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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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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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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纵豆蒄词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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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蟢子”，而“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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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作文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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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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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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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