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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题演练（二十三） 

2016年湖北联考 

1.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文段中“交汇点”、“结合”等词的对应可知，文段重在

说明科学与电影二者应该相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相提并论”多用作贬义，用来

表示不加区别地比较人和事，与语意不符，故首先排除 D。 

第二步，文段“将科普与艺术……”的目的是“启迪思想”，因此该空应填入的词语

能够达到“启迪思想”的效果。A项“融会贯通”指把知识和道理融化汇合，全面透彻

的理解，能体现“启迪思想”的意境。B 项“合二为一”和 C 项“珠联璧合”只是将两

种事物合在一起，不符合文意，排除。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合二为一：将两者合为一个整体。 

珠联璧合：比喻美好的事物、人才聚合在一起，一般不与“将”连用。 

相提并论：把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事放在一起谈论或看待，多含贬义。 

2.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文段中“字不虚设”、“阅读者不深究”、“作者良苦用

心”等词可知，古人行文每一个字的设置都有其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应

该对每个字仔细推敲。 

第二步，辨析选项。所选的词要有“对每个字仔细推敲”的意思，而且要对应着双

引号中的“字不虚设”。D项“字斟句酌”有仔细推敲的意思，符合语境。“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三个词均不能表达“字不虚设”的意思，排除 A项、B项和 C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孜孜不倦：工作或学习勤奋不知疲倦，侧重于勤奋。 

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指本来就已经很完美了，力求更完美。 

心无旁骛：形容心思集中，专心致志。 

字斟句酌：对每一字、每一句都仔细推敲，形容说话或写作的态度慎重。 

3.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语境并找到关键词，此题围绕的是“版权意识”与“共

享精神”之间的关系展开说明的，最后一句的转折关联词“却”表明二者是对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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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B项“竞争”指的是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人争胜，并未凸

显出双方的对立关系，排除。文段是在描述“版权意识”和“共享精神”两者之间的悖

论、对立关系，这两者关系只能是“矛盾”关系。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逆境：不顺利的境遇，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也指人生的低谷。 

竞争：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人争胜。 

挑战：向别人发起战争，词语本义是指激使敌方出战，有挑衅的意思。 

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从第二空较易入手。此空与“记忆”搭配。B项“修复”指

修理，针对的对象一般有“破损”之意，但文中未体现“我们的记忆没有遭受破损”的

含义，此处不能用来修饰“记忆”，故排除。D项“复原”一般指病愈康复，比如，身体

复原，与“记忆”搭配不当，故排除。 

第二步，C 项“还原”与 A 项“恢复”的区别可从语义轻重来看。空前的“和”表

示并列，故该空与“寻找”的词意轻重相当。C项“还原”强调恢复到和原来一模一

样，用在此处语义过重。A 项“恢复”指尽可能变成原来的样子，比如恢复健康，恢复

秩序，程度较“还原”轻，用于此处与“寻找”对应。 

第三步，验证第一空。“回避回忆”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复原：①病后恢复健康。②灾害后恢复原状。 

修复：修理使恢复完整。 

恢复：①使变成原来的样子。②重新得到（所有权或原职位）。③伤病或疲劳之后身

体复原。 

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个空要填的词语跟“长短”搭配。A项“操控”，B 项

“支配”，D项“主宰”无法与“长短”搭配，排除 A，B，D。C项“决定”长短可以。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机制”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关关系，放在此处搭配恰

当，且和后文的“秘诀”相互呼应。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操控：掌握运用或驾驭得心应手，毫无阻碍。 

支配：支配主体按照给定的条件和目标，对支配客体施加影响的过程和行为。 

主宰：起支配、控制作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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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从文中“慢食”与“慢生活”二者“一脉相承”，可知第一空

所填词并无消极色彩，排除 A 项“嗤之以鼻”、C 项“积重难返”。B 项“坚不可摧”一

般修饰意志、精神很牢固，它与“饮食观念”不能进行搭配，排除 B项。 

第二步，根据“他们都会在 14点到 17 点之间关门”可知，在第二空所填词有固定

不变之意，且语义程度较重，D 项“雷打不动”程度较重更合适。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嗤之以鼻：用鼻子轻蔑的吭气，表示瞧不起。 

积重难返：长期形成的不良的风俗、习惯不易改变。也指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易解决

（积重：积习深重），贬义词。 

坚不可摧：一般用来形容精神、意志等坚固不可动摇。 

根深蒂固：一般用来形容观念、思想等比较牢固，不可动摇。 

翘首以待：抬头眺望远方，等待着，表示急切等待。 

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国际角色与位序”和“强与弱”“盛与衰”都是“经济

全球化”的结果可知，第一空与前文“转换”构成近义关系，并且有“变化”的意思。

“演变”和“嬗变”都有变化的含义，符合语境。另外，该空修饰“国际角色与位序”，

A 项“善变”侧重变化无常，容易改变，一般多形容人；D项“变迁”通常指人事、时

代或环境的变化；两者不能与“国际角色与位序”进行搭配。排除 A 项和 D项。 

第二步，第二空与“协调”对应，用来形容国家与国家相处方式，通常用比较官

方、正式的词语。“磋商”比“商榷”更合适，且经常出现在国际用语中。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嬗变：有蜕变，改变，更替之意。 

磋商：表示双方仔细商量和研究，交换意见。 

商榷：商量讨论，多用于正式场合。一般与“值得”相搭配。 

变迁：事物的变化、转移。 

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此题从第二空着手更简单，动宾搭配。“引起”不能与 B项

“偏差”、D项“干扰”相搭配，排除 B项和 D项。根据文中最后一句“以致有人觉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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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可知应是对“礼治”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而非对

“礼治”有不同、不明确的理解。A 项“歧义”指不同或不明确的理解，不合语境，故

排除。 

第二步，验证选项。把“情态”代入第一个空，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歧义：语言文字的意义不明确，有两种或几种可能的解释。 

误解：不正确的理解。 

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从第二空较易入手。“从而”表示结论，根据前文的原因“从

用户搜集消费习惯、行为特征、个人数据等个人信息”并“开展大数据分析，挖掘用户

的消费能力和价值”，这些都是为了更精确地了解用户，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A 项

“独创性”强调与众不同，D项“多样性”指形式不同，两项均不符文意，排除。 

第二步，再看第一空。该空修饰“用户的价值”，而用户不具备“智能化价值”，排

除 C项。“多元化”放在此处也可与前文“企业的一切行为”照应。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市场化：形成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 

智能化：由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行业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

而成的针对某一个方面的应用。 

规模化：事物的规模大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独创性：独创性也称原创性或初创性，是指一部作品经独立创作产生而具有的非模

仿性(非抄袭性)和差异性。 

实用性：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多样性：广义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的总和。 

10.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对应“因此”之后的结论“一颗行星恰好落在液态水

的范围内，那么它就被认为拥有生命迹象”，所以“液态水是生命产生必须具备的条

件”。B 项“举足轻重”和 C 项“至关重要”仅有“重要”的含义，达不到“必须”的程

度，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如果填“范围”，与空前的“落在这一范围”重复，排除 A项。“机

会”指难得的有利时机，放在此处可体现“有液态水的恒星拥有具备生命的优势”，符合

文意。因此，选择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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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举足轻重：处于重要地位，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全局。 

至关重要：相当的重要，在要紧关头是不可缺少的。 

必不可少：绝对需要的或者不达到就不能做成某种事情的意思。 

缺一不可：表示事物的组成成分或事情的参与者都很重要，缺少哪一个都不可。 

思路二：第一空也可直接排除 A项，“缺一不可”侧重整体中的某个个体具备必要

性，此处没有强调“整体和个体的关系”。 

1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B项“沙里淘金”的“沙”和“金”相对，也就是

“沙”是不好的，而法国各大国立博物馆的作品肯定不是“沙”，排除 B项。C 项“百里

挑一”形容人才出众，不能形容“艺术作品”，排除 C项。 

第二步，根据“从文艺复兴到当代”“从各大博物馆”可知，这 10幅名作是“在长

期历史中、众多作品中”选出的。B 项“再现”指重现，无法体现上述语境。而 D项

“浓缩”体现了“由多到少”“由大到小”的含义，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精挑细选：非常仔细地挑选。 

融合：将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 

12. 【答案】B 

【解题思路】解法一：第一步，第一空应与“空间和情感”同时搭配。A项“冷

漠”只指情感方面，可用来修饰“情感”，“空间冷漠”不能搭配，排除 A。C 项“隔

绝”和 D“封闭”是一种状态，而该空前“越来越”指程度的递进，后面不能跟“隔

绝”和“封闭”，故排除。“疏离”指疏远，既可以与“空间和情感”搭配，也可以跟在

“越来越”后面，表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程度加深。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前所未有”指以前没有过的，放在此空指“人与人之间联系

异常紧密”，正好能够与前文构成转折关系。因此，选择 B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转折词”和转折之前的语境可知，转折之后的内

容在感情色彩上是积极的，最后一句“这”指的是“转折之后的”内容，而“促成”后

是积极的，也验证了第二空应填积极色彩的词语。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无孔不入”比喻不好的东西易于渗透，排除。C项“迫

不得已”指处于无奈，被动接受，偏消极，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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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D 项“始料未及”指意料之外的，文段未体现此意。 

【拓展】无孔不入：比喻不好的东西易于渗透、侵入。亦指人善于专营，有空隙就

乘机营求。含贬义。 

前所未有：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1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空后“例如”之后的内容可知，该空应体现“宇

宙难题”得到解决。A项“举一反三”指触类旁通，与文意不符，排除。B项“迎刃而

解”比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很顺利，符合文意。另外，该空搭配“难题”，C 项“拨云

见日”形容消除困惑，思想豁然开朗；D 项“昭然若揭”形容真相全部暴露，一切都明

明白白，两项均与“难题”搭配不当，排除 C 项和 D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B项“鞭长莫及”指力量达不到，与文段中“微弱的引力效

应”相对应。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迎刃而解：比喻主要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或比喻处理

事情、解决问题很顺利。 

举一反三：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拨云见日：拨开乌云见到太阳。比喻冲破黑暗，见到光明；也比喻消除困惑，思想

豁然开朗。 

昭然若揭：像举着太阳、月亮走路那样明显。形容真相全部暴露，一切都明明白

白。 

鞭长莫及：原意是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上，后来借指力量达不到。 

望尘莫及：只望见走在前面的人带起的尘土而追赶不上。比喻远远落后，多用于表

示对人钦佩的自谦语。 

爱莫能助：心里虽然十分愿意帮助，但限于力量或条件的限制却没有办法做到。 

无能为力：使不上劲或没有能力去做好某件事情、解决某个问题。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由文中“早已消亡”和“唯有”可知，古老文字中，

只有中国人创立的汉字留下来。A项“硕果仅存”比喻由于时间的推移，留存下来仅存

的人或事物，可以与之前信息相对应。B 项“凤毛麟角”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不

与文段中“唯一性”对应。C项“出类拔萃”和 D项“鹤立鸡群”多形容人的优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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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来修饰汉字。排除 B项、C 项和 D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长盛不衰”指长时间保持旺盛的势头，与文段“最有生命

力”相对应。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出类拔萃：形容某人的品质、才能、水平超出同类。 

鹤立鸡群：比喻一个人的才能或仪表在一群人里头显得很突出。 

源远流长：源头很远，水流很长，比喻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形容思想和学识广博高深。 

方兴未艾：事物正在发展，还没有停止，多形容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 

1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由“锣鼓和鞭炮的声音驱赶‘恶狗’”这一行

为和“不过……变得神秘而有趣”可知，“驱赶‘恶狗’”的行为让现代人不解。A项“急

于求成”强调急着要取得成功；D项“不可理喻”形容人不讲常理，二者与“听起来”

搭配不当，排除 A 项和 D项。 

第二步，观察第一空，根据“用锣鼓和鞭炮驱赶天狗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到且唯一能

够做到的拯救太阳的具体措施”可知，C 项“力所能及”符合语境。B 项“大张旗鼓”形

容进攻的声势和规模很大，与语境不符，排除 B项。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大张旗鼓：形容进攻的声势和规模很大；也形容群众活动声势和规模很

大；也比喻公开。 

啼笑皆非：形容处境尴尬或既令人难受又令人发笑的行为。 

匪夷所思：形容人的思想、言谈、技艺、事情等离奇，超出寻常。 

不可理喻：形容人不讲常理。常误用为不能理解或是做的事情无法轻易理解。 

恰如其分：办事或说话十分恰当合适。 

急于求成：急着要取得成功。 

1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可先从第二空入手，根据“也很少有人提及，而因此直接举

报者更是……”可知，该空谈的是数量少，而且要比“很少”程度更重。A项“门可罗

雀”形容十分冷落，宾客稀少；B项“寡不敌众”指人少的敌不过人多的；D 项“势单

力薄”强调孤立无援，三者均不符合语境，排除。C 项“寥寥无几”形容非常稀少，没

有几个，符合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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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口诛笔伐”指从口头和书面上对坏人和坏事进行揭露和声

讨，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嗤之以鼻：用鼻子轻蔑地吭气，表示瞧不起。 

冷嘲热讽：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讥笑及讽刺。 

口诛笔伐：用言论或文字宣布罪状，进行声讨。 

疾言厉色：形容对人发怒说话时的神情。 

门可罗雀：原指门外可张网捕雀。后形容为官者失势后，门庭冷落车马稀少；或形

容事业由盛而衰，宾客稀少之况。 

寡不敌众：人少的抵挡不住人多的。 

势单力薄：人少力量不大，强调的是孤立无援。 

17.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天池经历了漫长的无名时期”“天池传说的兴

起”可知，天池的名气越来越大。A 项“声名鹊起”形容名声突然大振，知名度迅速提

高，强调从不出名到出名这一过程，符合语境。B项“门庭若市”形容热闹；C项“脱颖

而出”比喻人的本领全部显露，两者不符合语境，排除 B 项和 C 项。D 项“广为人知”

意为流传很广，符合文意。 

第二步，第二空是形容山水之景与神灵之气两者之间的关系，由“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可知，神灵之气使山水之景变得更加美好。A 项“相得益彰”体现了这一含义，D

项“相视莫逆”形容友谊深厚，主语为人，不能为物，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声名鹊起：名声突然大振，知名度迅速提高。 

门庭若市：门口和庭院里热闹得像市场一样，形容来往的人很多。 

脱颖而出：比喻人的本领全部显露出来，也指工作时通过努力超人一等，常强调与

他人的对比。 

相视莫逆：彼此情投意合，非常相好，形容彼此间友谊深厚，无所违逆于心。 

相得益彰：两个人或两件事物互相配合，双方的能力和作用更能显示出来。 

相映成趣：相互衬托着，显得很有趣味，很有意思。 

相濡以沫：比喻同在困难的处境里，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 

18.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搭配“批判的意识和更多的异端”。B 项“滋生”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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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多搭配消极事物，而“批判的意识”为积极的感情色彩，排除 B 项。 

第二步，第二空搭配“声音”，A项“特立独行”只能和人搭配，排除 A 项。 

第三步，第三空根据前文所叙述的“现代传媒的优势”可知，传统媒体是比不上现

代媒体的。C项“一目了然”比喻看的清楚，不契合文意，排除。D项“望其项背”强

调赶得上，与空前的“无法”体现了传统媒体的劣势，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滋生：繁殖、生育。另指引起、产生，多含贬义。 

特立独行：形容人的志行高洁，不同流俗。 

振聋发聩：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使他们清醒过来。 

惊世骇俗：因言行异于寻常而使一般人感到震惊。 

同日而语：不同时间的同一事物相比较。 

望其项背：能够望见别人的颈项和背脊，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望其项背，也有只

能看到背影，看不清头部的意思。比喻可以企及他所达到的境界。通常表示与“望”的

对象有一定差距。 

1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由“从长期看来”“逐步发展”可知，人民币成为储备

货币并非是快速、短期的行为，而是长期发展的过程，并未体现危急与否。A 项“势如

破竹”形容节节胜利，与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相符合，排除。D 项“势如累卵”比喻

形势非常危急，不符合文意，排除。 

第二步，观察第三空。由“另一方面”可知，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有保障，才推动

了有“保值增值”需求的各国央行储备人民币。“动力”与“信心”相比，更能突出现实

条件对各国央行选择人民币的吸引力，更符合语境，排除 C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势如破竹：形势就像劈竹子，头上几节破开以后，下面各节顺着刀势就分

开了。比喻作战或工作节节胜利，毫无阻碍。 

势不可挡：来势迅猛，不可抵挡。 

势在必行：不能躲开或回避；从事情发展的趋势看，必须采取行动。 

势如累卵：形势就像堆积的蛋，马上就要塌下来，形容事态非常危险 

20.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二句话“秦汉文化造成的这一定势，深刻地影

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的“这一定势”是对前文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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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而具体怎样影响了以后的中国历史，第三句话进一步阐述，即国家统一加强了文化

的整合，反过来文化的整合又强化了政治统一即国家统一。 

第二步，可以判断整个文段是“分—总—分”的行文结构，第二句是重点，因此作

者的意图应该是强调秦汉文化的重大影响。 

第三步，对比选项可知“秦汉文化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符合作者意图。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政治与文化存在紧密联系”，是根据最后一句话得出的，尾句是解释

说明，并非重点句，另外 A 项没有提到“秦汉文化”这个话题。 

C 项“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文段论述的话题并非“中国文化”，而是“秦

汉文化”。 

D 项“国家统一的前提是文化的一统整合”，是文段后面解释部分内容，不是重点。 

2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话援引汪曾祺的观点，“语言不是外部的东

西，它是和内在的思想同时存在”。第二、三句话都是在解释这个观点。最后一句话得出

结论“语文教育必须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化，而诗歌无疑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第二步，整个文段是“分—总”的行文结构，总论是重点，即作者的意图是在强调

诗歌对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步，对比选项可知 C项“必须重视诗歌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与作者意图相

符。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 项“诗歌中包含丰富的思想、伦理和道德元素”，只强调了诗歌的元素，

并没有体现出诗歌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B 项“脱离内在思想的语文教育是空洞无物的”，未提及重点句强调的对象——诗

歌。 

D 项“语文教育需要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步进行”也没有提到“诗歌”这个话题。 

2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中前半部分都在讲一个关于马克·吐温听演讲的

例子，并把事例中的现象总结为“超限效应”。接着通过类比的方式提出目前的“冰桶挑

战”也同样有这种现象存在，强调“冰桶挑战项目也应警惕”。最后提出观点，详细论述

冰桶挑战该怎么样去做才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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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可以判断整个文段是“举例分析—提出观点”的行文结构，主要是强调

“冰桶挑战”项目应避免类似于演讲的作秀。 

第三步，对比选项可知“‘冰桶挑战’应避作秀之嫌”正确。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要弱化明星在慈善中的作用”，与文段论述的话题“冰桶挑战”不一

致。 

C 项“要把握慈善娱乐化的分寸”，其中的“慈善娱乐化”与文段话题“冰桶挑战”

不符。 

D 项“应适时预防‘超限效应’”，一方面话题不符，另一方面文中是“过度娱乐化”

强调度，而非“适时”强调时间。 

2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指出政府采购的本意，然后指出政府采购

中存在不从价格上把关的现象，并用一项研究结果补充论证了此类现象。紧接着详细分

析了出现问题的两个原因，最后一句话指出政府采购中的“监督”软肋是导致逆市场竞

争的乱象的主要原因。 

第二步，可以判断整个文段是“分—总”的行文结构，作者的意图是针对分析的原

因提出相应对策。 

第三步，对比选项可知“政府采购需要在相关监督下进行”就是针对原因提出的对

策。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 项对应的是文段开篇第一句话，非重点，排除。 

C 项“采购需求的不合理导致了政务腐败”，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非重点，排除。 

D 项是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对策。 

24. 【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中“科学家宣称”是观点，说的是“已找到了一种替代全

球定位系统（GPS）的方法”。之后的研究发现是解释说明，说的是利用原子在特定温度

下对地球的磁性和重力领域的变化极度敏感的成果，在一台小型装置上限制原子研究其

流动进而进行定位的原理。 

第二步，可以看出文段的主体词是“定位”和“原子”。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的“智能手机”在文段最后提到，说的是关键在于怎么把之前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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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打造成微缩装置以便将其安装在智能手机之中，而不是程序本身的革新，A项错

误。 

B 项的“科技创新”在文段中没有体现，属于无中生有，B项错误。 

C 项没有“原子”这个主体词，C项错误。 

2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文段结尾的“忽略细节刻画”，说明 A 项中的“风格细腻”不符合

文意。B项对应文段第二句“动物形象在绘画中逐渐减少并失去原始的野性……”，B项

“多表现动物野性”与之相矛盾，B 项不符合文意。C项通过全文意思可知，文段说了中

石器时代的绘画由洞窟转移到露天岩壁，紧接着说人类活动开始成为绘画描绘的主要对

象，第四句说以人类狩猎为主要情节，以表现人物、动物的运动和速度为特点，这些都

说明中石器时代的岩画是表现人类生活，C项符合文意。D项对应文段最后一句“用色

单纯”，D 项“色彩鲜艳、丰富”与之相悖，D 项不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选项。 

26.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可以看出“据理力争”指的是用力、急切

地说明道理。第二句解释了这种表达方式不好，是因为它反映出“力争”者的不够自信

和对听众辨别能力的低估。 

第二步，可以判断本文是一个“提出观点—解释说明”的结构，观点重在强调不要

“据理力争”，不要太用力、太急切地说明道理，要保持从容淡定。 

第三步，对比选项。A选项“有理不在声高”符合文段语义。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 项的“公道自在人心”的主体是公道，也就是道理，但文段中主要强调

的是表达方式，B选项错误。 

C 项“此时无声胜有声”强调没有声音，但是文段强调的是不要太用力、太急切，

还是有声音的，C选项错误。 

D 项“针尖不必对麦芒”说的是实力相当的双方不必对立，而文段强调的是“可以

争执，但不必声高”，排除。 

27.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提出了“我国古代对于公文的保密最早可

以追溯到夏朝”，后面叙述商、周、秦、东汉等朝代公文是如何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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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文段是并列结构，进行全面概括，全文讲的都是公文的保密。 

第三步，对比选项，A项符合。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的“封泥”一词是从秦朝开始的，不包括之前的夏、商、周，B 项错

误。 

C 项的“档案”与文段“公文”话题不一，错误。 

D 项的“文书保存方法”与文段“公文的保密方法”话题不一，D 项错误。 

 

28.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大放异彩”和第四句的“令人兴奋的应用前景”对应，A项符合文

意。 

B 项“核心技术”文段中并无提及，而且“巨大突破”是无中生有，B 项不符合文

意。 

C 项“使城市变为真正的智能之城”在文段中并无提及，C项不符合文意。 

D 项“使得家庭网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第三句中“可见光通信不大会替代无

线网络而在家庭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意思不符，D项不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2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文段中第二句话“前者（有条件的自尊）是通过达到一些预设的

标准来获得的自尊……而非自我的本真需要”，可知人的本真需求并非是有条件自尊的来

源，A 项不符合文意。B项文段并未提到“父母的过分溺爱”这一概念，属于无中生

有，B 项不符合文意。C项对应文段最后一句“有条件的自尊往往……，这样的人总是通

过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可知有条件自尊者往往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C项符合文

意。D 项对应文段第四句“父母把行为标准强加给了儿童”，但“对其成长不利”文段没

有提及，D 项不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3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位于段中，意味着横线处的

内容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且由“换句话说”可知，该横线和前一句在内容上有一致性。 

第二步，文段话题是围绕诗歌与人品的关系展开的，根据话题一致原则，排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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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根据前后照应原则，横线后是人品差而写出好作品的例子，横线处要填的句子需将

两者衔接起来，即要表达“品格不高也能写出好诗”的意思。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 项，如果谈“唯一要素”，那么下文会讲“其他要素”，而这些要素在上

文已经提及，本句不可能再重复，且与下文的例子不能紧密连接，故排除。 

C 项，横线前后均未提及“作者擅长掩饰”的相关话题，故排除。拜路尘：谄事权

贵。 

3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首句指出什么是“大数据”，然后介绍了大数据的

特点及其价值“堪比石油”，最后通过“明证”来举例说明大数据的价值。 

第二步，可以判断整个文段是“定义解释—提出观点—举例说明”的行文结构，作

者的观点是“大数据的价值巨大”。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是文段首句引出大数据概念的内容，并非文段重点，且“还存在技术

难度”并未提及，故排除。 

C 项和 D 项是举例论证，非文段重点，故排除。 

32.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指出中微子在宇宙起源和演化方面的作

用，第二句“由于”进行原因论证，第三句说明中微子对人类探索宇宙的价值，照应开

头。 

第二步，可以判断文段结构为“总-分-总”，作者的观点是中微子和宇宙起源的关

系。 

第三步，对比选项可知，“中微子：宇宙的使者”体现了“中微子在宇宙中的重要角

色”这一观点。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A 项没有体现“中微子”这一主体词，故排除。 

B 项“特立独行的中微子”并没有体现出中微子在宇宙中的作用，故排除。 

D 项“触不可及”在文段中并未提及，故排除。 

3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提出心理科普教育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接

下来用某区举例具体阐述了某区心理科普教育活动由街道、社区、区委组织部、区人力

资源等多个部门的配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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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可以判断本文是“提出观点—解释说明(举例子)”的行文结构，本题标题为

观点句的高度概括。 

第三步，对比选项，“共同推进”体现了首句“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这一意思。因

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中的“某区”、C项中的“社区教育的重点”和 D项中的“各单位”均

是举例说明的内容，并非文段强调的重点，故排除。 

34.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确定①和③哪个更适合做首句，

①说的是弹性分析方法是众多研究产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基本方法，而③说的是文化创意

产业提供了就业平台，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应该先有产业提供就业，然后才有对产业吸

纳能力的分析，所以③比较适合做首句，排除 A项和 C项。 

第二步，排序，观察 B项和 D 项，①⑤⑥都在说弹性分析方法，话题一致，应放在

一起。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可从另外一种角度确定首句。⑥引导出了“弹性分析方法”这一话题，①

说的是弹性分析方法的具体概念，因此①是对⑥进行的补充说明，故而①不适合作首

句。②是对前文的总结，相对于③更适合作尾句，也可以排除 A 项和 C项。 

35. 【答案】D 

【解题思路】解法一：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句。确定②③④⑤哪个更适

合做首句，③的“近年来”是背景铺垫的标志，比较适合做首句；⑤说“碘是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之一”，是典型的引入话题的句子，也适合做首句，排除 A 项和 C项。 

第二步，排序，观察 B项和 D 项，只要可以判断出①和③的顺序，就可以选定选

项，①说的是最早的单质碘是法国人从海藻中发现的，③说的是海藻碘盐越来越受欢

迎，从时间关系上来说，应该先在海藻中发现碘，然后海藻碘盐越来越受欢迎，①应该

在③的前面。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确定首句的程序与解法一相同。 

第二步，①和④两句都是围绕“海藻”和“碘”展开的，④说的是“海洋中的藻类

却有较高的含碘量”，①说的是“最早的单质碘便是法国人从海藻中发现的”，可以看出

①是从④得出的结论，因此④应在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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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本题首句有四种情况，所以需要仔细分析，特别像⑤这样的句子，此题很

容易被忽略从而直接选择 B 选项，那么就会跳进题目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