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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前半部分讲“愤怒”是对格拉斯个人风格的概括，后面用“然

而”转折，转折后的意思应是《万物归一》里“愤怒”不那么明显的意思，所以横线处所填

词是显露出来的意思。 

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引人注目”指吸引人注意，文段没有体现“要吸引人注意”

的意思，排除。B 项“显而易见”形容事情或道理很明显，极容易看清楚，文段没有体现“是

否容易看清”的意思，排除。C 项“司空见惯”指某事常见，不足为奇，文段和“常见”没

有关系，排除。D 项“锋芒毕露”指锐气和才华全都显露出来，多指人好表现自己。符合文

意。因此，选择 D 选项。 

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的意思是“新创意”既要衔接传统文化，又要紧搭时代脉搏

才能让“新民俗”形成良好风气。横线处的词的意思应该是形成一种良好风气的意思。 

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相沿成俗”指因袭某种做法传下来，形成风俗习惯。文段没

有体现出“是否形成风俗习惯”的意思，排除。C 项“久盛不衰”形容事物盛行的时间很长，

一直不衰退。文段说的是新风俗，还谈不到“一直盛行，不衰退”的意思，排除。D 项“约

定俗成”指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往往是由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确定或形成的。通

常做定语，放在此处不合适，排除。B 项“蔚然成风”指一件事情逐渐发展盛行，形成一种

良好风气；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修饰芦苇或者巴茅生长在水乡泽国或深山老林这一现象的，

芦苇和巴茅本来就是生在此处的，这是符合事物原来面貌的，横线处要体现出这层意思。可

排除 A 项“纯净”和 C 项“天然”。B 项“本色”指本来面貌，原有的性质或品质；和 D 项

“原味”符合文意。 

第二步，第二空用来修饰一座城市，D 项“生机勃勃”形容自然界充满生命力，或社会

生活活跃；不能修饰“城市”，排除。B 项“情深意长”形容感情真挚深切绵长；放在此处

用来形容芦苇和巴茅生在闹市区就有了感情，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4.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从第二空入手，文段表达的意思是走出的中国人还是对故土

有强烈的情感，无法摆脱这种情感。A 项“吸引”和 D 项“引领”没有体现这层意思，排

除。B 项“羁绊”指束缚牵制；多用作贬义，不符合文段的感情倾向，排除。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朴实”置于此处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讲汉唐时期是箜篌最辉煌的岁月，非常流行，第一空填入“即

使”表示让步，得出结论，符合语境。 

第二步，箜篌即使在民间也很流行，第二空用“甚至”递进，进一步强调箜篌的地位。

因此，选择 C 选项。 

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语境，第一空强调，这句词句我们很熟悉。文段中是听到歌

声，A 项“目知眼见”侧重亲眼所见，很了解，不符合语境，排除。B 项“驾轻就熟”比喻

承担熟悉，轻松的事；D 项“耳闻能诵”指听到就能够背出来，形容记忆力好，两者均不符

合语境排除。 

第二步，验证 C 项的第二空，“耳目一新”意思是听到的、看到的跟以前完全不同，令

人感觉到很新鲜，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目知眼见”亲眼所见，形容熟悉了解。“心旷神怡”指心情愉快，精神

舒畅。 

B 项“驾轻就熟”赶着轻车去走熟路。比喻承担熟悉、轻松的事。 

C 项：“耳熟能详”指听得多了，能够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D 项：“耳闻能诵”解释为听过就能背出来。形容记忆力强 

7.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的后面有解释语句，语言最后“分层过滤，淘尽渣滓、淬

炼真金”，所以 B 项“净化”有“清除不好的或不需要的，使纯净”，符合文意。A 项“修复”

指使其恢复原来的模样；C 项“消化”比喻掌握和吸收知识；D 项“再生”指恢复原有的性

能，成为新产品。三者均不符合语言的“过滤”“淬炼真金”的语境，排除。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体现的是要重视语言的负面影响。B 项“不可小觑”指不可小看，

符合语境。A 项“接踵而至”指人们前脚跟着后脚，接连不断地来；形容来者很多，络绎不

绝。C 项“沸沸扬扬”形容人声喧扰，议论纷纷。D 项“揣摩不透”指猜测不透。三者均不

符合文意，排除。因此，选择 B 选项。 

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语境，文化节目追求“慢”和“深”，所以在引进国外版权

的时候，要突出这个特点，只有 C“精雕细琢”可以体现出“慢”和“深”的特点。A 项“洋

为中用”指批判性地吸收有益的东西；B 项“因地制宜”指具体情况去看；D 项“群策群力”

侧重同想办法；三者均不符合语境，排除。 

第二步，代入验证“持久”。与后文“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语境符合。因此，选

择 C 选项。 

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好切入，根据“红色旅游正是三者的完美结合”旅游兼具

了文化和红色，A 项“平台”没有融合之意，B 项“媒介”指“让人与人，或者物与物产生

关联的任何物质”和 D 项“介质”指“一种物质存在于另一种物质内部时，后者是前者的介

质”不符合语境，所以排除 A、B、C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文化是血液”“红色是内涵”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10.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从第三空入手，根据第三空前面的提示性词语“原始”“原貌”

可知，第三空所填词的意思和上述两词意思相近，即原来的，未加修饰的。“纯朴”指纯正

朴素；意思相近，符合。“怡人”“亲切”“惊艳”均不符合语境意思，排除 A、B、C 项。 

第二步，验证前两空，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清新淡雅，指清爽新鲜、雅致简单。 

B 项：浓妆淡抹，指浓艳和淡雅两种不同的妆饰。 

C 项：浑然天成，形容诗文结构严密自然，用词运典毫无斧凿痕迹。亦形容人的才德完

美自然。 

1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横线出现在段尾，应是对上文的总结。根据上文中“结果钻石飘

逸的烧掉了”说明钻石也并不是永存的，文段论述主体词是钻石。因此，横线后所指的美丽

的谎言指的就是钻石是能够永久留传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B 项符合上述语境。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指的的是只要曾经拥有过就够了，

与文段话题无关。 

C 项：“爱他就给他最好的”。无中生有，文段中没提到爱他就给他最好的，话题不一致。

D 项：“爱可倾城，钻石永恒”。文段中论述主体词是钻石，与“爱”无关。 

1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中故事的结果是 6 年后记分员被提拔为公社干部，最后担任

了市长。而他的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对工作认真的态度。 

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体现了“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文段虽然提到“基层工作”，但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

即做“不起眼”的小事。 

C 项：“要尽量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文段强调做好基层工作，没提到主体词。 

D 项：“要以客观公正为准则做事”是文中具体的事例当中总结出来的道理，且没提到

“主体词”基层工作。 

13.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开头提到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体固有的生理特



征和行为特征开始用于金融领域。接着举例说明“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段尾总结，未来，

指纹、人脸、声纹等多种识别方式将越来越多应用于金融领域。 

第二步，文段为总分总的行文脉络。综合首尾句观点，文段主体词是生物识别技术，强

调生物识别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问题，同义替换得到 C 项。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文段中没有提到金融领域是是生物识别技术创新的试验区，且主体词强

调的是“金融领域”。 

B 项：无中生有。文段中没有提到金融创新形成威胁。D 项：无中生有。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皮”和“毛”对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的

意思是皮都没有了，毛往哪里依附呢？比喻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能存在。“皮”

是基础，毛是依赖“皮”而存在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科学价值”对应“皮”，“注入科学基因的文化项目”对应“毛”。

因此，选择 A 选项。 

 

1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语境，现在中间，是承前启后的作用，线的前面说的是笔墨

绘画理想的中国男人和西方是不同的。线的后面些中国画家侧重传神。共同强调了，画家的

理想男人形象不是写生，而是传神。 

第二步，对比选项。D 项话题与前文一致。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提及的是对人的写生，没有谈到画的传神。 

B 项：俊美是外表特征，与文意相悖，原文强调的是心相。 

C 项：介绍的是画家的价值观，话题不一致。 

16.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开头列举现象说明 17、18 世纪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

接着列举有哪些代表中国文化的器物西传，比如丝绸、瓷器、扇子、墙纸、漆器等，这些都

给欧洲人以清新的感受。尾句总结说明当时欧洲的家居陈设，运用瓷器、漆器等物品，在风

景花园里也会用中国建筑物来点缀其间。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通过最后一句可以看出，17、18 世纪的欧洲社会中国文化格

外盛行。同义替换得到 D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无中生有。文中没说 17、18 世纪中国神秘的问题。 

B 项：文中论述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看不出商业交流频繁，主体不对应。 

C 项：文段只说西方盛行中国文化元素，但并没体现达到了鼎盛时期，无中生有。 

1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原文，文段首先提到唐代名相做兵部尚书时巡视民情，体现



了对老百姓的关注，后面通过发现自己和其他人的饭不一样，主动要求和百姓一起吃粗饭，

又体现了他非常亲民，爱民，不搞特殊化，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第二步，观察所给句子，①“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指从来治理国家的人，都不能

忘记最普通的老百姓。④“与百姓同甘共苦”指和百姓共同享受幸福，共同担当艰苦。⑤“为

政，通下情为急”意指为政治国，最急迫重要的是通察下面的民情。均能从文中得出。②“为

人臣者，以富民为功”指做官的人，能让人民富裕、欢乐就是功劳。文段内容与“功劳”无

关，不符。③“为上能自爱，群属必畏钳”指作为上级的能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他的所有部

属就必然服从他的管理，执行他的指令。文段与“下属服从管理”无关，排除。因此，选择

C 选项。 

18.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前文说“网约工”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形态，之后利用

转折词“但是”引出他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遭遇事故平台的“甩锅”，最后进行总结形成

一种吊诡的现象。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对比选项，B 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公共政策的难点”无中生有。 

C 项：文段的主体是“网约工”，非“工作平台”。 

D 项：“网约工还不被熟知”无中生有。 

1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前文讲述传统饮食文化注重仪式和流程，之后用现代青年人

进行对比，突出“外卖”将以前的繁文缛节全部去掉，回归了“吃什么”的本质，即正在改

变传统的饮食文化。 

第二步，文段通过古今对比，强调了人们由“怎么吃”转变为“吃什么”上，而这是由

于“外卖”导致的。对比选项，C 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重视进餐仪式”符合传统的饮食文化，非重点，文段强调的是现代。 

B 项：“都市年轻人”未体现，“主流的饮食方式”未体现。 

D 项：文段重点强调的是现在的饮食方式，非传统饮食方式，且“烹饪”只是饮食方式

的一种，片面。 

2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首句原则，可以排除⑤，因为该句出现了代词“那”。 

第二步，②引出杜甫的诗句，③对杜甫的诗句的诠释，所以，③应该在②之后。之后再

比较①和②，②为援引观点，更适合放在首句，且①正好为②的解释。因此，选 A 选项。 

2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文前文讲述了好的小吃体现在口味差异上，又说明了这正是中

式小吃的特色所在，也是难以“标准化”的根源所在，最后采用反面论证，论述硬性规范、



约束小吃产生弊端。 

第二步，根据文段最后的“反面论证”可知，作者是不赞成“将小吃进行硬性规范和约

束的”。对比选项，C 项符合作者的态度。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与作者的态度相反。 

B 项：对小吃标准化表示担忧的意思是小吃标准化已经出现，但文段说“难以标准化的

根源”，即中式小吃还未出现标准化。 

D 项：“不能一刀切”的意思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辩证的态度，但作者文段的感

情倾向偏向于消极。 

2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前文先论述目前英国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写小说的现状，最后一句

话转折之后是重点，引出主旨。 

第二步，转折之后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文艺体系中，人机结合自成一派”，意在说明人

机结合在未来应用的可能性。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各大主流媒体无中生有。 

C 项：“游戏精神”无从体现。 

D 项：和作者的感情倾向不符。 

23. 【答案】D 

【解题思路】“拟人修辞方法”就是把事物人格化，将本来不具备人动作和感情的事物

变成和人一样具有动作和感情的样子。A 项“花朵儿们偷懒”是拟人修辞。B 项“花骨朵儿

头颅昂扬，颤动”是拟人修辞。C 项“风睡了，树也睡了”是拟人修辞。D 项无拟人修辞。

因此，选择 D 选项。 

24.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问的是作者认为阅读推广最难的事，所以回到文段，对应第

二句话。 

第二步，根据“让每个社会成员养成阅读的自觉和习惯，把阅读当作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内容，是阅读推广中最难的事情……”可知，“作者认为阅读推广最难的事”是“阅读习

惯的养成”，即 D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文段表述“难度远远超过阅读氛围的营造”可知错。 

B 项：根据文段表述“而这件难事，也恰恰最有价值”可知错。 

C 项：阅读服务无中生有。 

25.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找到文段话题落脚点。根据文段最后的“因”可知，

最后通过“因果关系”指出“不同国家因为文化传统和资料资源对镶嵌壁画技术艺术上的不

同的理解和发挥”。 



第二步，接下来论述话题还应是国家。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和 C 项话题不一致，排除。 

D 项：西方国家前文提过了，不会再提了。 

26.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先以“调查表明”指出夏季奥运会的投入是多少，然后通过

“这只是直接……，不包括……”说明其耗费巨大。接着通过“投入都会超支”进一步说明

耗费巨大。 

第二步，文段是分分结构，主要论述奥运会投资过大的问题，概括即 A 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赛后利用”无中生有。 

C 项文段并未提对策，故不选对策，过度引申。 

D 项“高回报”无中生有。 

2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艺术是生活的反应”说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语句衔接要确

保话题一致。 

第二步，②句说“类似生活导致类似美术作品的出现”，③后说“以此解释艺术创作趋

同的现象，似乎合理，但艺术不是机械的反应生活”，正好说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此句

放在③处，承接②后话题，引出③后内容。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①后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词“与此同时”，这句是承接前一句“人民生活

获得巨大改善”，而来，说的是生活模式也在逐渐趋同，句前句后显然不是在论证艺术与生

活的关系，因此放在①处不合适。 

B 项：④句紧接③句，话题承接。 

D 项：②后紧接①后话题一致，说的是类似生活模式导致类似美术作品的出现，因此放

在②不合适。 

2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先引出“楚文化是一朵奇葩”这一话题。接着指出“楚漆器

是一座高峰”。后文通过“漆器展现的技术和精神”进行论证。 

第二步，文中第二句是重点句，强调的是楚漆器。C 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强调的是典型的代表，不是重点句。B 项和 D 项：主体错误。 

2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作者首先提出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并通过冒号对坏习

惯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最后得出结论，时间被刷没，而除了一堆无用的信息，自己什么都

没得到。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重点说的是“作者把时间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事情”。言外



之意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结合选项，B 项“不应沉迷于那些没有价值的信

息”符合作者意图。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慢性自杀程度过重，无中生有。 

C 项：作者只是提到浪费了时间，并没有提到玩物丧志，无中生有，且感情倾向不符。 

D 项：文段强调的是手机让人浪费更多时间，感情倾向不符。 

30.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出现在文段末尾且前

面有结论性引导词“因此”，所以横线处的内容应为依据前文得出的结论。 

第二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提出瘙痒令人难受，为什么会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然后通过

转折词“实际上”指出瘙痒是保护生命个体的防线，可以把一些有害物质去掉，强调瘙痒也

有一定好处，所以，横线后应体现瘙痒的积极作用。结合选项，C 选项“瘙痒对动物个体生

存也有积极作用”最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却能增强体质”无中生有，文段讲到“可以把一些有害物质去掉”而

非“增强体质”。 

B 项：主体与文段不一致。 

D 项：喜忧参半不准确，文段重在强调瘙痒的积极作用。 

3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与“揭开”构成动宾搭配，“帷幕”指悬挂起来用于遮挡

的大块布、绸、丝绒等，一般与“拉开”搭配，不与“揭开”搭配，排除 D 项。 

第二步，再看第三空，根据后文“：”之后的内容可知，网友对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的态

度是积极的。因此，此空选择一个积极色彩的词语。A 项“揶揄”指耍笑、嘲弄、戏弄、侮

辱之意； 是对人的一种戏弄，嘲笑时用语。B 项“调侃”指用言语戏弄；嘲笑。二者感情

色彩均偏消极，排除。C 项“打趣”指拿人开玩笑，感情色彩符合。 

第三步，验证第二空，“预热”指预习准备做某一样事时，为此做好准备，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3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第二段。 

第二步， A 项根据文段“也寄托了人们对这个新成立部门的希望、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可知，A 选项正确。B 项根据文段“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以来我国文化旅游在持续升温”可知，

B 项无中生有。C 项对应“诗属于文化范畴，而旅游总是关于远方的”和“这就注定了这个

部的职责和人们正在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息息相关”，根据这两句话可知，C 选项

正确。D 项根据“诗和远方在一起，美好的灵魂和美好的地方在一起”可知，D 选项正确。

因此，选择 B 选项。 

3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分析第三段。 

第二步，第三段重点是“但是”后面的内容，“文化和旅游部处处关系着人们对生活的

体验与感知”，主体一致的只有 D 选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B、C 三个选项主体不一致，排除。 

3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三段最后一部分主要说的是旅游的不好方面，接下来应该说的

就是应该怎么去做，文段的主体是文化和旅游部门。 

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与上文主体一致，且陈述的是“对策”。因此，选择 A 选项。 

35.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文章，找出文章主旨。文章第一段先说组建了文化和旅游部，

于是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第二段说了人们对这个新成立部门有希望、对未来生活有向往。

第三段说文化和旅游部注定不会清闲。第四段说文化和旅游部需要以更完善的制度来加强监

管乱象。第五段说“聚合”后的文化和旅游部需要重新出发。 

第二步，文章一直围绕“文化和旅游部”这个主体和“诗和远方在一起”这个话题论述，

且重点强调需要文化和旅游部有所作为。观察选项，只有 B 选项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

项。 

【拓展】A 项：未提到文化和旅游部这个主体。 

C 项：“开启新时代”话题在文中没有体现。D 项：话题与文章重点内容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