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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排除“众星捧月”，比喻众人拥护着一个他们所尊敬爱戴

的人，不能修饰“安全而平庸的幸福”，排除“求之不得”，文段没有体现结果是得到还是没

得到。排除 BD。 

第二步，第二空通过“而”转折后“世人避之不及”一定是用消极感情色彩的词汇，排

出“大起大落”，形容变化大，变化有好有坏。排除 A。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心驰神往：心神奔向所向往的事物。形容一心向往。 

大起大落：大幅度地起落。形容变化大。 

梦寐以求：做梦的时候都在追求。形容迫切地期望着。 

众星捧月：许多星星衬托着月亮。比喻众人拥护着一个他们所尊敬爱戴的人。波翻浪涌：

形容水势大而猛烈。 

动荡不安：荡：摇动。动荡摇摆，不安定。形容局势不稳定，不平静。 

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切入点在第一个空，提示信息为“步伐从未停止”“进行抗争”

可知，性别歧视的观念很深厚，“根深蒂固”的意思是思想和观点很深厚，符合语境。“形形

色色”强调种类多，“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强调常见，均不符合语境。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呼呼”填入第二空，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形形色色：指各式各样，种类很多。根深蒂固：比喻基础深厚，不容易动摇。 

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而”表反向并列，“科学强调的是知识积累，不同

术语间的细微差别和对一切事物的质疑态度”，排除 C项“简洁”。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等到……的时候，这些早就……”可知是表达过时，D项“明日

黄花”多比喻过时的事物和消息，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不刊之论：不可磨灭的言论。 

泛泛而谈：浮浅不深入。一般化地泛泛地谈谈。 

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为切入点，提示信息是“粗糙”，对应空格应当是“精细”

的意思，“精雕细琢”符合语境。“脚踏实地”强调做人做事踏实，“革故鼎新”多指改朝换

代或重大变革，“一丝不苟”强调认真的态度，均不符合语境。锁定答案为 A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错位”填入第二空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精雕细琢：比喻做事情精益求精。 

5.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提示信息“这个标签并非贬义，恰恰相反”的感情色

彩可知，“趋之若鹜”是指追逐不好的事物，感情色彩是贬义的，优先排除 D 项。“乐此不

疲”语义过重，排除 A项。 

第二步，第二空对比“嗤之以鼻”和“不屑一顾”，“不屑一顾”指的是极端轻视，语义

过重，排除 B项。因此，选择 C选项。 

6.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切入点在第二个空，提示信息是“重塑生产组织方式”，空格处

要跟“重塑”对应，不能简单的“调整”和“创新”要有本质上的不同，排除 AB。“构建”

是原来没有任何基础，也不符合语境，排除 C。“变革”指改变事物的本质，符合语境。锁

定答案为 D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印证”通过对照比较，证明与事实相符，符合文意。因此，选

择 D选项。 

【拓展】诱因：导致某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印证：证明与事实相符合。 

7.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通过后面“不直接定义君子，只是反复”可以知道，这种

方式比较“巧妙”或者“高明”，但没有体现“少”和“精确”的意思，排除 A 项“罕见”

和 B项“精当”。 

第二步，第三个空根据提示信息是“用一系列的否定”可知有明确的方式，所以选“确

认”排除 C项“限制”。因此，选择 D选项。 

8.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段提示信息是转折关联词，转折后面表达数字世界的并不是能

与实体世界相提并论的意思，而且有时间的提示是“今天”。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同日而语”多用于否定句，且能表示时间，符合语境，其它

选项均不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同日而语：指相提并论。 

旗鼓相当：比喻双方力量不相上下。 

平分秋色：比喻双方各得一半，不分上下。 

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从第一空切入，“大量中小企业从家门口举办”可知，“近水

楼台”表示由于地处近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符合文意。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共同助推德国经济发展”可知，是相互促进带来发展，“相得益



彰”符合。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近水楼台：比喻由于地处近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 

不期而至：事先没有约定而意外到来。 

相得益彰：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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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拳擦掌：形容战斗或劳动之前，人们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样子。 

1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提示信息是“群聚”和分号，空格处表达的意思要跟

“群聚”意思相反，排除 B项“隔离”和 C项“单一”。 

第二步，第二空与“技术”搭配，“革故鼎新”是形容制度和朝代，与“技术”搭配不

当，排除 D项。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革故鼎新：旧指朝政变革或改朝换代。现泛指除去旧的，建立新的。 

11.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是一个主旨概括题，需要对原文的主旨句进行提炼，文章开

头提到了宇宙的膨胀，膨胀过程中物质不断的扩散，最后一句“最终”，顺承关联词引出主

旨“形成的结构是星系”。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话题落脚点是“星系”，选项 A主体是“星系”，与原文

主体一致。因此，选择 A选项。 

1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章开头提到文化的使命，以及文化对人的塑造，最后在人类历

史长河中，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整个社会和民族起到传播和教化，形成文化氛围，潜移默

化的影响着社会和人的发展。 

第二步，文段是“分总”结构，文短最终落脚在“文化对整个社会氛围和人的影响”上，

B项“濡化”的意思就在于对人滋养化育，符合文段主旨。因此，选择 B选项。 

1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中横线部分出现在文章最后，起到总结上问的作用。 

第二步，上文提到的话题是围绕着农业危机产生进行的表述，那么在选项中要选择围绕

“农业话题”展开的选项。对比选项，D项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选项。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中在开头一个破折号，起到总结下文的作用。 

第二步，通过 19 世纪英国人的做法，在印度种茶，摆脱中国的束缚，可知英国人这么

做就是为了让茶叶易得和便宜。对比选项，A项与文段话题一致。因此，选择 A选项。 

15.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题目要求寻找正确的，选项与原文进行一一对应。 

第二步，A选项根据文中最后一句提到“发现其特征表明这两个古猿——外号“希腊人”，



可能是前人类，即原始人类。”我们从此句看出“原始人类从欧洲古猿分化而来”说法过于

绝对，并且这只是假说的说明。B选项我们看出文中“希腊人”就是古猿的别称，它是为了

寻找人类起源的证明，说明此类古猿和人有共同特征。C选项“研究人员只找到了欧洲古猿

的牙根”“只发现”说的过于绝对，文中是“对两个已知样本的牙根进行了分析”，说法不一

致。D 选项“X 射线技术能准确测算古猿人的年代”“准确测算”说法不正确。因此，选择

B选项。 

16.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文中前面主要提出历代文人对窑瓷器的喜爱，主要喜欢的是“青

色”，到南宋时期“青瓷”仍然是主流，发展至今，古瓷器也是以“青釉色”为高贵，人们

还是对“青色”喜爱。 

第二步，选项中 B具有“青色”的关键词。因此，选择 B选项。 

17.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援引观点引出“算盘有魅力”这个话题，并提

出问题“为什么算盘收到如此高的推崇”，接着回答了问题。 

第二步，文段的行文脉络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即“分总”结构。所以文段的重

点是“就是它以框梁档珠的简单结构，配以形象精妙的珠算口诀，解决了加减乘除乃至开方

的计算问题。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里，它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即

算盘为什么受推崇。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项“原理和结构”和 C项“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表述片面，不能全面概括。 

D项“科技史上的地位”文段中未提及。 

1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寻找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主要论述农业规模化生产，最后话题

落脚点在我国的国情特殊。 

第二步，根据话题一致原则，文段接下来应该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策。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项：无主体“农业规模化”。B项：国外教训并非重点。D项：非对策项。 

19.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代词指代话题一致，②④捆绑，排除 A、B； 

第二步，根据相同句式③①⑤捆绑，排除 C。因此，选择 D选项。 

2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话题一致，①中“文化意识日益增强”与⑥“文人的参与”

捆绑，排除 C项和 D项； 

第二步，③“尤其”表示递进，引出“名人”话题，捆绑⑤中的“深厚造诣”，排除 B

项。因此，选择 A选项。 



21.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设问句式，提示话题在问句之后。 

第二步，下文主要谈论的话题是“适用范围”，根据话题一致，B 项强调的是“适用范

围”，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选项。 

2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横线位于句尾，总结上文内容； 

第二步，上文从地理结构上分析了中国东西南三面的条件优势。只要挡得住北方来的强

敌攻击，中国大陆就可一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根据话题一致，B项“中国大地便自成体系”

与上文话题一致。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文段主要话题。 

C项：内部力量平衡不是文段主要话题。D项：强调格局并不是大一统思维。 

2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确定文段主要内容，主要谈论“碎片化学习”。 

第二步，而且作者对待碎片化的倾向偏消极。对比选项，D项主体是“碎片化学习”与

文段主体一致。因此，选择 D选项。 

2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确定文段主要内容，文段通过对比论证，主要谈论“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性。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 A项主体是“跨越式发展”，与文段主体一致。因此，选择 A

选项。 

2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对比选项，查找原文。 

第二步，一一对应，排除选项。文段第二句论述了“原著复杂而沉重的主题”和“线条

式的人物命运”，故排除 A、B项；文段最后一句论述“内在逻辑”，故排除 C项。因此，选

择 D选项。 

26.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下文推断，先定位与其衔接最紧密的一句，即尾句。 

第二步，尾句出现转折关联词，“但”之后强调“这类证据”无法完全禁止，而“这类

证据”指代上句末尾“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是说后面会谈论的话题是“严格排除非法

证据”，选项中话题符合的只有 A。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B 项：“8 种法定形式”是文段前半部分提到的，前文已出现相关内容，故排

除。 

C项：最后句话题是“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而非“非法证据”，故排除。 

D项：新规定背景一般出现在文段开始，不可能出现在末尾，故排除。 



27.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主旨概括，需要抓主题句。 

第二步，文段第一句分析当下趋势，中间强调在“审美化的趋势和背景下，民俗成为时

尚的，而非实用的”，最后举例论证，分段结构是“分总分”结构。主题句强调民俗在当今

背景下成为时尚的，侧重民俗在当下是什么。选项中符合的只有 D。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A项：文段中没有提对策，主旨概括题要忠于原文，故排除。 

B项：举例中提到“大众文化”，不重要，且非“大众流行文化”故排除。 

C项：主题句强调民俗成为时尚的，而非“成为大众文化”，故 

2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语句排序，先从选项入手。 

第二步，首句是①句的概率性更高。去验证 B、D两项时，会发现⑤句和⑥句均是从“历

史上”角度对科技创新的评价，但剩下几句是从“第四次科技革命”角度，按照范围大小的

逻辑，一般从大的范围切入到小的范围，所以 B项和 D项逻辑不恰当。然后比较 AC两项，

⑥句分析的科技创新是双刃剑，⑤句是对双刃剑的解释，所以得将⑥句提前，验证 C项，逻

辑正确、合理。因此，选择 C选项。 

29.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主旨概括，需要抓主题句。 

第二步，第一句分析民俗是文化精华与现实结合的产物，后面由此得到民俗的功能和作

用。那也就是说分析民俗是文化精华与现实结合的产物是服务于后面的功能。相当于这个文

段是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民俗。对比选项，B项符合文段主旨。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项：文段在分析功能时提到“群体”，未提及“群体建构”，故排除。 

C项：“价值观念”未提及，故排除。 

D项：文段说“民俗是文化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但未重点分析文化传承，故排除。 

30.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本题考查主旨概括，需要抓主题句。 

第二步，文段第一句是对“天下为公”的定义，后半部分是在分析“天下为公”观念背

后反映的内容。这段话没有主次关系，并列结构，文段主旨需要全面概括。对比选项，B项

概括全面。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A项和 C项：缺乏主体，故排除。 

D项：只体现出一部分，片面，故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