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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练习卷

语 文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对于强国复兴的全局而言，我国文化建设仍然是个短板。与不

断提升的硬实力相比，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到

更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然而，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联手炮

制出“锐实力”等概念，把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歪曲为对西方的“文化渗透”，这是文明

冲突论、文明隔阂论、文明优越论的典型症状，是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恶意曲解。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需要向世界阐明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人类命运与共的东方智慧，特别

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贡献于世界的基本立场。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对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长期以来，

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文化艺术成果和独特的制度

创造，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进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就不能仅满足于向国外提

供一些表层的文化符号，而是要深入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积极传播当代

中国的文化创新成果。文化强国之“强”，某种意义上说，是贡献能力之强，这不仅有利

于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更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体现在单一要素的变化，还涉及文明形态的变革。当人

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秉持什么样的文明观就变得至关重要。一些西方国家奉

行霸权主义，以强权同世界对话，其实质是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一方面积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秉持平等和尊重的原则，积极主动

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主动创造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新成果。

当今世界，文化正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力量，以文化为媒介开展国际对话，

既具有必要性又具备可行性。其必要性在于，要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实现不同国家、不同

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就必须破除霸权主义逻辑，这关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未来发展；其可

行性在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获得广泛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可以构建，这形成了

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摘编自李冉《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材料二：

中国春节走向世界，有多重驱动力。

春节蕴含着“辞旧”与“迎新”的双重含义。这一传统节日从农事活动的自然时序演

化为社会节令，进而成为生命的韵律和生活的节奏，实现了自然时间、社会时间与人文时

间的有机统一，已然内化为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 12月 4日，春节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节律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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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对家庭价值的珍视，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揭

示了春节的普世价值。

历史上，春节文化就不断向周边国家辐射，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有着过春节

的习俗。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成为传播春节文化的重要推手。在意大利罗马，华侨社

团组织非遗工坊，教当地人剪窗花、包饺子；英国伦敦的春节游行中，第二代华人少年用

流利的中英文讲述生肖故事。海外华人不仅在居住地庆祝春节，还将春节文化融入当地社

会，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吸引当地民众广泛参与。如今，全球约 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列

为法定假日，海外参与庆祝的人数超过 4亿，春节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文化窗口。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春节文化的“零距离”共

享。在小红书上，“全球过春节”话题的视频播放量突破 10亿次，众多外国博主分享穿汉

服、写春联的体验；TikTok上的舞狮教学视频更是掀起全球模仿热潮。越来越多的国际友

人通过线上平台了解春节，被春节的各种喜庆仪式吸引，并积极参与线下庆祝活动。美国

纽约时代广场高悬红灯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前舞龙队伍穿梭，法国巴黎唐人街的庙会

人声鼎沸……2025年春节，全球 196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共同演绎

“天涯共此时”的文化盛景。

某个时期，韩国声称春节是他们的，某些发达国家也随声附和。这些行为实质上是对

我国春节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对文化的侵占。从经济层面说，文化其实是货币金融背后的

“支撑”。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它的核心是品牌、是 IP。品牌从哪里来？品牌从文化

中产生。没有文化，就没有品牌产生的土壤。用了别人的文化，就要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

就精神层面而言，文化是一种精神，优秀文化更具备永恒的社会教化功能。特别是在当前

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下，文化战争已成为一场贯穿当下与未来的持久战，更是民族与民族

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深层较量。我们不愿发动文化战争，但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我

们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春节申遗成功只是文化保卫战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点。我们既要

警惕将春节简单化为舞龙舞狮、烟花表演等视觉奇观，而忽视祭祖、守岁等深层仪式；也

要提防过度商业化导致春节内涵被简化为消费符号，从而削弱其精神价值。

从上古时代的岁末祭祀到成功申遗，春节跨越五千多年时空，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文化情感。今天，它不仅是华夏子孙共同的文化基因，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精神财

富。春节，永远在传承中焕新，在交流中升华——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摘编自陈雅静《书写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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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出现了文明冲突论、文明隔阂论、

文明优越论的典型症状。

B．中国文明观秉承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奉行霸权主义、以强

权同世界对话形成对比。

C．海外华人在所在国庆祝春节时，虽然传播了春节文化，但只是简单化地追求舞龙舞

狮、烟花表演等视觉奇观。

D．世界各地举办的春节文化活动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充满喜庆，让春节成为世界了

解中国的重要文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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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我国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播被歪曲、文化贡献能力不强。

B．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的文化符号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人的认知是由表及里的。

C．韩国声称春节是他们的，表明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对文化的侵占不会消停。

D．既然文化战争不能避免，那么我们就坚持自己的主张，努力发展自己的文化。

3．下列选项，不能体现材料一中“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项是（3分）

A．在外国多举办一些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年活动，让中华文化走进当地寻常百姓家。

B．多举办一些中外学术论坛，能让外国学者准确认识中华文化，更深入理解中国气韵。

C．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增进国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促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

D．中华文化既有“阳春白雪”的思想，也有“下里巴人”的内容，能够让人雅俗共赏。

4．拥有数千万粉丝的美国网红“甲亢哥”来中国直播，客观真实地展现中国文化，引爆

国际互联网，让外国网友惊叹中华文化的魅力。请结合材料一的内容，分析产生这一

现象的原因。（4分）

5．“中国春节走向世界”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启迪意义，请根据材料二谈谈你的理

解。（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天 河

计文君

秋小兰去医院看望姑妈秋依兰，汇报团里重排《天河配》的进展情况。说是重排，其

实是新编，连戏名都改作了《织女》。秋依兰是豫剧秋派传人，当年靠《天河配》拿到全

国大奖。当她的演艺生涯再次步入辉煌的时候，一场严重的肺病让她告别了舞台。在外人

眼里从容优雅地老着病着，她内心的挣扎，也只有小兰知道。

小兰进剧团的时候，姑妈就是团长。小兰扮上妆，也是仙女，上台一开腔，也有碰头

彩，可一出戏下来，总让人觉得差那么点儿意思。秋小兰的戏，无一句无来历，中规中矩，

挑不出她哪儿错了，可就是觉得不够好。戏不好，眼上找。姑妈当着人自然不说，但她深

知小兰的毛病，这孩子眼太静了，你看那双眼睛里，波澜不兴的。姑妈对她说：“你能找

回自己就好了！”

团里这次排演《织女》是市里申报全国“戏曲文化之乡”的配套工程，对剧团来说是

天赐良机。也许是看秋依兰的面子，新团长决定让秋小兰饰织女，秋小兰也是万分投入。

哪知没过几天，团里竟然决定通过“海选”和层层淘汰赛来确定“织女”人选。最终选上

来六个“织女”候选人，她们要和秋小兰进行一次比赛。秋小兰本想走人，但还是忍住了。

梆子一敲，弦子一响，比赛开始了。

自然是那六个孩子先按抽签顺序唱。一个个嗓有嗓，腔有腔，平心而论，总体唱得不

错。尤其是第四个来自戏校的叫韩月的女孩子，她唱的是“滔滔天河水”，这是整本《天

河配》中最华彩的段落，还有繁复的水袖动作，选这段自然很能展示实力。这女孩子身量

高挑，体态娴静，上场用的是典型的流云步，仙子一样飘到了场子中间。她抬起头，秋小

兰看到了她眼中盈盈闪动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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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这一低头一抬头，韩月变成了站在天河边的织女，她的身姿沉静忧伤，像一枝孤

零零临水而开的花，可她眼中闪动的光炽热、愤怒、悲怆而且勇敢……秋小兰在哪里见过

这光，在哪儿？秋小兰的头嗡的一下，秋依兰！她姑妈的眼中就有这样的光呀！

秋小兰回望自己从五岁起跟戏苦苦纠缠的这二十八年，心瞬间成了灰。那个在姑妈家

小院里踢腿的小姑娘，那个在那堵叶影斑驳的墙前面踢着腿的青春少女，那个经历了太多

又重回舞台的少妇，时光的流逝只是让她获得了姑妈的影子。

秋小兰恐惧了。她不敢唱“天河水”，而是在大家的掌声中，扎扎实实地唱完了那段

流水板“青山绿水农人家”。她的嗓子枝繁叶茂，装饰音华丽流畅，温和淡然的情绪与唱

词中的田园风光倒也和谐一致……

韩月被初选扮演织女。秋小兰想起豫剧的不景气，想起自己曾经离开舞台，在姑妈的

劝说下又重回舞台的场景，背着人狠狠大哭了一场。她不甘心自己怎么就成了那个女孩子

的陪练。

进入响排环节，演员开始跟乐队配合。团里对韩月终究有些不放心，让秋小兰跟台同

演。韩月表演完了，到了秋小兰。可秋小兰的状态让人无法理解，她越唱越激越，眼神炽

热，满腔满板地唱着。演员们都惊讶了：唱满，这是秋派闺门旦的大忌；留余，是秋派魅

力的精髓，秋小兰怎么连这个都忘了呢？

秋小兰的确什么都忘了，她感觉有一个东西在她心里的最深处，她已经穿破了一重又

一重的屏障，小心地，大胆地，她就要抓到它了，真的，那东西就在她手指的前方，飞快

地向后躲避，秋小兰的手几乎能碰到它光滑的外壳了，抓住它，弄破它，最真最美的东西

就淌出来了……

忽然，秋小兰在一串垛子板后的那句高腔“唱破”了！排练场一静，乐队也停了下来，

秋小兰尴尬地呛咳起来，听起来格外响。她的心里五味杂陈，自己的努力怎么就是这样一

个结果呢？

排练还要继续，省里专家亲临现场的公演进入了倒计时。大家都很忙，韩月也很紧张。

只有秋小兰，在平素练功的梧桐树下慢慢地走，耳边是一片虫声。戏台是通天的路，是从

凡尘到仙境的彩虹桥，一个肉体凡胎的女人靠服食自己的眼泪修成了虹桥上的仙子，就像

姑妈秋依兰。秋小兰的脚步迟滞了，她又到了排练场外……

这天下午就要正式公演了。团长急得团团转，韩月真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夜里还在练

唱，又没注意保暖，早上竟然感冒嗓子发痒。救场如救火！“要不就让秋小兰上吧？”副

团长小心翼翼地说。团长想骂人，他又不知道该骂谁。

舞台一片漆黑，一道光斜切出一块昏黄，佩饰的墙镜泛着光。一个穿着带长水袖戏服

的女子抬手收好水袖，转了个身，一抖胳膊，水袖出去了，响起了锣鼓点，她应声开始唱：

天河在天上，天河也在红尘。尘世上淌满了波涛滚滚的泪河。天河滚滚，泪浪滔滔，

我们藉着什么来渡河？

那女子就是秋小兰！她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也看到了镜中的自己，镜子里盘旋挣扎着

被天河隔断挚爱的织女，就是秋小兰！

秋小兰一个“卧鱼”倒下，长长的水袖抛向空中，泪水和汗水在脸上纵横。秋小兰仰

视着雪白的水袖随着灯光的黯淡而飘落。

台下一片静寂，突然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

后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秋依兰的传人秋小兰开门收徒，韩月就成了徒儿。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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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豫剧名伶秋依兰曾靠《天河配》获全国大奖，因一场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告别舞台，

虽外表从容优雅，但内心充满挣扎。

B．剧团决定通过“海选”和层层淘汰赛来确定“织女”人选，秋小兰自知自己唱功不

好，本想放弃，但为了姑妈忍住了。

C．秋小兰为能和韩月一决高下，选唱了自己最拿手的流水板“青山绿水农人家”，唱

腔华丽流畅，情感与唱词和谐一致。

D．新团长虽然碍于秋依兰面子让秋小兰演织女，心中更希望韩月出任女主角，但秋小

兰演出中惊艳的表现使他希望落空。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A．“天河”既指演出的戏剧《天河配》，也寓指秋小兰经过磨炼后在艺术上的自我跨越。

B．秋小兰在响排时“眼神炽热”的状态照应前文说她“你看那双眼睛里，波澜不兴的”。

C．比赛时秋小兰看到韩月眼中闪动的光想到了姑妈眼中的光，为下文收徒埋下伏笔。

D．秋小兰唱破高腔、尴尬呛咳的细节，既暴露出其技艺的青涩，也表现了她缺乏信心。

8．从“韩月被初选扮演织女”到秋小兰演出成功，秋小兰有怎样的心理变化？请简要说

明。（4分）

9．小说结尾写韩月成了秋小兰的徒儿，这样的情节设计是否合理？请结合文本，谈谈你

的看法。（6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题。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

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

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

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

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

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

因之，散败从约。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

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

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灾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

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

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

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是使二

国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

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

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

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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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

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

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

之。悲夫！

（节选自《何博士备论·六国论》）

10．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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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

已而为衡 A 于张仪 B 而山东诸侯 C 岁被秦祸 D 日割地以求 E 事秦之欢 F 卒 G 至

于地尽 H 而国为墟。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与《侍坐章》“吾与点也”中“与”词义不同。

B．“是使二国速被灾祸”与《六国论》“始速祸焉”中“速”词义不同。

C．“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与《屈原列传》“信而见疑”中“见”用法相同。

D．“岂天所以终相秦乎”与《孔雀东南飞》“及时相遣归”中“相”用法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六国要想抵挡秦国、避免战祸，使国家得以安定，最有效的就是实行苏秦倡导的

合纵策略。

B．六国中燕赵韩魏四国比较弱小，它们既猜疑厌恶齐楚的强大，又畏惧秦国的威势，

于是主张连横。

C．韩魏两国紧邻秦国，能够牵制秦，使秦无法向东扩张，所以秦国最忌惮的不是齐

楚燕赵，而是韩魏。

D．作者悲叹六国的灭亡，认为假使六国能够合为一个整体，与秦人一决胜负，结局

或许有所不同。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灾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

（2）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

14．材料中说“从合则安”，但“从合”最终没有成功。请结合第一段说明原因。（3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小题，9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 15～16题。

立春日郊行

范成大

竹拥溪桥麦盖坡，土牛行处亦笙歌。

曲尘①欲暗垂垂柳，醅面②初明浅浅波。

日满县前春市合，潮平浦口暮帆多。

春来不饮兼无句，奈此金旛彩胜③何。

【注】①曲尘：酒曲上所生的菌，色淡黄。②醅面：酒面的浮沫。③金旛彩胜：立春日用金银箔纸

绢剪裁制作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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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首句以“拥”赋予竹林动态感，“盖”字写出麦田铺展的态势，勾勒出早春郊野充

满生机的画面。

B．颔联以“曲尘”喻初黄的嫩柳，以“醅面”喻明丽的水波，形象贴切，具有很强

的视觉感染力。

C．颈联从时间与空间角度拓展画面，“春市合”展现市井热闹，“暮帆多”暗含思乡

之愁，情感顿挫。

D．这首诗前六句通过自然与人文场景的交织，层层渲染春日蓬勃、热闹的景象，为

尾联抒情作铺垫。

16．这首诗与曹操的《短歌行》同写饮酒吟诗，但寄寓的情感有所不同。请结合内容简要

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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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中“ ▲ ， ▲ ”两句，描写了陶渊明自斟自饮、

观赏庭中树木那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2）家长会上，主持人用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 ▲ ， ▲ ”两

句，强调教育应尊重学生天性。

（3）古代文人墨客常常在诗词中选用“松”或“柏”的意象，寄托自己的意趣和心志，

如:“ ▲ ， ▲ 。”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题。

“我”字，贯穿千余年，可以说是汉字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字了。有关“我”的成语

很多，比如“我行我素”“舍我其谁”；而最常见的是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那么，“我”

字最初表示什么？它又是怎么发展到第一人称代词的？

《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小篆“ ”字进行解说：“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 。”“我”

字右半边为“戈”，属兵器。有人据此推测，“我”的本义可能（ 甲 ），和“伐”

“战”等字表意相近，用于战场拼杀。

我们的汉字有不少是这样的，本义早已名存实亡，如今普遍使用的含义除了引申义，

（ 乙 ），“我”字便是典型例子。先民起初创制这个语词时，可能出于读音相近的

考量，便临时借用“我”来表达“施身之词”，指代第一人称。久而久之，这种用法便固

定下来。若探究“我”字本义与假借义之间的联系，不妨这样理解，当一个人手握兵器“我”

冲向敌人时，兵器就成了自身的象征，这和如今人们用手指着自己鼻子表明身份的行为，

（ 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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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字由武器演变为自称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人类认识外界往往始于对自身的感

知与确认。①当人来到这个世界，②首当其冲便是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形成自我意识。③这

种自我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④而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发展起来的。⑤从懵懂到成熟，⑥

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成长历程。

18．请在文中括号内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8个字。（6分）

19．文中第四段标序号的部分有两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准确流畅，

逻辑严密，不得改变原意。（4分）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小题，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题。

几点从山腰的土坯房里渗出来的昏黄的远远望去恍若夜幔上戳破的几枚针眼的灯火

没精打采的。那光晕从窗棂间摇摇晃晃地挤出来，等落到山路上时，已经变得黯淡无光。

再往远看，黑暗就和山影混在一起，模糊得看不清了。

我数着灯火往上走。头一盏必是张木匠家，窗纸上驼着个佝偻的剪影，刨子推拉的声

响没有间歇；次一盏亮着的是周郎中宅，半扇支摘窗里漏出断断续续的呛咳，每声都像要

震碎窗棂上挂着的干药囊；第三盏……；第四盏还没走近，它倏地熄了，仿佛被黑夜扼住

了咽喉。余下的灯火愈发摇摇欲坠，在穿山风中瑟瑟发抖，俨然乱世里几个残存的火种。

山脚下，城市的霓虹正淌成一片光海，洋楼里的电灯亮得刺目，煌煌如昼。而这山坳

间的煤油灯却倔强地亮着，恰似几个宁折不弯的遗民，虽势单力薄，却寸步不让。它们的

光固然敌不过十里洋场的辉煌，却生生将铁桶般的黑暗烫出几个窟窿，窟窿透出的微光悬

在夜幔上，似褪色的蜀绣上残留的丝缕，虽不及霓虹织就的云锦灿烂，却在墨色天穹下绣

出底层人物的冷暖人生。

20．文中第一段画横线处是个长句，请改成几个较短的语句。可以改变语序、少量增删词

语，但不得改变原意。（3分）

21．请结合语境发挥想象，对第二段中“第三盏”灯火的内容进行描述。（3分）

22．第三段画波浪线处是用 AI创作的文字，请对其作出评价。（4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认识自己”与“成为自己”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联想与感悟。

要求：选准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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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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