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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普通高考适应性测试（九省联考） 

语  文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小题，1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题。 

材料一：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了位

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西辽河流域外，几乎北纬 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也都可以成为游

牧民族的家园。草原游牧地带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

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地学研究成果指出，推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分离出来的动力是气候变迁。距今 3500～3000年

欧亚大陆气候转入冷期，正是冷期的出现，使得畜牧业在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方从原始农业中分

离出来，并在草原环境下发展为游牧方式。 

成熟的游牧业依托的环境为广袤的草原，而它的萌生地却在农牧交错带。农耕区与畜牧区是依

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而划分的基本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在环

境上具有敏感特征，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

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

自然带属性转变。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农牧交错带的敏感特征也会影响史前人类的

经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随着这一地区自然带属性的更移，

人类首先打破原始农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

于农耕业的畜牧业。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游牧型畜牧业（游牧业）

则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只有游牧业出现，畜牧业才真正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

门。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

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马具是推动牧人与畜群走向草原的物质依托，从人们跃上马背

的那一刻起，广袤的草原就成为他们的舞台。 

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只限于中国北方。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在气

候变迁的大背景下，欧亚草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了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

牧生活。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狩猎采集

者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内资源的承载力，就会

导致饥荒，这也是为什么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不过，海岸地带则拥有季

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能够形成如北美西北海

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 

马的驯化还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

（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

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狩猎采集者依赖步行是

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

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游牧业的建立意味着人们进一步依赖驯化动物。牛羊的驯化本来就是游牧业的必要基础。牛一

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牛羊除提供肉

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

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 

畜牧意味着社会中进行农耕和负责放牧的劳动力的分化，游牧则意味着人

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但游牧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而是需要通

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必需生活资料。燕山——

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为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

表现为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尤以黍

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早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

物是大豆，它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种植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

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大豆的驯化始于公元前 1100 年左右，燕山——长城南

北地区则可能是最早驯化、种植大豆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有大豆的种植，传统

的早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摘编自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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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生的时间先后来看，原始农业早于游牧型畜牧业，后者又早于放养

型畜牧业。 

B．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在草原、沙漠、高原、极地都很难维持生计。 

C．对于游牧者来说，金属工具、纺织品和粮食属于难以自给自足的生活资

料。 

D．在驯化、种植大豆之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早作农业系统尚未完全

建立。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大兴安岭处于西辽河流域与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之间，导致西辽河流域

不具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条件。 

B．全新世温暖期结束后气候普遍变得干冷，使得游牧业一经产生就从中国

北方农牧交错带扩散到整个欧亚草原。 

C．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突破了“两小时步行圈”内资源的承载力的限制，

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复杂社会。 

D．黍比粟更适应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干旱与寒冷的环境，因此这一地区

的游牧者从农耕者那里换取粮食时更看重黍。 

3．下列选项，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一关于游牧业起源观点的一项是（3

分） 

A．《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然亦各有分地。

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B．在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距今 3000年左右的一处遗址中，考古学家既发

现了大量牛羊骨骼，也发现了不少农具。 

C．400毫米年降雨量是农耕生产对水资源需求的底线，中国年降雨量 400

毫米等值线的东段与明长城走向极为相似。 

D．《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上京一带为“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

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 

4．根据材料二内容，下列选项对下面这幅图表的解读不恰当的一项是（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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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化Ⅰ存续期内大部分时间里气温偏暖。 

B．文化Ⅰ存续期内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尚未完成。 

C．文化Ⅱ存续期内存在着劳动力的分化。 

D．文化Ⅱ存续期内人们主要利用草原环境维持生计。 

5．哪些因素对欧亚大陆游牧业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6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题。 

牵手 

范小青 

曾明的眼睛不是一下子坏了的，他先是得了一种眼病，医生就预言曾明的眼睛不行了。最后曾

明真的成了一个盲人。 

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曾明必须选择的路，曾明被介绍到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去工作，

往一块小小的金属板上辗螺丝，上班的时候，把一台收音机开着，节目很丰富，多半是直播形式的，

盲人们常常放下手里的活，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曾明很快就被吸引，觉得生活有意味得多了。 

辗螺丝对曾明来说，真是小菜一碟，进厂不多久，就已经很熟练。有一天曾明起身去方便，不

小心和邻近的老陶撞了一下，金属板翻到了一处，他们一起蹲下来拣金属板。才拣了几十只，曾明

就再也摸不着了，便有些急，道：“我做了一百只了，怎么只有这一点点？” 

老陶随口回道：“这么凑巧哇，刚好一百。” 

“我数到一百，才起身去上厕所。” 

几个人笑了起来，曾明道：“你们的意思，是我瞎说？” 

没人回答曾明的问题，曾明便起身找负责人，负责人听了，也是一笑，道：“算了，又不计件，

不要计较了吧。” 

“凡事总有个道理。” 

“扯不上，工资又不挂钩……” 

曾明再没有说话。晚上回家听电台节目，曾明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把事情说了，主持人告诉他，

这算是一种病态心理，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人倾诉。主持人告诉曾明，曾明住处不远的另一条

街上，有一位在街道办事处做调解的刘主任，建议曾明找那位刘主任说说，刘主任是调解战线的先

进。 

曾明在某一天果真找到那地方去，人们把他引到主任的办公室时，曾明听到刘主任正在调解民

事纠纷，他听主任说得在情在理，很快就把当事双方说通了，高兴而去，曾明听到喝水的声音，接

着刘主任问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街道的？”     

“是，是电台的主持人叫我来的。” 

“是小丁吧，他常常介绍人来我这里。” 

曾明就把事情说了，说罢却有好一阵没有听到刘主任的声音，只觉得周围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

氛，曾明还以为刘主任出去了呢，忍不住问道：“你在吗？” 

刘主任说：“我在……”停顿一下，问道：“你是盲人？” 

曾明心下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点头道：“是的，得了一种

奇怪的眼病，医不好。” 

“这么说来，你失明的时间不很长？”在曾明的感觉中，刘主任的声音好

像离得很远。 

“半年吧。” 

“你……”刘主任又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失明以后，做梦吗？”曾明

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刘主任又问一遍：“你失明以后，做梦吗？” 

“没，好像没有梦见过什么。”他不明白刘主任问他这个做什么，或许是

一种心理治疗。 

“盲人做梦，若能看见东西，古时候称作天眼开。” 

曾明想了想，说：“那恐怕说的是先天的盲人吧，像我们这样，应该是能

做梦的，人若盲了，已经够痛苦，若连梦也做不起来，那就更惨，不能这么不

公平吧。” 

“我想也是，只是盲人不做梦，这是事实呀。” 

“你怎么知道？” 

刘主任没有回答曾明的这个问题，却回到了曾明的主题上，说：“你心中

的这股气，其实不是对着老陶的，你说是不是？从根本上说你对于自己的失明

一直都闷不平，看起来你已经适应了失明以后的生活，其实你并没有适应，你

还需要继续适应……” 

曾明打断刘主任的话：“没有失明的人，怎么能够体验失明人的滋味，就

像你，怕是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刘主任笑了一下，说：“也许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盲人中，

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曾明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主任说：“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我总是在想……”下面的话被一

阵人声打断，有人进来说道：“刘主任，又来人了。” 

曾明知道刘主任有工作了，便站起来道：“刘主任，你忙，我先走了，过

日我再过来就是。” 

刘主任说：“好，我领你出去。”就有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一路过来，

刘主任没有和曾明说话，曾明再一次感受到在刘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到的那种沉

静压抑。 

曾明继续到福利厂上班，大家和他仍像以前一样亲切，好像谁都不记得曾

经有过一丝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夜里，曾明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主任对他说：

“你怎么不来了？我很想你。”醒来后，曾明的心里有些不宁。过了几天，他

又到刘主任那里去，这一回曾明只让人把他引到走廊端头，他自己沿着走廊，

很快摸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进去，刘主任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曾明说：“你的耳朵真好。” 

刘主任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里？” 

“到那地方你就知道。” 

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曾明的手被那只手牵着，他们一起往外走，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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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 

“你听到了什么？” 

“鸟叫，很多很多的鸟。” 

刘主任笑了，说：“是的，他们都在这里遛鸟，今天比赛。” 

曾明说：“比什么？”     

“比鸟的叫声。” 

在一片叽喳的鸟鸣声中，曾明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一片明亮，刘主任的热乎乎的手又伸过来牵

住了他的手，说：“走，我们上那边看看去。” 

他们牵着手走了几步，曾明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们说，瞧，两个瞎子手牵着手在走路呢。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曾明主动给电台的主持人打热线电话，不仅是为了发发牢骚，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存

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B．知道曾明是个盲人后，刘主任并没有改变自己调解纠纷时的惯常做法，这说明刘主任对人

一视同仁，维护他人尊严。 

C．“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引发的思考，构

成了小说的基调与主题。 

D．相比于盲人生活的不便，小说更侧重于描写他们精神上面临的困惑，也体现出对残疾人心

理问题的理解与关注。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工人经常给电台打热线电话，写出了福利工厂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也为后面的故事埋下

了伏笔。 

B．小说通过曾明与老陶口角这个偶发事件，具体展现了“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现实

问题，由小及大，构思自然。 

C．第一次见刘主任时，曾明“觉得周围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氛”，这写出了盲人心理上的敏

感。 

D．小说语言平实、质朴、简洁，这种语言风格体现着作者对盲人世界的认识，看似平淡，实

则很有韵味。 

8．小说直至最后才交待刘主任是个盲人，但前文已有多处细节予以暗示，请找出相关细节。（5

分） 

9．小说从曾明的角度讲述故事，有怎样的艺术效果？请结合小说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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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 

凡与敌战，若审知敌人有可胜之理，则宜速进兵捣之，无有不胜。法曰：“见可则进。”唐李

靖①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击破突厥，颉利可汗走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归附。以靖往迎之。

颉利虽外请朝谒，而内怀迟疑，靖揣知其意。时诏鸿胪卿唐俭等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

使到彼，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
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至阴山遇

其斥候千余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虏始

觉，列兵未及阵，靖纵兵击之。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擒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

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节选自《百战奇略》）  

材料二：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②，朕至今

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

兵击之，所以去大患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按《孙子》，

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

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

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

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节选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注］①李靖：唐代名将，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②死间：指派往敌方

的间谍不能脱身而为敌方所杀。 

10．材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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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兵 A 疾 B 进 C 行 D 至阴山 E 遇其斥候 F 千余 G 皆俘 H 以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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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文中指守卫、据守，与李密《陈情表》中“保卒余年”的“保”意

思相同。 

B．行人，文中指使者，与《孔雀东南飞》中“行人驻足听”的“行人”意

思不同。 

C．去，文中指距离、相距，与《蜀道难》“连峰去天不盈尺”的“去”意

思相同。 

D．正色，文中指神色庄重，与《庄子·逍遥游》“其正色邪”的“正色”

意思不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突厥首领颉利在战争中败给了李靖，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希望能率领

整个国家归附唐朝，唐王朝派遣唐俭等人为使者，对突厥进行抚慰。 

B．李靖认为，使者到达后，突厥人一定以为危机已解除，如果此时能抓住

机会出兵袭击，一定可以像当年韩信破齐一样，一举击溃敌军。 

C．颉利见到唐俭等人十分高兴，完全没有料到唐军会发动进攻，李靖趁其

不备，指挥大军杀到，突厥大败，颉利也在逃跑途中被唐军擒获。 

D．世人传言李靖以唐俭作为死间，一举打败了突厥，唐太宗就此向李靖求

证，李靖表示像唐俭这样的忠臣是无法用来做间谍的，传言不实。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颉利虽外请朝谒，而内怀迟疑，靖揣知其意。 

（2）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14．李靖在与突厥的战争中不顾唐俭安全的原因是什么？（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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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题。 

临江仙·正月二十四日晚至湖上 

叶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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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疾风吹浩荡，绿芜未遍平沙。约回残影射明霞。水光遥泛坐，烟柳卧攲斜。 

霜鬓不堪春点检，留连又见芳华。一枝重插去年花。此身江海梦，何处定吾家。 

15．下列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连日的春风带来了春的消息，但毕竟时令尚早，还不能看到盛春的美景。 

B．题目明确词人是在傍晚到湖上游览，词中“残影”“明霞”对此也有照应。     

C．湖中景色见于词人的顾盼之间，水面波光粼粼，岸边暮色中的垂柳朦朦胧胧。 

D．面对美景，词人找出去年佩戴过的花饰插到头上，掩饰鬓边的斑斑白发。 

16．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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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江花月夜》中，张若虚面对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顿生遐思冥想，追问道：

“          ？       ？” 

（2）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针对司马光“生事”的指责，王安石回复说，“         ，          ”，

不能算是制造事端。 

（3）在学习交流会上，杨书记引用古人的名句“          ，            ”，阐述了要保

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遏制骄奢淫逸风气的道理。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20题。 

夏天温度高，水分足，各种花草树木生长旺盛，田野里的牵牛花、凌霄花、百合花等竞相怒放，

A  。南宋名画《夏卉骈芳图》就集中描绘了几种夏天常见的花卉：粉红鲜艳的蜀葵，洁白无瑕的

栀子，嫩黄清雅的萱花，在夏日的暖风里，或拔蕊怒放，或花蕾初绽，或 B  ，让人悦目清心，为

炎炎夏日增添了烂漫色彩，也给人们送来幽香清爽。 

①夏天最常见的还是荷花。荷花在酷暑中绽放，是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描绘的对象。明代画家陈

洪绶的《荷花鸳鸯图轴》就描绘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品格。②画中四枝荷花

亭亭玉立，荷叶也形态各异；③一对鸳鸯四目相对，嬉戏荷间，打破了一池碧水的宁静；一只青蛙

埋伏于石后的荷叶上，好像正伺机捕食蚊虫，给画面平添了几许生机与意趣；两只彩蝶飞来，一只

在空中 C  ，一只落于花上。④从中可见画家善于观察的细心与状物精微的匠心。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分） 

19．下列句子中的“给”与文中加点的“给”，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分） 

A．冰凉的雨水把她的衣服都给淋湿了。 

B．你简直太不像话了！马上给我出去！ 

C．他来北京前是专门给人家修理电视的。 

D．我赶到时，那批货物已经全给卖光了。 

20．“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古诗出现的位置，最恰当的是（3分）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小题，11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1～22题。 

从炙热的沙漠到冷峭的冰川，再到全球各地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共同

点——有生命。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即使在一些最奇怪、最恶劣、似乎最不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

中，①。 

为了生存，所有生物都有一些基本需求需要满足，包括水（或某些溶剂）、能量来源和基本的

生物分子，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核酸等。如果②，生物体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生长或产

生维持生存的能量。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更有利于生长，在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生物往往会③。 

比如生活在世界最寒冷大陆上的企鹅，为了适应寒冷的环境，它们的身体

天然就有神奇的保温功能。它们的静脉缠绕在动脉上，使动脉内的血液保持略

微温暖。当它们潜入寒冷的海水中捕猎时，心率会降低 15％，这有助于身体保

存更多的能量，而这些能量又可以用来使身体产生更多的热量。甚至它们身上

的羽毛也是密密麻麻地重叠在一起，保护它们免受刺骨的寒风和冰冷海水的侵

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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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字。（6分） 

22．简述第三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表达准确流

畅，不超过 45个字。（5分） 

四、写作（60分） 

（河南省）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本试卷现代文阅读材料Ⅰ提到自然带边缘交错地带较为敏感，当环境出现

波动时，它们会最先发生改变，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产生变化，其实，历史发展、

社会变迁、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乃至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都有类似的“交错带”。 

请以“交错带”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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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报考大学时选专业是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决策。你想选择哪个专业？为什么这个专业对

你重要？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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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亲人、朋友之间互赠礼物是人际交往中常见的现象。一些人认为接受礼物的一方可能

并不需要这个礼物，与其精挑细选不如直接把买礼物的钱送出去，这样对方就可以去买自

己喜欢的东西。 

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明确立场和观点，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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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我们身边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民间技艺、艺术形式、民俗活动、节庆礼

仪等，都彰显出独特的人文价值，凝聚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学校校刊

准备开设“文化遗产”主题专栏并向同学们征稿，具体方向包括以下三种。 

1．向读者介绍一项文化遗产。注意避免过于形式化的说明文风格，应注重其人文内

涵；不必面面俱到，力求重点突出。 

2．陈述某一项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在此基础上，谈一谈对它的保护与传承。 

3．通过讲述你与某种文化遗产的故事，来展示这项文化遗产的魅力。 

请选定一个方向完成文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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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