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至至2019年高二下半年期中考试语文考题（安徽省合肥一六八中学）年高二下半年期中考试语文考题（安徽省合肥一六八中学）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
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
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
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

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
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
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
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
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
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
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
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

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

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
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
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
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
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
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
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
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
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

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

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

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根据词典，“担当”的基本意思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包含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在此
基础上产生的优患意识。

B. “担当”这个词的出现远远晚于有关“担当”的思想意识，前者出现在宋代，而后者在先秦时期
就表达得比较充分。

C. 按照儒家的观点，“担当”意识的有无是判断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的重要依据，缺乏“担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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