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下半期期末考试语文试卷在线练习（高二下半期期末考试语文试卷在线练习（2021-2022年云南省普洱市）年云南省普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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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儒家哲学中，“中”的最基本含义是“标准”、“限度”的意思。由于“中庸”强调坚持某个标准和
限度，因而在社会激剧变动时期就有可能成为维护某种旧事物，调和矛盾，反对变革的观点和

方法，这是“中庸”思想局限性的一面。但是，“中庸”思想中也包含着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的限
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思想。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这句话，最具体地体现了“中庸之道”。仅就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
一点来说，其目的确实是要调和“文”与“质”。但是，这种调和并不是对矛盾的简单地否定或抹
杀，而是在意识到对立面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前提下，在实践行为中保持矛盾

的某种平衡，从而取得最好实践效果的办法。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出和坚持把握一

定的“标准”或“限度”即用中或用和，作为实践行为的准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客观需要。
但“用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相反，他们是把坚持一定的原则作为贯彻“和”的前提。不讲
原则的为和而和是不可行的，不用礼的原则加以节制的和也是不可行的。为此，儒家严格区

分“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之间的互相补充与配合，而“同”则
是指相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的彼此附和与合流。不同性质事物的相互配合，就能产生新的事

物，而相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则不可能生出新事物。所以，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次，“和”或“中”也包含有不要陷于某一偏面，而应兼备
两面或多面的意思。三国时的刘劭以“兼德”来解释“中庸”。他说：“兼德而至，谓之中庸。
”（《人物志·九征》）他认为，仁、礼、信、义、智五种品德，是各有所偏的，只有兼备此五
德的人，才是最完美的，而“中庸”就是指的能兼备五德的品德。同时，他还认为，“中庸”之德
有防止人在行为方面的过分拘谨或放肆，以及指明人的短处而弥补其不足等重要的作用。

“用中”或“用和”是反对无原则的为中而中与为和而和的，但是如果对坚持“用中”和“用和”的原
则作僵死的理解，而不懂得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变通，那么其结果同样是陷于为中而中与为和而

和的偏面。“用中”不仅需要有坚持原则的一面，而且也要有灵活变通的一面。 
（摘编自楼宇烈《用中和时中》）

【1】下列对文中“中庸”一词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中庸”有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等思想局限性，是因为中庸强调坚持某个限度。
B.“中庸”思想中也包含着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思想。
C.“中庸”也指兼备仁礼信义智五德，有防止人在行为方面过分拘谨或放肆等作用。
D.“中庸”具有辩证观，不仅需要有坚持原则的一面，而且也要有灵活变通的一面。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在论述“中庸”思想时，主要采用了两两对比的方法，如优劣正反全偏等等方面。
B.全文在宏观整体上，从开头到结尾，三个自然段在思路上呈现着逐层深入的结构特点。
C.作者在行文时，论据充分翔实。每提出一个观点后，都要引用儒家的原话并注明出处。
D.在第二自然段中，作者用“其次”一词引领下文展开论述，体现了分条陈述的行文思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家为了严格区分“和”与“同”这两个概念，才提出要把坚持一定的原则作为贯彻“和”的前
提。

B.在作者看来，如果坚持了一定的原则，并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变通，才可能真正做
好“用和”。
C.孔子提倡“和”反对“同”，是因为相同性质的事物或意见之间可以互相补充配合并产生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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