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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住的楼房更高，脾气却更糟。

专题一! 记叙文

一、记叙型完形填空的命题趋势

分析近几年全国及各省市的高考试题，我们不难看出高考完形填空的体裁以记

叙文为主且呈以下发展趋势：

"# 首句完整，线索清晰

一般来说，完形填空首句中会包含人物身份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重要信

息，并且不设空。

$# 叙述灵活，侧重语境

文章以叙述为主，人物间对话较少，绝大部分篇章都是作者在描述事件，较少加

入自己的观点或评论。另外，记叙型完形填空中常会出现态度与观点的跳跃变换或

语气上的差异，这就增加了情景的迷惑性和干扰性，从而突出了对语境的考查，实现

了在理解上下文的基础上，通过语境来辨析词语并做出选择这一考查目的。

%# 考查以实词为主，虚词为辅

记叙型完形填空篇幅不长，行文始终紧扣中心话题，形成一个主题连续体。考查

重点集中在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实词上。

二、应试技巧

"# 重视首句，开篇明义

从历年高考试题可以看出，完形填空首句一般不设空，而且它往往是整篇文章的

主旨句，这就为考生理解文章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 窗口&，所以考生应充分重视

首句的提示作用，利用它为解题找到一个突破口，并据此进行拓展思维。

『典例 "』! ’( ) *+, -.//01 2)3 4( 5),0 6.7.-,，8 -+.7*, -*)20 )(2 ) 9++5 214(: ),
) ;),01<1+(, 9)<= +( ) >100: 4-5)(2# ’?01 ) *.(2102 207100- 4( ! %@ ! )41# A1+;202#
B0/C01-（脾气）+< D+,* ,*0 ,+.14-,- )(2 ;)4,01- *)2 ! %E! ,+ /00, ,*0 -4,.),4+(，/):4(7
4, ) 1),*01 F.)1105-+/0 0(?41+(/0(,（环境）#（G@ 年全国卷 8）

%@# 6# <10-*H# 9++5A# -,455I# ,*4(
%E# 6# /)()702H# 0JC09,02A# ),,0/C,02I# 14-0(

『解析』! %@# A! 考查语境理解。由首句可知故事背景是&一个炎炎夏日&，所以给

人的感觉应该是&很热&，因此就空气而言，用&不流动的（-,455）&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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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34 考查语境理解。前句从天气的状况给人以暗示：天气热，导致人情绪不

好。因此游客与服务员的脾气5上升5符合当时的情形。

60 通读全文，把握大意

在看选项之前要先把文章通读一遍，遇到不甚明白的地方先跳过去，接着往下

读，全力以赴捕捉重要信息。通读时，要重点把握文章中所叙述的人物、时间、地点和

事件，同时对空格中要填入的词作试探性的猜测，为下一步选择答案做好准备。

10 利用语境，揣摩作者的心态

高考完形填空题逐渐朝着深层化和语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考生要借助上下文

乃至全文语境揣摩作者的心态。

『 典例 6』4 7, 89# 9 *):;<, #$):%; 9=,")%((% 8<"% >)"&9 ,(/& ’" #<" 8(+/&%’, %""& ’"
9%. ’()"0 7 <9& -+#, =:%:#<"& ’. =(+)?<(+) 8()@ — 4 1A4 +$ 9%& &(8% ,<" #,9:)# (= <")
,<)""?#,()". <(’" B/"9%:%; ,<" =/(() 9%& 89#<:%; ,<" &:#<"#0 C<" 89# 4 124 -"9%# 9%& 9
#8"9,")，#:,,:%; 9, ,<" ,9*/" 7 <9& -+#, 4 1D 4 ，9 $:/" (= $9$")# #$)"9& 9)(+%& <")0 E")
<+#*9%&’# 4 1F4 89# ;(:%; ,( *" )"&+B"& *. ,<:),. $")B"%,，9%& ,<". 8")" ,).:%; ,( /:G"
9# := :, <9& 4 HI4 <9$$"%"&0 7 ="/, #()). =() <")，*+, 7 9/#( ="/, 9 #"%#" (= 4 HJ4 0（IA 年

辽宁卷）

1A0 K0 #,"$$:%;L0 B(’:%;M0 -+’$:%;30 ’(G:%;
120 K0 <9%;:%;L0 ’9@:%;M0 8"9):%;30 B<9%;:%;
1D0 K0 B/"9%"& L0 89#<"&M0 #8"$,30 *)+#<"&
1F0 K0 &+,.L0 ’(%".M0 8()@30 $9.
HI0 K0 9/)"9&.L0 #"/&(’M0 %"G")30 .",
HJ0 K0 )";)",L0 #+)$):#"M0 ="9)30 /(##

『解析』4 1A0 34 考查生活常识。作者在打扫房间时应该是5来回走动5的，所以

用 ’(G:%;。

120 M4 考查词语辨析。指当时 >)"&9 的穿着打扮。

1D0 K4 考查语境理解。结合上一句的5 0 0 0 B/"9%:%; ,<" =/(()0 0 0 5 可推知 K 项正

确。

1F0 34 考查逻辑推理。男主人的5工资（$9.）5 即将减少 1IN ，所以才决定辞退

作者。

HI0 K4 考查语境理解。从5 9# := :, <9& 4 HI4 <9$$"%"&5 判断，这是一个与过去

事实相反的假设，意思是说：尽管 >)"&9 的丈夫的工资目前还未减少，但他们已经在

尽力节省了，仿佛事情5已经5发生了。

HJ0 34 考查语境理解。后文说5我在 >)"&9 家工作了五年时间，与这个家的关系

很好5。故可以判断在不得不离开时，作者心里有一种5失落感5。

H0 理清线索，把握方向

记叙文一般按事件发展的顺序叙述（有时也用倒叙）。答题时，通过理清人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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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付出更多，享受却更少。

的关系，把握人物各自所做的事情，从而找准作者的记叙方向，正确理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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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湖南卷）

$ $ % &’()&*’+ (, -.)/0，(1’ 2034(05 ,6 748’&40，
06(’& 2,55’8’ 8&0+)0(4,*9 % 10+ .’’* (1’&’ .’6,&’
:; :,(1’& .’20:’ 0 :4*4<(’&9

=>, >’’?< 50(’&，% (,5+ :; :,(1’& % >0<
.,&’+9 @1’ <04+，A B’&’’&’ (1’ 20& ?’;<9 C,
0*+ .); <,:’ 6&)4(9 A $ !$ ，% /):3’+ 4*(, (1’
20& 0*+ <3’’+’+ ,669

@’’4*8 :’ ,& &0(1’& :; $ D $ ，0 .,;
<3&0*8 )3（跳起来），$ E$ (, <’55 14< .0*0*0<
0*+ 3’0*)(<9 A F0*0*0 E"" *04&09 G’0*)( D""
*04&0！A

H,,?4*8 0( 14< .502?I<(&43’+ .0*0*0<， %
$ J$ (, D"" (,(05 6,& (1’ 6&)4( 0*+ *)(<9 B’
$ K$ 9 % 10*+’+ 14: 0 K"" *04&0 *,(’9 B’
+4+*’( 10L’ $ #$ ，<, % (,5+ 14: *,( (, >,&&;9
B’ >0< $ M$ 0*+ <:45’+ 0 &,> ,6 3’&6’2( (’’(19

N1’*，(>, >’’?< 50(’&，% $ O$ (14< <0:’
.,;，% >0< :,&’ 0>0&’ ,6 :; 3,<4(4,* 4* 748’&40*
<,24’(;9 % <1,)5+ $ P$ (14< 2,)*(&; 0< (1’ <,* ,6
0 $ !"$ 9 F)( 4( >0< 10&+ (, 64*+ 35’0<)&’ 4* 0
3502’ >1’&’ 4( >0< <, $ !!$ (, <’’ 0 54((5’ .,;
>1, <1,)5+ 10L’ .’’* 4* <21,,5 <’554*8 6&)4(9

A N10(’< )3？A % 0<?’+9 B’ 0*<>’&’+ 4*
$ !D$ Q*854<1，A %9 9 9 % *, 8’( :,*’; (, .);
.,,?9 A % (,,? ,)( (>, K"" *04&0 *,(’<9 B’
5,,?’+ 0&,)*+ $ !E$ .’6,&’ <(42?4*8 14< 10*+
4*(, (1’ 20& $ !J $ (1’ .455<9 R*’ (1,)<0*+
*04&0 :’0*< 0 5,( (, 0 60:45; (10( $ !K $ ,*5;
K"，""" ’021 ;’0&9

=1’ *’S( :,&*4*8，<’2)&4(; ,6642’&< (,5+ :’，
A %* (14< 3502’，>1’* ;,) 84L’ 0 54((5’，3’,35’
(14*? ;,)’&’ 0 6,)*(04* ,6 ,33,&()*4(;（机会）9 A

$ !#$ 4(’< &481(，.)( (14< 1033’*< ’L’&;I

!9 -9 Q*2,)&08’+$ $ F9 T4<033,4*(’+
U9 T’5481(’+ T9 U,*6)<’+

D9 -9 20& F9 :,(1’&
U9 +&4L’& T9 ?’;<

E9 -9 >4554*8 F9 06&04+
U9 ’08’& T9 0<10:’+

J9 -9 8,( +,>* F9 .0&804*’+ +,>*
U9 3)( +,>* T9 (,,? +,>*

K9 -9 ’S3504*’+ F9 3&,:4<’+
U9 08&’’+ T9 0+:4((’+

#9 -9 210*8’ F9 *,(’<
U9 21’2?< T9 .455<

M9 -9 (&,).5’+ F9 &’8&’(6)5
U9 2,:6,&(0.5’ T9 8&0(’6)5

O9 -9 &0* 06(’& F9 &0* 4*(,
U9 &0* ,L’& T9 &0* (,

P9 -9 3&,(’2( F9 ’*/,;
U9 1’53 T9 <)33,&(

!"9 -9 :4*4<(’& F9 1’0+:0<(’&
U9 :0*08’& T9 3&’<4+’*(

!!9 -9 5)2?; F9 0:0V4*8
U9 6)**; T9 2,::,*

!D9 -9 ,5+ F9 .&,?’*
U9 (&0+4(4,*05 T9 :,+’&*

!E9 -9 3&,)+5; F9 :0+5;
U9 2)&4,)<5; T9 *’&L,)<5;

!J9 -9 6,& F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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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2#")" ’3 -#" 2*)/41 5 2*34")"4 ’0 .6 /’--/" 0)’"34
#$4 $7-+$//6 +,"4 -#" .*3"6 0*) 8 9:8 1

;0-") ,’< .*3-#,’2*)= ’3 3*)-#")3 >’(")’$，
5 )"-+)3"4 $34 ,$2 #’. $($’3 ,-$34’3( *3 -#"
)*$41

?;)" 6*+ ’3 ,7#**/ 3*2？?
@" 3*44"41
; ,’/"37" 0"// $, 2" /**="4 $- "$7# *-#")，

-#"3 5 8 9A8 2#$- #" 2$3-"41 5 #"/4 *+- $ BCC
3$’)$ 3*-"1 ? D$=" -#’,1 ?

@" ,#**= #’, #"$4 0’")7"/6 $34 ,-"EE"4
&$7= 8 9F8 #+)-1

? 5-’, $ (’0-1 ? 5 ,$’41
G#$=’3( #’, #"$4 $($’3，#" #$34"4 ." $

&$,="- *0 &$3$3$, $34 E"$3+-,1 ? 5’%" &""3
2$’-’3( -* 8 HC8 -#"," -* 6*+1 ?

I1 $- J1 +E*3
9B1 ;1 ,E"34, K1 E$6,

I1 .$=", J1 $00*)4,
9L1 ;1 M*,,’&/6 K1 ;7-+$//6

I1 I")-$’3/6 J1 N*)-+3$-"/6
9:1 ;1 O*6, K1 3+-,

I1 &**=, J1 &$3$3$,
9A1 ;1 $,="4 K1 ’.$(’3"4

I1 )".’34"4 J1 )"$/’P"4
9F1 ;1 2#"3 K1 $, ’0

I1 "%"3 ’0 J1 $0-")
HC1 ;1 ,"34 K1 E)*%’4"

I1 ,"// J1 (’%"

这是一篇记叙型完形填空，作者通过描写自己与一位小男孩的偶然相遇以及对

他的帮助告诉世人：爱是相互的，有付出就有回报。

作者通过描写买水果、资助小男孩上学及小男孩回报这三件事，把整篇文章串起

来。

91 I8 考查语境理解。从后句? 5 O+.E"4 ’3-* -#" 7$) $34 ,E""4"4 *00?可知?我?非常高

兴，用 4"/’(#-"4。

H1 ;8 考查语境理解。上文提到?我?开车去买水果，所以当小男孩看到?我?，更确切

地说是看到?我?的汽车，他跳了起来。

Q1 I8 考查词语辨析及上下文语境。从上文小男孩的动作可知他非常渴望把香蕉和

花生卖给作者，此处用 "$(")。
R1 K8 考查生活常识。作为买主，在与小商贩打交道时，通常需要砍价。用 &$)($’3

4*23?讨价还价?符合语境。

B1 I8 考查词语辨析及逻辑推理。双方讨价还价，卖方最后同意买方所出的价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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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住房更大，家庭却更小。

才可能成交，买方也才可能给他钱。

!" #$ 考查语境理解。上句说% 我% 递给他一张 &’’ 奈拉的纸币，但是前文告诉我们

作者买他的香蕉和花生共需要 (’’ 奈拉，所以小男孩应该找给作者零钱（)*+,-.）。

/" 0$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 他找不开我的钱，我安慰他，不让他着急% 以及后文的

% 1234.5 + 678 79 :.69.); ;..;*%可以判断小男孩很%感激%。

<" =$ 考查固定搭配。句意为：% 我% 又与他不期而遇了，四个备选项中只有 6>, 3,;7
有此意义。

?" =$ 考查语境理解。从第一段提到作者是部长的儿子和第五段的% =>; 3; 8+1 *+65 ;7
93,5 :4.+1>6." " " %可知作者应该是喜欢自己的国家（享受眼前的生活）的，但是卖水

果的小男孩的遭遇（支付不起学费）让他感觉不到快乐。

@’" #$ 考查语境理解。上文中提到% A *+5 B.., ;*.6. B.976. 2C 27;*.6 B.)+2. + 23,31D
;.6%，由此可知答案为 #。

@@" 0$ 考查词语辨析。此处说的是男孩因家庭贫困无法接受教育，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

卖水果，这种现象很普遍。前面%3; 8+1 *+65 ;7 93,5 :4.+1>6. 3, + :4+).%也有暗示。

@(" =$ 考查词语辨析。从小男孩的答语可知他说话结结巴巴。B67E.,%不流利的% 符

合题意。

@F" 0$ 考查生活常识。如果一个人在做某件事情前先四下看一下，说明他% 紧张不

安，恐怕被他人看到%。答案为 0。

@G" #$ 考查介词搭配。男孩向车里伸手，其目的就是拿作者给他的钱。976%为了得到%。

@&" H$ 考查词语辨析。一千奈拉对于每年收入仅仅五万奈拉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很

多。本题所给四个选项中，只有 2+E. 有%获得，挣得%之意。

@!" #$ 考查行文逻辑。B>; 引出的句子表示转折，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作者认为% 1.)>D
63;C 7993).61%所说的%可能%是对的。答案为 #。

@/" H$ 考查语境理解。上文提到小男孩说没钱买书，% 我% 资助了他 @’’’ 奈拉。现

在%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用这些钱买书了。

@<" 0$ 考查词语辨析。短暂的沉默之后，作者以为小男孩又来要钱，却不好意思开

口。用 6.+43I.%意识到%符合题意。

@?" =$ 考查行文逻辑。作者掏出 &’’ 奈拉给小男孩，而他却往后退，好像受到了伤害

似的。

(’" 0$ 考查词语辨析。小男孩受过作者的恩惠，想把水果和花生% 送给% 作者作为报

答。# 项通常指%不当面给%，所以不能选。答案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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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3;C 79 J>K31+8+，L+:+,，43M.1 +
872+, ,+2.5 #;1>E7 N+.E3" O*., 1*. 8+1 +
;..,+-.6，1*. $ @ $ 79 -73,- ;7 ;*. P,3;.5

@" #" 4.+6,.5 =" 1:7E.
H" 56.+2.5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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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1

2/$/",1 3’,/ ’4 5#$/ ,#" 67"5 $-’./ 8&"(+)$7
9 :9 5$, 4(’& /#" /";/-’’6, ,#" #$< ("$<1 = >
#$< $ 9 ? 9 +7 &+7<：@$<<A 5$/)#+7B CD +7
/#" 0+%+7B (’’&，3.&&A 9 E9 )$6", $7< /#"+(
/""7$B" <$.B#/"( ’44 /’ /#" )+7"&$ 5+/# #"( -’AF
4(+"7<1 =

8/,.6’ 9 G9 /’ $//"7< )’00"B" +7 H$0+4’(F
7+$1 !#"7 ,#" $((+%"<，#’5"%"(，,#" 4’.7< +/
5$, 7’/ #"( 9 I9 5’(0<1 = J"’*0" 5"(" ,/(.BBF
0+7B 5+/# *(’-0"&, $7< ’4/"7 ,""&"< 9 K 9 ，=
,#" ,$+<1 = > 4"0/ %"(A $0’7"1 =

L7" ’4 #"( #$(<",/ 9 M9 5$, *#A,+)$0 "<F
.)$/+’71 = !" *0$A"< %’00"A-$00，= ,#" ,$+<1
= C#" ’/#"( ,/.<"7/, 5"(" 9 N 9 +/， -./ >
5$,7’/1 =

L7" $4/"(7’’7，/#" +7,/(.)/’( $,6"< 8/,.6’
/’ 9 OP 9 /#" -$00 /’ #"( /"$&&$/", ,’ /#"A
)’.0< 67’)6 +/ 9 OO9 /#" 7"/1 Q’ *(’-0"& 4’(
&’,/ *"’*0"，-./ +/ /"((+4+"< 8/,.6’1 2#" 5$,
$4($+< ’4 0’,+7B 4$)" 9 O:9 ,#" 4$+0"<1

8 A’.7B &$7 ’7 #"( /"$& 9 O?9 5#$/ ,#"
5$, B’+7B /#(’.B#1 = R" 5$06"< .* /’ &" $7<
9 OE9 ，‘H’&" ’71 S’. )$7 <’ /#$/1 ’=

= S’. 5+00 7"%"( .7<"(,/$7< #’5 /#’,"
5’(<, ’4 9 OG 9 &$<" &" 4""01 1 1 T’.( 5’(<,：
!"# $%& ’" ()%(* > 4"0/ 0+6" )(A+7B 5+/# #$**+F
7",,1 =

2#" &$<" +/ /#(’.B# /#" )0$,,1 J"(#$*, ,#"
/#$76"< /#" A’.7B &$7；,#" +, 7’/ 9 OI9 1

2+; A"$(, #$%" *$,,"<1 8/,.6’ +, -$)6 +7 U$F
*$7，5’(6+7B $, $ ,$0",)0"(61 = > #$%" 9 OK9 4’(F
B’//"7 /#" 5’(<,，= ,#" ,$+<1 =!#"7 /#+7B, $("
7’/ B’+7B ,’ 5"00，> /#+76 ’4 /#"&1 =

2#" +, ,.(" /#" A’.7B &$7 #$< 7’ +<"$ #’5
&.)# #+, 6+7<7",, 9 OM9 /’ #"(1 = R" *(’-$F
-0A <’",7’/ "%"7 ("&"&-"( +/，= ,#" ,$+<1 C#$/
&$A -" /#" 0",,’71 !#"7"%"( A’. ,$A ,’&"/#+7B
/’ $ *"(,’7! )(."0 ’( 6+7< ! A’. #$%" 7’ +<"$
#’5 0’7B /#" 5’(<, 5+00 9 ON 9 1 2#"’, $00 /#"
5$A ’%"( +7 U$*$7，-./ ,/+00 ,#" #"$(, /#’," 4’.(
9 :P9 5’(<,：!"# $%& ’" ()%(1

:1 81 5$A V1 0+4"
H1 "<.)$/+’7 @1 ,*+(+/

?1 81 *#’/’ V1 *$+7/+7B
H1 *+)/.(" @1 <($5+7B

E1 81 -$6+7B V1 4(A+7B
H1 ,/"$&+7B @1 -’+0+7B

G1 81 #’*"< V1 $(($7B"<
H1 0+6"< @1 $//"&*/"<

I1 81 <",)(+-"< V1 +&$B+7"<
H1 )("$/"< @1 <+,)’%"("<

K1 81 /"7," V1 )#""(4.0
H1 ("0$;"< @1 <","(/"<

M1 81 /+&", V1 W.",/+’7,
H1 )0$,,", @1 *(’X")/,

N1 81 ).(+’., $-’./ V1 B’’< $/
H1 ,0’5 $/ @1 7"(%’., $-’./

OP1 81 6+)6 V1 *$,,
H1 )$((A @1 #+/

OO1 81 /#(’.B# V1 +7/’
H1 ’%"( @1 *$,/

O:1 81 $4/"( V1 +4
H1 -")$.," @1 .7/+0

O?1 81 -"0+"%"< V1 )’7,+<"("<
H1 5’7<"("< @1 ,"7,"<

OE1 81 5$(7"< V1 ,+B#"<
H1 ’(<"("< @1 5#+,*"("<

OG1 81 ";)+/"&"7/ V1 "7)’.($B"&"7/
H1 *"(,.$,+’7 @1 ,.BB",/+’7

OI1 81 +7/"(",/"< V1 <’.-/4.0
H1 *.YY0"< @1 ,.("

OK1 81 7"%"( V1 $0("$<A
H1 ,"0<’& @1 $0&’,/

OM1 81 #$**"7"< V1 $**0+"<
H1 ,""&"< @1 &"$7/

ON1 81 )’7/+7." V1 ,/$A
H1 ";+,/ @1 0+%"

:P1 81 &"()+4.0 V1 -+//"(
H1 ,+&*0" @1 "$,A

!



我们做出的让步更多，时间却更少。

! ! 日本有一位女士 "#$%&’ ()*&+ 年轻时一直梦想去美国，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然而当她到达加利福尼亚时却发现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样。

故事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打排球表现不佳#受到年轻人的鼓励#鼓励对她

后来的影响。

,- .! 考查词语辨析。她从小就/梦想/去美国，故选 .。其他选项均不符合语意。

0- 1! 考查行文逻辑。根据后面引号中的内容可知此处是指她想象中的/ 生活/ 画

面，故选 1。

2- .! 考查词语辨析。此处指女士脑海中的/ 生活画面/，" 指/ 照片/，不合适；1、3
两项均表示/绘画，图画/，指的是有形物体，因此不正确。故答案为 .。

4- "! 考查生活常识。此处只能用 5)&* 与 6)&* 搭配，意为/烘蛋糕/。

7- 1! 考查语境理解。从下文可知，她是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行为。故选 1。

8- 1! 考查行文逻辑。她发现一切并非她想象中的那样，下文引号中的内容也有暗

示，与第一段引号中的内容形成对比。

9- "! 考查词语辨析及逻辑推理。从前半句/大家都在苦苦奋斗/ 可推断此处应该用

#*:$*/紧张/，其他选项与前半句逻辑关系不符。

;- .! 考查语境理解。从后面的 *<%6)#+’: 及第七段中的/ (=* >)<* +# #=?’%@= #=*
6A)$$/可知此处指/课程/。

B- 1! 考查行文逻辑。从后句 5%# C D)$:’# 及下文内容可知其他同学/ 擅长/ 打排球，

而/我/打得很糟。

,E- 3! 考查生活常识。根据常识可知，排球比赛中，通常要把排球/ 击/ 到空中，由其

他人将球打到对方场地。所以答案为 3。

,,- .! 考查生活常识。通过球网上方把球打到对方半场，不是穿过、经过或打进球

网。故选 .。

,0- 1! 考查行文逻辑。她担心/如果/失败会当众丢脸。

,2- 3! 考查词语辨析。一个年轻男子/察觉到/她当时的困境。用 $*:$*/察觉到/ 比

较贴切，其他选项均与语境不符。

,4- 3! 考查语境理解。此处用 D=+$F*? 表示他小声地对她说。前三项分别意为/ 警

告/、/叹息/和/命令/，均不符合语境。

!



!" #$%" &’(" )*’+,"-."，/01 ,"22 30-.&"*14

564 78 考查语境理解。由9 :’&" ’*4 ;’0 <$* -’ 1#$19可知此处指的是 9鼓励9。

5=4 >8 考查行文逻辑。她自己不9确信9 是否向对方表达了谢意。本句中的 ?"(#$?2
一词提供了暗示。

5@4 A8 考查行文逻辑。根据下一句可知她9永远9没有忘记那句话。

5B4 >8 考查行文逻辑。她坚信那个年轻人不知道他的善意对她而言9意味着9什么。

5C4 78 考查词语辨析。句意为：你不知道这些话会在对方心中9停留9多长时间。此

处强调状态，而 A 强调动作，: 表示事物原来已经存在。故答案为 7。

DE4 :8 考查词语辨析。那四个9简单的9词语仍然回响在她的耳边，其他选项不合语

境。

!!!

!!!

"

""

"

!"#$% 5

$总词数：FEF8 8 8 $难度系数：E4 6E8 8 8 $解题限时：5= 分钟

8 8 G#" 21’(H #$??"*"- I* JI"1*$& -0(I*. 1#"
+$(4 A /’&/ ,$*-"- I* $* ’(?#$*$."（孤儿院）

$*- 2"%"($, <#I,-("* +"(" 8 58 ，I*<,0-I*. $*
BKH"$(K’,- .I(,4

L"’?," M(’& 1#" %I,,$." ("N0"21"- 8 D 8
#",? M(’& 1#" *"$(/H A&"(I<$* M’(<"24 O’’*，

$（*） 8 F 8 -’<1’( $*- $ *0(2" $((I%"- I* $
3""?4 G#"H M’0*- ’01 1#" .I(, +$2 1#" 8 P8 2"K
(I’02,H I*30("-4 !I1#’01 N0I<) 1($*2M02I’*（?01K
1I*. *"+ /,’’- I*1’ $ ?"(2’*’2 /’-H），2#"
+’0,- -I" ’M 2#’<) $*- ,’22 ’M 8 68 4 A N0I<)
1"21 2#’+"- 1#$1 *"I1#"( 1#" 1+’ A&"(I<$* #$-
1#" <’(("<1 8 =8 ，*’( 2"%"($, ’M 1#" 0*I*30("-
8 @ 8 #$-4 O?"$)I*. ?’’( JI"1*$&"2"， 1#"
-’<1’( 1(I"- 1’ 8 B 8 1’ 1#"I( M(I.#1"*"- $0-IK
"*<" 1#$1 0*,"22 1#"H <’0,- 8 C 8 2’&" ’M 1#"
.I(,’2 ,’21 /,’’-，2#" +’0,- <"(1$I*,H -I"4 G#"*
1#"H $2)"- IM $*H’*" +’0,- /" 8 5E 8 1’ .I%"
/,’’- 1’ #",?4 G#" ("N0"21 +$2 &"1 +I1# 8 558 4
AM1"( 2"%"($, &’&"*12，$ 2&$,, #$*- 8 5D8 +"*1
0?，-(’??"- /$<) -’+*，$*- 1#"* +"*1 0?

54 A4 +’0*-"-8 8 74 "Q$&I*"-
:4 "*<’0($."- >4 M’’,"-

D4 A4 <#"&I<$, 74 &"-I<$,
:4 *01(I"*1 >4 &"*1$,

F4 A4 :#I*"2" 74 JI"1*$&
:4 A&"(I<$* >4 A021($,I$*

P4 A4 /I11"(,H 74 ?’2I1I%",H
:4 ,"$21 >4 &’21

64 A4 <’*M,I<1 74 M’’-
:4 <’0($." >4 /,’’-

=4 A4 %I"+ 74 20??,H
:4 1H?" >4 <’,,"<1I’*

@4 A4 2’,-I"(2 74 ’(?#$*2
:4 *0(2"2 >4 ?"$2$*12

B4 A4 "Q?,$I* 74 ("M"(
:4 21I<) >4 -"%’1"

C4 A4 ("?,$<" 74 ’?"($1"
:4 21’(" >4 M("2#"*

5E4 A4 $*QI’02 74 +I,,I*.
:4 20(?(I2"- >4 ’??’2"-

!



我们拥有更多知识，判断力却更差。

!"!#$% &’ (!) &’$"%
&’$" (!) *+#,-./ 0 12 0 3$ ! 4’5，!

$’’5.’ #$)’67’5 #$ 8#) !69% :;7’6 ! 939’$7，8’
.’7 3+7 ! 0 1<0 *+#,-./ ,3=’6#$" 8#) ;!,’ (#78
8#) ;6’’ 8!$5% >8’$ 78’ 53,736 !)-’5 8#9 #; 78’
0 1?0 8+67，8’ )833- 8#) 8’!5% @+7 )33$ 8#)
3,,!)#3$!. )34) "!=’ 0 1A0 73 ! )7’!5/，)#.’$7
,6/#$"% B39’78#$" )’’9’5 +$’CD’,7’5% :7 78#)
D3#$7，! E#’7$!9’)’ $+6)’ !66#=’5 73 0 1F 0 %
B8’ )D3-’ 73 78’ 43/ 6!D#5./ #$ E#’7$!9’)’ !$5
!;7’6 ! 939’$7，78’ 43/ )73DD’5 0 1G0 !$5 !
.33- 3; 8!DD#$’)) )D6’!5 3=’6 8#) ;!,’%

H.!$,#$" +D，78’ $+6)’ )!#5 73 78’ :9’6#I
,!$)，J &’ 783+"87 8’ (!) 5/#$"% &’ 0 1K 0
/3+% &’ 783+"87 /3+ 8!5 !)-’5 8#9 73 "#=’ !..
8#) 4.335 — )3 78’ .#77.’ "#6. ,3+.5 .#=’% J

J 0 LM 0 (8/ (3+.5 8’ 4’ (#..#$" 73 53
78!7？J

N8’ E#’7$!9’)’ $+6)’ 6’D’!7’5 78’ *+’)7#3$
73 78’ 43/，(83 !$)(’6’5 )#9D./，J B8’’) 9/
;6#’$5% J

11% :% !6"+9’$7 @% *+’+’
O% )#.’$,’ P% 5!$"’6

1L% :% *+#,-./ @% Q3/;+../
O% 9/)7’6#3+)./ P% ).3(./

12% :% .!#5 @% 733-
O% 7863($ P% ).#,’5

1<% :% )+6D6#)’ @% )34
O% )’,6’7 P% D!#$

1?% :% (3+$5 @% 7’)7
O% $’’5.’ P% .’"

1A% :% 83D’ @% 9’))!"’
O% ’C,#7’9’$7 P% (!/

1F% :% !5=#)’ @% D6’=’$7
O% 786’!7’$ P% 8’.D

1G% :% *+!66’..#$" @% )’’-#$"
O% ,6/#$" P% )8!-#$"

1K% :% 8+67 @% 9#)+$5’6)7335
O% 4.!9’5 P% D6!#)’5

LM% :% @+7 @% B3

!!!

!!!

"

""

"

O% :$5 P% B7#..

!"#$% L

$总词数：2L?0 0 0 $难度系数：M% ??0 0 0 $解题限时：1F 分钟

0 0 :+56’/ &’D4+6$（ 奥 黛 丽 · 赫 本）(!)
436$ 3$ R!/ <，1KLK #$ @6+))’.)，@’."#+9%
&’6 ;!78’6 (!) ! (’!.78/ S$".#)8 4!$-’6% :;7’6
8’6 D!6’$7) 5#=36,’5 )8’ (’$7 73 T3$53$ (#78
8’6 9378’6， 0 1 0 )8’ (’$7 73 ! D6#=!7’
),833.% >8#.’ =!,!7#3$#$" (#78 8’6 9378’6 #$
&3..!$5，&#7.’6’) !69/ )+55’$./ 0 L 0 3=’6
78’ 73($% U7 (!) 78’6’ 78!7 )8’ ;’.. 3$ 0 2 0
7#9’) 5+6#$" 78’ V!W# 3,,+D!7#3$% :;7’6 78’ 0 <
0 ，:+56’/ (’$7 73 ! 4!..’7 ),833. #$ T3$53$ 3$
! ),83.!6)8#D !$5 0 ? 0 4’"!$ ! 935’.#$" ,!I

1% :% (8’6’ @% (8’$
O% (8#,8 P% (839

L% :% .33-’5 @% 733-
O% (’$7 P% 7+6$’5

2% :% 8!DD/ @% )3.3
O% 8!65 P% 7’$)’

<% :% 6’,3=’6/ @% )8’.7’6
O% "+#5’ P% .#4’6!7#3$

?% :% ;#6)7./ @% "’$7./
O% )’,6’7./ P% .!7’6

A% :% 935’. @% !,76’))

!



!" #$%" &’(" &")*+*,"-，./0 1"-- #"$10#2

(""(2 3- $ 4 5 4 ，-#" 6$- 7($+"8/1 $,)，*0
-""&")，-#" #$) 8’/,) #"( 4 94 *, 1*8" — /,:
0*1 0#" 8*1& ;(’)/+"(- +$&" +$11*,72 380"( ."*,7
-;’00") &’)"1*,7 .< $ 4 = 4 ，-#" 6$- -*7,")
/; 8’( $ .*0 ;$(0 *, 0#" >/(’;"$, 8*1& !"#"$%
&’(#) *( 9 &"))+() *, ?@A=2 B$0"( -#" #"$)") 0’
4 @4 0’ 0(< #"( 1/+C 0#"("2

3/)("< 7$*,") *&&")*$0" ;(’&*,",+"（ 出

名）*, 0#" DE 6*0# #"( 4 ?F4 *, ,+-’( .+&*%
#’/ *, ?@GH2 I#*- 8*1& 0/(,") ’/0 0’ ." $ .*7
4 ??4 $- -#" 6’, $, J-+$( $- K"-0 3+0("--2
I#*- 4 ?L4 #"( ",’(&’/- ;’;/1$(*0< $,) &’("
*&;’(0$,0 (’1"-2 ,+-’( .+&*#’/ 6$- 8’11’6") .<
$,’0#"( -*&*1$(1< 4 ?H 4 ;"(8’(&$,+" *, 0#"
?@G9 +1$--*+ 01((/ 0’2"2 M, ?@G@，-#" 4 ?A4
<"0 $,’0#"( ,’&*,$0*’, 8’( #"( (’1" *, !1(’)
34+$/2 3/)("< 4 ?G 4 0#" 0’; ’8 #"( +$(""(
6#", -#" 4 ?5 4 N’11< O’1*7#01< *, 0#" 8*1&
5$"’67’)4 ’4 8*77’(/’) *, ?@5?2 P’( 0#*- -#" (":
+"*%") 4 ?9 4 ,’&*,$0*’,2 J," ’8 3/)("<’-
4 ?=4 (’1"- 6$- *, 0#" 8*," ;(’)/+0*’, ’8 9/
0’*$ :’#/ *, ?@5A2 N"( +’:-0$( Q"R N$((*-’,
’,+" 6$- 4 ?@4 0’ *)",0*8< #*- 8$%’(*0" 1"$)*,7
1$)<2 !*0#’/0 #"-*0$0*’,，#" (";1*")，S 3/)("<
N";./(, *, 9/ 0’*$ :’#/2 S

K< 0#" ",) ’8 0#" ?@5F-，$80"( 7"00*,7 #"(
)*%’(+" 8(’& 0#" $+0’( T"1 P"(("(，3/)("< )":
+*)") 0’ 4 LF4 6#*1" -#" 6$- ’, 0’;2 E#" )*")
’, U$,/$(< LF，?@@H *, E6*0V"(1$,)2 E#" #$)
&$)" $ 0’0$1 ’8 H? #*7# W/$1*0< &’%*"-2

X2 .$,C"( Y2 ’(;#$,
92 32 6"$10# K2 ;’-*0*’,

X2 #’..< Y2 -0(",70#
=2 32 )*("+0’( K2 6(*0"(

X2 ;(’)/+"( Y2 &/-*+*$,
@2 32 K"17*/& K2 B’,)’,

X2 >/(’;" Y2 3&"(*+$
?F2 32 (’1" K2 0$1",0

X2 +’&;$,< Y2 &’0#"(
??2 32 #’,’( K2 -/++"--

X2 8$*1/(" Y2 -#$&"
?L2 32 ;($*-") K2 %$1/")

X2 7$*,") Y2 ",)")
?H2 32 "R0("&" K2 81/",0

X2 +($V< Y2 6’,)"(8/1
?A2 32 ("+"*%") K2 &$)"

X2 *&;’(0") Y2 ’;"($0")
?G2 32 #$0") K2 ("$+#")

X2 ("&’%") Y2 #/(0
?52 32 6(’0" K2 ;1$<")

X2 ;(’&’0") Y2 -$,7
?92 32 ’," K2 $,<

X2 $,’0#"( Y2 /,"R;"+0")
?=2 32 -;"+*$1 K2 8’(&$1

X2 ;"(8"+0 Y2 ("&$(C$.1"
?@2 32 $-C") K2 "R;"+0")

X2 $)%*-") Y2 -/;;’-")
LF2 32 -/(%*%" K2 ("0*("

!!!

!!!

"

""

"

X2 +’,0*,/" Y2 -"001"

!"#$% H

$总词数：HFH4 4 4 $难度系数：F2 GH4 4 4 $解题限时：?5 分钟

4 4 T(-2 B"-0"( C";0 ’, $-C*,7 #"( #/-.$,) 0’ ?2 32 #$0"- K2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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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更多药品，健康却每况愈下。

!"#$ %$& !’ !%$ ("))$!* +&* ,$-!$& . /. !%$ (")0
)$!，(1! 2%$3 %4- $56)’7$& 4384!$9 %45 "39 %4-
24:$，%$ ;’1)9 3’! <$! ’1! ’: 4!* =- !%$7 . >. !’
!%$ !%$"!&$ !%"! $8$343<，!%$ . ? . <’! 2’&-$
"39 2’&-$* @%$ !&"::4; . A. 9’23 !’ " 2")#43<
6";$ "39 ")5’-! -!’66$9* B%$3 !%$7 . C. <’!
!’ !%$ !%$"!&$，!%$ ("))$! 2"- ’8$&* +&-* ,$-!$&
;’1)9 3’! 2’&# ’1! %’2 4! %"9 !"#$3 !%$5 -’
. D. !’ <$! !%$&$，$8$3 !"#43< !%$ :’< 43!’ ";0
;’13!* @%$ . E . 2"- 24!%43 2")#43< 94-!"3;$
:&’5 !%$4& %’1-$* F! !’’# %$& " )’3< !45$ !’ <$!
’8$& !%$ . G. *

= 5’3!% )"!$&，+&-* ,$-!$& . H . 2%"!
%"9 %"66$3$9* +&* ,$-!$& !’)9 " :&4$39 ’: %4-
!%"! %$ %"9 !"#$3 2&’3< !1&343< . /I . * @%4-
:&4$39 !’)9 %4- 24:$，"39 !%$ 24:$ . //. 2$3!
"&’139 !’ !$)) +&-* ,$-!$&* @%$ !2’ 2’5$3
. />. !’ 6)"3 &$8$3<$* J3$ 9"7，2%$3 +&*
,$-!$& 2"- 3’! 43，!%$7 (&’#$ 43!’ %4- . /?. ，

2%4;% %$ ")2"7- )’;#$9*
K4- %’((7 2"- ;’))$;!43< ’)9 . /A . *

+&-* ,$-!$& %"9 ")&$"97 2’&#$9 ’1! %’2 51;%
%4- ;’))$;!4’3 2"- . /C. ：L GCI！@%$7 2$&$
!"#43< -’5$ ;’43- ’1! ’: !%$ ;"-$ . /D . !%$7
%$"&9 " ;"& 61)) 16 ’1!-49$ !%$ %’1-$* +&-*
,$-!$& . /E . -24!;%$9 !%$ )4<%! ’::，"39 !%$7
2"4!$9，%’)943< !%$4& (&$"!%* @%$ :&’3! 9’’&
’6$3$9 "39 +&* ,$-!$& ;"5$ 43* @%$7 . /G.
%45 !"#$ %4- ;’"! ’::* K$ 2")#$9 !’2"&9- !%$
-!197 9’’& "39 ’6$3$9 4!* @%$&$ 2"- 3’ . /H.
:’& !%$ 2’5$3 !’ <$! "2"7 24!%’1! ($43< -$$3*
+&* ,$-!$& -24!;%$9 !%$ )4<%! ’3 "39 2"- . >I.
!’ -$$ %4- 24:$ -!"3943< !%$&$ 24!% " %"39:1) ’:
8")1"()$ ;’43-* F! !’’# (’!% %1-("39 "39 24:$ "
)’3< !45$ !’ <$! ’8$& !%4-*

M* "66&$;4"!$- N* 43-64&$-
>* =* &’9$ O* 9&’8$

M* 2")#$9 N* &1-%$9
?* =* <&’139 O* !&"::4;

M* :’< N* ("))$!
A* =* 2$3! O* ;")5$9

M* %"39$9 N* -)’2$9
C* =* ;’3:49$3!)7 O* $8$3!1"))7

M* 6"!4$3!)7 N* 3$&8’1-)7
D* =* )’3< O* -24:!)7

M* <$3!)7 N* &$<1)"&)7
E* =* ;"& O* %’-64!")

M* !%$"!&$ N* ;’56"37
G* =* "3<$& O* !%&4))

M* 94::4;1)!7 N* 94-"66’43!5$3!
H* =* :’139 ’1! O* "<&$$9 24!%

M* :$)) (";# N* 6’43!$9 ’1!
/I* =* (7 ";;49$3! O* ’3 61&6’-$

M* 43 !45$ N* "! )"-!
//* =* ’;;"-4’3"))7 O* <$3$&’1-)7

M* $::$;!48$)7 N* 455$94"!$)7
/>* =* :$"&$9 O* &$:1-$9

M* ($<"3 N* 5"3"<$9
/?* =* :)"! O* -!197

M* ’::4;$ N* 9$6"&!5$3!
/A* =* ;’43- O* 6"43!43<-

M* 8"-$- N* -!"56-
/C* =* 43948491") O* 6&4;$)$--

M* 134P1$ N* 2’&!%
/D* =* 2%4)$ O* ")!%’1<%

M* 2%$3 N* 43 ;"-$
/E* =* -)’2)7 O* P14;#)7

M* :&$P1$3!)7 N* -$3-4!48$)7
/G* =* ’(-$&8$9 O* 5"9$

M* %$"&9 N* )$!
/H* =* !%&$"! O* 6"34;

M* ;’3-;4’1-3$-- N* ;%"3;$
>I* =* 9$)4<%!$9 O* "-!’34-%$9

M* $Q;4!$9 N*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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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本文讲述的是在越战期间，一所孤儿院遭到轰炸，导致几个孩子受伤，在寻找血

源来救助一个失血过多的小女孩时，一个孩子挺身而出，挽救了受伤的小女孩的生

命。

43 56 考查语境理解。前面提到7一颗炸弹在孤儿院里爆炸7，第二段又说7 人们进行

医疗求助7，由此可知这里是说有几个孩子7受伤7了。

83 96 考查语境理解。后面提到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所以可以判断人们要求的是医

疗救助，故用 &",*2$(。
:3 ;6 考查逻辑推理。前文说7 人们向附近的美国军队寻求医疗帮助7，后文又提到

7两个美国人的血型都不适合7，由此句判断来的医生和护士都是7美国人7。

<3 =6 考查生活常识。后文说如果不紧急输血，她就有可能因为休克和失血过多而

死。所以可推断她伤势很严重。&-/) 表示的程度最强。

>3 =6 考查生活常识。上题已有提示。

?3 ;6 考查生活常识。输血当然需要血型匹配，1(--, )@+"7血型7。

A3 96 考查语境理解。前面提到孤儿院的孩子受伤，所以这里 ’0*0B’.", 应该指的也

是孤儿院的孤儿们。

C3 56 考查词语辨析。想给受伤的孤儿输血，必须寻找血源，因此需要向人们解释。

D3 56 考查词语辨析。女孩失血过多，所以需要补充。."+($2"7 替换，更换7，符合题

意，其他三项均不合题意。

4E3 96 考查词语 辨 析。向 人 们 说 明 情 况 后，问 是 否 有 人 愿 意 献 血。1" F*((*0G )-
,-3 3 3 7乐意⋯⋯7。

443 ;6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可知起初没有人回应，因此判断7 遇到了沉默7。答案

为 ;。

483 =6 考查语境理解。从75H)". /"%".$( &-&"0)/7及7 F"0) ’+，,.-++", 1$2I ,-F0，$0,
)#"0 F"0) ’+ $G$*07之处可说明他很犹豫，体现在动作上应该是7慢7。

4:3 56 考查词语辨析。开始准备抽血，因此把小男孩放在床上。答案为 5，($@7 搁

置，放7。

4<3 96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后文7 9’) /--0 #*/ -22$/*-0$( /-1/3 3 3 7 可知他开始7 抽泣

（/-1）7了。

4>3 ;6 考查语境理解。上文提到7 $ 0"",(" *0/".)", *0 #*/ $.&7，因此可以判断医生问

的是7是否因为打针而造成了疼痛7。

4?3 =6 考查固定搭配。句意为：偶尔的抽泣被哭泣所代替。这里用 F$@ 构成 G*%" F$@
)-7被⋯⋯代替7。故 = 正确。

4A3 =6 考查语境理解。从后面护士所做的事可知护士是来7帮忙7的，所以用 #"(+。

!"



我们拥有更多财富，价值观却在沦丧。

!"# $% 考查语境理解。由上文中提到的& ’ ()*’+,，(-.*/) 01,-/2&可知答案为 $。

!3# 4%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可知小男孩&误解&了医生的意思，以为他需要 2-5* ’..
6-( 7.88+。

9:# ;% 考查行文逻辑。男孩本以为要用他的生命来挽救小女孩，但还是愿意救她，进

而引出了& <6, <8=.+ 6* 7* <-..-/2 )8 +8 )6’)&的疑问，可知前后意思上存在转折关

系，故用 7=)。
!"#$% 9

;=+1*, 起初在伦敦学习芭蕾舞，然后开始从事模特职业，后来由于电影制片人的

发现，她转向了表演，结果一炮走红，多次获得重大奖项。在事业巅峰期，她毅然退出

演艺圈。

!# ;% 考查语句结构。<6*1* 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句子中充当地点状语，修饰先

行词 >8/+8/。

9# 4% 考查语境理解。后文提到& 在纳粹统治期间，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所以

可以推断&希特勒的军队攻占了该城&。.88? 85*1& 快速查看&；)’?* 85*1& 攻占&；28
85*1&检查，复习&；)=1/ 85*1&翻转，周转&。因此答案为 4。

@# $% 考查生活常识。纳粹分子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所以说& 她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

月&。故用 6’1+。

A# B% 考查生活常识。在解放后，她重获新生。故选 B 项。

C# B% 考查行文逻辑。本句是说她起初在一所芭蕾舞学校上学，后来开始了职业模特

的生涯，所以用 .’)*1 比较合适。

D# ;% 考查行文逻辑。结合上文可知，她是一名模特。

E# 4% 考查词语辨析。从事一种认为很适合自己的职业就可以说找到了自己在生活

中的位置。故 4 项正确。

"# $% 考查语境理解。从下文看，她转向了演艺圈，成为一名演员，所以这里应该是说

电影制片人的到来使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即从模特转向演员。

3# B%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后文&;=+1*, 2’-/*+ -FF*+-’)* G18F-/*/0* -/ )6* HI# # # &可

知她去了美国发展。故答案为 B。

!:# ;% 考查语境理解。后文谈到 !"#$% &"’()$* 这部影片使 ;=+1*, 获得了奥斯卡最

佳女演员奖，说明她在片中的角色使她在美国一炮走红。

!!# 4% 考查生活常识。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说明这部电影是一部很成功

的作品，因此选择 (=00*((。
!9# $% 考查词语辨析。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使她更受欢迎并且得以扮演更多的

重要角色。2’-/&获得&符合题意。

!@# B% 考查语境理解。前面提到 !"#$% &"’()$* 使 ;=+1*,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

奖，这里用 (-F-.’1., 修饰 +,%%* +$-.，说明她在其中的表演也非常棒，故用 <8/+*1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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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

120 34 考查行文逻辑。从后文中5 6’7 #+-8 8+" 7"*"-,"/ 4 194 .’(-.$#-’.5 可知答案

为 3。

1:0 ;4 考查语境理解。这句话是说她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1<0 ;4 考查词语辨析。3)/7"= 应该是出演 >’%%= ?’%-@+#%= 这一角色。故用5 A%$="/5。

190 B4 考查行文逻辑。前面曾获得过提名，这里说再次获得提名应该用 $.’#+"7。
1C0 D4 考查词语辨析。先表达看法，再举例说明。结合上下文可知 7"($7&$E%"5 非凡

的，显著的5符合句意。

1F0 34 考查行文逻辑。由下文的5 +" 7"A%-"/5可知此处答案为 3。

GH0 ;4 考查语句理解。本句话的意思是：当她处在事业的巅峰时，却毅然决定退出演

艺圈。

!"#$% I
丈夫不愿意陪妻子去看芭蕾舞，但是由于是雇主邀请，碍于情面，不得不去。在

路上丈夫略施小计，结果使妻子没有看成芭蕾舞。妻子得知真相后，开始伺机报复。

10 34 考查行文逻辑。由 E)# 后的内容可知：丈夫由于雇主邀请，碍于情面才不得不

去，这说明他5不喜欢5芭蕾舞。

G0 ;4 考查语境理解。由下文内容5 车流很慢，几乎都停了下来5 可知他们是开车去

剧场的。

I0 B4 考查语境理解。结合后文中的5 ",". #$&-.@ #+" J’@ -.#’ $**’).#5可知，当时雾很

大。

20 D4 考查词语辨析。5 /’K. #’ $ K$%&-.@ A$*" $./ $%(’8# 8#’AA"/5 是车走得很慢的表

现。故选 D。

:0 ;4 考查词语辨析。车走得很慢，但是还是到达地方了。*’.J-/".#%=5 自信地5；

",".#)$%%=5最终5；A$#-".#%=5耐心地5；."7,’)8%=5紧张地5。故选 ;。

<0 34 考查行文逻辑。妻子不明白到达那里怎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5。前文中5 #+"
E$%%"# K$8 ’,"75有暗示。

90 B4 考查语境理解。这句话是说剧场离家很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到。

C0 D4 考查语境理解。从文章首句可知妻子很喜欢看芭蕾舞，这次没有看到，她必然

会感到扫兴。D 项符合句意。

F0 34 考查短语辨析。由下文可知朋友之妻告诉了 L780 M"8#"7 事情的真相。J-./ ’)#
5查明，弄清5；$@7"" K-#+5同意5；J$%% E$*&5后退5；A’-.# ’)#5指出5。只有 3 符合语

意。

1H0 ;4 考查词语辨析。正是因为丈夫是故意的，才导致妻子未能看成芭蕾舞表演。

’. A)7A’8" 意为5故意地5，符合题意。-. #-("5及时5；$# %$8#5最终，终于5；E= $**-N
/".# 5偶然5均不合适。

110 D4 考查词语辨析。朋友的妻子得知真相后，5 立即（ -(("/-$#"%=）5 告诉了 L780
M"8#"7。其他选项不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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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很少，仇恨太多。

!"# $% 考查词语辨析。后文提到她们潜入书房，想拿走一些硬币，但由于报复没有成

功，所以不能用 &’(’)*+；同时 ,*’-*+ 与 -*,./*+ 不符合语境。因此此处应选择 0*1
)’(，指两个女人开始准备报复。

!2# 3% 考查语境理解。根据句子45* 6’78*+ 9:6’-+/ 9;* /9.+< +::- ’(+ :=*(*+ >94可知

她们4 0-:8* >(9:4的是书房。

!?# @% 考查语境理解。从下文4 A;*< 6*-* 9’8>() /:&* B:>(/ :.9 :, 9;* B’/*4可知她的

丈夫喜欢收集古币。

!C# D% 考查词语辨析。从 E FCG 可知此处说的是这些收藏物的价值。只有单词 6:-9;
4价值4符合题意。

!H# $% 考查句子结构。6;*(4正在那时4，在此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I# 3% 考查语境理解。想报复丈夫，但是又怕被发现，所以4立刻4把灯关掉。此外，

由上下文语境也可推断出来答案。

!F# $% 考查常识及推理。她们两个在书房躲着，生怕被发现，所以不可能看到他脱掉

上衣，只能是听到，故选 $。

!J# D% 考查语境理解。K-# L*/9*- 径直走向书房，打开房门，并开了灯，所以她们不可

能不被发现。

"G# 3% 考查词语辨析。丈夫无论如何都会对眼前的情景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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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9-’-<，’77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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