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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原文。“有效应对”在文段最后一句“需要在立法层面做出

有效应对”。 

第二步，根据就近原则向前找，“诸如此类的……需要……”，说明“有效应对”解决的

是“此类行为”，而“此类”需继续向前找，前一句是例如，表举例，继续向前找，“会对个

人隐私权等人格权带来显示威胁”，故应对的是人格权带来的威胁。 

第三步，对比选项，A 项提到“人格权”和“立法”。因此，选择 A 选项。 

2.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提出传统手工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

存活在一个经济链条上。第二句论述脱离了消费者市场的手工艺很难生存。第三句通过“所

以”引出结论，即传统手工艺要生存下去需要注意挖掘其生存的土壤，拓展其发展途径。所

以文段的重点在于最后一句的对策。 

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是对主旨句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偏离重点，文段的重点在于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而不是论述手工艺的

当代发展。 

B 项：偏离重点，且“历史渊源”无中生有。 

D 项：属于无中生有，文段没有提及发展传统手工艺存在误区。 

3.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寻找主旨句。文段首先说敦煌壁画作为风俗记录的伟

大功绩深受重视，然后举例具体说明它记录的的东西和伟大功绩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

“文化认同”等。因此文段为“总—分”结构，主旨句为第一句。 

第二步，观察选项，寻找主旨句的同义替换为正确选项。A 选项与主旨句主体话题皆一

致。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中的“文化精神”、C 项中的“价值认同”和 D 项中的“情感共鸣”均是

文段后半段“分”的部分提到的具体内容，都不够全面，不能作为主旨。 

 

4.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选项，判断首句。①句中出现代词“这些身份置换的欲望”

在该句中没有明确的指代内容，不适合作首句。故排除 A 项和 B 项。 

第二步，对比 C 项和 D 项，判断③后面接④还是②。③句论述的话题是每个人都只能

以一种既定的身份过一生，被赋予一个名字，有一段经历来应对这种变化的新旧关系。②通



过转折词“但”无论年纪和职业身份如何变化，核心身份是恒定的。这两句话话题一致，能

形成衔接。④转折后论述我们也许都想过隐匿自己、重新开始。也可以衔接。不容易判断。 

第三步，寻找原文突破口，⑤中“换句话说”，说明⑤需要和前文句子的意思保持一致，

因此可以判定⑤前面是②，而不是①。“你永远是你”和“你的核心身份是恒定的”是同一

个意思。因此，选择 D 选项。 

5.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意图判断，应阅读文段，找到主旨句。文段首句引出了

“AI 应用于医疗服务”这一话题。接下来讲到这些“机器医生”的表现看起来很神奇，但是

在专家眼里，这都属于图像识别范畴，大数据支持的图像识别技术，机器的表现已经在很多

方面都超越了人类，在医学影像领域的表现只是正常发挥。 

第二步，对比选项，文段重在说明 AI 在医学影像领域表现神奇，B 项为文段重点的同

义替换。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文段讲的不是 AI 在医学图像识别领域的进展而是着重介绍 AI 的精彩

表现。 

C 项：文中说的是“数据支持的图像识别技术，机器的表现已经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人

类”而不是 AI 在医学上的表现已超越人类。 

D 项：无中生有，文中并没有谈到 AI 必将全面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将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根据文段内容“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日益发挥实质性作用，其作为国

际货币的认可度却在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开始严肃对待人民币的国

际货币职能，考虑长期持有人民币，而不再仅是将持有人民币作为一种短线投资的手段。”

可知 C 项不正确。“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变缓使其市场认可度提升”，该项表述中的因果关系

不成立。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文段“其作为国际货币的认可度却在稳步上升”的内容可知“人民

币国际化进入了新的更加稳定的阶段”表述正确。 

B 项：根据原文“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告别了之前的高歌猛进，这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民币升值周期的结束终结了海外投机者短期持有人民币的热情。”可知“人

民币升值周期结束遏制了短线炒作的行为”表述正确。 

D 项：根据文段尾句“欧洲央行发表声明称，该行已完成规模相当于 5 亿欧元的人民币

外汇储备投资。”可以推出“欧洲央行开始认可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细节查找，从文段中寻找徽州古村落不同于一般乡村的

主要原因。 



第二步，分析文段。第一句表达徽州古村落不同于一般乡村的原因在于有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厚积淀。第二句重点在递进之后表达还能从乡村历史文化中领略到古人的生存智慧。

综合两句话重点落在“文化”上，只有“文化形态”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B 项、D 项均片面。 

8.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把握重点。 

第二步，首句抛出观点“法律援助不足使得司法进步难以普惠大多数的嫌疑人、被告人”，

接着对观点句进行原因分析。所以首句是文段的主旨句。观察选项，找到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法律援助”表述错误，首句是“法律援助不足”，故排除。 

C 项：属于文中原因分析的内容，非重点，故排除。 

D 项：文段的论述话题是“法律援助不足的影响”，而非“法律援助律师”，核心话题和

文段不符，故排除。 

9.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细节理解，选项和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文段中并没有将激光技术和传统光学原理进行比较，属于无中生有。因此，选

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原文“激光技术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门高新技术。”到目

前确实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与 A 构成同义替换。 

B 项：原文第三行“另外，激光的单色性很好。”第四行“而激光的波长基本一致”。与

B 构成同义替换。 

C 项：原文最后一行，“激光在通信技术中应用很广。”与 C 项激光技术有广阔的科技应

用前景构成同义替换。 

1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把握重点。 

第二步，文段首句指出“精准扶贫”不能不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接着指出特殊贫困也

是在当下信息社会背景下存在的，最后指出具体做法，即“技术培训和典型示范”，故文段

是说“精准扶贫应该联系信息社会，通过技术培训开展”，所以文段的关键词为“精准扶贫”

“信息社会”“技术培训”。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特殊贫困”不是文段论述的重点，排除。 

C 项：“宏观背景”具体就是指“信息社会”，关键词重复，排除。 

D 项：“贫困群体”不是文段论述的重点，排除。 

11.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划线处，位于文段的尾句，“简言之”标志着后面的划线处



是对前文的总结。 

第二步，分析前文，文段首先将灾害分为两类，接着定义在哪种情况下，灾害属于不可

抗力；同时提出在哪种情况下，灾害可以避免，因此公共设施的管理者或其他行政主体不能

将不可抗力当做违法阻却事由。所以，灾害属于不可抗力是有条件的，“灾害不能理所当然

被认为属于不可抗力”。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与原文相悖，原文“在自然现象导致的灾害不存在预见可能性以及社会

现象导致的灾害不可避免可能性的场合下，二者均可以被认为属于不可抗力”，所以不可抗

力不存在预见的可能性。 

C 项：“事后追责”与前文“不可抗力”话题不一致，排除 C 选项。 

D 项：“管理者应该避免灾害”不能照应前文的“不可抗力”，排除 D 选项。 

12.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把握重点。 

第二步，文段属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型。首句提出“发展乡村旅游缺少资金支持”这

一问题，紧接着下文通过分号连接三个对策句，构成并列关系。由此可知，三个对策句是本

文强调的重点内容，应该对并列的对策句进行归纳概括。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是问题本身的描述，非重点。 

B 项：没有说到具体做法，仅为宏观表述。 

C 项：没有说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即话题缺失。 

1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将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A 选项对应文段第一句话，符合文意；B 选项，文段未提及大城市的正面效应

和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属于无中生有，不符合文意；C 选项对应文段的倒数第二句话，符

合文意；D 选项对应文段的最后一句话，“经济的集聚效应”就是正面效应，当正面效应超

过其生产生活成本时，城市规模才会扩大，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14.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文段，找到主旨句。文段首句点明观点，“量化研究历史要

找到合适的量来反映过去”，随后通过比如引出例子，以身高数据为例，它恰好可以用来量

化历史研究，并且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因此文段为“总—分”结构，主旨句为第一句。 

第二步，观察选项，选择意图，C 选项是针对主旨句的合理引申。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B 项和 D 项，均与文段主体不一致，且针对例子为非重点内容，排除。 

1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重点观察尾句。 

第二步，尾句提到“然而，它却一直受到地学界的忽视和误解，被解释为风蚀或水蚀等

其他作用的结果”，根据话题一致原则，文段接下来应该围绕“忽视和误解”进行具体阐述。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危害”在上文已经说过，故排除。 

B 项：根据文中“盐风化现象在内陆干旱地区和海边表现更为明显”能够了解到“盐风

化现象地理分布的相关特性”。 

D 项：盐风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前文已经说过，故排除。 

16.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看第一个空，根据前面内容，确定它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

突出是普遍性，“普遍意义”是常用搭配。排除 C 项、D 项。“普适”一般想表达普遍适用的

意思需要写成普适性，排除 B 项。 

第二步，看第二个空，主语是法律部门，法律部门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两个标准，一个是

调整对象，一个是调整方法，故选择搭配调整，属于法律专业领域的固定搭配，排除 B 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1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看第一个空，空前面是“深深”，和“融入”、“嵌入”搭配合适，

排除 B 项“渗入”、D 项“切入”。 

第二步，看第二个空，和“发挥”搭配，“发挥效能”搭配合适。“效能”和“效果”对

比，“效能”是指有效的、集体的效应，即人们在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效

率和效果，它反映了所开展活动目标选择的正确性及其实现的程度；“效果”是指由某种动

因或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后果。这里是制度与自身的历史、文化高度融合，突出选择的正确

性及其实现的程度，故排除 A 项。因此，选择 C 选项。 

18.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先看第一空，填入的词语要与“书札文献”搭配且要和“出版”

形成对应关系，“披露”指宣布、发表，“问世”指和人们见面，符合文意；“流传”指传下

来或传播开，不符合文意，排除 C 项；“展示”指阐明叙述让别人知道，是个偏主动的过程，

排除 D 项。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填入词语要和上下文的“阐发”和“历史意义”搭配，“突显”

即突出地显示，文段没有突出显示的意思，排除 B 项，“蕴含意义”为常用搭配。因此，选

择 A 选项。 

1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第一空，根据语境可知，推动教育改革其实最终是为了达到

教育公平，所以第一空可填入“目的”或“目标”，“要求”和“需求”没有这层意思，排除

C 项和 D 项。 

第二步，观察第二空，文段一直在强调教育要公平，“平等”侧重于大家在同一起跑线，

不存在差异；但“均衡”侧重于“多退少补”，比如优质教育资源向落后学校倾斜，这就是



为了教育均衡，只有“教育均衡”才能实现“教育公平”，所以排除 A 选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20.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先看第一空，可排除 C、D 两个选项，“素以”释义为“以，一

直以”一般用于人，可排除；“却以”含转折含义，不符合语境，可排除。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用来形容保健食品，“不可取代”意思是不可以替代，填入此处

不合适，语境中没有提到这种保健品不可以替代，可以排除；“首屈一指”形容居于首位，

无人超越。引申为最好的，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 选项。 

2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语境，“广场舞大妈”通过广场舞这种身心体验表达她们对

“共同存在”的渴求，第一空修饰身心体验，“酣畅淋漓”形容非常畅快，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语境，第二空具体指个体化时代人机之间共同感的缺失和对群体性兴奋的

向往，将广场舞比喻为一种向往。“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用一个词或短语指出常见的一

种物体或概念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比喻的一种。A

项：“无可比拟”指没有可以相比的，语义过重。B 项：“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

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语义过重。“如痴如醉”含贬义，且多用

于形容阅读诗歌、小说、听戏曲、音乐等时的忘我的精神状态，搭配“身心体验”不恰当。

C 项：“由外及内”指由表面现象看到本质，不符合语境。因此，选 D 选项。 

2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第一空，填入词语要和“自然之性”相搭配，表示“自然之

性”表露出来的意思，“凸显”多是指清楚的显露，也指突出的显露，侧重强调程度，与文

意不符，排除 C 项。 

第二步，观察第二空，填入词语要和上下文的“大自然”和“生态平衡之美”相对应，

“鬼斧神工”形容事物之神奇巧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可指是自然造就的）；“沧海桑田”

形容比喻人世间事物变化极大，或者变化较快，不符合文意，排除 B 项；“精雕细琢”比喻

做事情精益求精，与文意不符，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2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形容的主体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小城镇”，排除泛指能

够承载其他事物“载体”，因此排除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统筹”指统一筹划，搭配“城乡发展”符合语境。“筹划”“谋划”

一般接具体的事件。“统筹”更符合语境，可排除 A 项、D 项。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辐射”本指从中心向各个方向沿着直线伸展出去，这里体现位

于城市群区域内的小城镇受到大城市的积极影响。“影响”不能和“接受”搭配，“馈赠”指

赠送，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没有赠予关系，也可排除 A 项、D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2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第一个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去开创新的局面。

B 项中的“责令”常常后接消极的事物，比如“责令整改”等搭配，感情倾向与文段不符，

排除。 

第二步，文段第二个空中所填入的词语用于搭配“自身传统”。“自身传统”本身就属于

已有的事物，因此 D 项“催生“指的是由无到有的过程，其意与原文不符，排除。 

第三步，第三个空中所填入的词语要与句中的“展示”相搭配，C 项“格调”与“展示”

搭配不当，故排除。因此，选择 A 选项。 

25.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个空中所填入的词语需要与“春风”一词搭配。结合本文段

散文类表述方式，可知 D 项“股”，填入后“一股春风”强调务实性，与文段语体风格不相

符，故排除。 

第二步，“一团阳光”强调的是面积之大，但文段中的“催绽迟开的花朵”强调的是光

的照射之集中以及照射力量状态，故 A 项语义不符，排除。 

第三步，文段第三个空所搭配的词语为“甘泉”，C 项“片”搭配不当，故排除。因此，

选择 B 选项。 

2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通过阅读题干可知，第一个空横线之后出现“或”表并列，与“城

市群”形成并列关系，因此第一个空中要填入与“城市群”词义相近的词语，即强调范围性

概念的词。C 项“区域”、B 项“地域”以及 A 项“地区”，所指的意思是一种空间范围的概

念，而 D 项中的“区位”侧重于空间上的位置与定位，语义上无法与“城市群”达成并列关

系，故排除 D 项。 

第二步，通过横线后的提示词“代表”、“增长”可知，所填入的第二个空中的词语应有

“代表”的含义且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标志。故 A 项“晴雨表”可排除，因为“晴雨表”

只是喻指在事物发生前的征兆，所代表的内容可好可坏，与文中表达的感情倾向不符。 

第三步，填入第三个空中的词语应与“增长”搭配，B 项中的“撬动”搭配不当，故排

除。因此，选择 C 选项。 

27.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第一个空中所填入的词语需要与句中的“基于”相搭配。因

此 C 项“依托”、D 项“支持”搭配不当，一般为“依托于”、“以……为支持”故排除。 

第二步，第二个空中的 A 项必然、B 项预设与文义相符，可保留。 

第三步，B 项“一败涂地”常用来搭配人，但此空需搭配的是“看似完美的理论”，故

搭配不当，排除。折戟沉沙，戟：古代的一种兵器。折断了的戟沉没在泥沙里。形容失败惨

重，语义相符。因此，选择 A 选项。 



28.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先看第二空，该空应填入与“标准”表并列的名词。 “标准”

和“依据”意思趋同，符合语境，锁定答案为 D 项。 

第二步，验证其他空，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D 选项。 

29.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语境，第一空根据“历史研究范式在不断变换，曾经的新概

念也在不断衰旧”可知，作者之研究方法和历史观之间关系非常密切。A 项“环环相扣”，

强调每个环节或者过程之间相互关联，有很强的逻辑先后顺序，文段只是强调二者之间关系

紧密，对逻辑无要求，所以 A 项不符合语境，排除。D 项“不可分割”意味着是一个整体，

而文段中只是想表达两个事物关系密切，所以 D 项不符合语境，排除。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曾经的新概念也在不断衰旧”提示可知，文段想要强调的是曾经

的新概念不能有效的概括出所有信息，所以用“诠释力”削弱形容恰当，锁定答案为 C 项。

B 项“可信度”若是被削弱意味着存在着真假性的问题，文段想要强调的是曾经的新概念不

能有效的概括出所有信息，没到真假之分的程度，所以 B 项不符合语境，排除。验证第三

空，细致的“梳理”与论证搭配恰当。因此，选择 C 选项。 

30.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语境，搭配的主语是“施教者”，“言传身教”和“循

循善诱”都有“引导、教导”的意思，均符合语境。A 项“声情并茂”指演唱、朗诵等的音

色、唱腔和表达的感情都很动人，侧重在动人，不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语境，受教者聆听得非常认真专注，“凝神屏气”形容注意力高度

集中，符合语境。B 项“敛声屏气”指抑制语调和呼吸，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不符合语

境，排除。“聚精会神”意思是指集中注意力地看，侧重在看，而第二空修饰的是“聆听”，

搭配不当，排除 C 选项。基本锁定 D 选项为正确答案。 

第三步，将“会心一笑”带入第三空验证，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3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选项和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第一自然段中原文为“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

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D 选项为“便于管制者控制风险产生的后果”，将原文的“被管制行

为的后果”偷换概念改为“风险产生的后果”。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第一段中原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

及其后果”，选项 A 为“便于管制者用适当的成本识别与管制。”两句话构成同义替换。 

B 项：第一自然段中第一句话“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

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与 B 选项的“可标准化程度是制定强制性技术

标准的基础”为同义替换。 



C 项：第一自然段中原文为“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

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与 C 项的“可标准化程度运用得当有利

于有效进行统一执法。”为同义替换。 

3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原文“……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致害性呈

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较低。”其中“单一、相同、匀质化”呈现出

相关相近的语义倾向，程度还应进一步加深。所以第二个空格处应填入表递进的虚词，B 项

符合语境。A 项第二个空格逻辑关系为并列，排除。C 项和 D 项表转折，不符合语境。因

此，选择 B 选项。 

3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三自然段中原文为“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

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

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

的权衡”。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文段“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

意味着农作物农药残留之所以无法执行零标准是考虑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方面

注重农药残留给农作物带来增产的效益。 

B 项：完全清除农药残留尚有待科技进步，文段中并没有谈到科技对农药残留的制约或

影响。属于无中生有。 

C 项：在现实中农作物无法排除农药的残留，文段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排除农药的残留，

是相较于农药残留带来的弊端，我们更重视农药残留带来的收益。 

34.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定位文段。“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这句话在原文的第

四自然段的第二行。 

第二步，寻找原因，定位文段之后，我们看句子后面的内容，讲得是“社会最优标准属

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故得出结论是“最优标

准”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B 项、D 项均不是“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的原因。 

35.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概括全文。本篇章论述的主体是食品安全标准。第一段提出了食

品安全标准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第二、三段提到了食品安全标准如何

设定“社会最优”及标准不能是“零风险”的原因；第四段论述在立法设计上难以达到所谓

“社会最优”的目标。 

第二步，寻找意图。通过文段最后的结论，得出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在立法设计



上难以达到最优。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C 项和 D 项均不是文章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