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期末考试题带参考答案（高二期末考试题带参考答案（2021-2022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年河北省石家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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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奶油小生和硬汉之争”，到近年来的“拯救男孩”的呼声，以及最近
的“娘气”批判，关于“男性气质”话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和舆论场由来已久，往往引发公众强烈关
注，甚至成为不同审美观、性别观激烈碰撞的“交锋点”。
梳理几十年来大众审美趣味的流变脉络不难发现，男性偶像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民

风物故等社会现象、文化元素变迁。曾经，以“阳刚”“硬朗”著称的高仓健、成龙型“硬汉”把控
了主流审美话语权。如今，外表斯文、柔美、秀气的鹿晗、蔡徐坤型“花样美男”与被赋予
了“血性”“铁骨”特质的吴京、甄子丹型“猛男”平分天下。
在大众对男性的审美呈现更多元化的同时，时代幕布上的整个世界都在悄然改变。在理论界，

关于气质具有多样性与可塑性的理论及其实践打破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种二元分类体
系。放眼更广阔的宏观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正在完成从单调到复

杂、从一元到多元、从匮乏到丰富的巨大跨越。可以说，多元审美正是社会长期和平稳定繁荣

的“伴生品”，因为只有一个物质足够丰富的社会，才能涵养出高理解度、高尊重度、高包容度
的人类文明。

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野被证伪，审美不再拘于单一范式的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热
衷所谓“男性气质”话题的探讨，与其说是呼唤“男子气概的回归”，不如说是对于健康、昂扬、
阳光、向上等两性所共有的精神气质的高度认同，对于刚毅、坚卓、果敢、顽强、进取、担当

等人类普世品格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于矫揉造作、娱乐至上的浮躁风气与“颜即正义”的错位价
值观的反感与摒弃，这样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我们应该更审慎地厘清讨论思路，本着平等与尊重的原则，尊重每个人的

自我选择，宽容与己不同的个体，避免“娘炮”“不男不女”“娘娘腔”等带有贬损性的说法。无论
他（她）选择呈现怎样的个人风格与气质，硬朗刚强也好，细腻温柔也罢，并不妨碍他们努力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世界不应只有一种色彩，“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是美，“关西大汉，
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亦是美，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应该受到尊重。
当然，作为一言一行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明星们对于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

造具有重要影响，应该将社会责任感当作人生“标配”，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锻
造优秀的品格与可贵的精神，为青少年树立健康阳光、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榜样，而不只是

空有颜值、缺乏内涵的“偶像”。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榜样远比偶像更难得，也更值得追
随。

（摘编自澎湃新闻《尊重多元审美 共塑阳光气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男性气质”的形象之争由来已久，而且男性偶像形象随着民风物故等不断变化。
B. 血性铁骨的“硬汉”“猛男”曾经是审美的主流，如今是“花样美男”占尽风骚。
C. 从理论上讲，把人简单地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D. 把细腻温柔秀美的男性称为“娘炮”“娘娘腔”是对人的贬损，是对人的不尊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1980年代的“男性气质“之争引入，使讨论更有时代纵深感和普遍意义。
B. 文章中多处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对举，比较了二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C. 文章以对宋词不同风格的评论为论据，论证了美是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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