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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理解题

81. 刚刚开学一个多星期，一名正在参加军训的大学生就将一大包衣服和七双袜子打包

寄回家，让家人帮着洗，然后再寄回去。这则消息毫无悬念地引发了舆论的一阵喧哗，与以

往类似的事情一样，痛心疾首者铺天盖地，上纲上线痛批中国教育的也不在少数。中国的校

园总能不断地制造类似的奇闻轶事，高考和入学前后是集中爆发和展示期，年复一年，学校、

孩子和家长似乎被符号化：学校一定是僵化冷漠且糟蹋人的，学生一定是娇生惯养未来要“垮

掉”的，而家长多半是无原则的一味溺爱的。这样的符号化思维大大简化了中国社会以及中

国教育的复杂性。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符号化的批评无助于教育和社会的进步

B.中国社会和学校的教育使学生缺乏独立性

C.社会舆论易对校园个别事例夸大宣传报道

D.大学生的独立性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么差

82. 云南是“生物王国”，而且地处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江河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

曾有一段时间，云南想通过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绕过工业化来发展，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

境和民族文化。现在看来，如果工业或者相关产业发展不到位，第三产业就没有服务对象，

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生态环境保护往往也因缺乏社会经济资源，难以持久维持。

作者通过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A.云南经验证明发展工业与保护环境两者并举不悖

B.在云南单纯发展第三产业，保护环境的作用不大

C.在云南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较多困难

D.在云南发展工业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条件

83. 过去的 20 年间，金砖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对位置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迅速而巨大

的变化。需要强调的不仅是“迅速”和“巨大”，还应该注意“不约而同”，因为金砖国家的

崛起各自遵循了相去甚远的发展战略，增长模式各不相同。除了时间的同步性之外，金砖国

家的经济奇迹并无多少共同之处。如果说“金砖”奇迹的确能说明什么，恐怕最准确的结论

应该是，这几个国家以自己的成功检验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一个古已有之的道理，证

明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崛起，赶超西方世界。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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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砖国家之间应建立稳固的磋商机制

B.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C.新兴经济体显示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实力

D.金砖国家之间在发展模式上差异很大

84. 每个年轻人都要经历社会化过程。正道直行固然有一种简约之美，但在参差多态的

社会里，仅有这一招是远远不够的。灵动如蛇固然是聪明而富有效率的，但如果没有内心的

方圆和规矩，纯粹的机会主义者行而不远。因而，社会这位无处不在的严师总是教化人们，

要在坚持原则和事急从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无伤大雅和誓不低头之间找准分寸感。

最能体现这段话主旨的是：

A.歧路纷纷，直道而行

B.处世之道的选择

C.过于锋芒毕露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D.参差多态方为世界之美

85. 传统的创新观念认为创新没有固定结构，不遵从规则和模式。想要成为创新者的人

被告知要“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尽情拓展思路，用与你的产品和服务毫不相关的东西做类

比”。我们则主张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众所周知的框架内思考，不要跳出它的范围。人在

专注于某个状况或问题的内部因素时，创造力才是最强的，通过对某个特定的创新任务进行

界定，之后对其外延加以封闭，由此，我们大多数人才可能会更具持久的创造力。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专注是提升创造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B.框架内的思维往往会更有助于创新

C.忽视规则和模式的观念不利于激发创造力

D.没有固定结构的创新会限制创新者的思维

86. 在群里聊过天儿的都知道，其体验与线下完全不同。拿过节来说，大家在网上也拜

年，发祝福，发表情——都是复制粘贴来的。热闹是热闹了，但是无法取代走出家门去亲戚

邻里相互拜年的感觉。网上的热闹，像是浮光掠影的一层表皮，热闹完了什么也没有。人们

还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呼吸相闻。不然，新年夜里，何至于会有那么多人去外滩？人际关系如

果只靠网络符号维持，就像喝海水止渴。无论看多少分享，跟多少人在群里插科打诨，人们

心里还是会缺一块。

根据文意，人们心里缺的那一块是

A.安全感 B.人情

C.亲情 D.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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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常识告诉我们，越是高雅的艺术，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一开始接触都有点

欣赏不了，要学会欣赏，得靠熏陶。从不懂到懂，从不会欣赏到学会欣赏，从无意识地懂得

知识与道理，到有意识地进学堂接受传道授业，正是文明的台阶。审美的过程说到底，就是

一个从审不懂到审得懂的过程。读书亦是如此，常识还告诉我们，读懂读透一本难懂的好书，

特别是读进去一部经典作品，胜读很多本一般的书。传统的中国教育讲究记诵之学，读私塾

要“念背打”。现在看来，除了“打”可以商榷之外，念书、背书的好处之多就不必多说了。

从以上文字可以推出作者的意图是：

A.说明读书在精不在多

B.劝导大家看点看不懂的东西

C.指出文化修养的提升需要经典作品的熏陶

D.肯定中国传统教育的“念背”之法。

88. 是否构成抄袭，要结合主观动机和客观结果两方面来判断：主观上是有意还是无意，

有没有欺诈的成分；客观上自己是否从中获利，是否对原作者造成伤害。当人们依据这一标

准再度审视古往今来那些有着抄袭倾向的“借鉴”时，怎样的行为应该受到舆论谴责，渐渐

明朗。比如文学创作领域，早在 17 世纪，莎士比亚就曾经身陷“抄袭门”，其作品中的很多

句子均与前人作品雷同。绝大多数的人默许了莎翁的“抄袭”，甚至坚定不移地将其奉为文坛

巨匠，这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借鉴有利于传播知识、惠及大众，而对原作者不构

成实质性的伤害或者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下列陈述符合作者观点的是：

A.句子雷同是判定是否为抄袭的重要标准

B.为传播知识的“借鉴”会得到读者赞同

C.时代局限使得抄袭行为不能被明确界定

D.在特定时代，对原作者造成实质侵害的抄袭才会被谴责

89. 隋唐时期的三彩陶器，标志着彩釉陶器的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陶器与西域

的交流，襟怀宽广的大唐盛世，借鉴了中亚、南亚诸国的金银器造型及工艺，丰富了中国壶

具的型制与装饰语言。长沙窑的盘口壶、广口壶，还有更具代表性的执壶等名声显赫的中国

陶瓷，则通过陆上、海上两条途径实现了西至阿拉伯与欧洲、非洲，东到日本、朝鲜及东南

亚诸国的商品与文化输出，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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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唐代文化艺术交流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B.陶瓷发展的历程闪现着文化交流的光辉

C.唐代陶器吸收国外工艺并向全世界输出

D.陶制壶具的输出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方式

90.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对乌托邦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反乌托邦主题则是将其

逻辑进行推演，最终会发现理想（主要是对制度和技术的崇拜）往往会导致种种无法控制的

弊端：极权统治、非人性社会、精神压抑等。与乌托邦批判“旧”或允诺“新”的热度相比，

反乌托邦的语汇更加冷峻，也更尊重人性的真实，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都充满想象力和黑色

幽默，其辛辣的讽刺让我们哭笑不得，然后冷汗涔涔。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准确的是：

A.介绍反乌托邦作品的特点

B.揭示乌托邦理想的弊端

C.描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D.指出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作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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