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二下期期中语文题带答案和解析（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中）年高二下期期中语文题带答案和解析（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中）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
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
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
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
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得”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但“得”的
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
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人，这
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赦免赋

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闾、载入史书，其而能够因为孝

行被选入官。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爵，永世不得续用。

第二，“德”必然能“得”。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而且这种大德能
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德”不以“得”为目的，
但“德”却必然有“得”的报答。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
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
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
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露，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
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附加

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

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孝是道德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
内心的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人们
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
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
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王健崭《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得”必须有“德”是指孝子具有孝行，能够获得社会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嘉奖。
B. 儒家“孝”伦理中，“得”是伦理观念下的生活世界，直接指向现实社会生活。
C. “孝”源于对父母的真实情感，不能有外在的功利目的，这是儒家伦理所推崇的。
D. “德”与“得”之间的相互转化，实际上都是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对比、举例、比喻等方法，论证了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
B. 文帝从三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的相互映射关系。
C. 文章从人性的角度论证“孝”的本质，论证视角较为独特，将论证推向了深处。
D. 文章以孝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为前提，论证了推行“孝”伦理的必要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道德的完满要求我们学会用不偏离伦理的方式去获得现实生活中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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