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北京卷）参考答案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1.（3分）B 2.（2 分）C 3.（3 分）B 4.（3 分）D

5.（2 分）D 6.（3 分）A（答 C 得 1 分）

7.（6分）

要点一：使承载中国文化的汉字摆脱了危机，顺利进入了信息时代。

要点二：使中国印刷业达到新的水平，民族产业占领市场。

要点三：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使中国走向世界。

要点四：弘扬了中国古代的科技，启示我们继承和发展东方科学，实现自主创新。

8.（2分）D

二、（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24 分）

9．（2分）①B ②C

10．（2分）A

11．B

12．（4分）

日月照耀万物而不偏私，四季运行而不偏私。天地、日月、四季都是依据德而行，所以万物能够顺利

生长。

13．（4分）

答案示例：

晋平公——从谏如流，择善而从

祁黄羊——出以公心，不念旧恶

腹—— 大义灭亲，铁面无私

14．（1）晋平公认可并批准祁黄羊的建议

（2）国人对祁黄羊的荐贤，晋平公的纳谏以及解狐、祁午的称职表示赞赏。

（3）孔子对祁黄羊的荐贤原则表示赞赏

15.

（1）曾皙 孔子 曾皙 孔子

（2）



不同之处：（3 分）

要点一：第一种解读认为在对话中，曾皙一次发问，孔子一次作答；第二种解读认为曾皙三次发问，

孔子三次作答。

要点二：第二种解读认为，曾皙与孔子的关注点不同，直到最后二人也没有谈拢。孔子关注的是“为

国以礼”，应该谦虚，故对子路的话不以为然；曾皙的志向与其他三人不同，他不想从政（有出世倾向），

他的关注点是从政与不从政的差别。他认为孔子既然对子路的从政“哂之”，就应该也对求和赤“哂之”，

所以才会有连续的发问，第一种解读没有体现上述内容。

看法及理由：（2分）

示例一：赞同第一种解读。理由是，孔子的关注点在于“为国”是否“以礼”、是否谦虚，所以他用一

连串的反问句，强调赤和求同样也是为政但是却表现得谦虚，反衬子路不够谦虚。孔子细致地回答了

曾皙的提问，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示例二：赞同第二种解读。理由是，这一解读与前文四人各言其志衔接紧密，生动地再现了师生间的

对话过程和各自不同的关注点。曾皙一再追问，孔子耐心作答，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这一解

读文气更顺。

16. C

考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 C。

17. ①C ②B

考点：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能力层级为鉴赏评价 D。

考点：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能力层级为识记 A。

18. ①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②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考点：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能力层级为识记 A。

19. 《醉翁操》的上阕赞美醉翁在醉中感悟自然的妙趣及对欧阳修追求绝妙意境的做法得以流传的欣

慰。下阙写鸣泉虽不复存，但鸣泉之美妙乐曲却仍留人间。《醉翁亭记》则是抒发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

自得之情。

四、（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4 分）

20．（2分）C

21．（3分）D（选 A得 1分）

22．（3分）B

23．（6分）

答案示例：

从作者的名字翻译切入，以外国人对梅花的好奇、不解与误解为主线来谋篇布局，对梅花的内涵的阐

释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与丰富，凸显梅花独特的美感和魅力，构思巧妙而自然。阐发了梅花所凝聚的

名族精神，表现了外国人与中国文化的隔膜，流露出对交流和理解的渴望。

24．（6分）



要点一：万木萧瑟，大雪压境 凌霜傲雪的风骨

要点二：千年老梅，如枯若死，一夜风雪后，突然琼枝吐艳

要点三：淡云晓日，薄寒细雨；小桥清溪，明窗疏篱；诗酒横琴，林间吹笛

超凡脱俗的品质

25．（4分）

“书香”“诗心”传达了历代文人几千年的书写绘画、题咏吟诵中赋予了梅花的精神之美和诗性之美，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梅花所凝聚的深厚文化内涵。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6.（10 分）（略）

27.（50 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