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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很少，仇恨太多。

专题二! 议论文

一、议论型完形填空的命题趋势

分析近几年的高考试卷，我们不难看出高考完形填空的体裁以记叙文为主，但也

有个别省市考查了议论文。

议论文是一种通过剖析事物或论述事理来提出主张或发表见解的文体。议论文

分为两种，一种是夹叙夹议型，另一种是纯议论型。夹叙夹议型完形填空的基本模式

是：作者首先叙述一件事，然后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或由此事引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

题。纯议论型完形填空的基本模式是：提出论点，列举论据，提出看法。

议论型完形填空有以下特点：

"# 首句制胜，论点明确

议论型完形填空的首句常常是文章的主旨句。作者一般在文章的首段提出论

点，然后在各段的首句提出分论点。

$# 结构清晰，脉络有序

议论文的三要素为论点、论据和论证。论点和论据形成一体，相互印证。有时作

者为了使文章脉络清楚，行文流畅，会使用一些连接词，如：%& ’() *%&’+,+-，,.. /& ,..，
/& 0(%+’，1)&)+,..- 02),3/&1，4%+0) 0’/..，%& ’() %’()+ (,&5，/& *%&*.60/%&，,0 , *%&0)7
86)&*) 等。

9# 按一定的方法论证

议论型完形填空中的论点都是按一定的方法来论证的。常用的论证方法有：归

纳法（分析个别事物，进而推断出这类事物的共同点，得出结论）；推理法（ 从原理出

发，个别分析说明，得出结论）；对照法（正反对照，先分析说明，后得出结论）；驳论法

（阐述错误观点，逐条批驳，阐明观点）。

二、议论型完形填空的应试技巧

"# :叙: :议:有机结合

对于夹叙夹议型的完形填空要把: 叙: 和: 议: 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的考生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只顾选某一部分的答案，而没有注意到事件与论点之间的关系。

以 $;;< 年安徽卷为例，作者首先从现象 =%>) 0(%22/&1 ’).)?/0/%& &)’4%+30（网络）(,?)
@)*%>) , ! 9A! （4,-）B%+ >,&- 2)%2.) ’% 0(%2 4/’(%6’ ! 9C! （)?)+）(,?/&1 ’% .),?)
’()/+ (%>)0 入手，最后得出结论：/& ’() B6’6+)，(%>) 0(%22/&1 4/.. ! DD ! （ )E/0’）’%7
1)’()+ 4/’( 0’%+) 0(%22/&1 @6’ 4/.. &)?)+ )&’/+).- +)2.,*)（取代）/’。文章论述了电视网络

购物得以流行的原因，结尾时告诉我们：电视网络购物与商场购物将会并存。

!



! ! "# $%&# ’##( %)) *$# +%, *- *$# .--( %(/ ’%01，’2* $%&# *3-2’)# 03-445(6 *$#
4*3##* *- .##* -23 (#56$’-347

87 遵循9狠抓首句9原则

对于议论型完形填空，在掌握全文主旨的情况下抓住每段的首句是做好试题的

关键。一项调查表明，英语中 :;< 到 =;< 的议论文的主旨句都是段落的首句。抓住

了每段的首句，再理解文章就容易多了。

『典例 >』! ?%(, @#-@)# (-+ *$5(1 *$%* *#%0$#34 65&# @2@5)4 *-- .20$ $-.#+-317
A$#, 4%, 5* 54 ! >! B-3 0$5)/3#( *- +-31 %* $-.# 5( *$#53 B3## *5.#7 ! 8! ，*$#, %362# *$%*
.-4* *#%0$#34 /- (-* ! C! @)%( *$# $-.#+-31 *%414 *$#, 65&# *- @2@5)47 A$# 3#42)* 54 *$%*
@2@5)4 $%&# *- ! D! *%414 +$50$ *$#, $%&# %)3#%/, /-(# %* 40$--)7

>7 E7 2((#0#44%3,! ! F7 2(5(*#3#4*5(6! ! G7 2(B-3*2(%*#! ! H7 2(5.@-3*%(*
87 E7 I#&#3*$#)#44 F7 J-+#&#3 G7 A$#3#B-3# H7 ?-3#-&#3
C7 E7 0-(45/#3%’), F7 B%&-3%’), G7 @3-@#3), H7 @)#%4%(*),
D7 E7 B5(54$ F7 3#@#%* G7 %**#(/ H7 %00-.@)54$

『解析』! 分析本段我们可以看出，首句9?%(, @#-@)# (-+ *$5(1 *$%* *#%0$#34 65&#
@2@5)4 *-- .20$ $-.#+-319就是本段的主旨句。抓住了首句，我们就很容易解答后面

的题目了。

>7 E! 句意为：他们说没有必要让孩子们在业余时间做作业，这是对首句论点的

阐述。

87 H! 此题选用 .-3#-&#3 进一步阐明人们对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的看法。

C7 G! 人们认为很多老师对于学生的家庭作业的布置没有计划好，用 @3-@#3),
9正确地，适当地9，与 (-* 连用，符合题意。

D7 F! 根据句意，此处应选 3#@#%*，表示9重做（任务，作业等）9。该句为下一段做

铺垫，同时与首句相呼应。

C7 理清文章的论点、论据和结论

议论型完形填空与记叙型完形填空相比，稍微难了一些。一般来说，记叙文是按

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描述的，我们只要把握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能将文章脉络

把握好。然而议论型完形填空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我们不清楚文章的论点、论据和

结论，就只能莽撞地答题了，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理清文章的论点、论据和结论是

做好议论型完形填空的关键。

『典例 8』! "$#( % @#34-( 54 0235-24 %’-2* 4-.#*$5(6，5* .#%(4 $# 54 5(*#3#4*#/ 5( 5*
%(/ +54$#4 *- 1(-+ .-3# %’-2* 5*7 A$#3# 54 ! >! +3-(6 +5*$ 0235-45*, 5( 5*4#)B7 "$#*$#3 5* 54
6--/ -3 ’%/ ! 8! -( +$%* @#-@)# %3# 0235-24 %’-2*7 G235-45*, 54 ! C! 45)), -3 +3-(67

>7 E7 4-.#*$5(6 F7 (-*$5(6 .20$ H7 (-(#
87 E7 1##@4 F7 @2*4 *%1#4 H7 /#@#(/4
C7 E7 %)+%,4 F7 4-.#*5.#4 4#)/-. H7 (#&#3

『解析』! >7 F，87 H，C7 F! 读完这一段我们可知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9 A$#3# 54
! >! （(-*$5(6）+3-(6 +5*$ 0235-45*, 5( 5*4#)B7 "$#*$#3 5* 54 6--/ -3 ’%/ ! 8! （/#@#(/4）

!



我们可以往返于月球与地球之间，却难以迈出一步去问候我们的左邻右舍。

!" #$%& ’(!’)( %*( +,*-!,. %/!,&0。我们接着往下看，0 1,*-!.-&2 -. 3 4 3 （ .!5(&-5(.）

.-))2 !* #*!"60是本段的主旨句，它同时又是本篇文章中心论点的分论点。

78 0三论0结合推出答案

一般来说，能说明论点主要内容的答案可以在论据中得到印证，且论点里的某些

答案也可以与论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论点和论据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整篇

文章结构清晰，主题鲜明。

如果我们所选的答案前后矛盾，那就说明我们对于文章的把握尚缺乏条理性和

系统性。此时，我们需要回过头去，重新理顺文章，直到结构清晰为止，然后再依据自

己对全文的把握及各部分的逻辑关系选出答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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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年浙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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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B8 ’*!,>)23 3 3 N8 *(.’(+&=,))2
18 ’%&-("&)2 P8 +,*-!,.)2

C8 B8 %"6*2 N8 $,"6*2
18 =*-6$&("(> P8 &$-*.&2

48 B8 % Q,(.&-!" N8 % *(%.!"
18 %" !’-"-!" P8 %" ->(%

78 B8 .(*-!,. N8 >-==-+,)&
18 *(6,)%* P8 +!"H("-("&

@8 B8 $,*& N8 ("+!,*%6(>
18 %&&*%+&(> P8 .$!+I(>

;8 B8 +)(*I N8 .(+*(&%*2
18 ’%..(*F/2 P8 =*-(">

J8 B8 O-"+( N8 N(=!*(
18 B. P8 G=

K8 B8 )!!I-"6 =!* N8 #!*I-"6 =!*
18 .(">-"6 =!* P8 ’%2-"6 =!*

L8 B8 +%))(> ,’ N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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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B8 #!**-(> N8 >-.%’’!-"&(>
18 .%&-.=-(> P8 .,*’*-.(>

998 B8 >(.+*-’&-!" N8 ’*(’%*%&-!"
18 (E+,.( 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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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L2 -’+" H2 .$%",
M2 ,"%"=’/", N2 ,".-+’3",

:;2 L2 3’*+ 416" H2 3’*+ 6$71=3
M2 /$-1"(&" N2 ,"-"+71($-1’(

:A2 L2 #’/1(? 6’+ H2 4$1-1(? 6’+
M2 +"$,3 6’+ N2 61- 6’+

:D2 L2 ="..’( H2 "O/"+1"(&"
M2 /*+/’." N2 )*$=1-3

:E2 L2 P’+ "O$7/=" H2 L6-"+ $==
M2 Q1?#- (’4 N2 R’ 6$+

:F2 L2 S%"+3 $?" H2 S%"+3 .#’/
M2 S%"+3 ,$3 N2 S%"+3 ’661&"

:G2 L2 $&&"/- H2 &’(-+’=
M2 &#$(?" N2 17/+’%"

:I2 L2 &"+-$1( H2 1(-"+".-1(?
M2 /+"&1’*. N2 "$.3

JK2 L2 /#’-’ -$51(? H2 B’0 #*(-1(?
M2 ,"&1.1’( 7$51(? N2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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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征服太空，却征服不了自己的内心。

! ! 这是一篇议论型完形填空，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等候妻子一同去购

物，但是由于妻子迟迟未到，他感到十分不满，于是愤然离去。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

经历告诉人们耐心是获得快乐和回报的一种重要品质。

作者通过描述等候、拍照和送相片等情节把文章连接起来，最后通过议论得出自

己的结论。

"# $! 考查词语辨析。%&’()*+, 骄傲地,；&-.%-/01(**+, 尊重地,；%203-40*+, 耐心地,；

/(&3’(.*+,好奇地,。根据下文, 56-4 6- 7230-) 38%203-40*+ 1’& "9 834(0-. 8’&-, 可知

开始时他,耐心地,等了 "9 分钟。

:# ;!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后文可知,他生气了,。

<# =! 考查语句理解。看到照相亭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 ?! 考查语境理解。由上文可知他等了妻子很久，已经生气了，此时拍照，要流露出

最不高兴的表情应该是,不难的,。

9# =! 考查逻辑推理。上文提到, @- 7’&- 06- 8’.0 (462%%+ -A%&-..3’4 6- /’(*) 824B
2C-,，可推断此处用 =，表示他对这四张照片的效果很满意，甚至让自己感到震惊。

D# ;! 考查生活常识。货摊或柜台后面的人，应该是,店员,。

E# =! 考查行文逻辑。这里表示一种假设。

F# ;! 考查逻辑推理。妻子赶到的话一定会寻找丈夫的。

G# ?! 考查词语辨析。由题意可知，他, 回到, 了自己的办公室。其他选项均不合题

意。

"H# $!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的,@- .20 )’74 7306 2 .83*-,可知此处是丈夫对自己想

出的主意感到很,满意,，故选 $ 项。

""# =! 考查语境理解。联系上文可知，如果一张照片相当于一千个词的话，那么四张

照片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了。*-/0(&- 还有,训斥,之意。

":# ?! 考查语境理解。下文说, I6- /2&&3-. 06-8 34 6-& %(&.- 4’7 24) .6’7. 06-8 0’
24+’4- 76’ 2.J. 31 .6- 3. 82&&3-) # # # ,，由此我们可知她,保留了,那些照片。

"<# $!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后文的 ’4- %-&.’4 /2**. 30 , 7230 0&23434C,可知本句话问的

是,耐心,。

"># ?!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下文可知，我们经常为了某事而,等候,。

"9# =! 考查生活常识。根据常识判断耐心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品质,。

!



!" #$%" #&’#"( &)*+,"-，./0 1+2"( ,+($1-3

453 67 考查副词词组。此句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耐心，毕竟生活中总有些东西是值

得我们等待的。故选 6。

483 97 考查词语辨析。生活中的:每一天:人们都有体验等候的机会。

4;3 <7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中的: 2" *$))+0 $%+&= &0:可知，只有 $**">0 符合题意。

4?3 <7 考查行文逻辑。根据连词 ./0 以及后面的句子可知此处意为：但是有一件事

情是确定无疑的。

@A3 B7 考查语境理解。本文论述的中心内容与 2$&0&)’ 有关，所以选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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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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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5 年安徽卷）

7 7 C$%" D+/ "%"( #$= 0+ ="*&=" 2#"0#"(
0+ ’+ -#+>>&)’ +( -0$D #+," $)= 2$0*#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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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收入增加了，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

!"## $%&’’"() *+ ,-#-."$"&( / 01 /
,23- ,%- ’#24- &5 $%&’’"() "(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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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2, 2 / 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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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D / $’-4"2#"$,$ $2+ ,%2,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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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6- $%&’’"() *:, B"## (-.-6
-(,"6-#+ 6-’#24-（取代）",;

01; ?; #2$,#+ G;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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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C%-( G; J-,
H; K&B-.-6 I; C%-6-5&6-

0=; ?; )-(-62# G; ’&’:#26
H; 6-2# I; ,6:-

0A; ?; 9-$")( G; 823-
H; B-26 I; ,&:4%

0D; ?; %&B G; B%+
H; B%2, I; B%-(

EF; ?; -L"$, G; ’624,"$-
H; 5&##&B I; 2’’-26

这是一篇议论文，作者论述了电视网络购物得以流行的原因，并得出电视网络购

物与商场购物将并存的结论。

文章以MK2.- +&: -.-6 %29 ,& 9-4"9- B%-,%-6 ,& )& $%&’’"() &6 $,2+ %&8- 2(9 B2,4%
CN &( 2 B--3-(9M开篇，引出电视网络购物这一主题，接着陈述电视网络购物的优点，

最后指出电视网络购物与商场购物这二者的发展前景。

0; I/ 考查语境理解。网络购物时代，人们购物和看电视两不误，M能M同时做到。

E; G/ 考查生活常识。一般情况下人们购物要去商店，而网上购物只需在家就可以进

行。说明电视网络购物也是人们购物的一种M方式M。

O; ?/ 考查行文逻辑。这里用 -.-6 表示强调M 甚至，曾经M，句意为：甚至不用离开自

己的家就可以购物。

P; H/ 考查语境理解。破折号后面的内容是人们不愿意做的，所以用 *- ,"6-9 &5 M 厌

烦M。

1; ?/ 考查词语辨析。5")%, ,%- 46&B9$ 指M人群熙熙攘攘M。

<; H/ 考查词语辨析。%2.- $#")%, %&’- &5; ; ; 意为M⋯⋯的希望很渺茫M。

=; G/ 考查生活常识。人们通过看电视（B2,4% CN）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

A; I/ 考查行文逻辑。用 B%"#- 表示M主持人介绍产品M 是和M 模特展示产品M 同时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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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21 34 考查语境理解。%&+/56 ’"# 7,+78 表示9 昼夜不停，持续一整天9。根据后面的

9 -/.(5: $+)#’"(5: 4 ;<4 -. )%8(5: % ="+5# 7%,,9可知这里是说电视购物可以在一

天中的任何时间进行。

;<1 >4 考查词语辨析。不出家门，只是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把商品买到手，这里用 $()?
=,# 强调客户需要做的仅仅是打个电话。

;;1 @4 考查语境理解。由于电视购物成为一种潮流，百货商场和邮递公司都希望加

入进来。-# #%:#& ’+ 6+ $’"1 9急于做某事9。

;A1 >4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为：建立自己的电视购物频道。应用 $#’ /= 9 建立，设

立9来表示。=/’ /=9显示出，表现出9；)%8# /=9形成，构成9；,++8 /=9查阅9。

;B1 @4 考查生活常识。询问产品的有关事宜，之后进行订购的应是9顾客9。

;C1 34 考查固定搭配。=,%7# %5 +&6#&9订货9为固定搭配。

;D1 E4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为：电视购物最终会代替商场购物吗？,%$’,.9 最后一

点9，指按顺序的最后；F(5%,,.9最后，末了9，可以指按时间的最后，也可以指按顺序

的最后；#$=#7(%,,.9尤其，特别地9和 F+&’/5%’#,.9幸运地9不合题意。

;G1 E4 考查行文逻辑。结合上下文可以判断出前后句子含有转折意味。如果用

"+*#H#&，后面需用逗号隔开。

;I1 >4 考查语境理解。把电视或网上虚拟的购物与9 真正的9 商场购物进行比较，所

以用 &#%,。
;J1 @4 考查生活常识。句意为：人们买衣服时总喜欢9摸一摸9或试穿一下。

;21 E4 考查语句结构。*". 引导的是一个表语从句，’"%’’$ *".1 1 1 意为9 那就是⋯⋯

的原因9。

A<1 34 考查逻辑推理。从空后内容可以判断，二者将9并存9，所以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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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总词数：AIB4 4 4 #难度系数：<1 G<4 4 4 #解题限时：;D 分钟

4 4 L+/ )/$’ "%H# "#%&6 ’"#$# *+&6$ ,(8#
9 "+* "%==. (’ ($ ’+ -# % 7"(,69 1 E/’ *+/,6
.+/ "+5#$’,. 7"%5:# =,%7#$ *(’" % 7"(,6？

!"(58 +F ’"# .#%&$ %’ 4 ; 4 ：’"# .#%&$
$=#5’ ,(H(5: (5 4 A4 F#%& +F #K%)(5%’(+5$
%56 $7"++, &#=+&’$1 MH#&. )+H#)#5’ .+/

;1 31 "+)#4 4 4 E1 $7"++,
>1 ’%-,# @1 "%56

A1 31 7+5’#5’ E1 F+&:#’F/,
>1 %-$/&6 @1 7+5$’%5’

B1 31 +-$#&H#6 E1 6($’/&-#6
>1 $’+==#6 @1 %==&#7(%’#6

C1 31 =,#%$/&# E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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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更加自由了，拥有的快乐时光却更少。

!"#$ %"& ’ (’ )* &+!$ "#,-.&/ 01234 +5
.1$ ’ 6’ .1". *+, 1"# .+ 7+ .+ )$# $"8-*，

*+, 1"# .+ $". ’ 9 ’ .1237 .1". %"& &,:;
:+&$# .+ )$ 7++# 5+8 *+,/ <$!$!)$8 1+%
= 7$3.-$= ’ > ’ %"& 72?$3 .+ *+, %2.1
%+8#& -24$ = @5 *+, #+3’. #+ "& @ &"*，@
%2--/ / / = @’! &,8$ *+, %2-- ’ A’ 5+87$.！

’ B ’ ，.1$&$ "8$ +3-* :"8. +5 C12-;
#8$3’& .8+,)-$/ D+ !"..$8 1+% 423# "3# -+?;
237 :"8$3.& !"* )$，C12-#8$3 +5.$3 ’ E ’
58+! &+!$ .$882)-$ "3# 2--+72C"- 5$"8& &23C$
.1$* C"3’. ,3#$8&."3# .1$ %+8-# "8+,3#
.1$!/ 01$* +5.$3 1"?$ &,C1 ’ FG’ 23 .1$
#"84 +8 23 .1$ #8$"!/ ’ FF’ C"3 &1"8$
.1$28 5$"8& %2.1 +.1$8 "#,-.& %12-$ C12-#8$3
1"?$ .+ 5"C$ .1$28 5$"8& ’ FH’ /

I,. .1$ !+&. ’ F( ’ :"8. +5 C12-#;
1++# 2& .1$ :$82+# %1$3 *+, )$723 .+ 7+ +,.
+5 2.，.1$ :$82+# %1$3 *+, 7+ 23.+ ’ F6’ /
0$$3"7$8& &."8. .+ )$ ’ F9’ .1$28 :"8$3.&
"3# .12& C",&$& .1$! 78$". ,31"::23$&&/
01$8$ 2& " C+!:-$.$ ’ F> ’ +5 &$-5;C+352;
#$3C$ #,8237 .12& .2!$/ J#+-$&C$3.& :"*
!,C1 "..$3.2+3 .+ .1$28 "::$"8"3C$ "3# .1$
’ FA’ .1$* !"4$ +3 +.1$8&/ 01$* 5$$- &1*，
"%4%"8# "3# C-,!&*（笨拙的）/ ’ FB’ "8$
&.8+37 ),. 1$"8.& $"&2-* )8+4$3/ 0$$3"7$8&
’ FE’ !+!$3.& +5 78$". 1"::23$&& +8 )-"C4
#$&:"28/ ’ HG’ .18+,71 .12& :$82+#，"#,-.&
&$$! .+ )$ ,3423# .1"3 $?$8/

K/ .2!$& L/ 5,3
9/ J/ #$-2C2+,& I/ 3,.82.2+,&

K/ ."&.* L/ 1".$5,-
>/ J/ :8$&&,8$ I/ C"8$

K/ 2&&,$ L/ $M:-+8".2+3
A/ J/ $?$8 I/ 3$?$8

K/ &.2-- L/ &+!$%1".
B/ J/ 01,& I/ J& " 8$&,-.

K/ N?$3 &+ L/ J)+?$ "--
E/ J/ &,55$8 I/ 58$$

K/ #2$ L/ ?2$%
FG/ J/ ?2$%& I/ 5$"8&

K/ 8$78$.& L/ &:282.&
FF/ J/ K12-#8$3 I/ NM:$8.&

K/ J#,-.& L/ 0$$3"7$8&
FH/ J/ 8$7,-"8-* I/ "-+3$

K/ #+,).5,--* L/ C+!5+8.")-*
F(/ J/ :"235,- I/ 8$-2")-$

K/ 23&:28237 L/ 2!"723"8*
F6/ J/ &C1++- I/ "#+-$&C$3C$

K/ &."7$ L/ %+84
F9/ J/ 23 I/ .18+,71

K/ 5+8 L/ "7"23&.
F>/ J/ &."3#"8# I/ #28$C.2+3

K/ -"C4 L/ :"28
FA/ J/ O+4$& I/ "C12$?$!$3.&

K/ :8+78$&& L/ 2!:8$&&2+3
FB/ J/ I+3$& I/ P$$-237&

K/ Q2--& L/ @#$"&
FE/ J/ $3&,8$ I/ 23#2C".$

K/ $M:$82$3C$ L/ C+!5+8.
HG/ J/ J3#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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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K/ N?$3 L/ @3&.$"#

!"#$% H

#总词数：(FB’ ’ ’ #难度系数：G/ 9B’ ’ ’ #解题限时：FB 分钟

’ ’ R2?237 "3# #$"-237 %2.1 42#& C"3 )$ " F/ J/ #2&C,&&2+3’ ’ I/ #$:$3#$3C$
K/ .8"3&:+8.".2+3 L/ C+!!,32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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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0 1’.*2.2)13

.)’4# 5)-，-’. /2%214 $1, ,"$/214 62.# 7$*"1.0
($1 -" "%"1 .)’4#"*3

8+ 8 #$%" /"$*1", $19.#214 21 &9 :; 9"$*0，
2. 20 .#$. < :< 20 %"*9 2&7)*.$1.，< =< 6#"1
9)’ ,20$4*""3 !2.# $19 *"/$.2)10#27，9)’ 1"", .)
/". ).#"* 7")7/" >1)6 #)6 9)’’*" < ?< 3 !#"1
9)’’*" &$, $. 9)’* 7$*"1.0，)* $19)1" "/0"，1).
.$/>214 .) .#"& ,)"01’. < @< $19.#2143

A)&&’12($.2)1 -"4210 62.# .#" < B < )+
$1).#"*3 8. &"$10 .#$. 9)’ ($1’. < ; < ()&"
#)&" +*)& 0(#))/，4) ’7 .) 9)’* *))& $1, 241)*"
"%"*9)1"3 < C < 9)’ 5’0. 0$9 DE2D，$1, 0""
#)6 .#"2* ,$9 6$0 +)* +2%" &21’."0，2. 20 -".."*
.#$1 1).#2143

!#"1 < F < 62.# 7$*"1.0，9)’ $/6$90
#$%" .) &$>" .#"& +""/ 4)), $-)’. #)6 .#"9 $*"
,)214 < G < D 7$*"1.03 8+ 9)’ $*" < :H < .)
&$>" .#"& 0"" 0)&".#214 $0 9)’ 0"" 2.，."// .#$.
9)’’// /20."1 .) 6#$. .#"9 #$%" .) 0$9，-’. $0>
.#"& < ::< .) /20."1 .) 9)’3 I#)’.214 )* 6$/>J
214 $6$9 )1/9 &$>"0 .#" 02.’$.2)1 < :=< 3

K#20 20 $1 < :?< ：)1" 124#.，I)7#2" 6"1.
.) $ 0.*"". 7$*.9 62.# #"* +*2"1,03 I#" >1"6 0#"
#$, .) -" #)&" -9 < :@< ，-’. 0#" ,2,1’. +""/
0#" ()’/, 5’0. < :B< .) 4) #)&"3 K#$. 6)’/,
-" *’,"3 < :;< ，.#"9 #$, -""1 12(" "1)’4# .)
&$>" #"* $/)14 62.# .#"&3 L"",/"00 .) 0$9，0#"
6$0 /$." 4"..214 #)&"3 E"* 7$*"1.0 6"*" < :C<
$. +2*0.，-’. 6#"1 I)7#2" "M7/$21", 6#9 0#" 6$0
/$."，.#"9 6"*"1’. $0 &$, $1, /". .#" 21(2,"1.
4)3 A)&&’12($.2)1 6$0 .#" >"9 +$(.)* #"*"3 8+
I)7#2"’0 7$*"1.0 #$, 1). -""1 62//214 .)
< :F< ，I)7#2" 6)’/, #$%" -""1 21 $ /). )+
.*)’-/"3

A)&&’12($.2)1 201’. $（ 1）< :G < 6$9
,"$/，2. 4)"0 -).# 6$903 N’0. *"&"&-"*，2+ 9)’
4". 21.) $ < =H< /2>" I)7#2"’0，."// .#" ).#"*
7"*0)1 #)6 9)’ +""/ — /20."1214 20 $ >"9 +$(.)*
21 ()&&’12($.2)13

=3 O3 "07"(2$//9 P3 #24#/9
A3 /’(>2/9 Q3 0.*$14"/9

?3 O3 *"()%"*214 P3 +""/214
A3 "15)9214 Q3 #$.214

@3 O3 &"$1 P3 #)/,
A3 0)/%" Q3 0#)(>

B3 O3 ()1("*10 P3 0"10"0
A3 +$%)*0 Q3 0’(("00"0

;3 O3 9". P3 5’0.
A3 *$.#"* Q3 "%"1

C3 O3 R%"* 021(" P3 S1("
A3 R%"1 2+ Q3 R%"1 0)

F3 O3 $4*""214 P3 $*4’214
A3 4)214 Q3 ,"$/214

G3 O3 +)* P3 .#*)’4#
A3 /2>" Q3 $0

:H3 O3 &$1$4214 P3 .*9214
A3 "1()’*$4214 Q3 $++)*,214

::3 O3 07"(2$//9 P3 "1.2*"/9
A3 7)/2."/9 Q3 *’,"/9

:=3 O3 6)*0" P3 -".."*
A3 #$*,"* Q3 1$**)6"*

:?3 O3 "M7"*2"1(" P3 "M$&7/"
A3 )7"*$.2)1 Q3 )’./21"

:@3 O3 0’77"* P3 1))1
A3 &2,124#. Q3 &)*1214

:B3 O3 (#"$. P3 .#*"$."1
A3 1"", Q3 $0>

:;3 O3 O+."* $// P3 O. +2*0.
A3 O. )1(" Q3 81 $//

:C3 O3 &$, P3 $1M2)’0
A3 1$.’*$/ Q3 &2/,

:F3 O3 )-"9 P3 /20."1
A3 0()/, Q3 .)/"*$."

:G3 O3 1"6 P3 ’12T’"
A3 #)1)*$-/" Q3 ,)’-/"

=H3 O3 7)02.2)1 P3 0.$4"
A3 %2"6 Q3 02.’$.2)1

!"



我们拥有更多食物，得到的营养却更少。

!!!

!!!

"

""

"

!"#$% !

#总词数："#$% % % #难度系数：&’ ((% % % #解题限时：)* 分钟

% % +, -./,012 30 4536, 753 16, 45, 4/145 43 8,9
-,:;,（欺骗）’ <5,= 63>,3=, 4,226 ?31 63>,9
45:=@ 45.4 :6 4/1,，A14 % )% :>B3/4.=4 :=03/>.9
4:3= 45.4 653128 A, :=-218,8，5, -.= -/,.4, .
0.26, % "% ’

C3/ ,D.>B2,，. >.= 3=-, 4328 >,，E F G164
73= . 51=8/,8 8322./6 3= 45, % ! % ’ F4 7.6
@/,.4’ F % $ % 45.4 8322./ 4:-H,4 A.-H 43 45,
643/, .=8 41/=,8 :4 := % ( % 3=, 51=8/,8
8322./6！E

I5:6 @1? :6 . 7:==,/，/:@54？J.?A,，>.?9
A, =34’ I5,= % K % F 8:6-3;,/,8 45.4 5,
A31@54 473 51=8/,8 4:-H,46，.=8 3=2? 3=, 7.6
. % *% ’ L, 7.6 % M% . A:@ 236,/！

L, 8:8=’4 6.? .=?45:=@ 45.4 7.6 0.26,，

% #% 5, 2,04 314 :>B3/4.=4 :=03/>.4:3= % )&% ’
I5.4’6 -.22,8 . 5.2094/145’ L.2094/1456 ./, =34
4,-5=:-.22? % ))% ，A14 45,? ./, G164 .6 8:653=9
,64’

N=4/16473/45? -.=8:8.4,6（候选人）:= B32:4:9
-.2 -.>B.:@=6 304,= 16, 45:6 % )"% ’ O,4’6 6.?
45.4 81/:=@ P3;,/=3/ Q>:45’6 2.64 4,/>，5,/
% )!% 2364 3=, >:22:3= G3A6 .=8 @.:=,8 45/,,
>:22:3= G3A6’ I5,= 65, 6,,H,8 .=345,/ % )$% ’
R=, 30 5,/ 3BB3=,=46（对手）B14 .= .8 6.?:=@，
ES1/:=@ P3;,/=3/ Q>:45’6 4,/>，45, 64.4, 2364 3=,
>:22:3= G3A6！E I5.4’6 % )( % ’ L37,;,/，.=
53=,64 64.4,>,=4 73128 5.;, A,,= T1:4, 8:00,/9
,=4’

U8;,/4:6,/6 7:22 63>,4:>,6 16, 5.2094/1456’
F4’6 % )K % 45, 2.7 43 >.H, 0.26, -2.:>6，63
45,? % )*% 43 >:62,.8 ?31 7:45 45, 4/145’ U=

)’ U’ >.H,6 314 +’ 2,.;,6 314
V’ 4/:,6 314 S’ B146 314

"’ U’ -5.=-, +’ ,DB/,66:3=
V’ :>B/,66:3= S’ 4/.=62.4:3=

!’ U’ 6B34 +’ 2.A
V’ -3>B,4:4:3= S’ 2344,/?

$’ U’ 433H +’ 41/=,8
V’ 7,=4 S’ 233H,8

(’ U’ 7:45 +’ .6
V’ 2:H, S’ 03/

K’ U’ 2.4,/ +’ 03/>,/2?
V’ 5./82? S’ @,=,/.22?

*’ U’ 236,/ +’ 7:==,/
V’ 65.>, S’ 61/B/:6,

M’ U’ 7/3=@2? +’ 161.22?
V’ /,.22? S’ /:@54

#’ U’ 6:=-, +’ 75.4’6 >3/,
V’ 45,/,03/, S’ A14

)&’ U’ 3= B1/B36, +’ A? .--:8,=4
V’ := 4:>, S’ .4 0:/64 6:@54

))’ U’ -5.46 +’ 2:,6
V’ 0.:21/,6 S’ -3=6,T1,=-,6

)"’ U’ 0.:/ +’ -31/4
V’ 4/:-H S’ ,=4/?

)!’ U’ -3>B.=? +’ 0,2237
V’ -31=4/? S’ 64.4,

)$’ U’ 4,/> +’ -33B,/.4:3=
V’ ,2,-4:3= S’ 6,/;:-,

)(’ U’ A3/:=@ +’ 653-H:=@
V’ 4/1, S’ 7/3=@

)K’ U’ 03/ +’ .@.:=64
V’ 45/31@5 S’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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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0#$’(*-1

%, 2 342 5.*/ (’$ */- "*&-，67(-# *8’ *+ ’#-
,*9’*&$ .#-, :89;< =(..$ ’* 98&# -*$# >()>.#$1 6 ?’
+%(.$ ’* )#-’(*- ’"%’ ’"#< *-.< %$;#, ’#- 2 3@2 ，

%-, -(-# *+ ’"#) /*&; +*& ’"# :89;< A*&>*&%B
’(*-1

!"($ ;(-, *+ ,#9#>’(*- "%>>#-$ ’** *+’#-1
?’’$ %（%-）2 CD 2 +%9’ *+ .(+#：E(#$ %&# .(#$，
58’ $*)#’()#$ ’"# ’&8’" 9%- .(# %$ /#..1

3F1 G1 &#0&#’ H1 +*&0#’
A1 +%(. I1 ’&<

341 G1 )8$’ H1 -##,
A1 $"*8., I1 )(0"’

3@1 G1 98$’*)#&$ H1 >%’(#-’$
A1 &#>*&’#&$ I1 ,*9’*&$

CD1 G1 %’’&%9’(J# H1 9&(’(9%.
A1 +%(& I1 $%,

!"#$% 3
这是一篇议论型完形填空，主要说明孩子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面临的来自

大人们的压力。

31 H2 考查语境理解。由后半句6害怕考试与学校的成绩报告单6可知答案。

C1 I2 考查生活常识。在学校，考试是经常进行的，所以如果学生害怕考试的话，他就

会6不断地（感到）恐慌6。

K1 G2 考查生活常识。孩子在成长阶段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人的关注。

L1 A2 考查词语辨析。这里用 ’()#$ 指代6需要早早上床休息的时光6。

M1 I2 考查语境理解。从6 "%, ’* #%’6判断，小孩子不愿意吃，"%’#+8.6 十分讨厌的6 符

合语境。

N1 G2 考查语境理解。从6 ?+ <*8 ,*-’’ ,* %$ ? $%<，? /(..1 1 1 6来判断，大人是在施加压

力，所以用 >&#$$8&#。

F1 H2 考查生活常识。自己印象深刻的话语或事情，是不容易忘掉的，故用 -#J#&。
41 A2 考查行文逻辑。结合上下文可知，此处表示程度的加深及进一步列举事例。

@1 G2 考查固定搭配。$8++#& +&*)6受苦，受折磨6。

3D1 H2 考查语境理解。上句话提到孩子们遭受的那些恐惧的由来，本句作进一步强

调。

331 A2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的6 *’"#& %,8.’$6可知答案。

3C1 H2 考查行文逻辑。从连词 /"(.# 来判断，前后两句话表示对比。6 $"%&# ’"#(& +#%&$
/(’" *’"#& %,8.’$6与6 +%9# ’"#(& +#%&$ %.*-#6相对应。

3K1 G2 考查语境理解。结合上下文可知，比起童年，青春期更6痛苦6。

3L1 H2 考查生活常识。前半句指走出童年，那么后半句应指步入青少年时期。

3M1 I2 考查语境理解。青少年开始6反对6父母的看法。

3N1 A2 考查固定搭配。.%9; *+1 1 1 意为6缺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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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快餐食品和消化迟缓相伴的时代。

!"# $% 考查固定搭配。本句中 &’() *+,( 充当定语，前面省略了关系代词 &’+& - .’/0’。

此处应用 /*12(33/45 构成固定搭配 *+,( /*12(33/45 456给⋯⋯印象6。

!7# 8% 考查生活常识。青少年时期孩子们的感情非常强烈，但容易受到伤害，故选 8
项。

!9# :% 考查词语辨析。青少年经历大喜或大悲时更能够体现他们感情的强烈。

;<# =% 考查行文逻辑。前面提到了青少年的状况，这里又说他们对成年人的看法，两

句之间应属并列关系，所以用 +5>。

!"#$% ;
这是一篇议论型完形填空，主要说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子女与父母之间

的关系。文章强调交流不是一方的，而是需要双方的配合。

!# $% 考查语境理解。纵观全文可知，文章的议题是关于6交流6的，故此处应选 $。

;# =% 考查行文逻辑。(31(0/+??) 表示强调，意为6尤其⋯⋯6，指程度上的递进。

@# 8% 考查语境理解。从后文6交流开始于彼此的关注6 可知，6 你需要让他人知道你

的感受6。

A# :% 考查词语辨析。如果跟父母或别人生气，不与他们讲话是6 解决6 不了任何问

题的。

B# =% 考查语境理解。从本段后面谈到的内容可知6交流开始于对彼此的关注6。

C# 8% 考查语句理解。句意为：你不应该在放学回家后6 只是6 待在自己的房间，而忽

略别人。

"# :% 考查行文逻辑。(D(5 /E6即使6表让步，用来强调6很短暂的交流也会起作用6。

7# $%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文章首句可知用 >(+? ./&’ 较为恰当。

9# $% 考查词语辨析。与父母打交道时，你要经常使他们感到，6 作为6 父母，他们做

得不错。+36作为6符合句意。

!<# 8%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为：如果你6 试图6 让父母知道你在做什么，告诉他们无

论他们说什么你都会认真听的。&2)6 试图6 符合题意。*+5+F(6 设法做成⋯⋯6；

(504G2+F(6鼓励6；+EE42>6提供6。

!!# :% 考查语境理解。由后句6H’4G&/5F 42 .+?,/5F +.+) 45?) *+,(3 &’( 3/&G+&/45 % !;% 6
可知，不礼貌的行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请他们6礼貌地6听你讲话。

!;# =% 考查生活常识。我们知道，大声嚷嚷或逃避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做只会使情

况6更加糟糕6，故选用 .423(。

!@# 8% 考查行文逻辑。本段叙述的是 H41’/( 如何处理问题的，是针对论点而举的一

个6例子6。

!A# =% 考查语境知理解。由下文可知 H41’/( 玩到很晚才回家，而这是在6 IG&6之后所

陈述的内容，由此可知她原本是要早点回家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3G11(2 在时间上

符合语境。

!B# $% 考查词语辨析。与朋友们聚会，6要求6回家是不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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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0(#$1

231 45 考查行文逻辑。由6 ’"#7 "%8 .##, ,(9# #,*-:" ’* )%/# "#& %0*,: ;(’" ’"#)6可知

空格处应用 %+’#& %006毕竟6来说明原因。

2<1 45 考查语境理解。由后文6.-’ ;"#, =*>"(# #?>0%(,#8 ;"7 $"# ;%$ 0%’#，’"#7 ;#&#,’’
%$ )%8 %,8 0#’ ’"# (,9(8#,’ :*6可知，此处应选 )%8 来保持上下文的一致性。

2@1 A5 考查语境理解。本句话是作者的假设：如果 =*>"(# 的父母不听解释的话，她就

有麻烦了，这与前面6 .-’ ;"#, =*>"(# #?>0%(,#8 ;"7 $"# ;%$ 0%’#，’"#7 ;#&#,’’ %$
)%8 %,8 0#’ ’"# (,9(8#,’ :*6相对应。

2B1 A5 考查语境理解。由句子6(’ :*#$ .*’" ;%7$6 可知此处意为6交流不是单方面的6。

CD1 E5 考查词语辨析。前面以 =*>"(# 为例说明了她是如何处理问题的，这里总结

说6如果你遇到类似 =*>"(# 的情况时，一定要告诉别人你的感受6。>*$(’(*,6 位

置6；$’%:#6阶段，舞台6；F(#;6观点6。

!"#$% G
5 5 这是一篇议论型完形填空，主要论述的是一些人会用片面的正确信息进行欺骗，

所以要提高警惕。

21 A5 考查短语辨析。应该包括在内的重要信息，但是他遗漏了。)%/# *-’6 看清，辨

认出6；0#%F# *-’6遗漏，缺漏6；’&7 *-’6试验6；>-’ *-’6扑灭6。

C1 H5 考查词语辨析。由于遗漏了重要的信息，所以给人造成虚假的6印象6。

G1 E5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可知，这里是指彩票中奖这件事情。

I1 45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为：我把那张彩票6带6到店中。

J1 E5 考查词语辨析。+*& 在这里表示6换取，兑换6。

31 45 考查行文逻辑。根据上句可知6 起初我没有弄清真相6，知道真相只是后来的

事情，所以用 0%’#&。
<1 A5 考查语境理解。只有一张获奖了，用 ;(,,#&（可指6成功的事物6）。

@1 H5 考查语境理解。买了二百张彩票，只有一张中奖了，所以说6 事实上，他是一个

输家6。

B1 E5 考查行文逻辑。前面提到6K# 8(8,’’ $%7 %,7’"(,: ’"%’ ;%$ +%0$#6，后面又说6"# 0#+’
*-’ ()>*&’%,’ (,+*&)%’(*,6，由此可知前后两句之间含有转折的意味，所以选择 E。

2D1 45 考查固定搭配。*, >-&>*$#6有意地，故意6。他没有说假话，但是6 故意6 隐藏

了重要的信息。

221 A5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6.-’ ’"#7 %&# L-$’ %$ 8($"*,#$’6可知，用 0(#$6谎言6比较贴切。

2C1 H5 考查词语辨析。在政治斗争中也有人经常使用这种6伎俩6。

2G1 E5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后文6E-&(,: M*F#&,*& =)(’"’$ ’#&)，’"# $’%’# 0*$’ *,# )(0N
0(*, L*.$6可知答案。$’%’# 在此意思是6州6。

2I1 45 考查语境理解。前面提到6 8-&(,: M*F#&,*& =)(’"’$ 0%$’ ’#&)1 1 1 6，因此可推

知6她要寻求下一个任期6。’#&)6任期6符合题意。

2J1 H5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前文可知，此处讲述的是6事实6。

!"



这是一个快餐食品和消化迟缓相伴的时代。

!"# $% 考查生活常识。不允许做虚假广告，那样是&违反&法律的。

!’# (% 考查词语辨析。因为做虚假广告是违法的，所以他们就&试着&用事实来误导你。

!)# (% 考查语境理解。后面的广告内容是作者列举的一个例子，说明& 有可能& 这样

做广告，而并非&必须&、&需要&或&应该&。

!*# (% 考查语境理解。从广告内容可知答案。

+,# (% 考查词语辨析。根据&-./0 12/ 3./0，456 078/6.8/0 69/ 62569 :1; 3./ 10 </33&可知，这

种状况很令人&伤感&。16621:6.=/&吸引人的&；:2.6.:13&关键的，重要的&（另有&批评的&
意思，但主要用来表示评论，报道等）；>1.2&公正的&；01?&令人悲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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