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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 情境性默写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论语〉十二章》中探讨文与质的关系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司马迁《屈原列传》中，“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直接点明屈原产生怨恨的原因。

3.求木长必固根本，欲流远必浚泉源，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以此为喻，提醒太宗皇帝“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4.《红楼梦》中，用“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描写权贵之家的豪富奢侈之气。《阿房宫赋》中也有与之相近

的句子“__________,__________”。

5.《赤壁赋》中，游览美景之际，苏轼听到客人哀怨的洞箫声，以“____________”提问，客人则以“此非曹孟德之

诗乎”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个问句来引出后面的回答。

6.归有光《项脊轩志》中“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自己在轩中读书时卧时起，时而吟唱，时而静坐的情景。

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思国之安者                                                                                              必积其德义

鼎铛玉石 金块珠砾

何为其然也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偃仰啸歌 冥然兀坐



7.古人常用“六合”“八荒”来指代天下，如在贾谊《过秦论》中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两句。

8.鲍照《拟行路难（其四）》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中门阀制度的不

合理性。

9.在高适的《燕歌行（并序）》中，“________________”写出边地自然环境的艰苦，“________________”一句则用

比喻手法直接描写了敌军侵袭时的来势汹汹。

10.杜甫《登高》中，道出诗人的自身之苦和国运之恨郁积于心中，无限悲凉难以排遣的句子是“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1.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细致描写了琵琶曲调的变化，最后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写琵琶

声在沉咽后，猛然爆发出一阵铿锵激越的强音，从而将全曲推向高潮。

12.今夏八月，第19届亚运会举办地——杭州，钱江潮格外汹涌、广袤，似向全世界展示杭州的繁盛。这江潮让人

想起了宋代柳永在《望海潮》中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履至尊而制六合（然后以六合为家）                                                                                             并吞八荒之心

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



13.在《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王安石将南朝谢朓的诗句“澄江静如练”化用为“______________”,又加之以“_______

____”，共同状写金陵山川形胜。

14.王实甫《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中“________,________”两句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佳句，营

造出秋景凄凉的意境。

15.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面对斜阳下长满草树的“__________”，回想刘裕率军北伐时“_______

_______”的英雄气概，发出了慨叹。

16.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抒情主人公历经千百次寻觅后，蓦然回首，惊喜发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千里澄江似练                                                                                              翠峰如簇

碧云天 黄花地

寻常巷陌                                                                                             气吞万里如虎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古人常通过“吟”或“啸”的方式吐露心曲，抒发情怀，古代诗文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借书满架; 偃仰啸歌

示例二：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示例三：扣舷独啸; 

不知今夕何夕

示例四：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

2.大海有崖岸，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我国古人常以“海”作诗，在我国唐代诗歌中，含有“海”的不在少数，如

“____,____”。

【答案】示例一: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示例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考点2 开放性默写



3.“舟”这一意象很多时候承载着文人的惆怅与黯然，在唐诗宋词中屡见不鲜，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示例二：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

4.“梧桐”作为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着丰富的含义，其中以营造和渲染凄清悲凉的意境较多，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示例二：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5.互文是古诗文中常用的修辞手法，通过上下文意的互相交错、渗透、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比如“____,

____”。

【答案】示例一：朝避猛虎; 夕避长蛇

示例二：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示例三：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6.“桂”因其芬芳馥郁、秋芳冬荣等特点备受古代文人青睐，有时用以象征道德情操之高洁，有时用以描绘自然景

物之美好，有时用以寄托浪漫唯美之情思，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桂影斑驳; 风移影动

示例二：吴质不眠倚桂树; 露脚斜飞湿寒兔

7.“关山”一词，既可实指关隘山岭，也可虚指困难，在古诗文中十分常见，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示例二：身当恩遇常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示例三：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8.“莲”（荷）在我国分布广泛，古诗词中咏赞“莲”（荷）形貌之美者众，如“____ ,____”。
【答案】示例一：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

示例二：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示例三：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9.古诗文中，“美人”既形容美好的形象，又是寄寓美好理想、表达个人情感的重要载体，频频出现在文人笔端，

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示例二：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示例三：渺渺兮予怀; 望美人兮天一方

10.在古诗词中，“帘”是一个很常见又很独特的审美意象，往往与表达离情别怨、伤春惜暮的思想感情有关，如

“____,____”。

【答案】示例一：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

示例二：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11.鸡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物之一，曾被无数诗人写入诗篇之中，或展现田园风貌，或寄托复杂感情，如“____,

____”。
【答案】示例一：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

示例二：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12.猿的叫声凄厉、哀婉，如泣如诉。古诗文中猿的鸣叫常常与愁、悲有关，如“____ ,____”。

【答案】示例一：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示例二：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13.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镜子，有时会引发人们对时光易逝的惆怅，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示例二：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示例三：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14.“酒”，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所爱的意象。古代诗人常常借酒抒发愁情，如“____, ____”。

【答案】示例一：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示例二：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

示例三：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示例四：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倾

15.大雁是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古人常用它来表达思乡怀亲之情，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示例二：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示例三：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



16.古代文人常常描写水天相接之景象，寄寓或喜或悲的情思，如“____,____”等句子就描写了这样的胜景。

【答案】示例一：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

示例二：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17.“金风”就是秋风，“玉露”常指秋露，这两个意象在古诗词中常常同时出现，比如“____,____”。

【答案】示例一：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示例二：由来碧落银河畔; 

可要金风玉露时

示例三：金风玉露初凉夜; 秋草窗前



18.“竹”深受中国历代文人青睐，常常出现在古诗文中。有“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有“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还有“____,____ 。

【答案】示例一：江娥啼竹素女愁; 李凭中国弹箜篌

示例二：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技巧归纳

    

高考试题往往给出一个意象词,要求答出含有该意象的句子。高考试题的这一变化,使对名篇名句的考查不再局限于

某一具体篇目,而是变得更具开放性。

    

在平时复习时，一要依托教材,归类意象。教材古代诗歌选文中涉及的意象非常丰富,我们要整理归纳诗歌中的意象

类别，注意常见的意象。

    二要依托教材,归类句子。我们要分类整理含有特定意象的句子，如含有“雁”“月”“菊花”等意象的句子。



命题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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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诵读课上，有同学在读到陈与义的诗句“何时着我扁舟尾，满袖西风信所之”时，不禁想起张孝祥《念奴娇·过洞

庭》中的句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古代文人常常用植物来象征人格品质，并请小明举一个例子,小明回答道：“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玉鉴琼田三万顷 着我扁舟一叶

                                                                                        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

3.同学们到动物园参加研学活动。看见林中的鹿群，小明同学背诵了欧阳修的诗句“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

小刚同学也接上了两句古诗词“____,____”。

【答案】示例一：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示例二：树深时见鹿; 溪午不闻钟

4.小田想从所学的诗文中选取两句话挂在书房，提醒自己学习、做事贵在坚持，小张建议他选“____,____”。

【答案】示例一：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示例二：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命题1 现实生活情境



5.小明酷爱音乐，在阅读古诗的时候，他发现古人描写音乐往往都借听者的表现或感受来展现音乐的美妙，例如“

____,____”。
【答案】示例一：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示例二：梦入神山教神妪; 

老鱼跳波瘦蛟舞

示例三：吴质不眠倚桂树; 露脚斜飞湿寒兔
6.老师在课堂上赏析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时，介绍到古诗词中常使用叠

音词使之具有一种音韵和谐之美，小刚不由得想到了“____,____”。
【答案】示例一：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示例二：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7.小明在阅读诗论时发现时空对举是诗人常用的构思诗歌的方法，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描写景物以营造意境，

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获得审美体验。小明不禁由此想起“诗圣”杜甫运用时空对举的诗句：“____,____。”
【答案】示例一：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示例二：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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