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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请根据题
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1、科技是实现文化创意、放大文化效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文博行业，新技术不仅帮助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预防性保护”，还提供文创
手段和思路。比如数字技术，相较于过去的胶片拍摄，敦煌数字壁画不会褪色，而且清晰度大幅提高。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数字素材，成为敦

煌发展文创的资源库，不仅可以用来设计实物文创产品，还可以制作视频，让壁画中的人物动起来，更具观赏性。再比如利用数字化解析技

术，在异地展览中再现代表性洞窟，人们徜徉其中，仿佛在真实的莫高窟中游览。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A．数字技术，令敦煌再次高光闪耀

 B．科技赋能，让文物焕发时代光彩

 C．敦煌文化，借技术加持破壁出圈

 D．传统艺术，以别样方式创新讲述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文章开篇指出科技是实现文化创意的重要手段。接着说明新技术对于文博行业，不仅能保护文物，还能提供文创手段和思
路。其后通过“比如”“再比如”以敦煌数字壁画等洞窟为例，列举了数字技术如何具体运用到文创产品中，发挥其优势作用。故
文段为总分结构，强调科学技术对文创的重要作用，对应B项。

A项“敦煌再次高光闪耀”、C项“敦煌文化”对应文中举例论证部分内容，非重点，均排除；

D项，“以别样方式”对比B项“科技赋能”，表述不明确，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B。

【文段出处】《用有“心意”的文创讲故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

2、发挥创造性，离不开求异思维。所谓求异思维，就是指注重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矛盾，提示现象与本质间的差别。它要求对公认完美无缺的定
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富于挑战性地对待传统和习惯的思维模式。正如李四光所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这段话中“求异思维”可以理解为（　　）。

 A． 是富有怀疑和批评态度的思维模式

 B． 是对已知的矛盾进行提示

 C． 是李四光所用过的思维方式

 D． 是一种传统习惯思维方式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文中指出“就是指注重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矛盾，提示现象与本质间的差别。它要求对公认完美无缺的定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
富于挑战性地对待传统和习惯的思维模式”一句，即是富有怀疑和批评态度的思维模式。因此A项正确。

3、在舆论指责国内油价虚高的______见诸报端后，中石化派出一位所谓的专家拿裸油价进行比较，试图证明中国的裸油价低于美国，不过显
然是______，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批评　文过饰非

 B． 批判　不言自明

 C． 评论　欲盖弥彰

 D． 论述　指鹿为马

《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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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AB两项错误，原文已经有了“指责”，第一空再填一个表示批评的词则语义重复。对比CD两项，“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是
非，混淆黑白；“欲盖弥彰”是指想掩盖坏事的真相，结果反而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文段没有涉及到是非问题。文段中“专家拿
裸油价进行比较”是想掩盖真相，因而“欲盖弥彰”更加符合文意。因此C项正确。

4、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此话不免有几分______，但却形象地说明，制定税收政策，
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______点。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戏谑　切入

 B． 夸张　落脚

 C． 揶揄　平衡

 D． 幽默　增长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第一空，哥尔柏的话是对税收制度的一种嘲弄，除“揶揄”外，其它三项都不含“嘲弄”的意思。第二空，由“拔最多的鹅毛，听
最少的鹅叫”中“最多”和“最少”的对比可知，在制定税收政策时，要在税收收益与居民承受力之间寻找到一个使两方面都能满
意的点，这个点就是平衡点。因此C项正确。

5、新闻媒介是沟通社会与政府的重要桥梁，在政务信息传输系统中具有______的作用。但体制转型的压力，加之巨大利益的诱惑及制度缺
失，给记者的职业操守带来巨大______，各种虚假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成为小道消息的渊薮。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新闻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
度及新闻评估核实制度。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独树一帜　影响

 B． 独一无二　冲击

 C． 无可厚非　挑战

 D． 无与伦比　挫折

《正确答案》
B
《答案解析》
第一空，“独树一帜”比喻自成一家，不能修饰“作用”；“无可厚非”是指不可过分指摘，表示虽有缺点，但是可以原谅。该词不
是形容词，故不能用来修饰“作用”。第二空，“挫折”与“记者的职业操守”不能搭配。因此B项正确。

6、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消费者在______一个品牌的时候，往往感性大于理性，尤其当一种品牌产品与另一种品牌产品本身的感性区别并不
需要特殊的理性参与评价的时候，消费者更倾向于凭借其最______的好恶选择产品。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认知　原始

 B． 认识　本能

 C． 了解　基本

 D． 接触　单纯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由“消费心理学”可知，文段是与心理学相关的一段论述。第一空，只有“认知”是心理学中规范的措辞，其他三项均过于口语；
第二空，“原始”填入句中也符合句意。因此A项正确。

7、红色资源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具有唯一性和原真性的特点，十分珍贵，人们走进
这些红色资源，正是想            地具体了解其独特的革命遗址、纪念物及先辈的革命事迹，在真实体验中感悟当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先辈崇
高的革命精神。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设身处地

 B．近在咫尺

 C．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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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亲临其境

《正确答案》
D
《答案解析》

根据“走进这些红色资源”“在真实体验中感悟”可知，横线处所填成语应表达观众切身感受红色资源之意。D项“亲临其境”指亲
自到了那个地方，符合文意，当选。A项“设身处地”指站在别人的处境替别人着想，B项“近在咫尺”形容距离很近，C项“寓教
于乐”指把教育跟娱乐融合为一体，使人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均无法体现出切身感受之意，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D。

【文段出处】《红色资源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

8、对于可乐能否去除铁锈这一问题，记者决定做试验，进行______。记者将铁钉放进可乐里浸泡。两枚铁钉所在位置上方的可乐不停地向外
冒着气泡。可乐“咕噜咕噜”地持续翻滚了约有10分钟，气泡才渐渐消失。七八个小时之后，记者将铁钉拿出，惊奇地发现上面的锈迹都消失
了，锈钉______，俨然成了两枚崭新的钉子。试验结果证明，网传视频中，可乐能除锈不假。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探究　焕然一新

 B． 研究　弃旧迎新

 C． 探索　枯木逢春

 D． 摸索　返璞归真

《正确答案》
A
《答案解析》
第二空，“弃旧迎新”是指丢弃旧人，迎接新人，也指爱情不专一。“枯木逢春”比喻垂危的病人或事物重新获得生机。“返璞归
真”是指去掉外在的装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焕然一新”形容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由“锈钉……崭新的钉子”可知，应填
入“焕然一新”。因此答案选A。

9、人类社会自有了国家，就开始了征税的历史。从古至今，各国开征的税种______，但总的来说，可以将它们______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
类。直接税如土地税、房屋税等，间接税如盐税、渔税等。两类税种本身以及主体税种的______经历了一个漫长演进的过程。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大同小异　概括　出现

 B． 林林总总　划分　发展

 C． 不胜枚举　归纳　更替

 D． 五花八门　合并　蜕变

《正确答案》
C
《答案解析》
A项错误，人类从古到今的税种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不可能是大同小异。第二空将税收进行了归纳分类，最后一空谈及两种
税种本身以及主体税种在人类历史上交换出现，“更替”符合句意。因此C项正确。

10、虽说器物的名称只是一个符号，但名称又往往与我们对器物功能、性质的认定密切相关，尤其是夏商周时期的礼器。因此在器物命名上，
我们应该慎重，不能想当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和先入为主。在考虑器形的同时，更应该通过多学科手段弄清楚器物的功能、用途。此外，考

古学界还应该制定某种共同遵守的器物命名标准与规范。唯有如此，我们对古代器物的命名才可能更准确，更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下列对材料的理解，错误的是（ ）。

 A．考古学界以往对器物的命名往往流于简单化和先入为主，不够慎重

 B．器物的名称不仅是一个符号，还反映了人们对器物功能、性质的认知

 C．器物的功能、性质、用途以及器形，都是器物命名的依据

 D．制定器物命名标准与规范是提高器物命名准确性和统一性的必要手段

《正确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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