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清末民初，一批西方人跑到中国西南山区进行科学考察或偷猎活动。他们中有人在

山区发现了一种体形较小的有尾熊，由于当地人称其为“山地熊”或“猫熊”，他们在文章

中也称其为“猫熊”。“猫熊”后来为什么叫成“熊猫”了呢？民国以后，有些书刊由传统的

竖排改为横排，有人由于左右行文的不同，把“猫熊”读成了“熊猫”。不过，其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动物学界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的分类。

这段文字主要是：

A. 论述熊猫如何进入研究视野

B. 介绍“熊猫”一词的由来

C. 表明应对熊猫进行科学分类

D. 说明对“熊猫”的误称由来已久

2. 中国长江以南的居民最初来自北方，周期性的天灾与持续不断的人口压力迫使汉族

逐渐离开黄河流域，迁移到南方，如南宋时就有一次南迁高峰。但是人口流动常常是不易察

觉的，通过将地方志中提到的水利工程统计制表，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说，早在 3世纪就有相

当数量的移民开始渡过长江，进入拥有季风气候、热带丛林的南方。唐代移民迅速增长，13

世纪晚期移民数量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下降，直到 1700年相对稳定。此时，中国大半人口

已住在长江以南。

对这段文字的主旨概括最准确的是：

A. 描述长江以南的人口迁入

B. 介绍人口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C. 分析中国古代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原因

D. 说明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

3. 酒可以渲染气氛，有助于谈兴，故浪漫倜傥的诗人无不喜欢这个调儿。二十来岁即

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他在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

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李白当年奉

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也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完成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

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他的《将进酒》字字都含酒香。如果把他

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高粱酒来。

划横线的句子说明李白：



A. 是最钟情于酒的诗人

B. 写了很多关于酒的诗篇

C. 写酒的诗多为经典之作

D. 写诗时酒是不可或缺的

4.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人类一直无法摆脱生产的不足和基础物资的匮乏，而且社

会总财富相对比较恒定，财富主要依靠有限的自然资源来供给，这就意味着，国际关系更多

地围绕获取有限的自然资源展开。然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财富

总量得到了爆炸式的增长，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共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实

现大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社会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B. 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C. 国际关系与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D. 人类正在逐渐摆脱自然资源供给的束缚

5、沿着新修的国道从呼伦市出发一直向北，如果是在冬季，沿途草原大雪覆盖，松林

点缀、白雪皑皑。间或有驯鹿从密林中迁徙、（ ）雪原，黑白相间，宛如格林童话的冰雪

世界。车行敖鲁古雅的布冬霞部落，驻足静听阵阵哨笛，鄂温克族人驯养的角鹿从四方密林

中飞疾汇聚，场面（ ） 。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纵观 宏伟

B. 横贯 宏大

C. 穿越 壮观

D. 穿过 雄伟

6、下岗工人将获得 7 万美元补偿，这相当于普通蓝领工人两年的税后年薪。仅靠这笔

钱，在美元疲软、物价上涨的时代并不能( )，不过尚能维持一个家庭几年的正常生活。填

入最恰当的词语是( )。

A. 高枕无忧

B. 一劳永逸



C. 丰衣足食

D. 为所欲为

7、①近日，股市遭遇连续暴跌的“雪灾”，“杀得”股民、基民________。转眼就到

春节，正值用钱消费之际，许多投资者非但没能赚上一把，反倒亏了不少。

②本次欧盟峰会清楚地表明，各成员国对目前的危机________，只好推迟做出决定，这

种状况无助于提高欧盟国家公民，尤其是爱尔兰民众，对欧盟政治领导层的信任。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措手不及 束手无策

B. 猝不及防 不知所措

C. 束手无措 手足无措

D. 手足无措 惊慌失措

8、交流是复杂的艺术，有声语言并不是表达意义的唯一方式，辅以动作和面部表情，

可以使表达生动形象，也折射出历史和文化智慧的光芒。各民族间的形体语言，有的形式和

意义相同(如握手致意)，有的虽然形式相同，意义却_____，如果不能正确解读就可能产生

误会，甚至引起严重的后果。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南辕北辙

B. 针锋相对

C. 截然相反

D. 纷繁复杂

9、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动机上的个体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的两个人，洛克菲勒一生追求财富，圣雄甘地一生粗布缠身，人生目标______。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选项是( )。

A. 相差甚远

B. 各有所求

C. 截然不同

D. 南辕北辙

10、总体上，当前国家统计内容以经济统计为主，且经济统计发展比较全面系统;相对

来说人口社会统计受到的重视可能稍微弱一些。实际上，对于国家统计机构来说，尤其是发

达国家的统计机构，人口社会统计和经济统计应该是 。



填入画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化零为整

B. 不分彼此

C. 并驾齐驱

D. 各有所长

11. 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是刺激美国人迅速消费，以弥补危机带来的需求萎缩。但经历了

数年的储蓄资产贬值后，相信低利率的刺激作用的边际效应已经缩减到了几近于无。危机之

初，开启低利率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流动性紧张的金融机构提供“免费”资金，并帮助金融业

补充资本。凭借零利率的借贷，银行可投资于政府债券，获得稳定而无风险的回报。可正因

为此，银行丧失了为企业提供信贷这一风险和收益并存的业务的动力，从而未能够帮助中小

企业创造就业岗位。

这段文字主要是：

A. 暗示低利率政策必须做出调整

B. 分析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弊端

C. 强调应鼓励银行开展企业信贷业务

D. 说明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有限

12. 日前，IBM公司研发的电脑沃森战胜了美国电视智力节目《危险边缘》的两名人类

常胜将军，一时间，很多网友担心，电脑越来越像人了，将会超越人类智慧。从深蓝到沃森，

人工智能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电脑会代替人脑吗？近几年，每次有电脑战胜人脑的事发生，

都会有“终结者”之类的担忧。甚至有人认为，电脑的计算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不久的将

来电脑将能够模拟人脑、产生意识，并最终替代人类。

作者对于“电脑替代人脑”这种观点的态度：

A. 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实现电脑模拟人脑

B. 看不出作者是否认同“电脑替代人脑”这种观点

C. 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超越人类智慧

D. 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人类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宰者

13.历史上全球霸主衰落的原因往往是科技领袖地位的丧失，从工业革命到电气革命的



变迁使得全球霸主从英国变为美国，而目前美国仍然处于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仍然是

发达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美国经济也许难以再现20世纪80年代的“里

根繁荣”和 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但仍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克服金融危机冲击

之后，家庭、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均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将再次显

现王者底蕴。

根据这段话，作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判断是：

A. 力不从心 B. 任重道远

C. 绝处逢生 D. 东山再起

14. 所谓国民媒介素养，是指国民正确判断媒介信息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有效使用和

传播信息的素养。在信息时代，国民媒介素养已成为国民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

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国民媒介素养，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媒介受

众，国民如果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就可以分清大众传媒背后的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对接收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坚持和弘扬健康向上的观念和文化，抵制和批判消

极腐朽的观念和文化。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 什么是国民媒介素养

B. 提高国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意义

C. 如何保持较高的媒介素养

D. 要分层推进不断提高国民媒介素养

15.过去几十年中，视觉革命伴随着新的媒体形态和消费方式而到来。上世纪初，人们

只能通过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了解信息。此后，显示管技术的成熟让电视机走到台前，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1969年 7月 11日，数以千万的美国人守在电视机旁，收看阿

姆斯特朗迈上月球的第一步。而现在，手机这种更便捷的智能终端，再次改变了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新型的直播方式，使突破时间和地域障碍的沟通成为可能。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

A. 新的媒体形态和消费方式产生的过程

B. 视觉革命对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

C. 媒体领域出现的技术突破



D. 媒体形态和消费方式的关系

1.【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讲了清末民初，他们称“熊猫”为“猫熊”，然后提出“猫

熊”为什么改成“熊猫”，后文给出答案：一是历史原因，一直以来的误读；二是科学原因，

动物学界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的分类。

第二步，文段为“分-总”结构。文段重点在最后两句，主要在介绍“熊猫”一词的由

来。

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如何进入研究视野”属于无中生有。

C项“应对熊猫进行科学分类”属于过度延伸。

D项“误读”仅是民国之后部分内容，概括片面，排除。

【本题结束】

2.【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最初”人口向南迁移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天灾与人口

压力，然后讲述“3世纪”“13 世纪”“1700 年”三个时间段内向南方迁移的人口数量先迅

速增加，后趋于稳定，最后总结全文：中国大半人口已在住长江以南。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总”即中国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过程。对比选项，A项

是重点句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研究新成果”文中并未体现。

C项“大规模迁移的原因”和 D项“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均为文中片面信息。

【本题结束】

3.【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定位原文，“如果把他所有写酒的诗拿去压榨，也许可以榨出半壶高粱酒来”

出现在文段的尾句。

第二步，分析该句的上文语境。文段先讲“酒”的作用，然后通过列举“王勃”“李白”

两个例子说明二人写出的诗都与“酒”有关，最后指出“李白的《将进酒》字字都含酒香”，

既然“字字都含酒香”，则更加说明李白写出的诗是与酒有关，而且数量多。最后一句作者

用比较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现出李白写出与酒有关的诗篇数量之多。对比选项，只有 B项符

合文意。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讲的是诗人，而文段主要讲与酒有关的诗篇，概念错误。

C项“写酒的诗为经典之作”中的“经典”在文段并未体现。

D项“写诗时酒是不可或缺的”中的“不可或缺”文段并未体现。

4.【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主要讲“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际关系更多地围绕自然

资源展开”，第二句通过转折关联词“然而”提出“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世

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共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实现大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第二步，文段重点在转折之后，即获取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获取自然资

源，到现在的自我生产，国际关系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竞争掠夺，到现在的和谐

共赢。对比选项，A项是对整个文段的精简压缩，包含了“然而”之后的内容。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B项和 C项，自然资源的话题是在“然而”之前提到的，非文段的重点，B项和 C项

错误。

D项，原文没有体现出人类正在逐渐摆脱自然资源供给的束缚，而且“束缚”一词含贬

义，作者并没有论述自然资源是不好的东西，需要摆脱其束缚之意，D项错误。

5.C

【解析】



实词辨析。根据文段中第一空前的"顿号"可知第一空处所填的词应与 "迁徙"为近义词，

应含有"通过"(且没有方向性)之意，由此可排除 A、B。再根据第二空前"场面"一词可知，

能与之搭配的词语"壮观"更为合适。因为"雄伟"指高大雄壮，宏大壮阔，多用于形容山峰、

建筑等，故排除 D。所以，本题正确选项为 C。

6、 C

【解析】

根据文段语境，首先可以排除 A,D。题干想要表达的是在物价上涨的时代，靠着七万美

元的补偿，家庭生活并不会太富足，但是可维持正常水平几年。"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

事情办好，以后就不再费事了，"丰衣足食"是指吃的穿的都很丰富充足，符合语境。故正确

答案为 C。

【纠错】

A项为强干扰项。"高枕无忧"是指垫高了枕头睡觉，无忧无虑，比喻平安无事，不用担

忧，也可比喻放松警惕。"高枕无忧"通常说的是摆脱了危险，不用再去担心会遇到什么危险。

题干中说的主要是工人的赔偿金与他们的生活，与"危险"无关，"高枕无忧"用在此处不合语

境。"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再费事了。题干中说的是工人获得 7

万赔偿金，没有"劳"的意思，因此排除 B 项。"为所欲为"是任意而为，不符合语境，予以排

除

【释义】

高枕无忧、一劳永逸、丰衣足食、为所欲为

"高枕无忧"是指垫高了枕头睡觉，无忧无虑，比喻平安无事，不用担忧，也可比喻放松

警惕

"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再费事了

"丰衣足食"指吃的穿的都很丰富充足

"为所欲为"是任意而为

7、A

【解析】

第一空，根据股市暴跌无法预料，可以判断应填入一个有"突然"含义的词，因此排除 C、

D项。"措手不及"指事出意外，一时无法应付，来不及，"猝不及防"指事情来得突然，来不



及防备。根据语意，暴跌已然发生，股民要面对的是应付，故"措手不及"更恰当，本题选 A

项。

带入第二空，"不知所措"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形容处境为难或心神慌乱;"束手无策"

指遇到困难，就像手被捆住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由"各成员面对危机"可知"束手无策"

更符合语意

【释义】

措手不及、猝不及防、不知所措、束手无策

"措手不及"指事出意外，一时无法应付

"猝不及防"指事情来得突然，来不及防备

"不知所措"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形容处境为难或心神慌乱

"束手无策"指遇到困难，就像手被捆住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

8、 C

【解析】

题目的考点在于语境信息的考察。文中前面谈了有的虽然形式相同，意义却，转折关系

出现，前面是相同，后面肯定是不同的。四个成语中南辕北辙为目标和行动不一致。针锋相

对，比喻双方在策略、论点及行动方式等方面尖锐对立，主要用在辩论方面。语义过重。纷

繁复杂指的是多种多样。这三个词都不符合语境，截然相反.形容事物或事件毫无共同之处，

符合语境信息。故正确答案为 C。

9、 C

【解析】

文段意思是两个人的人生目标完全不同，"截然不同"：形容明显不同。符合句意。因此，

本题答案为 C 项

【纠错】

"相差甚远"强调同一性质的比较相差很大，这里"人生目标"没有优劣好坏之分，且不是

同一领域，故 A 项错误;"各有所求"指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与"人生目标"无关，故 B 项错误;"

南辕北辙"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文段没有体现"相反"的意思，故 D 项错误

10、 C

【解析】



根据原文"相对来说人口社会统计受到的重视可能稍微弱一些"，得出应该选表示两者都

重要的词，而"并驾齐驱"比喻齐头并进，不分前后，与"两者并重"的意思相同。故正确答案

为 C

【纠错】

A项"化零为整"指把零散的部分集中为一个整体，B 项"不分彼此"形容关系密切、交情

深厚，与两个独立统计领域的关系不搭配，先排除。D项错误，两个领域并没有长短的区分。

11.【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半部分讲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是刺激消费，然后通过转折关联

词“但”说明低利率未能完全刺激消费。后半部分通过“另一个”指出低利率政策还有一个

目的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然后以“可正因为此”引导的句子说明这一做法对金融业及中

小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分”，重点需要对文段进行全面概括，即一方面，低利率政策

刺激消费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给银行和中小企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三步，对比选项，B项为对文段内容的全面概括。因此，选 B选项。

【拓展】

A项“必须做出调整”属于过度引申，文段并未体现，排除。

C项和 D项分别对应文段的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不全面，排除。

【本题结束】

12.【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找到“电脑会代替人脑”的关键信息。从文段“很多网友担心”“终

结者担忧”“甚至有人认为”可知，一些人认为电脑将代替人脑。但作者仅在客观陈述，对

他人观点是否赞同，文中没有提及。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与作者的态度相符。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作者认为”，C项“认同”和 D项“不认同”都是给出某种观点，不符文意。

【本题结束】



13.【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定位原文，“作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出现在最后一句“美国实体经济竞

争力将再次显现王者底蕴”。由此可知，作者对美国经济前景是乐观的态度，认为它将再现

领头羊的雄风。

第二步，对比选项。“力不从心”指心里想做，可是能力或力量够不上；“任重道远”比

喻责任重大；“绝处逢生”指陷入绝境的时候又有了生路，三者均与“再显王者底蕴”语境

不符，排除 A项、B项和 C项。“东山再起”指失势之后重新恢复地位，符合语境。因此，

选择 D选项。

【拓展】无

【本题结束】

14.【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解释了国民媒介素养的内涵，并说明其具有重要地位，接着

提出观点“提高国民媒介素养有重要意义”，最后通过假设从正面论证观点。

第二步，文段为“分-总-分”结构，重点在于总论，强调提高国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意义。

对比选项，B项是重点句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对应第一句，只是起到引出话题的作用，并非文段重点。

C项强调“媒介素养”而文段主体词为“国民媒介素养”，主体概念扩大，主体不一致。

C项中的“如何”指具体的措施、对策，文段中并没有体现。

D项“分层推进”属于过度引申。

【本题结束】

15.【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引出话题“视觉革命”，之后通过“上世纪初”“此后”“而



现在”等时间信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不同时期视觉技术对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改变。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分”，文段的主体为“视觉革命”，且每个时期都谈到“改变”

这个关键信息，因此文段的主旨可概括为，视觉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改变。对比

选项，B项符合文段重点。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A项“产生的过程”和 D项“媒体形态和消费方式的关系”，文段中没有谈及。

C项“技术突破”概括不全，文段论述了“技术革新”和“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改变”两

方面内容。

【本题结束】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