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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解 析  

1.B【解析】  

此题为实词填空题。 

B 选项限制是指规定范围，不允许超出，前者强调的是甲乙之间的关系，而文段并没有提出两者之间的

关系，故制约不符合语境，限制政府权力是指政府权力不允许超出某种范围，与文段含义相符。 

因此，结合选项应该选择 B。 

通过题干中“大公司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权力的扩展和延伸才能受到钳制”可知文段指出需要政府权

力的作用，而不是任其发展，故首先排除 C、D 两项；接着比较 A、B 两项，A 选项制约是指甲事物本身的

存在和变化以乙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为条件，则甲事物为乙事物所制约。 

故正确答案为 B。 

2.D【解析】  

此题考查近义实词的辨析。第一空，要搭配“矛盾”，可排除 C 项的“搁置”，因为搁置矛盾应是合

作的前提，而非合作的结果，合作的结果应是进一步的发展，即“弱化”、“消除”或“超越”矛盾。第

二空，要搭配“利益”可排除 B 项，“共同利益”与“加深”搭配不当。再比较 A 项和 D 项，“扩大”利

益比“维护”利益更体现出合作的重要意义；同时“抵达”强调结果，而“通向”强调过程，前者同样更

直接地点明合作的价值。 

故正确答案为 D。 

3.B【解析】  

此题考查实词的最佳语境搭配。第一空，根据关联词“不只……还……”可知为递进的逻辑关系，横

线处后面一句说到，“还在于人才的有效使用”，那么有效使用人才的前提是得“拥有人才”，所以排除 C、

D 两项。第二空，根据“只有……而没有……”可知，第二空应选择和“无用”相对的词，根据语境，文

段的意思为世上没有无用之人，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人才，所以此处的意思即是世界上只有没有被正

确使用的人，故用 B 项“错位”最合适；“失意”和“失败”都是针对人才自身的形容，与人才的使用无

关。 

故正确答案为 B。 

4.C【解析】  

考查重点词句对应，横线处所填词语和“实体书店的地盘正在逐渐失守”对应，B 项“冷遇”指冷漠的

待遇，是与人相处中可能受到的一种待遇，文段说的主体是实体书店，排除；D 项“艰辛”指人已经很努

力，但仍然无法过上较好的生活，用来形容人的状况，与“实体书店”搭配不当，排除；A 项“现状”与 C

项“寒冬”均指实体书店“地盘正在逐渐失守”的状况，但 C 项“寒冬”含义更为丰富，排除 A 项。  

故正确答案为 C。 

5.C【解析】  

文段想要表达苏轼虽然从颜真卿的笔墨中吸取了他部分特点，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最终成为了“宋

代四大家”之一。 

第一空，表达苏轼吸取了颜真卿的部分方式方法。“模仿”是指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的行为

的过程，多用于人的动作且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与原文不符，故排除 B 选项。“仿照”是指按照已有的

方法或式样去做，同样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只是单一的复制。故排除 D 项。 

第二空，转折之后想要表达苏轼也有自己的特色。“不落窠臼”比喻有独创风格，不落旧套，符合文

意。“别开生面”比喻另外创出一种新的形式或局面，指的是局面而非独特风格，故排除 A 项。 

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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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积累：独树一帜：比喻独特新奇，自成一家。匠心独运：指创新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多用来形容

独特的艺术构思。 

6.A【解析】  

文段使用拟人的手法表现了梨花的可爱，A 项“召唤”是用某种方式或方法把人们唤来，体现了作者心

中对梨花的热情，且和前文的“请柬”一词形成呼应，符合文意。 

B 项“呼唤”多指叫喊、叫唤不如召唤表意亲切，且体现不出把大家召集起来的意思，排除；C 项“深

情”是指深长悠厚的情感，不符文意，排除；D 项“邀请”通常用于正式场合，表达风格与该文段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7.C【解析】  

本题可从第三空入手。第三空搭配“人民的诉求”，“回应”意为应答，使用范围较广；而“响应”

意为回声应和，常用来比喻用言语、行动表示赞同或支持（号召、倡议等），常用于下对上的语境，如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等等。因此，“回应”置于此处更加恰当，排除 A、D 两项。 

第二空，横线处所填词语搭配“准确”且文段表示“沿线国家”之间双向交流，“对接”一方面体现

双方之间的沟通，且与“准确”搭配恰当；“助力”与“准确”搭配不当，且“助力”仅体现单向帮助，

排除 B 项。 

第一空代入验证，“秉承理念”搭配恰当。 

故正确答案为 C。 

8.A【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文段“像陶渊明那样从急流中退出”和“桃花源”可知，作者表达的是积

极的感情色彩，B 项“蜷缩”、D 项“固守”感情色彩均偏消极，与文段不符，排除 B、D 两项。 

第三空，搭配“持续的、难以调和的”，C 项“距离”与其搭配不当，排除；A 项“冲突”填入文段搭

配恰当，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A。 

9.B【解析】  

文段的意思是教育落后会导致“伦理道德”失去规范和标准，对应 B 项“失范”，指丧失规范，违背

规范，符合文意。 

材料并不是说因为教育落后，伦理道德就会因此消失，所以“缺失”和“丧失”都不符文意，程度过

重，排除 C、D 两项；A 项“沦丧”是迷惑项。从常规搭配上看，常用的词汇中有“道德沦丧”，但“伦理”

不能搭配“沦丧”，且程度过重，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0.B【解析】  

第一空，第一句是拿传统文艺题材和网络文艺题材进行比较，网络文艺“脑洞更大”、娱乐性更强。A

项“庄重”意为风度、仪表、举止或谈吐不随便、沉着稳重，不与题材搭配，故排除。 

再看第三空，搭配的是稍纵即逝的快感，B 项“捕捉”有迅速或急切地获取信息、抓住机会的意思，填

入此处体现了迅速抓住机会，也体现了抓住快感这一结果，对应了后文“成为观众的最后收获”，当选；C

项“寻找”、D 项“搜寻”强调找，不能体现“稍纵即逝”的急切，也没有体现成为收获这一结果，故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1.B【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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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横线后接“于”，A 项“贯彻”和 C 项“落实”经常连用且意思相近，均表示完全地、饱满

地将某理论、某计划付诸于实实在在的有效行动，一般后面直接搭配具体的行动和方案，不搭配“于”，

排除。 

第二空，根据语意可知，横线处应填入动词，B 项“体悟”强调能够在实践中体会，符合语境；D 项“感

触”指跟外界事物接触而引起的思想感情，通常作名词，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2.A【解析】  

第一空，搭配“古籍”，并且后文提到古籍“分散在海外”，B 项“流落”指移动不定或漂泊外地、穷

困潦倒，通常搭配人，无法搭配古籍，故排除 B 项，A 项“流散”指流落分散，C 项“流失”指有用的东西

流散失去，D 项“散佚”指散失，都可以与文段分散的语义对应； 

第二空，横线之前提到“将分散在海外的上百家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全部统计清楚”，横线后提到“在

一个总目录之中”，可知文段想表达的意思为将分散的古籍进行汇总，A 项“囊括”指全部包含在里边，符

合文段语义，C 项“收录”指编辑采用，D 项“罗列”指排列、陈列，均没有概括的意思，故排除 C、D 两

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13.A【解析】  

第一空，C 项“勾通”指勾结联通，含贬义，与文段感情色彩不符，排除； 

第二空，根据文意可知，作者的观点是城市空间不应由空间简单拼凑而成。B 项“灵活”感情色彩偏积

极，与文意不符，排除； 

第三空，根据文段，步行城市要“避免非黑即白的鲜明功能区划”，A 项“模糊”与“鲜明功能区划”

对应，没有鲜明的区域划分，空间就是模糊的，故 A 项符合文意。而没有鲜明的区域划分，并不意味着城

市的“多样性”，故 D 项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4.A【解析】  

第一空，根据“《朗读者》是稀缺而有价值的电视文化”可知，横线处所填词语表示“没有营养的综

艺节目”在市场中很多，A 项“主体”指事物的主要部分；B 项“主流”指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均符合文

意。C 项“首席”指最尊贵的席位，用在此处程度过重，排除；D 项“份额”指在总份数中的一定比例，体

现不出“没有营养的综艺节目很多”之意，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所填词语表示将“对精神文化的尊重”体现在节目中，A 项“移植”可以体现把精神文

化转移并根植到节目中，符合文意。B 项“传达”表示向外传递，与“到节目中来”搭配不当，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15.C【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实词辨析的能力。 

第一空，根据文段中的提示性词语“地理属性”，应填“自然”。自然：既用作名词指具有无穷多样

性的一切存在物，也用作形容词指天然的、非人为的或不做作、不拘束。天然：指自然赋予的、生来就有

的、自然生成的、自然形成的。 

第二空，根据语境，填“显著”。显明：表明、清楚地显示出来。显著：指明显与引人注目。 

故正确答案为 C。 

16.B【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后文是对横线处的解释说明，根据后文“没有砸碎旧世界”和“完好保留欧式

建筑、广场、绿地”，体现出大连人在面对历史时“不守旧”、“包容”的做法，对应 B 项“开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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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睿智”指聪颖明智，C 项“大胆”指不畏惧困难，二者均体现不出“包容”的含义，排除；D 项“另类”

偏消极，和文段积极的感情色彩不符，排除。 

第一空，带入验证，“理智”对应后文“没有砸碎旧世界”，语义相符。 

故正确答案为 B。 

17.B【解析】  

第一空，搭配“区域”，形容人对于区域的一种态度，A 项“固执”指坚持己见，一般修饰人的性格，

不符合文意，排除。C 项“痴迷”指极度迷恋某人或某种事物而不能自拔，用在此处语义过重，排除。 

第二空，与“不容”搭配，B 项“不容置喙”为固定搭配，指不容许插嘴，符合文意。横线所在语句为

否定句式， D 项“质疑”指提出疑问希望求得解答，常用于肯定句中，与“不容”搭配的为“置疑”一词，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18.D【解析】  

第一空，“招摇”张扬炫耀以引人注意，含贬义，与题目感情倾向不符且与“枝叶”不搭。“摇曳”

摇摆不停，形容枝叶在风中摆动，语境不符。“摇摆”摇摆，晃动，不符合题中的诗意的美感。“招展”

是飘扬，摇曳的意思，多用来形容嫩叶。 

第二空，“耸立”：高高地直立；“屹立”：高耸挺立；“伫立”：久立，泛指站立；“矗立”：耸

立。 

故正确答案为 D。 

19.A【解析】  

文段在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即强调对统治者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使得统治者在有限的

范围内行使权力，所以较为容易排除 B、D 两项。 

对比 A、C 两项，A 项“制衡”意为相互制约使平衡，C 项“约束”意为加以限制、管束，由“绝非取

决于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可知，把权力关进“笼子”取决于多数人的力量，即取决于广大民众对

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故用在此处“制衡”比“约束”更为恰当。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来源】《深圳特区报》2013 年 6 月《权力不会自觉钻进“笼子”》 

20.D【解析】  

本题对象是职工福利方案，并且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这种相对正式的场合，D 项“审定”是指审查决

定，一般用于计划和方案等，符合题意。 

A 项“核定”是核对、审定，一般用于数据指标等，不符合句意，排除；B 项“商定”是商量决定，不

适合职工代表大会，排除；C 项“规定”指对某一事物做出决定，使用范围广，不如“审定”确切，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21.D【解析】  

本题考查词语的搭配。第一空，填入的词语应该与“基础”相搭配，A 项的“打造”无法与“基础”搭

配，故排除。 

第三空，B 项的“淹没”有覆盖之意，往往搭配水和声音，故排除；C 项的“整合”侧重于把内部零散

的东西彼此衔接起来，而民俗学并不属于其他学科内部的，与文段表述不符，故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轻易地抛弃这个传统”搭配恰当且符合语境。 

故正确答案为 D。 

22.A【解析】  

本题突破点为第二空，横线前“创造出适合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路径”，对应 A 项“差异化”，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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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多样化”指多种多样，无法对应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路径；C 项“个性化”指非一般大众化的东

西，强调与众不同；D 项“灵活化”指不拘泥于固有模式，善于变通，均体现不出“适合不同学生群体”，

排除。 

第一空代入验证，“收集数据”，搭配恰当。 

故正确答案为 A。 

23.B【解析】  

第一空，搭配“新闻媒体的职责与定位”，“厘清”指澄清、查清楚，其支配对象往往是“关系”、

“原则”、“任务”等，与“新闻媒体的职责与定位”搭配恰当；“理清”一般用于有条理的事物，如理

清头绪、理清思路，与“职责与定位”搭配不当，排除 C、D 两项。 

第二空，形容新闻对司法活动采取的行动，A 项“干涉”指过问或制止，多指管不应该管硬管；B 项“干

预”指过问别人的事情，没有强行管制之意，根据文段可知，新闻无法对司法活动强行管制，故 B 项“干

预”符合语境，A 项“干涉”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4.D【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转折关联词“但是”可知，横线处表达不少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观点和前

面研究者的观点不一样，即对研究者的观点不是十分赞同，持保留意见，A 项“相信”和 C 项“赞同”与

文意相悖，排除 A、C 两项；根据后文“似乎”可知，横线处需填入程度较轻的词语，D 项“质疑”符合文

意，B 项“否认”程度过重，排除。 

第一空代入“起点”验证，语言中的抽象化能力是我们处理高级数学问题的起点，语义恰当。 

故正确答案为 D。 

25.C【解析】  

本题考查实词含义。 

第一空，“周折”是指（事情进展等）曲折、不顺利，而文段讲述为衣服的回旋弯折，与“绕”相应，

故“周折”词意不符。“转折”有回旋弯折之意，可以形容衣服的走势，符合题意，排除 A、B 两项。 

第二空，对比“欣羡”与“歆羡”，二者都含“羡慕”之意，区别在于“欣羡”侧重于非常羡慕，而

“歆羡”侧重于爱慕。原句所表达的为民众对王室盛大婚礼的羡慕之情，故“欣羡”更为合适，排除 D 项。 

故正确答案为 C。 

26.C【解析】  

先从第二个空入手，根据首句“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与“很大程度上”可知，空中需填

入一个语义较重的词，才能符合“基础地位”，“影响”语义较轻，不符合要求，排除 A 项。“牵制”和

“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能搭配，且语义过于消极，排除 B 项。再看第三个空，“借鉴”通常和经验、教

训搭配，不能与“要素”搭配，排除 D 项。 

故正确答案为 C。 

27.B【解析】  

第一空，与“空间”搭配，B 项“挤压”、D 项“净化”均可。A 项“杜绝”与“空间”搭配不当，排

除。C 项“抑制”若放在此处，应为抑制腐败滋生，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空，与“权力”搭配，B 项“倚仗”、D 项“滥用”均可。 

第三空，与“动力”搭配，对象是腐败。B 项“祛除”指消除，与“动力”搭配得当。D 项“扼杀”比

喻摧残、压制发展中的事物，与“动力”搭配不当，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8.A【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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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形容天体的特征一般不用“面积”这一衡量标准，排除 D 项；B 项“规模”一般用于抽象事

物，同样不用于作衡量天体的指标，排除。 

第二空，后面给出的量化指标为“1300 万公里”，为一个距离值，由此可以判断，第二空应为“引力

场”，因为超过这一距离可能就没有引力了，而不能说超过这一距离就没有质量了，排除 C 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29.C【解析】  

第一空，与“想象力”搭配，表示科幻因素对城市的想象力的作用。A 项，城市的想象力应该是本身具

有的，而不是靠科幻因素“创造”的，排除；D 项，若使用“推动”，则句中缺少宾语，正确语句应为“能

够推动这个城市的想象力提升”等形式，排除；B 项“提升”、C 项“激发”两项均符合文意。 

第二空，搭配“创新能力”，对比 B、C 两项，C 项“诱发”是指诱导启发，与前文“激发”形成对应，

当选；B 项“引导”重在强调指引前进的方向，与“创新能力”搭配不当，在此处使用可表述为“引导创新

能力发展”，排除 B 项。 

故正确答案为 C。 

30.B【解析】  

文段为“总—分”结构，首先提出“建筑设计，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民主决策问题”这一观点，

接着对“科学问题”和“民主决策问题”两个方面该如何拿捏来阐述。 

第一空，填入的词要体现“科学”，故不能选择单方面直接“采纳”或“采用”专业人士意见，排除 C、

D 两项。 

第二空，“保护艺术创新”搭配恰当。“保障”作动词，通常搭配“机制”、“体制”等，排除 A 项。 

第三空，代入验证，“吸纳意见”为固定搭配，通过一系列的渠道将公众诉求体现在“建筑设计”中

而非仅仅停留于“征集”的表面工作上，故“吸纳”更符合文意。 

故正确答案为 B。 

31.D【解析】  

先看第一个空，根据前文“多元化的时代”可知，不能说服对方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遗憾”

感情色彩不符合要求，排除 C 项；A 项“必然”语义太过绝对，可排除。再看第二个空，“更”表示递进，

前文作者强调说服对方的情况很少见，显然第二空要填入一个表达更少意思的词，“稀罕”指非常少见，

符合要求。“意外”指意料之外，文段并未提及预料，故排除 B 项。代入第三空验证，“容忍他人的选择”

符合文意。 

故正确答案为 D。 

32.A【解析】  

第一空考查词语的感情色彩。“徜徉”“壮丽的景色”描绘出唯美的画面，是积极的感情倾向，而 C

项“沉迷”指迷惑，深深陷入，带有消极的感情倾向，故排除 C 项。 

第二空，因为文中并没有对比，所以“偏爱”无从谈起，故排除 B 项。 

第三空考查近义词辨析。中国文字的“再生力”震撼着作者的心灵，“奇特魅力”让作者惊讶，选“震

惊”最为恰当，同时也验证了 A 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33.B【解析】  

第一空与后文“重大损失”做对应，排除 C、D 两项表述过轻的“影响”和“波及”。 

第二空，“引发风暴”搭配不当，而“引发一次次的金融恐慌”为常见搭配。 

故正确答案为 B。 

34.C【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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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空，由“面对的不可能是公众”可知，横线处所填词语与前文的“公众”构成反义对应，D 项“机

密”指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无法与“色彩”搭配，排除。 

第二空，由后文的重点提示词“限制性”以及诗句可知，强调中国画的形制会对观赏者有一定的选择，

对应 C 项“挑选”。A 项“分辨”指区分辨别，文段并非强调对观众进行辨别，而是有选择性地展示，排

除；B 项“考量”指思考、考虑，无法与文段构成对应，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35.C【解析】  

第一空，文段“触摸生活”、“感知地表的温度”两者并列，后文两个横线处的词语也为并列结构，

且分别和“触摸”、“感知”对应。所以横线处应填入动词，因此排除 D 项的“品位”。 

第二空，A 项“攫取”指抓取、拿取或掠取，含贬义，与文意不符，排除 A 项。B 项“领悟”与“热力”、

“温度”搭配不当，排除 B 项。C 项“开掘”、“汲取”一方面可以和前文“触摸”、“感知”形成对应

且比这两个词性程度稍重，符合文段递进关系的表述。 

故正确答案为 C。 

36.B【解析】  

第一空，根据“不习惯绷着脸皮说话”、“引发大笑”，可知氛围非常幽默、有趣，C 项“自由”没有

有趣的意思，故排除 C 项。A 项“谐谑”指诙谐逗趣；B 项“戏谑”指用诙谐有趣的话开玩笑；D 项“诙谐”

指说话有趣引人发笑，都可以与文段表达的幽默有趣的语义对应。 

第二空，搭配我们对“言论自由度”和“社会包容度”的态度，ABD 三项语意均可。 

第三空，搭配“言论自由度和社会包容度”，是一种程度，B 项“提升”侧重于程度、水平上的加重，

可以搭配文段表达的程度，A 项“拓展”指开拓扩展，侧重于空间范围上的变大，与程度不同，故排除 A

项，D 项“提高”侧重于从低到高，无法搭配程度，故排除 D 项。 

故正确答案为 B。 

37.A【解析】  

第一空，对应前文“就业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可知这种评价就业的认识是不易动摇的，A 项“刻板”、

C 项“固执”符合文意。B 项“过时”、D 项“肤浅”未能体现观念的根深蒂固，排除 B、D 两项。 

第二空，A 项“束缚”指约束限制，C 项“掣肘”比喻从旁牵制、阻挠别人做事，文段并未体现阻挠别

人做事的特点，重在强调要改变过往根深蒂固的观念，且“掣肘”一词，多用于正式书面化的表达，故“束

缚”更符合文意。 

故正确答案为 A。 

38.D【解析】  

第一空，搭配“文物”，根据后文“上海和西安、洛阳、北京没法比”可知，要填入表述文物多的词

语。A 项“繁杂”指事情多而且杂乱，与文意不符，排除。C 项“兴盛”指兴旺发达，不衰败，与“文物”

搭配不当，排除。B 项“繁多”、D 项“繁盛”均符合文意。 

第二空，搭配“历史”，B 项“爱护”指爱惜并保护，通常搭配具体事物，与历史搭配不当，排除。D

项“珍视”指重视，符合文意。 

验证第三空，抢救城市遗产，搭配合适，语意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 D。 

39.B【解析】  

第一空，与“随时”搭配，D 项“发掘”指深入开发、探求，无法做到“随时”，排除。 

第二空，与“日常生活节奏”搭配，A 项“改善”与“节奏”搭配不当，排除。其余两项均可与之搭配，

但 C 项“调整”通常是指针对不好的情况做出改变，文段没有体现出原来的日常生活节奏不好，仅表示改

变一下生活节奏会更有活力而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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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正确答案为 B。 

40.D【解析】  

这道题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文意，可知对于文化资源稀缺的城市而言，城市文化可以在经济的发展

中，由无到有，逐步建立。。A 项“弘扬”意为发扬，是对原有事物的发扬光大，与句意不符，排除 A 项；

B 项“涵养”是指滋润养育，如涵养良好家风，一般不与“文化”搭配，排除 B 项。 

第一空，根据文意可知，对于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并不是所有文化资源都要大力开发，应当在众多

资源中凝聚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特色，故横线需填入表示“凝聚、提取”语义的词语，对应 D 项。D 项“提

炼”比喻对某种事物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提高。符合文意。C 项“彰显”意为充分显示，不能体现出从丰

富的文化资源中提取特色的意思，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41.B【解析】  

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通过“而”可知所填实词与“兴起”意思相反，搭配的主语为“文言”，“消

释”指疑虑、嫌怨、痛苦等的消除，不能用来搭配“文言”，排除 A 项；“消散”多用来形容烟雾、气味、

情绪等散开消失，与“文言”搭配不当，排除 D 项；B 项“消失”、C 项“消逝”都可与“文言”搭配。 

第三空，与“变迁”意思相近，且为一个“过程”，B 项“演进”指逐渐地变化，可用来搭配“中国现

代文学形式”，符合语义；C 项“变革”指改变事物的本质，多指社会制度，不能用来形容“中国现代文学

形式”，排除 C 项。 

代入第一空验证，“吸收”可与“大量文言的因素和成分”搭配。 

故正确答案为 B。 

42.D【解析】  

本题考查近义词辨析。第一空，后文中提到的“刹住”“杜绝”“狠刹”用十分坚决的语气说明奢靡

之风是要坚决制止的，不仅仅是克制，而是要用意志力战胜，要用勇气克服的。“克制”指对感情、言行

等进行自我抑制，重在强调“自我”。“克服”指战胜或消除（不利条件或消极现象），与文段中“奢靡

之风”的搭配更为恰当。故排除 A、C 两项。第二空，此空用来修饰下文的“传统美德”“八项规定”，

一般“遵守”只搭配规章制度，不能搭配传统美德，而“恪守”不仅有“遵守”的含义，同时恪守本分、

恪守孝道的用法说明它也可以用来修饰传统美德。故“恪守”更合适。故排除 B 项。 

故正确答案为 D。 

43.A【解析】  

第一空，所填词语对应“政府”对“孵化载体功能”的作用，D 项“发挥”应当对应“孵化器行业”

自身对自己功能的作用，排除。 

第二空，所填词应与“系统”搭配，B 项“整合”与之搭配不当，排除。 

第三空，“让市场和孵化器……”，此处为“市场和孵化器”自身“起作用”。C 项“自觉”是指经过

思考的，强调主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A 项“自发”是未经有意识地思考的，强调客观存在性，此处讲的是

让市场和孵化器在政府支持下自然起作用，而不是主动，因此 C 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44.D【解析】  

第一空，根据文段“一些权利痛点也在日益凸显”可知，此处为并列结构，横线处所填词语与“凸显”

语义相近，“凸显”指突出，显著，A 项“显现”指显露，露面，呈现；D 项“彰显”指明显显著，符合文

段语境。B 项，“提升”强调使位置、程度、水平、数量、质量等方面比原来高；C 项，“完善”指解释为

完备美好、无缺损、使趋于完美和增加在完成的基础上，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均与“凸显”语义不相近，

排除 B、C 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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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空，搭配“制度”，“制度护佑”为固定搭配，表示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符合语境。A 项“维护”

与“制度”搭配不当，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45.C【解析】  

本题可从第三空着手，“未来人口均衡发展”与“长期潜在增长率”之间应为递进关系，排除并列关

系的 B 项“以及”、D 项“抑或”； 

“带来”指直接带来，“逆转”指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由“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转为相对低速”可

知，这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故“逆转”更为切合语意，排除 A 项“带来”。 

故正确答案为 C。 

46.B【解析】  

文段第一空，首先列举大量数据，强调“使用人口多寡是决定语言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语言

必须有人使用才能“生存与发展”。横线处应体现语言与使用之间的关系，B 项“生命”意为有“生命力”，

与“生存与发展”对应合适，当选。 

A、C 两项“意义”、“价值”强调语言的好处、作用，D 项“功能”强调语言的用途，均不如“生命”

更能体现语言必须要有人使用才有生命力、才能存活的意思，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一系列数据都在详细说明使用的人少，语言存在的数量就少，“衰亡”对语言少量

人或没人使用后衰落甚至灭亡的形势概括准确，且与第一空“生命”形成反义对应，强调语言有人使用才

有“生命”，否则就会“衰亡”。 

故正确答案为 B。 

47.D【解析】  

第一空：填入画线部分词语应与“升华”同义。“锤炼”指磨炼，“锤炼理论”搭配不妥，排除 A 项。

“锻炼”主体多为具体的人或集体，不符合语境，排除 C 项。“提炼”与“升华”有相似的抽象含义，“提

炼理论”为常见的搭配，可用；“凝练”一词为形容词，形容紧凑简练，也可分作两个动词理解，指凝结

提炼，“凝练理论”亦可用在此处。 

第二空：填入画线部分词语应与“检验”同义。“检验”为发现问题，“校正”指予以校对，符合语

境。“补正”指补充和改正文字上的疏漏的错误，用在此处不妥，排除 B 项。 

故正确答案为 D。 

48.A【解析】  

第一空考查近义词辨析。本句只是在客观地形容老人年纪大，并不带任何修饰成分和感情色彩，故最

恰当的应为 A 项“衰弱”。“衰弱”指身体精力、机能等减退；事物由强变弱。B 项“怯弱”重在强调胆

小、胆怯。C 项“孱弱”指瘦弱，衰弱。胆小怕事，软弱无能。含贬义。D 项“羸弱”用法较为书面，侧重

强调身体不好。排除 B、C 两项。 

第二空，“疏离”指疏远隔离，常用来形容城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本题是在形容故乡的状态，

故排除 D 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49.B【解析】  

第一空，搭配“窗帘隙处强光”，A 项“闪烁”表示光亮晃动不定、忽明忽暗，强光一直存在，文段体

现不出来暗下来的意思，不符合文意，排除。C 项“闪现”表示忽然出现，强光的出现是因为下了一夜的雪，

不是突然出现的，不符合文意，排除。B 项“闪映”、D 项“映照”能够体现出雪在阳光的反射下出现的强

光，符合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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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空，“罩在天公的鹤氅之下”，“鹤氅”表示鸟羽制成的裘，用作外套，文段将积雪比喻为羽毛

外套，雪是从天而降下来的，B 项“抛”字形象地体现了从天而下的语义。而 D 项“织”与原文意思不相

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50.B【解析】  

第一空，与“觉悟”并列，并与前文“勇气”“胆量”“智慧”形成递进关系，根据“觉悟”可知，

此处应填入表示内心深处意识的词语，B 项“良知”和 C 项“道德”均恰当，而 A 项“魄力”指临事的胆

识和果断作风，侧重外在表现，与内心意识无关，排除；D 项“明智”与前文的“智慧”表意一致，不能

构成递进，排除。 

 

 

  

 

 

  

 

 

  

 

  

  

  

   

 

 

 

 

  

第二空，与“没有了自我”并列，对应后文“对善恶是非的混淆”和“把灵魂交给了别人”，B 项“原

则”指言行所依据的准则，恰当。C 项“规矩”指规则与礼法，不符合文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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