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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先是引出法制话

题，紧接着论述了在当代中国各类规则的繁多，通过“但是”引出了两个重要的规则体

系：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文段最后一句是对这两个规则体系的重要性进行补充

说明。 

第二步，文段话题落在转折词之后，而转折后的话题则是突出“国家法律体系”和

“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性。根据话题一致原则，文段接下来论述的话题一定与这两者相

关。对比选项，只有 C项符合。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于宏观，未突出两种规则体系。 

B 项中的“全面小康社会”在文段中没有提及。 

D 项不够完整，只论述了两种规则体系中的一种。 

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是讲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个参与者都身处

陌生空间，紧接着介绍了市场经济活动在不断经历着变化，最后则强调受信息化和互联网

的影响，市场经济的陌生关系更为复杂。 

第二步，文段是“总-分-总”结构，综合首尾句，文段重点突出的是市场经济的“陌

生关系”。对比选项，A 项是文段重点的概括。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和 C 项都是导致陌生关系更为复杂的原因之一，即“信息的不断更新”

和“网络化”。 

D 项重在论述人与人的关系，并且没有提及“陌生关系”。 

3.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引出话题“文字”，紧接着将“文字”与

“语言”作比较，突出了文字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结论“文字”使人们

的生活发生质的飞跃。 

第二步，文段的重点是在突出“文字”在人类文明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

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中的“语言”不是文段强调的重点。 

B 项重在强调文字发明前的状况，文段则是强调文字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 

D 项“显著标志”在文中无从体现，并且也不是文段最后结论的概括。 

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远水解不了近渴”出现在最后一句。 



第二步，分析“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上文语境，上文首先讲到食品安全问题，紧接着

讲到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对策方案，即需要对相关的法律以及机制进行完善。最后讲到这

些方案存在着问题，即“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对应上文，“远水”指的是完善相关法律

机制，“近渴”则指食品安全问题。对比选项，A项全面的概括了此意。因此，选 A选

项。 

【拓展】B 项片面，只讲到相关法律及机制，没有讲到食品安全问题。 

C 项语义过重，并且没有体现出“远近”之意。 

D 项无中生有。 

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提出一个观点：晨练未必人人适合。紧接

着分别从人的生理特点、患冠心病高血压的人群、人体血小板的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解

释。 

第二步，文段是“总-分”结构，文段重点即首句“晨练未必人人适合”，根据后文解

释可知晨练的时间和强度要适合自己。对比选项，D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合理引申。因此，

选择 D选项。 

【拓展】A 项“弊大于利”无中生有。 

B 项“晨练不宜选在 6至 8点之间”曲解文意，应该是有的人不宜在这个时间段锻

炼。 

C 项片面，并且没有抓住文段的重点，属于分句中的内容。 

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中国媒体与公众往往因文化焦虑及传播压力，过于强调译者对中

国本土文化的熟悉知晓程度”，A项与文意相符。B项需要结合整个文段来看，前文是讲人

们过于强调译者对中国文化知晓程度，这样才会翻译出更好的作品，而后通过转折词“事

实上”引出作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作者并不认同前文的观点，B项与文意相符。C 项“保

留纯正中国元素”和“考量翻译作品质量”文中均未提及，C 项与文意不符。D项对应

“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具有某种审美的和人性的通约性，使得作家们能以各自的方式抵达

文学的人性殿堂”，D项与文意相符。因此，选择 C选项。 

7.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到今天迁移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A项符合文意。B 项

文段中说的是农村发生了变化，并未提到城乡二元结构，属于无中生有，B项不符合文

意。C 项对应“乡村地区和移民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C项符合文意。D项对应

“中国农村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农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中的财产与权力关系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D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选项。 

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 

第二步，文段话题落在处于超临界状态的物质，就被称为“超临界流体”。接下来应围

绕“超临界流体”这一话题进行论述。对比选项，C 项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选项。 

9.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措施程序”，在文中无从体现，属于无中生有，A项不符合文意。B 项

“法制属性”对应“治理的法律性质应该是公法而不是私法”，B项符合文意。C项“意义

目的”对应“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而促进个人数据信息的自由共享”，C

项符合文意。D 项“行政主体”对应“对个人数据信息使用进行治理的主体应该是政府专

门机构”，D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10.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有机材料除了木器以外，毛皮、秸秆这些可以从生物中直接获取

的材料”，A项符合文意。B 项对应“无机材料发展出了……等人造材料，除了石器之外，

全是……创造出的新材料”，B项符合文意。C 项对应“但无机材料发展出了陶器、瓷器、

金属、玻璃等人造材料”，C 项符合文意。D 项“人造材料未来将全面取代有机材料”文中

无从体现，属于无中生有，且表述过于绝对，D项不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D 选项。 

1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①句是列举实例证明④句中的“字

迹就是心迹”。④句是提出观点，所以要将④放在①之前，位于首句。排除 A项、D 项。 

第二步，对比①②两句，有明确的年代提示，西汉在明代之前，故①句在②句之前，

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在做排序题目时如果各个句子中有明显的时间提示词，可抓住这一线索进行

快速排序。文中的“西汉”“明代”和“元代”很明确的提示了我们的排列顺序：

①→③→② 

12.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一空，根据文意要表达的是“历史文化保护区代表

着古都北京的文化”可知，此空应体现“代表”这一含义。辨析选项，“特色”“特征”侧

重独特，不同于一般事物，不能体现“代表”这一含义，排除 A 项和 B项。D 项“指标”

指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一般搭配“数量”“质量”“生产”，而与“历史文化保护区”搭

配不当，排除 D项。“标志”指表明特征的记号，可以体现“代表”这一含义，符合语

境。锁定答案 C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以……著称于世”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特色：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 

特征：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 

举世闻名：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形容名声很大，十分著名。 

远近闻名：无论是远处还是近处都听过这个名字，形容很有名。 

著称于世：在世界非常著名。 

为人称道：形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被人赞誉。这里的“为人”是指一个人做人处世的

态度，“称道”是指别人的称述、称赞。 

13.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这”出现在文段的尾句中。 

第二步，分析“这”的上下文语境。代词指代应向前文去找指代内容，前文说的是

“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根据就近原则，“这”指代的内容为

“身份认同问题” 

第三步，对比选项。C项符合上述语境。因此，选择 C选项。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第一空后面的“、”可知，该空应体现“代言弱势群体的道

义感”这一含义。A 项“匡扶正义”指帮助，扶助正义，B项“扶危济困”指帮助有危难

的人，救济贫困的人，均能体现一种道义感。而文中语境并未体现“劫富”“祛邪”，排除

C 项和 D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被反主流科学利用”可知，该空应体现“避免被利用”这一含

义。“切忌”侧重避免，体现不要去做，符合语境。而“谨记”侧重记住，原文并非希望只

是记住这类问题，排除 B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劫富济贫：夺取富人的财富，救济穷人。 

扶正祛邪：扶持正气，去除邪气。现用来指扶持好的事物，纠正错误倾向。 

1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与“领域”搭配，根据词性功能，A 项“特长”为名

词，一般与动词和形容词结合使用，不能修饰名词“领域”，排除 A项。根据“科学研究

的各种方法”可知，“方法”侧重于应用，B项“适合”侧重于符合，体现不出“用”的含

义，排除 B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研究者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可知，方法不同意味着研究的途

径不同，C 项“思路”能够体现“途径、方法”之意，符合语境。D项“目的”侧重结

果，不符合语境，排除 D项。因此，选择 C选项。 

16.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被……陨石砸中”，本空应为“突然降



落”的意思。“祸从天降”比喻意外的灾祸突然发生。该成语虽有降落的意思，但已有降落

的主语“灾祸”，不能再修饰陨石，排除 A项。“不期而至”和“不期而遇”均侧重“不

期”，即没有事先约定。而与“陨石”无法事先约定，排除 B项和 C项。 

第二步，第一空“微乎其微”带入验证，可以搭配“概率”，形容概率小，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D 选项。 

17.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搭配“营养”。C 项“渗入”指液体慢慢地渗到里面去，

常搭配“体内”“大地”“肌肤”等；D项“发掘”侧重挖掘和揭示，常搭配“潜力”“人

才”等，均与“营养”搭配不当，排除 C 项和 D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诗歌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诗歌在……发挥的

重要作用”可知，本空应体现“大家都认同”这一含义。B项“有目共睹”指事实极其明

显，符合语境。A项“有口皆碑”指人人称赞，而文段中并没有体现“大家称赞诗歌作

用”这一含义，排除 A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有目共睹：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形容事实极其明显。 

发掘：①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②把人们不容易发现的事物揭露或揭示出来。 

18.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城市人口过度聚集”可知，本空应体现“对土

地、水、空气等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不断增加”这一含义。C项“旷日持久”指多费时日，

拖得很久，不能体现“增加”这一含义，排除 C项。“与日俱增”“有增无减”“日甚一

日”均能体现“增加”的含义，符合语境。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由于使用不当，浪费严重使得……越来越短缺”可知，本空应

体现“资源不足”这一含义。A 项“供不应求”指需求量很大，供应不足，符合文意。B

项“山穷水尽”指陷入绝境；D 项“危在旦夕”指危险就在眼前，二者均没有“不足”的

含义，排除 B项和 D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山穷水尽：山和水都到了尽头，前面再没有路可走了，比喻陷入绝境。 

日甚一日：一天比一天厉害，形容事物发展的程度日渐加深或严重。 

左支右绌：力量不足，应付了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又有了问题。 

1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可知，该空与“以和为贵”构成并列关系。A

项“和睦相处”、B项“谦顺礼让”和 C项“和而不同”均能体现“和”这层含义，符合

语境。D项“守望相助”侧重遇到外来侵害时，相互帮助，文段并未体现“外来侵害”这

一含义，排除 D项。 

第二步，根据“、”可知第二空与“丰富多彩”构成并列关系。A项“无与伦比”侧重



完美，B项“不绝如缕”侧重局势危急或声音悠长，二者均不能与“丰富多彩”并列，排

除 A 项和 B项。“博大精深”形容思想和学识广博高深，既能与“丰富多彩”构成并列也

能修饰“中华文化”。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和而不同：双方关系和睦，但思想上不盲从。 

兼收并蓄：把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 

2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搭配“民族精神、民族生命”。A项“蕴含”指包含；D

项“体现”指某种性质或现象在某一事物上具体表现出来，均与“民族精神、民族生命”

搭配得当。B项“沉积”侧重沉淀，积聚，与“民族生命”搭配不当；C项“呈现”侧重

显出、露出，搭配对象为具体的事物，如“景象”“颜色”，与“精神、生命”搭配不当。

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现代白话文与文言文均使用的是方块字”可知，其中体现的

“民族精神、民族生命”应是古今相承，一以贯之的，对应 A项“贯通”。而 D 项“连

通”指接连而又相通，不能体现“古今相通”这层含义，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A选项。 

2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艰深晦涩，让人……的玄学”可知，玄学晦涩难

懂，要学好需要勤奋用心。因此该空应体现“勤奋用心”这一含义且能修饰“玄学”。“夙

兴夜寐”“皓首穷经”皆可体现勤奋、用心的含义，符合语境。“青灯黄卷”指清苦的攻读

生活；“呕心沥血”多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用心的艰苦，均不能修饰“玄学”，

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根据“、”可知第二空与“安邦定国”并列，“安邦定国”指治理和保卫国

家，使国家安定稳固。而 A 项“决胜千里”指将帅善于谋划指挥，不能与“安邦定国”构

成并列，排除 A项。D 项“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用于国事，两者解释均围绕着“国

家”，可以构成并列，D 项符合语境。锁定答案 D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关乎”指关系到、涉及，搭配“人生”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劳。 

青灯黄卷：光线青荧的油灯和纸张泛黄的书卷。借指清苦的攻读生活。 

呕心沥血：形容费尽心思。 

修齐治平：修养自身，理好家政，治理好诸侯国，使全天下安宁太平。 

2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读者通过文学接触到……，通过……他者的生活丰富了

生存体验”可知，第二空应体现“他者的生活是书中本来就有的”这一含义。“虚构”指凭

想象自己造出来，“窥视”指窥探、暗中查看，均不符合语境，排除 A 项和 C项。另外，



该空搭配“生活”，“涉猎”指接触、涉及，一般搭配“领域”“知识”，与“生活”搭配不

当，排除 D项。锁定答案 B 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和第三空，“反思”指得出经验教训，与“自己的问题”搭配得

当。“拓展”与“生命宽度”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B 选项。 

2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一空，“资源和资产”属于“土地”本身的所具有的

性质。A项“特征”指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强调独有的外在表现；B 项

“要素”指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C 项“标准”指衡量事物的准则，三者均没有“性质”

这层含义，排除 A 项、B项和 C 项。D 项“属性”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符合文

意。锁定答案 D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和第三空。坚持“原则”为固定搭配，“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搭配

得当。因此，选择 D 选项。 

24.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和”可知，该空与“节奏”为并列。“韵味”指声

韵所体现的意味，不符合语境，排除 B项。 

第二步，根据“句式参差错落”“总是波涛起伏，曲折幽隐”可知，第三空应体现“读

起来有起有伏，声调有高有低”的含义。“抑扬顿挫”指（声音）高低起伏和停顿转折，符

合语境。“朗朗上口”指诵读诗词文章时的声音响亮而顺口；“铿锵有力”形容声音响亮而

有节奏，均不能体现朗读时的节奏起伏，排除 A项和 C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如坐春风：好像置身于和暖的春风里，形容受到良师的教诲、熏陶。 

25.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而采取长镜头”可知，文段强调导演并不采用近

景和特写，该空应体现“不采用”的含义，且与“近与景和特写”搭配。A项“舍弃”和

B 项“摒弃”都侧重舍去、不用，符合语境。C项“摒除”指排出、除去，一般搭配消极

思想；D项“丢弃”指扔掉，一般搭配具体的物，与“近与景和特写”搭配不当，排除 C

项和 D项。 

第二步，第三空搭配“思考”。B 项“痕迹”指残留的迹象，一般搭配“车轮”“墨

水”“碾压”等具体的印记，与“思考”搭配不当，排除 B 项。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不谋而和：没有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完全一致。 

一拍即合：一打拍子就合上了曲子的节奏，比喻双方很容易一致。 

遥相呼应：远远地互相配合。 

一脉相承：比喻某种思想、行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