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轨迹，人的一切言行总是一定“轨迹”的体现。资产阶级

的唯我主义的形成是圆内半径运行轨迹的结果。这个“圆”的圆心就是“我”，“半径”则是

个人的利害得失。 

对文字中画线句子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自我标榜。 

B.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是唯物主义的表现。 

C.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唯我”，一切利害得失均以“我”为核心。 

D.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由总以“我”为核心去处理利害得失而形成的。 

 

2. 北极海域浮冰面积逐渐减小，总计缩小达 20％左右，使北极熊难以在浮冰上长久立

足，加之某些国家对海豹大量捕杀，使本来就不多的北极海豹越来越少，北极熊更难在浮冰

上捕食海豹。我们来到北极斯匹兹卑尔根岛西北海岸北纬 80 度附近一海湾时，惊讶地拍摄

到了北极熊捕鱼的全过程。我们看到，北极熊改变了以捕食海豹为生和“不下水”的习性，

开始跳下冰冷的海水，抓鱼为食。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 

A．北极环境日益恶劣 

B．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C．聪明的物种更能适应环境 

D．环境变化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习性 

 

3.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康师傅不约而同地对主流饮料更换瓶型，导致包装和饮料含

量一同“瘦身”，减量不减价已成为企业的通行做法。比如许多人早就发现常见的小盒酸奶

的容量从 125ml悄然变为 100ml。这种改变商品规格以规避上层限价令的做法，在药品企业

实施的历史更为悠久，这也导致了国家管理者并未在限价的基础上，限定商品规格。 

这段文字主旨是: 

A.这说明管理者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B.在通胀预期甚大的背景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难以“过分干预” 

C.管理者应该限定商品规格 

D.减量不减价已成为企业的通行做法 

 



 

 

4. 随着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人开始注重名和利，而学术

则变成了谋取名利的工具。为了能够尽早地脱颖而出，有些学人甚至完全放弃学术之追求真

理性认识的本然功能，将学术批判变成自我彰显的“噱头”，于是，专批名人、伟人，借助

媒体虚造声势，以致钻进为批判而批判的死胡同。不难想象，当这种现象泛化为普遍之时，

必将是学术死亡之日。 

这段文字意在表明： 

A. 当学术批判发展为普遍之时，将是学术死亡之日 

B. 学术批判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而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C. 只有经过全面调查和研究，才能使批判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D. 唯有坚持真理取向的学术批判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繁荣 

 

5. 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下，都存在着学生资质差异的问题。理想的教育体制，应该面向

不同资质的学生，都提供相应的机会。但是，面对高考升学，面对社会对人才的遴选机制，

我们常常是无奈地叹息。因此，天才对教育惟一可说的话，是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那句

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这段文字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A.现在的教育体制忽视了学生的资质差异，不利于天才的培养 

B.理想的教育体制应该一视同仁，给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 

C.在当前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遴选机制下，人们更多地表现出无奈 

D.现行教育体制在竭力挣扎却又难以走出误区 

 

6. 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不同于自然现象的普遍性，它的真理性植根于外部世界，科学

家和整个人类只是这个外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它

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艺术的普遍性在这一点上不

相同，它们仍然有着很强的关联。 

对文中黑体字出现的两个“它”与“这一点”依次指代的是： 

A.科学的普遍性，艺术的普遍性，植根的基础 

B.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艺术家追求的普遍性，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C.普遍性，普遍真理性，植根的基础与时空界限 

D.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艺术家追求的普遍性，普遍性植根的基础 



 

 

 

7. 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自然的神灵的一种世界观，是自然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

虚幻和歪曲的反映。它产生于史前社会后期，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了解自然界，幻想

以祈祷、祭献等来影响和主宰自然界。自阶级产生以后，剥削阶级竭力支持宗教，借以麻痹

人民的斗志，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A.宗教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  

B.描述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 

C.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有特定的历史根源  

D.宗教从一产生起便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8. 读书时，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也未必就知道作书人的意思。意思是

离不开语言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

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杖。这就是古人所说

的“得意忘言”，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对文中“得意忘言”一词的含义，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明白了文句的字面意思，就要忘记文句 

B.明白了文句精神实质，就要忘掉文句 

C.懂得了文句精神实质，就不拘泥于文句 

D.懂得了文句的字面意思，就不受文句限制 

 

9. 从羊皮纸、竹简到纸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从摩尔斯电码、二进制代码到影像的

数字化，文化产品的载体越来越轻盈，精神产品的传播也越来越迅捷。特别是互联网的发明

和应用，打破了文化内容传播的时空界限，让文字、视频、音乐可以在瞬间传到地球上的任

何一个角落。同时，借助科技创新的种种新工具，人们可以以更快捷的速度，制作精彩纷呈

的动漫游戏、数字影视、手机报纸、网络出版、有声读物，等等，并由此创造出一个个全新

的文化产业。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了： 

A.文化的进步包含科技的发展和创新 

B.科技创新使文化创新的潜力变得无穷 



 

 

C.科技创新大大推进了文化创新的进程 

D.科技创新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工具和载体 

 

10. 18 世纪以后，由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构成的_______反应给予欧洲资本

主义以不可阻挡的_______，至 1914年，欧洲列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霸权，深刻地影

响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而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前所未有的

_______，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连串  生命力  发展 

B.连锁  推动力  扩张 

C.系列  助推力  拓展 

D.连续  催化剂  扩展 

 

 

 

 

 

 

 

 

 

 

 

 

 

 

 

 

 

 



 

 

参考答案： 

1. 【答案】D 

【解析】文段中画线句子之后的语句对画线句子进行了解释，依据“圆心”是“我”，

“半径”是“个人利害得失”可知画线句子含义为资产阶级的唯我主义的形成是以“我”为

中心，以“个人利害得失”为半径运行轨迹的结果，D 选项表述最接近，故本题选项 D 项。 

 

2. 【答案】D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段首句阐述北极熊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接下来指出，

环境的变化使得北极熊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捕食习性，故答案为 D。 

 

3. 【答案】C  

【解析】本文段是总分结构，前两句描述了企业改变商品规格，减量不减价的现象，第

三句表明作者观点，认为“国家管理者并未在限价的基础上，限定商品规格。”，即认为国家

管理者应该限定商品规格，故本题选 C。 

 

4. 【答案】D  

【解析】文段首句阐述了一种不良的学术背景，接着说明了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批判变

成了有些学人自我彰显的“噱头”，学术存在一种为了批判而批判的问题，最后总结为“当

这种现象泛化为普遍之时，必将是学术死亡之日”，言下之意就是不能这样去做，即要求我

们坚持“学术之追求真理性认识的本然功能”，而不能去为了批判而批判。观察四个选项，

只有 D项是文段意在说明的。A项曲解文意，由文段末句可知，“当这种现象泛化为普遍之

时，必将是学术死亡之日”，这种现象是指为了批判而批判的现象，而不是包含了所有的学

术批判；B项属无中生有，文段中并没有体现“政治斗争”；C项在文段中没有体现。故本题

答案选 D。 

 

5. 【答案】A  

【解析】文段的结构是典型的总分总结构。文段第一句话表明观点：学生有资质差异，

紧接着文段通过具体的理想状态的描述和实际状况的对比谈到现存的不合理的现象，文段最

后一句话通过援引观点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天才的阳光被挡住了”即“天才的资质没

有被重视”，对这一句观点句进行同义替换，A 选项符合题意。B 选项是强干扰选项，其中



 

 

“平等的机会”这一表述与文段原意相去甚远，文段强调提供的应该是与其资质相匹配的机

会而不是“平等的机会”。故本题选 A。 

 

6. 【答案】D  

【解析】根据词句理解题的就近原则，第一个“它”指代的是“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

第二个“它”指代的是“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通过前两句可知二者的区别在于植根

的基础不同，因此“这一点”指代的是植根的基础，观察四个选项，只有 D符合，故本题答

案为 D。 

 

7. 【答案】B  

【解析】文段首句讲宗教是一种自然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虚幻和歪曲的反映，第

二句讲宗教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的局限，尾句讲世界性宗教的形成有其阶级根源。综

合起来即 B项“描述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故本题选 B。 

 

8. 【答案】C  

【解析】结合上下文，作者的观点是，仅局限于文字是死读书，读书应该“过河拆桥”。

也就是说，不应该局限于文字，懂得意思之后就不能再抓住文字不放。因此 C 选项最符合。

A、B选项的“忘记文句”只是表述表面意思，不符合文意。D选项懂得“字面意思”与文意

不符。故本题选 C。 

 

9. 【答案】D  

【解析】文段属于并列结构，前两句表明科技的创新使得文化传播的载体越来越轻盈，

使精神产品传播迅捷，第三句话说借助科技创新的新工具有利于人们创造新的文化产业，对

比四个选项，D项说法最全面。故本题选 D。 

 

10.【答案】B 

【解析】18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一环套一环，接连发生的，用

“连锁”最为恰当，且“连锁反应”属于固定搭配；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是欧洲

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且与“不可阻挡”搭配最恰当的是“推动力”；与前面的“欧洲

列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霸权”相对应，“扩张”最为合适。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



 

 

项。“连串”、“连续”与“反应”搭配不当；第二空，“给予……催化剂”搭配不当；“发

展”程度太轻，不能照应“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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