东阳马生序》中，作者勤于抄录，在寒冬砚台结冰、“ ”的情

况下，依然不敢懈怠；向前辈请教时“ ”，非常谦虚。

（3）“扁舟”是中国古诗文中的常用意象，出现频率非常高，古人常常借此表情达意，如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 I（共 3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 题。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每到春节，最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醇厚味道就是年味儿。正

因如此，传递年味儿、营造年味儿、惦记年味儿，是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也反应着

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

春节期间，国博开设“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观众 于喜乐氛围的同时，还可以

喝到嫦娥奔月拉花的咖啡、吃到大盂鼎模样的雪糕。庄重的文化殿堂与红火的节日民俗

，带给人们别具一格的体验。如果说“博物馆里过大年”是激活传统文化的主场，那

么春节文创就是与现代生活 的市场。今年是农历虎年，上海博物馆开发出虎年“岁

岁平安”帆布包、虎运青松挂毯等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推出虎年创意折叠红包以及龙虎纹鼓

座摆件等新春特色文创……这些别出心裁的“文创年货”，包含虎虎生威的寓意、吉祥如意的期

望，在传统底色上描绘现代色彩，在传统语境中进行现代表达。

新春佳节，是日常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文化积淀的精彩纷呈。( ）。烟花爆

竹燃放得少了，万家团圆的喜庆氛围却丝毫不减；铺张浪费的 渐渐消失，清新简约

的仪式层出不穷。春节“新的打开方式”，既有文化的张力，也有时代的活力，共同烹制年的味

道、诠释年的意义。

18．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3分）（ ）

A.徜徉 不期而至 休戚相关 恶习

B.流连 不期而至 息息相关 恶习

C.徜徉 不期而遇 息息相关 陋习

D.流连 不期而遇 休戚相关 陋习

19．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

A.或许年的味道不断变化，始终如一的是年的意义

B.年的味道或许不断变化，但年的意义始终如一

C.或许年的意义始终如一，但年的味道不断变化

D.不断变化的或许是年的意义，但年的味道始终如一

20．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

A.正因如此，营造年味儿、惦记年味儿、传递年味儿，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也反映着

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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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因如此，惦记年味儿、营造年味儿、传递年味儿，反应着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也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

C.正因如此，营造年味儿、惦记年味儿、传递年味儿，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也反应着

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D.正因如此，惦记年味儿、营造年味儿、传递年味儿，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也反映着

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二）语言文字运用 II（共 2小题，11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 题。

很多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导致一些鱼类和许多爬行动物的性别比例日益失衡。以大多数种

类的海龟为例，如果卵在高于 26°C 的温度下孵化， ① 。有科学家通过数据推算，

到 2100 年，在绿海龟种群中，雌性的比例将从目前的 52%增加到 76%～93%。与海龟雌性越来越

多相反，在有些动物中， ② 。有科学家预测，认为到 2085 年，新西兰大蜥蜴将不

再能孵化出雌性个体。新西兰大蜥蜴绝不是因此而面临灭绝危机的唯一物种，受温度影响而改

变性别比例的鱼类，在全球变暖环境下也正在繁殖出更多的雄鱼。那么，既然 ③ ，

它们的祖先又是如何躲过温度持续上升的极端气候环境的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动物并没有

在温暖的气候中“坐以待毙”。当环境温度上升时，它们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避免自己陷入绝

境。比如，雌海龟开始更早地筑巢产卵，赶在气候更凉爽的时间内完成繁殖孵化。2019 年发表

的一项研究表明，海龟胚胎很可能会在卵内自行移动，寻找更凉的一端，而这一行为在决定它

们自己的性别方面很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应对策略可以帮助这些动物减少环境变暖对它

们整个种群的影响。

21. 请在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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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字。（6分）

22. 请用一段话归纳文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转折关系的句子，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 65

个字。（5 分）

四、写作（60分）

22.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材料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是“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彰显了奥运会团结

世人克服挑战、共创人类未来的力量，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也反映了在

当前疫情挑战下，世界渴望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共同心声。

材料二 习近平在《2022 新年贺词》中说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的三位航天员

正在浩瀚太空‘出差’，海外同胞仍在辛勤耕耘，使领馆、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

生仍在勇毅坚守，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奉献。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

“一起向未来”能带给人们关于生活、关于责任、关于生命、关于世界的很多启示。请结

合材料，联系中学生自身的生活或时代，以“与 一起向未来”为副标题，写一篇作文

表达你的感受和思考。

要求自选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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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