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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江高考语文真题及参考答案 

语文试题 

一、语言文字运用（共 20分） 

1. 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且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   ） 

A. 各种春菜在田间地垄悄然探出头，娇弱的身子轻轻摇曳．（yì），而稚嫩的豌豆尖更是惹人喜

爱，叶子清澈通透如翡翠薄片，茎上嫩须迎风轻颤．（chàn），引逗着人们去采撷。 

B. 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是一蹴．（cù）而就的，需要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摒．（bǐng）弃拜金主

义，以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精神，帮助青少年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坚的人才。 

C. 《典籍里的中国》用追根溯源、旁证博引的方式驰骋．（chěng）上下五千年，从文明的起源

讲到现代传承，让观众眼界大开，堪称当下文化节目的扛．（gāng）鼎之作。 

D. 那些或坐落于安静的小镇古街、或藏身在喧嚣的商业密林的个性实体书店，在充满竞争的

时代执拗．（niù）生长，规模不大却洋溢着审美情趣，足以让灵魂片刻栖．（qī）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甲】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注重“材美”“工巧”“器雅”，古人对于器物的形状、质地、色

彩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一件器物，可以拙朴到浑然天成，不露声色．．．．，也可以繁复，精美到无

以复加。【乙】“过去的生活，一切都很慢”，因此无论是天潢贵胄，还是黎民百姓，家里或许．．

都会有几件称心如意的工艺品，点缀他们的“慢生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温度的传统工艺家具与器物，除了留．

存．在一些宫殿、宅第、民居中，还在热衷传统工艺设计的美术家手中不断传承。【丙】家具、

器物、雅玩里不仅仅蕴藏着中国传统工艺源远流长且不断革新的丰富技法；更折射出中国人对

幸福生活的虔诚态度。 

2. 文段中的加点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孜孜不倦 B. 不露声色 C. 或许 D. 留存 

3. 文段中画线的甲、乙、丙句，标点有误的一项是（   ） 

A. 甲 B. 乙 C. 丙 

4.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 一些平台正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升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率，用户不但能享受

到更低价格和更新鲜的农产品，还能促进农民增收以及通过再投资改善生产。 

B.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自觉承担起调动各种文化力量，科技力量和市场力量，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为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为中国价值更受世人尊重而砥砺前行。 

C. 近期，公安部联合主要媒体网站持续推出反诈骗系列报道，不断加强社会宣传，扩大宣传



 

 2 

精准性，构建立足社区、覆盖全社会的宣传体系，掀起全社会共同反诈骗的热潮。 

D.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应该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力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定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城市在职科技人员，退休人员积极参与。 

5. 下列各句中，表达不得体的一项是（   ） 

A. 使用公筷广告：长筷短筷，筷筷都是你我的爱。 

B. 论文答辩致谢语：感谢聆听，敬请专家评委指教。 

C. 垃圾分类宣传语：各得其所，细微处的文明之光。 

D. 经典阅读推荐：智慧火源，值得

为
之付出热忱。 

6.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 

近来，各种题材的微纪录片大量涌现。从养胃的美食到养眼的国宝，从感人的抗疫故事到

热血的脱贫奇迹，从平凡的剃头匠到伟大的人民英雄，微纪录片以小切口、短时长记录真实、

探索未知，呈现自然、关照社会，在讲好中国故事、书写新时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食类纪录片向来最受欢迎。如微纪录片《早餐中国》，不仅带观者吃遍全国各地，短片

中更有故事有乡愁，一句“只需早起，你就能找到故乡”不知打开了多少人的味觉记忆。 

美食养胃，国宝养眼。2017年，《如果国宝会说话》横空出世，该片用文物讲文物，用文

物梳理文明，将精美与精彩浓缩在 5分钟的短片中，推出之初便引爆相关话题，“国宝热”持

续至今。 

微纪录片这一新型纪录片形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到每个人的身边，记录典型人物，

宣传地方风物，传承文化记忆，聚焦特别主题，定格了多彩中国的一个个精彩瞬间，用镜头把

各地的亮色呈现给相对固定在一地的受众。以小角度记录人生和社会百态，为时代画像。 

（1）给上文拟一个标题，不超过 15个字。 

（2）“真实性”，是微纪录片的基本要求。根据上文，谈谈对微纪录片“真实性”的理解。要

求：语言简明、准确。 

二、现代文阅读（共 30 分） 

（一）（1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我们读到的散文多数充满回忆的味道。一次旅行、一场际遇、一位亲人、一只宠物……写

作者回到书桌在回想之中开始写作。当然有着具体的情节、场景和片段，但写作者的视角，往

往是从终点望向来路；读者清楚或隐约地知道，一切，属于过去完成时态。 

我想特别强调这个词：时态。 

我们假设，事件发生的完整顺序是从 1排列到 10。小说从中间起笔很常见，甚至只有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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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前史和尾声都隐藏在露出的冰山之下；顺序的颠倒、错位与叠加，也是常用手段。小

说的情节不断走动，我们仿佛听到金属指针每分每秒制造的尾音，悬念和陡峭的转折随时随地

酝酿其中。 

散文通常如何处理时序呢？是站在终点位置平行回望，从 1到 10按部就班地重述，无论 1

和 10之间相距多远，我们总是忙于在事件结束之后，开始“事后诸葛亮”地讲道理。当小说

的时态进行自如变换的时候，作家需要跃起，跳离原地，这时出现了平面之上的点，使叙述多

维和立体。许多散文写作者相对懒惰，缺乏弹跳的运动能力，作品平铺直叙，相当于扁平的二

维世界。一切，只是为一锤定音的“道理”做铺垫，所以对从 1到 10 的整个过程，往往进行

潦草而剧烈的概括，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只剩干燥、单调和基础的维生热量，却丧失了新鲜的

水分和味道。这样的散文写作，形同制作标本。 

正在进行时的好处是什么？把读者凌空抓起来，直接扔进叙述的情境中。即使是回忆体小

说，也强调情节和细节带来的效果逼真的还原体验。小说家要带领读者在丰富、复杂、紧张、

多变的仿真景况中做出临场反应。而这种技术手段，似乎被散文所遗忘。也许散文更多跟个人

经验相关，经验都是过去的，而我们又急于把经验中的“道”提炼出来。 

所谓进行时态的散文写作，不仅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当读者迷惑：现

在有些散文为什么写得像小说？是对小说的借鉴吗？我认为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进行时态的

介入。随着散文表述时态的变化，散文的场景、结构、节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

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

非概括性的总结。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

概括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也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散文上手不难，写好并不容易。散文的耗材严重。人生的经历密如丛林，开始

做家具，很快只能做筷子，后来就只够做牙签的，最后干脆没柴烧了。假设我们改变散文的构

思和表达方式，就能够更“环保”地使用材料。进行时态式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部分

缓解散文的资源性匮乏。 

就像散文长度的变化不仅是字数叠加，而且带来了重要的结构之变一样。我认为时态之变，

也会为散文读者带来更为生动而复杂的审美体验。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散

文不仅有终点的视角，也有途中的视角；对于读者而言，散文时态的改变，使他们的角色从旁

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 

散文要表现“此时此刻”，这使我们不会忽略沿途的风景；“现在”，连接过去的屐痕，也

指向未来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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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散文的时态》，有删改） 

7. 下列对文中“进行时态”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散文家和小说家一直掌握着运用进行时态写作

的
技术手段，他们可以带领读者在仿真的叙

述情境中体验丰富、复杂、紧张、多变的逼真效果。 

B. 进行时态的特点是能借鉴小说的写法，使散文更像小说，并使散文的场景、结构、节奏都

发生相应改变，它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C. 以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写作者的叙述不再四平八稳，作品也不再平铺直叙；读者的角

色也有改变，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告诫到共分享。 

D. 表现“此时此刻”，叙写“现在”，强调细节描写和内容虚构，这些是散文创作者所追求的

境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进行时态写作。 

8. 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小说创作应该遵循“冰山理论”，通常从故事的中间起笔，甚至只有情节的主要部分，将故

事的前史和尾声都隐藏在文字之中，使情节曲折有致。 

B. 散文时态改变之前，写作者通常会按事件发生的完整顺序从 1到 10 按部就班地重述，作品

反映的是扁平的二维世界，整个写作形同制作标本。 

C. 文学不同于数学，没有公式和标准答案，有的是难以概括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

是唯一的，过程也不会只有一种解决方案，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D. 散文时态的变化，可以改变散文的构思和表达方式，可以为读者带来更为生动而复杂的审

美体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部分缓解散文资源性匮乏状况。 

9. 上文所说的“叙达多维和立体”在小说和散文中有哪些表现？ 

（二）（20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麦子 

红柯 

他们住在祖国边疆旷野中的土房子里，要一直守护下去。不管是谁，问他们搬不搬走？他

们都说要住下去。当然了，老婆婆的回答要平和一些：“搬走怎么办呢？你前脚走，草就后脚

跟过来，这儿的草有多凶哇，你刚转个身，它们就爬到窗户上，往屋里钻。”老头脾气躁：“往

哪搬？我搬走你住呀。”老头总以为他住的是宫殿。 

房子又矮又小。房子高不起来，房子周围的树就不怎么高。这儿的树都是矮个儿，都是那

种憨厚的榆树，树杈很多，叶子很密，就是长不高。风大。树像绿狮子，毛发纷乱，疯狂地扑

打风，风疼得满地打滚，蹿到天上，发出长长的哨音，又跌落到洼地里发出猛兽似的嗥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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嗥叫起来，地都动呢。老头吓唬老婆婆：“树抽打它们呢，树是老天爷的鞭子，老天爷要抽它

们，它们只能哇哇乱叫。”老婆婆战战兢兢：“老天爷为啥抽它们？”老头说：“谁让它们乱跑，

老天爷可容不得谁整天乱跑。” 

老婆婆走到浓密的树林里，老头发现她竟然一身金黄，飘动着团团芳香，就像一头金色的

豹子。豹子走在麦田里，麦子哗哗响起来。麦子的金光洒在榆树上，榆树叶子油汪汪的；麦子

的金光洒在云朵上，云就像戴了金笼头，云跟牲畜一样弯下脖子在明净辽阔的苍穹上吃草，云

吃草的声音很柔和，窸窸窣窣。老婆婆摸麦穗呢。她的手像一只跳鼠，跳到麦芒上，麦芒浓密

绵长就像夏天的睫毛，老婆婆触摸到夏天最美丽的地方。 

麦子在老婆婆掌心里颤动。 

老婆婆的手黄巴巴的，长满了像豆子一般的金黄的茧，那些茧豆真大呀，又圆又壮实，比

麦粒儿大，比麦粒儿好看，就像一颗小太阳。大漠的太阳都这样子，小小一点，原野就像合起

来的手掌，太阳在金色的指缝间回落。有时太阳会挂在树梢上，挣扎半天也挣不脱，把树都拉

弯了，茂密的树梢牢牢地抱着太阳不肯松手，就像一个粗野的汉子紧紧抱着他心爱的女人。 

老婆婆的额头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发出梦呓般的叫声：“长高了，长胖了。”老婆婆搓开一

只麦穗，麦粒肥肥胖胖，软乎乎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老婆婆用手轻轻拍打着：“哭哇哭哇，

快哭上一声。” 

老婆婆曾生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那时，他们年轻力壮，老头自己动手做了几只木碗，换了一口大锅，好像他们要生一大群

孩子。她说：“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丈夫自豪得不得了：“咱们这里，想要多少娃娃就有多少

娃娃。”丈夫大手一指，外边是辽阔的原野。 

旷野无边无际，伸向远方，好多年以后，从大城市来的洋学生把这辽阔的土地叫太平洋。 

老头不知道什么太平洋，老头只知道他要养许多娃娃，老头就从太平洋开始的地方垦荒。

老头端着簸箕①把金黄的麦种大把大把撒出去，那正是落日时分，泥土波涛汹涌就像沸腾的金

属。老头的手臂跟鹰一样伸向苍穹，把落日给遮住了，手臂粗壮的黑影投落到地上，随即发出

一阵粗重的刷刷声。麦种的大网捕获了土地，肥大的土块跟鱼群一样跳起来，向四周奔窜。太

阳落下去，麦子升起来。 

老头端着空簸箕，眼睛充满梦幻般的光芒。 

那年，他去团部接受重要任务。他已经 30岁，他在农场最偏远的地方开荒种地，领导想

起了他的婚姻问题。传他去团部的重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骑马跑了三天三夜，赶到团

部。他喊报告进去的时候，政委正给一个青年女子谈话，政委的脸色不太好看。那女子却眉是

眉眼是眼，长得很好看。他都看呆了。女子不看他，他看人家。政委说：“怪我无能，没把工



 

 6 

作做通。”漂亮女子转身走了。他劝政委别生气：“那么漂亮的女子根本不适合我。”政委吃惊

地看他，他说：“我那地方需要结实的女人，跟马一样结实的女人。光漂亮不中用。”政委说：

“你要身体棒的，还真有一个，长相差些，心灵绝对美。” 

他很快就见到那个大块头女人，他们在猪圈见面的，她是炊事班长，兼管猪圈。她接触过

好几个男的，都没谈成。她跟猪呆在一起，那些猪个个肥壮无比。大家发出惊叹：谁跟她过日

子，谁就能肥壮起来。就是没人动这个念头。他们见面，她就说：“你这么壮，你还来找我。”

他说：“谁不想壮。”“你想壮？”“我想壮。”“你找对人啦。” 

他们就这么说好了，她跟他走。她骑上团部最好的大白马，跟他走了。 

走进荒漠她就显出优势，她在空旷荒凉的景象中亮丽起来，他不停地看她，他故意把她让

到前边，她圆浑浑的长脖子跟枯死的胡杨打个照面，胡杨就亮起来。坚实的木纹显得很清晰，

她整个庞大的身躯一下子让大荒漠充满了生机。 

女人和骏马走在太阳的谷地里，女人就像起伏的群山。他没想到他能娶这么大一个媳妇儿，

一个顶三个。 

“你说我一个顶三个。” 

“三个女人才顶你一个。” 

“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我。” 

“我是你男人才这么说你。” 

“你是我男人，你就天天这么说我，我喜欢你这么说我。” 

跟那个年代所有的边疆故事一样，他们的洞房在地窝子里。他们说：“我们虽然住的是地

窝子，但我们种的是太阳。”麦子生长的样子就像太阳升起来…… 

长满谷地的麦子，大片大片的麦子……太阳落下去，麦子长起来。 

老头端着大簸箕，麦种撒光了，簸箕里还有泥土的光芒。“我把泥土的光芒端回来啦。老

婆子开门啊。”泥土金闪闪的，老婆婆被吸引住了。 

“我们是簸箕命。” 

他们伸出手，手指蛋上指纹的纹路，没有一只斗，全是簸箕。斗才聚财，簸箕不聚财。老

婆婆说：“咱不要财。”老婆婆搓开一只麦穗，搓出几十颗胖乎乎的麦粒，轻轻拍打着：“哈哈

我有这么多孩子。” 

（有删改） 

【注】①簸箕：用竹篾或柳条编的器具，三面有边沿，一面敞口，用来簸粮食等。 

10. 第二自然段描写环境有何用意？ 

11. 赏析文中画线部分比喻、象征手法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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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说用多种风格的人物语言塑造了主人公多方面的品格，试作分析。 

13. 探究“麦子”在全文中的作用。 

三、古代诗文阅读（共 40分） 

（一）（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答谢景山①书 

 [宋]蔡襄 

襄顿首景山足下：夏中辱示新文数十篇，其间景山所称道而仆所不愿为者，因事往问，幸

而时中，欲景山思而从之，不敢陈于文辞也。近蒙示书，盈千百言，引喻称类，若固守而不移

者。某欲终不言，然使景山固而不移，特唱．于人，亦某过之大者也。 

某尝病．景山好称学韩杜笔，语于人，今而曰：“既师其意，又师其辞，何患？且嗜退之文

辞，欲诱人同所乐也。”某谓由道而学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于道者多矣，

是故道为文之本，文为道之用。与其诱人于文，孰若诱人于道之先也？景山前书主文辞而言，

故有是云，襄岂敢鄙文词哉？顾事有先后耳。襄之为文，无能过人，其句读高下，时亦类乎古

人，无足怪也。 

又病景山嗟世人之不知己，务以文词求于有位，今而曰：“吾以文求正于有位，于道为无

枉。古之人重其自进，我仕且困坠，求知于人无愧。”又云：“在数顷田，必归耕海上。”景山

何乐于自进，而勇于自退乎？是未离乎躁也。妄者易进而难退，狷者难进而易退，妄与狷，君

子皆不由．也。君子之于进退，唯其道而已矣。景山又多取前世重人自进为比，苛有异于襄之说，

虽前世重人，襄不从矣，其称仲尼、佛肸②召而欲往，孟子不遇于鲁侯，斯二者何求哉？委乎

天而．待用者也。 

又病景山恤仕宦之颠踬，今而曰：“非恤美仕之未得，愤意外之横辱。”斯亦景山未之思与？

夫圣人之言，吾畏之；贤者之规，吾愧之。有人加言于我，吾置其喜怒而辨其枉直。使其言蹈

乎圣人贤者之说，吾畏而且愧焉；其言异于是，吾将悯之，岂暇受而为辱乎？小人之辱，君子

不辱也。景山取之哉，取之哉，抑愤之心日益损矣！景山又云：若．使襄年四十而卑辱，未必能

如己之恬然不苟也。襄又复而读之，益悲，岂行己之谬与？如景山且不能见信，尚何望于众人？

虽然，襄无求信于人，自信甚明。身之穷泰，不得而知之，为学远近，力穷则已，其所自信者，

不却行而利动也。今日视前日，犹能乐其所是，而恨．其所不至；使年益加而虑益广，岂肯舍所

乐而从所恨哉！ 

与景山别久，思一相见，以道所怀，今虽谆谆其词非求胜于景山盖陈己之所守抑未知景山

以为非是也诚以为非是幸亦语焉襄不敢惮烦于屡告也。不宣。襄顿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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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全宋文》） 

【注】①谢景山：谢伯初，字景山，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许州

法曹，有《谢景山诗集》。②佛肸（xǐ）：人名，与孔子同时。 

14.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特唱．于人                    唱：称道，赞扬。 

B. 某尝病．景山好称学韩杜笔      病：批评，不满。 

C. 君子皆不由．也                由：遵循，遵从。 

D. 而恨．其所不至                恨：遗憾，后悔。 

15.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困于．道者多矣            移其栗于．河内 

B. 委乎天而．特用者也         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C. 若．使襄年四十而卑辱        其翼若．垂天之云 

D . 以．道所怀                  作《师说》以．贻之 

16.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认为，“道”是“文”的银本，“文”是“道”的体现，对谢景山沉溺文辞，倒置文道

的写作倾向，抱有质疑、商榷的态度。 

B. 谢景山年过四十，仕途不顺、感叹世间少有知己伯乐，怨愤自己遭受意外欺辱，急于以文

求进，却又轻言放弃，常常急躁不安。 

C. 作者希望谢景山能潜心向道，增进才识，不轻易为他人言语议论左右，不仿效前代高位之

人自进的方式，不攀附孔、孟圣人。 

D. 本文采用逐层辩驳的手法，表达作者淡泊名利，乐学自信，温厚雅正的处事态度，行文真

诚坦荡，理直气刚。措辞精确凝练。 

17. 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 

今 虽 谆 谆 其 词 非 求 胜 于 景 山 盖 陈 己 之 所 守 抑 未 知 景 山 以 为 非 是 

也 诚 以 为 非 是 幸 亦 语 焉 襄 不 敢 惮 烦 于 屡 告 也 

18.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话。 

（1）既师其意，又师其辞，何患？且嗜退之文辞，欲诱人同所乐也。 

（2）襄又复而读之，益悲，岂行己之谬与？ 

（二）（8分） 

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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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难忘·山家 

[清]   吴伟业 

村坞云遮，有苍藤老干，翠竹明沙。溪堂连石稳，苔径逐篱斜。文木几，小窗纱，是好事

人家。启北扉，移床待客，百树梅花。 

衰翁健饭堪夸。把癭尊①茗碗，高话桑麻。穿池还种柳，汲水自浇瓜。霜后橘，雨前茶，

这风味清佳。喜去年，山田大熟，烂熳生涯。 

【注】①癭尊，即癭樽 用瘿瘤状木根所制的酒杯。 

19. 词中“衰翁”

的
身份是____________。下片中“___________”一词点出山家的生活状态，

可谓词眼。 

20. 分别赏析上片的写景艺术和下片的叙事艺术。 

（三）（6分） 

根据《<论语>选读》所学，结合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人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

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21. （1）第一则材料中，孔子教育弟子要爱人：在“颜渊，季路侍”章中，孔子表达了自己

“爱人”

的
志向，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2）第二则材料中，孔子说憎恶四种人，另举一个孔子“恶人”的例子。 

22. 有观点认为，第三则材料中的“能好人，能恶人”，就是“能够使人有好名，能够使人有

恶名”。试举例分析。 

（四）古诗文默写。（6 分） 

23. 补写下列名篇名句的空缺部分。（只选 3小题） 

（1）曾子曰：“__________________，任重而道远，________________，不亦重乎？”（《论语》） 

（2）哀吾生之须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抱明月而长终。（苏轼《赤壁

赋》） 

（3）__________________，下有冲波逆流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_________________。

（李白《蜀道难》） 

（4）春花秋月何时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

煜《虞美人》） 

（5）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杜甫《旅夜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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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60 分） 

24. 作文。 

有人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起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过程。 

   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考？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注意】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 

     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 

     ③不得少于 800字。 

     ④不得抄袭、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