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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帮助参加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考试的广大考生在复习的最后冲刺阶段体验

高考的实战情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我们按照最新颁布的《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

生考试大纲》精心编写了本套书。

本套书是专门针对对口招生考试“三轮”复习设计编写的。本书属于第三轮复习内容。“三

轮”复习循序渐进，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全面地复习，使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得更加牢固。

本套试卷有如下特点：

一、全面性

试题知识覆盖面广、类型齐全、难易适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体现了以教学大纲为准

绳、以教材为依据、注重基础、突出重点、培养能力的教学精神。

二、实用性

通过强化训练，考生既可进一步巩固所学的基础知识，及早发现复习中的疏漏，又可了解

考查要点，通览题型，增强应考能力。为帮助考生理清思路、掌握解题技巧，试题后均附有答

案，可供考生自我检查使用；对一些难题，还提供了详细的答案要点、解题步骤及方法。

三、权威性

本套试卷由多年参加对口招生考试命题和参与修订《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考试

大纲》的教师编写，每套试题都经过严格筛选、编辑和统稿，并且每道题都尽量做到使考生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实为高考复习、查漏补缺的精品。

四、高效性

本套试卷秉承“探寻高考命题的变化轨迹，预测高考试题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考查重点”

这一宗旨，以期减少教师和学生在复习中的盲目性，加强复习的针对性，减轻学生的负担，

真正达到实战模拟的效果。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教师和学生批评指正。

编 者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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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Ⅰ（每小题2分，共24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读音全都正确的一组是（ ）

A.嬗
·

变（shàn） 苑囿
·

（yòu） 驽
·

马（nǔ） 卷帙
·

浩繁（zhì）

B.着
·

陆（zhuó） 颠簸
·

（bǒ） 舟楫
·

（jí） 暴殄
·

天物（tiǎn）

C.炮
·

烙（pào） 机杼
·

（zhù） 契
·

机（qì） 以讹
·

传讹（é）

D.纤
·

巧（xiān） 劲
·

头（jìng） 毗
·

邻（pí） 锲
·

而不舍（qiè）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叱咤风云 谈笑风生 消声匿迹 戛然而止

B.张慌失措 班门弄斧 阴谋诡计 任劳任怨

C.重蹈覆辙 精神矍烁 孜孜不倦 妙手回春

D.风声鹤唳 相形见绌 脍炙人口 风雪载途

3.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 他的“五虎断魂枪”。

②自南北朝以来日益兴盛的佛教，特别是经过武则天的 ，确实达到了发展的最

高峰。

③两国划定边界，如果是河流，往往以河流或主航道的中心线为两国边境的 。

A.熟悉 扶植 界限 B.熟习 扶植 界线

C.熟习 扶持 界限 D.熟悉 扶持 界线

4.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

的表达，可谓不落窠臼
····

，广受好评。

B.文章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小麻雀的外形、动作和神情，在叙述、描写和议论中倾注着强

烈的感情，读来楚楚动人
····

，有很强的感染力。

C.漫步万盛石林景区，石林、溶洞、飞瀑显露出福地洞天的魅力，浓郁淳朴的苗家风情

及风姿绰约
····

的民族歌舞增添了人文情趣。

D.性格决定命运，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悲剧实际上就是其个人的性格悲剧，王灿性格孤傲，

卓尔不群
····

，因而难以与周围人相处。

5.下列各句中标点符号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从创意、设计到排练、再到预演和正式演出，张艺谋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终于在8
月8日为全球观众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

B.“真情所在，金石为开”。据说晋武帝看了《陈情表》后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C.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

D.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该怎样为他洗头，怎样包扎才能使他不受伤害？

6.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时间是一匹在宇宙间展翅翱翔绝不驯服的天马；人类只有尊重它，才有可能驭它，使

它不致倏忽而逝。

B.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事件”中，针对是否派专家组前往陕西镇坪县调研一事，

国家林业局予以否认。

C.为了这次“创卫”大会战取得全面胜利，城管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没日没夜地战斗在

“创卫”第一线，老百姓打心眼里由衷地感谢他们。

D.我们在欣赏古典诗歌的诗情美时，要充分利用现存的各种史传和资料，全面把握作者

的心灵历程和精神世界。

7．把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一段文字，排序最恰当的一组是（ ）

①儿时的我是调皮的孩子，每天在天一亮，扛着鱼网提着鱼桶到不远的荷塘捉鱼。

②小鱼儿在荷叶底下划鳍摇尾地戏逗着。

③正当我猫着身子，聚精会神用网捞鱼时，“哞”的一声牛鸣，小鱼儿一惊尾巴一翻钻

到水底去了。

④清晨荷塘是幽静的，碧清碧清的水塘边，一垄翠竹掩住几间草舍，只有牛犊在晨曦下

欢愉地踢着蹄子摇晃着尾巴。

⑤我顿时来了火，回身一把死死地揪住了牛犊尾巴，小牛也来了火，一回头用尖角向我

顶来，我一吓手一松“扑通”仰面跌落进水塘中，连呛了好几口水。

⑥荷塘内荷叶刚冒出水面，像一枚枚翠绿的玉璧飘浮着，蜻蜓颤动着薄翼忽上忽下在新

叶上打转。

A. ④⑥②③⑤① B. ①④②③⑥⑤ C. ④②③⑤⑥① D. ①④⑥②③⑤
8.下面与“荷塘里的荷花都羞涩地打着朵”修辞方法相同的一项是（ ）

A.西湖像一块碧玉，也像一面铜镜。

B.天气炎热，大门口的石狮子也在睡觉。

C.没有理想，人生就如荒漠，没有生气；没有理想，人生就如黑夜，没有光明。

D.得把他们抱过来，同死人待在一起怎么行？

9.下列文学常识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一篇，小说围绕得失促织的线索展开。

B. 《窦娥冤》是我国元代著名戏曲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全名是《惊天动地窦娥冤》。

C.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的

核心。

D.戏剧按矛盾冲突的性质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

10.下列各句与例句句式特点相同的一项是（ ）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考试全真模拟冲刺卷

语文试题（一）

（本试题满分12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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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A.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B.大王来何操？

C.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D.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

阅读下面一首唐诗，完成11～12题。

约 客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

的夏夜独自期客的情景。

B.诗歌前两句写景，描绘出一幅江南夏雨图。梅雨季节，阴雨连绵，池塘水涨，蛙声不

断，乡村之景是那么清新恬静、和谐美妙。

C.“有约”点出了诗人曾“约客”来访，“过夜半”说明了等待时间之久。

D.“敲”字用得精妙，再以“闲”字修饰，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诗人此时内心的闲适

与坦然。

12.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家家雨”描绘出夏季梅雨的无所不在与急骤密集，暗示了客人不能如期赴约的客观

原因。

B.“处处蛙”采用以静衬动的写法，烘托出梅雨时节乡村夜晚的恬静和谐气氛。

C.“有约不来过夜半”，这一句才点明了诗题，也使得上面两句景物、声响的描绘有了

着落。

D.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情景交融、清新隽

永、耐人寻味。

二、单项选择Ⅱ（每小题2分，共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16题。

中国烹饪探源

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烹饪王国”，这是因为中国烹饪源远流长，技艺精湛。在古代汉语

里，“烹”作“烧煮”解释，“饪”是“煮熟到适当程度”的意思。“烹”和“饪”组合在一起，

意为“烧煮熟食物”。“烹饪”一词的意思表明，烹饪是从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开始的。

有关烹饪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烹饪方法是由少渐多，技艺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

的。烹饪产生之初，人们的饮食水平极其低下，所谓的烹饪就是用火直接烧烤动植物以供食

用。例如“烧”，与现在烹饪意义中的“烧”有所不同，它不用任何烹饪器，直接把兽肉或

植物放入火中烧至全熟或半熟，是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烹饪法。与“烧”同时的，还有

“烤”，也不借助任何烹饪器。此后，又产生了“石烙”“石烹”两种烹饪法。在陶制烹饪器

出现以前，这四种烹饪法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的烹饪水平有所提高，烹饪方法也逐渐增多。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简单炊器，这时大都已

经具备，如陶鼎、陶甑、陶釜、陶罐、陶盆之类。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住房遗址中，曾发现

过灶坑，是用来做饭的。另外，在掘地为灶的同时，人们还制造出了可以搬动的陶灶，如浙

江河姆渡出土的陶灶，有两耳可以提拿搬动，结构科学，使用安全，可供多人炊用。

考古发掘出的商周时期的炊器，多属蒸煮之器，可以认为，商周时期的烹饪方法以煮蒸

食物为主。郭宝钧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考证了商周时期的烹饪方法，他认为：“殷

周熟食之法，主要的不外蒸煮二事。”在煮蒸二种烹饪方法之中，煮法又产生于蒸法以前。

有学者认为现在烹饪术中最重要而又常见的方法——炒，在先秦时期尚未发明。然而，

考古资料证明，炒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1923年在河南省新郑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

的“王子婴次之炒炉”，据考古工作者鉴定，就是一种专作煎炒之用的青铜炊器，其形状类

似长方盘，上面刻有“王子婴次之炒炉”。它的质地也比较薄，很适于作煎炒使用。在先秦

文献中，也不乏炒菜的记载，如《楚辞·大招》中的“煎鰿臛雀，遽爽存只”，说的是在锅

中放少量的油，等油热后，将食物放入，然后翻炒至熟。与此相映证的是，在先秦的楚国区

域内也相继出土了一些可作煎炒之用的器具，如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个炉盘，

制作十分精美讲究，盘的两边还有青铜质的环链提梁，如同现代的炒锅。另外，在1979年4
月，江西靖安也出土一件自铭为“炉盘”的铜制器具，形状和曾侯乙炉盘大体相同，其时代

比曾侯乙墓要早一百多年。这些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专作煎炒之用的炊具，人们已经

开始运用煎炒之法进行烹饪。不过，当时的炒法，不如现代的技艺高，煎和炒之间没有严格

的区别，同时炒菜的品种也不够多。即便如此，它对后世中国烹饪技艺的发展和提高，仍有

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摘编自姚伟钧《中国烹饪探源》）

13.下列关于中国早期“烹饪”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烹饪只能出现于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之后，根据“烹饪”在古汉语里的意思，对火

的控制与使用是烹饪产生的前提。

B.作为一种烹饪法，“烧”最初是直接把兽肉或植物放入火中烧至全熟或半熟，这与现

在烹饪意义中的“烧”并不完全相同。

C.在烹饪产生之初，不管是“烧”“烤”还是“石烙”“石烹”，都不借助任何烹饪器，

而直接用火烧烤动植物以供食用。

D.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简单炊器多已具备，并产生了坑灶和陶灶，可见当

时烹饪水平的提高和方法的增多。

14.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国烹饪有着悠久绵远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湛技艺。正是因为中国烹饪技

艺领先于他国，赢得了“烹饪王国”的美誉。

B.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的烹饪水平有所提高，烹饪方法也逐

渐增多。

C.“烹”和“饪”两词的意义不尽相同，“烹”意思是“烧煮”，“饪”意思是“煮熟到

-- 2



县
（
区
）

姓
名

准
考

证
号

考
场

号
科

类

弥
封

线
内

不
要

答
题

对
口

招
生

模
拟

试
卷

弥
封

线
内

不
要

答
题

对
口

招
生

模
拟

试
卷

适当程度”。合二为一，“烹饪”的意思就是“烧煮熟食物”。

D.烹饪产生之初的“烧”，是一种最原始、最简便的烹饪法。

15.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郭宝钧认为殷周时期烹饪方法“主要的不外蒸煮二事”，其原因恐怕是考古发掘出的

殷周时期的炊器多属蒸煮之器。

B. 1923年在河南新郑出土的青铜炊器“王子婴次之炒炉”，是证明炒法至迟在春秋时期

就已出现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

C.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和江西靖安出土的两件炉盘表明，《楚辞·大招》中“煎鰿臛雀，

遽爽存只”的记载确有其事。

D.炒法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技艺不如现代的高，因为当时煎和炒之间没有严格

的区别，炒菜的品种也不够多。

16.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一项是（ ）

A.陶制烹饪器出现前，应只有“烧”“烤”“石烙”“石烹”四种烹饪法，其它烹饪法是

陶制烹饪器产生后才出现的。

B.烹饪水平的提高、烹饪方法的增多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新石器时代如此，先

秦的其它时期应该也是如此。

C.在不断提高的烹饪水平的推动下，先秦时期的炊器，经历了从无到有、种类由少到多、

制作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D.有学者错误认为炒法在先秦时期尚未发明，这可能是他没有见到能证明炒法在先秦时

期已经出现的相关考古资料。

三、单项选择Ⅲ（每小题2分，共8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7～20题。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

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

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

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

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

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7.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俯察品类之盛
·

盛：繁多

B.列坐其次
·

次：序次

C.不能喻
·

之于怀 喻：明白

D.亦将有感于斯
·

文 斯：此，这

18.与“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的“以”的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

Ａ.不赂者以赂者丧 Ｂ.足以极视听之娱

Ｃ.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 Ｄ.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19.下列加点字的用法和其他三项不同的是（ ）

A.足以极视
·

听之娱 B.映带
·

左右

C.道
·

芷阳间行 D.唐浮图慧褒始舍
·

于其址

20.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序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大多用以题赠，或作著作的前言，《兰亭集序》是朋友之间互

相唱和的赠言。

B.第二段先叙事，说的是“人之相与”之“乐”，本段即由此生发议论，从“欣于所遇”

说到“情随事迁，感慨系之”，再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最后归结为“死生亦大矣”。

C.作者认为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二者不得等量齐观，暗含有生之年应当做些实事，不

宜空谈玄理之意。

D.作者感慨时光易逝，往昔不再，人的生命的长短都由造化的安排，最后都会消失。所

以作者才发出“岂不痛哉”的感叹。

四、填空（每空1分，共4分）
21.古来圣贤皆寂寞， 。

22.有日月朝暮悬， 。

23.诚既勇兮又以武， 。

24. ；叶，相触在云里。

五、应用文写作（6分）
25.李明4月3日参加学校运动会时，在操场入口处捡到一个蓝色卡通钱包，内装一张身

份证、一张饭卡、一百五十元现金和几枚纪念币。请替李明写一则招领启事。（200字以内）

六、阅读（26、28、29题各2分，27题4分，共10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26～29题。

望 春

柯灵

离开龙山，又是一度月圆。小巷寂静的生涯，已渐觉相安若素；而且俗务困人，每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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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屑的工作缠绕，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悠然作遐想。只是龙山的望春花，至今还频来

相扰，使人难忘。

龙山山腰的宿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三四棵矮小的黄杨，一株

望春花。我迁入宿舍的时候，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梧桐早已落叶，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

空枝；惟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还透示着几分生意。时节推移，渐渐由冬转春，气候虽已日

渐暖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就是那一树望春。草未曾茁青，树没有

抽芽，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有意无意

地说：“望春花开了，春天就快要来了！”

从那时起，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而且有些为它杞忧。一

天早晨，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我说：“望春花开得这样早，怕等不到春事烂漫，就要

零落了罢！”朋友冷漠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外，他说：“望春真是最难看的花了！枝干僵秃，

有花无叶，让它零落了也好！”更出我意外的，此后他竟几次表现对望春的嫌厌。我觉得很

不平，有一次对他说了这样带刺的话：“放心罢，朋友！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它并不要你

赏识！”朋友还说：“谁教它开在这里，让我看见呢？”我怃然，没有再开口。

每天午后，柔阳拨逗着春意，蜜蜂翅上驮着薄薄的东风，在黄杨木上纷飞。同居的伙伴

们都到山麓去了，我总独自伫立院前，对望春作许久的顾盼，而且常不免为它担忧：“花开

得早，自然也就谢得早，来时寂寞，去时冷落，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眼见望春花

欣欣地开放，粉妆玉琢，洁白如雪，我越是倾心怜惜，我的隐忧也越是深切。

不幸的预想常常容易出现，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紫槿花红出墙头，我终于发现望春的

残葩零落在院中的草地上了。我像亲自串演了一出人间的悲剧，心头浸蚀了无名的怅惘。

我曾要决定，要为这素馨的花树写一篇童话：假定望春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春天

就是她理想的王国。肃杀的严冬使她发愁，料峭的寒风使她颤栗，她决定独自出发，向天涯

海角寻觅春天。跋涉了无数山水，饱尝了无限苦辛，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送来第一声呢喃，

冬眠的蛰虫打了第一个呵欠，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快要达到，激动得发狂，立刻在寂寞的大地

上，展开惨白的笑靥，报告了春天的消息。于是风暖了，草绿了，花开了。但春天刚来，自

己却已经憔悴，在春阳温暖的怀中，作了含泪的微笑，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这样一个动人的故

事，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但只恨自己才分太浅，几回铺，几番搁笔，我终于没有写成。

人事倥偬，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甚至见她化为白衣的

少女，婉转轻愁促请我对她践约。几日以前，因事偶上龙山，便去看看院前的望春，现在已

经是绿叶成阴，迥非往日的丰姿了。我想，望春有知，对那过去的旧梦，怕也早如隔世，淡

然忘却了罢？果然，那么我的心愿，这样也就算偿了！

26.结合原文品读“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而且有些为它杞忧”后，请

回答：

（1）作者为什么会“发生好感”？

（2）作者又为何“为它杞忧”？

27.为了更好地表现望春的特点和“我”对望春的特殊情感，文中采用了衬托的手法。

试找出两处并简要加以说明。

28.结合上下文，分析第五段作者写“紫槿花红出墙头”的作用。

29.对这篇文章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用了“杞忧”“担忧”“隐忧”“怅惘”等词语，表明了作者对于望春花以及与望

春花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有着美好追求的人们命运的关切和忧虑。

B.作者善于选用细小的素材来表现自己的丰富情感和深刻的思想；一树寻常的望春花在

作用笔下却成了一个鲜活灵动、有着深厚意蕴的形象，成了一种精神象征。

C.全文以空间转换为线索，其中穿插着丰富的想像，思路清晰而明朗；首尾以“频来相

扰”相呼应，中间缝合紧密，结构严谨。

D.语言疏于雕琢，不刻意求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之感。特别是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的运用，更使得所描绘和赞美的事物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

七、写作（60分）
30.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语文课上，老师介绍王勃的生平：他勤奋好学，六岁能诗，诗情英迈；九岁时，撰写

《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所注《汉书》错误；十六岁科试及第；任沛王府修撰，沛王与英

王斗鸡，写《檄英王斗鸡文》为沛王助兴，被高宗斥责“身为博士，不行劝诫，反作檄文，

夸大事态”而免官；后私杀官奴，再次被贬；滕王阁盛会上，他一挥而就，成就千古绝唱

《滕王阁序》；王勃在探望父亲途中，溺水而死，年仅二十六岁。老师还介绍了唐人裴行俭对

他的评价：他认为王勃“虽有才华，却浮躁浅露”，并评论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

艺”，意为，要想实现远大志向，应当先培养器量见识，其次才是文才技艺。

王勃过人的才华和坎坷的经历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王勃英年早逝，让同学们喟叹不

已；而裴行俭的“致远”一词，又让同学们陷入沉思。他们纷纷发言，有人说，才高致远；

有人说，行稳致远；有人说，经历风雨，才能致远……

假如你在这堂课上参与讨论，你会阐述怎样的看法？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

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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