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大新高考联盟 2024 届高三 11 月教学质量测评 

语 文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并将

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填写在本试卷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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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作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上，书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 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3 题。 

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凭空产生，其渊源有自。从历史发展的脉络

来看，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官学、

私学紧密相关，私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

而“君子”是联结二者的一个重要概念。 

所谓官学，是指周朝官方之学，官学受教育的对象主体是贵族子弟，

也包含平民百姓。官学主要教授《诗》《书》《礼》《乐》。官学的

教授内容与孔子开创的私学之教并非没有关联，孔子曾教诲其子孔鲤

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 ，以及传授七十子之

徒“礼乐之教”，都说明了私学和官学的共通性。开办官学的目的并



非单纯地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选士”。但官学随着周室的东迁而

逐渐没落，春秋时期，官学已经严重失能。 

至孔子时代，官学失能现象愈演愈烈，孔子曾说“学在四夷”，感叹

官学的没落。官学没落，私学便乘势兴起并延续了官学的职能，先秦

儒家君子观念正是在这一趋势下，经由孔子的大力推动得以发展。孔

子大力提倡私学，主张君子“文”“质”兼备——“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论语·雍也》)，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不

过，应该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有关“君子”的培养理念，

与周代的官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首先，从培养目的上看，官学追求“德行”“道艺”与孔子提倡的“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相一致。开办官学本身是“兴贤”之举，是为了

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所以对“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

重“道艺、孝悌、仁义”在官学失能后并没有彻底消失，儒家将其延

续下来并使其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孔门对“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

对“道艺”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迹中亦有体现。从“德行”“道

艺”来看，孔门培养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学生，和官学的教育目标

相一致，既有“德”又有“艺”。后世往往将“君子”视为抽象的道

德概念，实则与先秦儒家的理念不甚相符。 

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官学主张“顺先王《诗》《书》《礼》《乐》

以造士”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相一致。孔子对

《诗》《礼》的重视，于孔鲤承庭之训可见一斑。《诗》学、《礼》

学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仍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在当时的宴会饮酒、朝



聘祭祀、诸侯盟会等政治活动中，无不渗透着《诗《礼》精神，如孟

瘙子曾嘱咐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孔子的《诗》教、《礼》

教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与周制在当时仍然施行有关。孔

子教育理念中“文质彬彬”之君子是集仁、知、勇三达德于一体的贤

能之士。 

再次，从官学的“兴贤”职能来看，官学通过三年一期的“大比”之

制，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保证。

官学下移后，士人入仕往往借助师长的荐举，如孔子“使漆雕开仕”、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等。这些通过师长举荐的士人，需要得到师长

对其“德行”与“道艺”的肯定，否则是无法被荐举的。战国时代儒

家对弟子“德行”“道艺”的要求则更加严苛，要求弟子“言必称师”

“不悖师说”，否则绝无入仕之可能。 

（摘编自马爱菊 官学下移与君子“文质彬彬”》)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私学传承了官学的部分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理念将官

学、私学联结起来。 

B.官学没落只能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私学的兴起，使先秦儒家的“君

子”观念得以发展。 

C.后人常常认为“君子”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这与先秦儒家的理

念完全不相符。 

D.孔子注重教授《诗》《书》《礼》《乐》，可能是想培养出“文质

彬彬”的君子。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开宗明义，明确“君子”理念联结官学与私学的重要性，再紧

扣“君子”行文。 

B.文章在展开论证时，注重将官学和私学进行关联分析，以凸显二者

的紧密联系。 

C.文章先阐述官学和私学的共通性及私学兴起的背景，然后从三个方

面进行论证。 

D.文章除了运用道理论证外，还运用了举例论证，论证详实而又有说

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与私学不同，官学并不是为了普及国民教育，更重要的是为国家选

拔优秀人才。 

B.孔子主张君子应该“文”“质”兼备，这是对周代官学理念的直接

传承。 

C.官学对“德行”和“道艺”有明确要求，使得孔子特别重视培养弟

子的“德行”和“道艺”。 

D.如果师长肯定了某人的“德行”与“道艺”，他就可能被师长举荐

而入朝为官。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2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4～6 题。 

几千年来，人们把从水中捕获的鱼带到人类世界主要有两方面的用途。

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把它当作食物。捕鱼来吃的观念已经



根深蒂固，所以在英文里，“鱼（fish) ”和“捕鱼（fish) ”是同一

个词。然而，“鹿”和“猎鹿”却不是，“野猪”和“猎野猪”也不

是同一个词。捕捞野生鱼类是一种古老的技能。在日本冲绳县的一个

洞穴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个距今至少有 3 万年之久、用贝壳制成的

鱼钩。在北京近郊，人们也发现了一具 4 万年前的人类骨骼化石，对

其进行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个原始人吃了很多来自河流湖泊的鱼。 

如今，全球渔业每年捕获的鱼约达 1万亿条至 3 万亿条，这些鱼为世

界上大约 1/3 的人口提供了主要的白质来源。对渔民而言，特别是从

事小型渔业的渔民，他们的生活仍然与鱼的生命息息相关。但对于大

多数消费者来说，尤其在高收入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不清楚自己吃的

食物来自哪里。在英国，近 1/5 的儿童认为炸鱼条是用鸡肉做的。通

常，一条鱼死去很久之后，人们才能接触到它。这时，它的头、鳍、

器官和骨头已不见了，只剩下用塑封袋整齐包裹着的残余部分，或是

用罐头密封起来的残骸。同样，就像牛排不会让联想到哞哞叫、正在

咀嚼食物的牛一样，那些白色和粉色的肉片也几乎不可能让人联想到

一条野生的活在辨别鱼类时，这种认知断层则更为明显。我们都知道

牛长什么样子，但对许多鱼的外表仍然很陌生。在英国，人们每年吃

掉 7 万吨大西洋鳕鱼，即大约每人吃掉 1 公斤，但只有 1/3 的海鲜消

费者能认出这种 2米长的鱼。它们的身长比人类的手臂要长得多，身

体表面有闪闪发光的青铜色斑点，下巴上挂着与山羊相似的白色胡子。

只有不到 1/5 的英国消费者能分辨出长满斑点、身体扁平、两眼突出

向上、嘴巴扭在一起的是鲷目鱼，而身形似子弹、通体银色、长有宽



大嘴巴的是鲲鱼。以上这些还都是餐席上最受欢迎的鱼类，就更别指

望人们能够认出那些只偶尔出现在菜单上、鲜为人知的鱼类了。比如

海鲂，俗称多利鱼，这种鱼背鳍上的棘形如“莫西干头”发型，古铜

色的皮肤上布有大理石花纹以及带金边的大斑点；还有一种鲂鱼，全

身呈猩红色，身体两侧各有 3条手指状的鳍条，用于感知海底的食物。 

除了我们吃的鱼，还有一些鱼因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为人所知。在

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有关于鱼的故事，它们讲述了人们对这些深海

居民的固有印象和常常相互矛盾的情感。神话中的鱼既可能是善良友

好的，能给它们的人类同伴带来好运、繁荣、复兴和智慧；也可能是

暴躁易怒且危险可怕的，就像变幻多端的恶魔，能引发洪水、暴风雨

和地震。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是作为惩罚，神仙们会变成一条鱼，

或是双腿变成了鱼尾。在许多国家，原始版本的美人鱼故事通常阴森

恐怖，令人不适。那些被驱逐的女人逃到水里，化身为美人鱼，然后

诅咒、折磨遗弃她们的人类，并引诱他们去死。安徒生笔下的小美人

鱼非常渴望改变自己半人半鱼的样子，于是心甘情愿与海妖做交易，

割掉舌头，将鱼尾换成一双人类的腿。她觉得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碎

玻璃上，却心甘情愿忍受这种痛苦。 

这些故事大多反映了人们难以理解鱼类的心理障碍，因而更谈不上喜

欢甚至同情。鱼类似乎缺少任何我们能够解读并理解的情感，它们的

嘴唇没有微笑的弧度，只是一成不变地噘嘴，仿佛永远在发脾气。当

你把手放在一条活鱼身上时，可能感觉像在触碰超市冷冻柜里的死鱼

一样冰冷，这种冰冷的感觉不像任何活物能够散发出来的（并非所有



的鱼都是冷血动物）。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之所以不愿在海里游泳，

是因为害怕碰到冷冰冰、黏糊糊的鱼。要克服这种恐惧，最好的办法

不是任由这些臆想中的鱼游过，对其视而不见，而是把头埋进水里，

仔细瞧瞧它们。 

（摘编自海伦·斯凯尔斯《鱼的好奇心：关于生命、海洋及一切》，

王小可、谭然译） 

4.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考古学家在日本冲绳县发掘出一个用贝壳制成的鱼钩，在北京发现

吃过鱼的人类骨骼化石，都可证明早期人类生活与鱼有关系。 

B.渔民熟悉鱼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之相关，而多数消费者不清楚

自己吃的鱼类的来源，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食物的味道。 

C.在英国，大约每人每年会吃掉一公斤大西洋鳕鱼，令人遗憾的是，

只有部分海鲜消费者能认出这种身长比人类的手臂长得多的鱼。 

D.在许多国家，原始版本的美人鱼故事并非人们如今普遍听到的那样，

通常是阴森恐怖、令人不适的，有的版本的美人鱼甚至是邪恶的。 

5.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人类捕获鱼的最重要的用途是食用，这一观念历经数千年而未曾动

摇，但“猎鹿”“猎野猪”与“捕鱼”的目的完全不同。 

B.文章第二段引用具体数据说明多数鱼类消费者对鱼的陌生，并分析

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缺乏从活鱼到鱼肉的联想能力。 

C.对于餐桌上最受欢迎的鱼类，很多消费者尚且不能识别，就更别指

望他们能够认出偶尔出现在菜单上的海鲂、鲂鱼之类的鱼了。 



D.海伦·斯凯尔斯认为，人们因为害怕碰到冷冰冰、黏糊糊的鱼而不

愿去海里游泳，而且她认为这种恐惧心理是有办法可以克服的。 

6.关于鱼的故事能反映出人们大都存在难以理解鱼类的心理障碍，你

如何理解这种心理障碍？请根据本文概括说明。（6分） 

（三）文学类文本阅读（本题共 3小题，15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7～9 题。 

家 书 方 敬 

近郊的村庄都驻满了军队。我们学校也来了两排人，他们暂时在这里

静候命令。 

四年了，他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战争到战争，但他们仍艰苦地

干着。 

午后休息时，篱笆旁有三个兵正起劲地争论着。 

“四川不好，天干没有收成，米贵得要命，你看湖南的米多便宜。”

一个说。 

“四川不好？哪个说没有收成？这两年半收，你不晓得，是奸商园积，

想发国难财，米才贵的。”另一个不服气地反驳着。 

“四川有些山高水低的好地方呢。”第三个说的倒是句老实话。 

我站在后面失声笑了。三个回头看见我在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们开始谈着。那个说四川不好的，个小精悍，说话急促，是地道的

湖南人。当我问这个部队哪省人最多时，他便骄傲地说：“当然是湖

南人！”那个年轻的四川人说：“我看哪个队伍也少不了四川人。” 

那个默默不语的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老一点，结实本分，没有军人的气息。他盘坐在草地上，卷着烟叶，

善良地笑着。于是我故意引他开腔：“你打过仗没有？” 

他摇摇头，脸红了，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也许他在想一个军人怎能

没打过仗呢。 

年轻的四川人说他从前在乡下种庄稼，也是四川人。 

我说我也是四川人。 

“你？”老点的兵似乎不大相信：“这连还有一个四川人，没有在，

一共三个四川人。” 

他纯粹的土话流露着家乡味，一份乡情便从口音传到了心里。 

此后偶尔碰见，彼此总笑着打个招呼。站岗时，他背着枪踱来踱去，

每逢我经过，他多少带点羞怯。有一次，他同一个弟兄在桥头闲谈，

远远看见我，就偷偷指着我说：“他也是个四川人！” 

元旦晚上，我去打水，碰着那个老点的同乡，打了个招呼，我顺口说： 

“今天过年。” 

“乡下人只会过旧历年。” 

“你有几个年没有在家里过了？” 

“就一个。说起年，我就想起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 

“你也常接到家里的信吗？” 

“没有，从来没有接到。”他自己倒发过单挂号①，在湖南，在广西

发过。都没有回信，不晓得收到没，他怪惦念的。我安慰他：“收总

是会收到的，有回信你也收不到，你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 

“嗯嗯！”他觉得说得对：“家里老二也跟我一样不识字，他也会请



我写过一封信。多好一个人！” 

“你常写信回去就好了。” 

“嗯，接不到信，我还是要常写信回去，不要让家里人担心，这回我

想寄封航空信回去，不然到了××，那地方更远，寄信收信都不容易。”

他好像在自白，突然一转：“航空的邮费多少？” 

“四角一，平常航空，挂号要八角。”我回答。 

“嗯嗯，”他点头，好像理会了，口里算着：“几天可以到？” 

“快两三天，乡下就难说了。”他点头，好像在想着什么。 

一个下午，房门外忽然有人的响声，仿佛想敲门又怕敲门，我把门打

开，呵，那位老实的同乡严肃地站立着，好像要向长官报告似的。他

下垂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几张信纸，他是来让我替他写家信的。我请

他坐，但他无论如何都要站在我的桌旁，我便说：“把你的意思说说

吧。”“没有别的，”他说：“只是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他用心用

意地慢慢地细述了一遍，时断时续。 

我愿做个忠实的记录，想着又问着，写着又念着： 

“从前寄回的两封挂号信不知收到没有，没有接着回信，挂念得很。

儿离家后，到湖南，到广西，现在又到了云南，一年来儿的身体都平

安，千万请放心！” 

他点头，默默地笑着。 

“母亲在家里不要太劳神操心，大小事情都可让老二管。如家用不够，

叫老二多拿点钱回家，也可以找姐夫帮帮忙。儿的饷很少，每月剩下



能尽孝。把敌人打走就好了。” 

写到这儿，我的笔停住了。他又说：“还有我走了人手不够，是找哪

个在做活路？今年庄稼有几成收？” 

“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没有？”我问。 

他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我也毫不在意地微笑着。他踌躇好一会，才

吞吞吐吐说： 

“还有阿毛的妈要好好孝敬婆婆，料理家务事，抚养三个孩子。” 

把信写完了，我又从头至尾念了一遍，他感谢地点着头：要得，要得。

我问他知道邮政局不，知道怎样寄不，他摇摇头。他说托人去寄，军

人不能自由上街，礼拜天也只能在附近。我当即说：“我替你寄好了。”

起先他不肯，我说我时常进城，很方便。他才愿意了。 

“多少钱？” 

他从袋里摸出来几张角票数着。 

“不，我替你寄了好了。” 

我认为我应该替他寄。我不肯接钱，他一定要给。争来争去，最后他

把角票放在桌上，就跑了，生怕我去追，回头说了句“哪有又劳神又

出钱的道理”，人就不见了。 

一天清早，我刚起床，他忙慌慌地跑来，急急地说：“我们队伍马上

就要开了！” 

我很惊诧，还没来得及说，集合号就响了，他行了个军礼转身就跑了。 

我也跟着出去，站在门前，看见他们站好了队，一会儿就走了。 



 

（有删改） 

【注】①单挂号：邮件的一种，指没有回执的挂号邮件。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小说开篇写军队来到村庄和学校，以及第二段的“四年了”都暗示

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为下文代写家书做了铺垫。 

B.三个士兵有关四川的争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和他们

闲聊起来，他们三人性格不一，但“我”喜欢那个“老一点”的。 

C.小说写那个“老一点”的同乡“无论如何都要站在我的桌旁”，既

写出了他对“我”的敬意，也写出了他对写信一事的认真态度。 

D.“我”问“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没有”，在结构上是承上启下，语

意上则体现了“我”代士兵写信时的认真和细致。 

8.小说中写家书前铺叙的内容与写家书这一主要内容关系十分密切，

请结合文本进行分析。（6分） 

9.小说多次描写那个“老一点”的同乡的神态，这些神态表现了那个

同乡怎样的心理？请结合小说内容简要分析。（6 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4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4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0～13题。 

魏征为太子洗马，见太宝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

宝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



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

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

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

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本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

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

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

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

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

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

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

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

“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虽有

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

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征自陈有疾，太宗谓

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

可卧护之。”征乃就职。 

（节选自《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10.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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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于中钩 B我任卿 C逾 D于管仲 E近代 F君臣相得 G宁有 H似

我于卿者乎？ 

11.下列对文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阴，指暗中，与《苏武传》“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中的“阴”

意思相同。 

B.数，表示“几”，与《桃花源记》“夹岸数百步”中的“数”词义、

用法都不同。 

C.忌讳，指避忌、顾忌，与成语“无所忌讳”中的“忌讳”意思相同。 

D.散官，指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是与职事官相对而言的一种官

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太宗诛杀隐太子李建成后，责备魏征离间他们兄弟的关系，大家都

替魏征担惊受怕，魏征却镇定自若，并从容地回答了太宗。 

B.向来有治国之才又刚正不阿的魏征，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赏识自己

的君主，也就竭尽全力来为太宗效劳。 

C.太宗因为提拔、重用魏征，就觉得自己和古代圣贤没有什么差别，

又说他器重魏征，主要是因为魏征每次都能直谏，让自己心情愉悦。 

D.魏征以生病为由想要辞职，太宗认为自己不计前嫌并对魏征委以重

任，虽然魏征身体不好，但是还不算衰老，魏征只好作罢。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 分） 

（1）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 



2）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 14～15 题。 

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① 苏轼 

缑山②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骇女。凤箭声断月明中，举手谢、

时人欲去。 

客槎③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

飘然何处？ 

【注】①陈令举：宋时朝野名士。②缑山：相传为王子乔成仙处。③

客槎：指升天所乘之槎。槎：竹筏。 

14.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词题中“七夕”交代了时间，也给人以美好的想象，“送”则表明

写作内容。 

B.词的上阕明写王子乔不似牛郎织女眷恋人世，实则是劝导陈令举不

要因离别伤怀。 

C.词下阕的前三句用典，写词人想成为仙人并泛舟银河，即使遭遇天

风海雨也不怕。 

D.词以“七夕”之事来抒写送别之情，却一扫七夕的缠绵悱恻，给人

飘逸脱俗之感。 

15.“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看似平淡，实则韵味十

足。请谈谈你的理解。（6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47163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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