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语文诗歌鉴赏+现代文阅读题 20 套(带答案)及解析 

 

一、中考语文诗歌鉴赏训练 

1．阅读下面诗歌，回答小题。   

北陂杏花① 

王安石 

一陂②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东风吹作雪③  ， 绝胜南陌碾成尘。 

【注】①本诗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今南京）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②陂：池。

这里指池边或池中小洲。一说“北陂”是地名，在江宁。③雪：指杏花像雪花一样在风中飘

零。 

（1）结合诗歌前两句简析“杏花”的形象特点。     

（2）诗歌后两句主要运用什么手法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案】 （1）诗歌前两句描绘出了杏花花影相映、鲜艳绚丽的形象。傍水而开的杏花，

妖娆美丽，水中倒影荡漾，树上水下，相映生辉，饱含着浓郁的春意。 

（2）后两句主要运用对比（托物言志）的手法，写杏花宁愿被春风吹落，如雪般落于水

上，也不愿意在南陌被车轮碾作尘土。作者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高尚的情操，宁愿

为理想献身也不愿陷身污浊。    

【解析】【分析】（1）首先要读懂诗句的大意。诗题“北陂杏花”点明了诗歌的题材，是一

首咏物言志诗，所咏之物是“杏花”，所处环境是“北陂”。首句先写晶莹清澈、清雅可人的

“一陂春水”，突出杏花生长的环境的清丽、洁净，烘托出傍水而开的杏花雅致清艳俏丽之

美，“一陂春水”环绕着盛开的杏花，杏花与环境互相映衬，相得益彰。颔联从“杏花”与杏

花在水中的倒影两个不同角度，用“妖娆”来状写杏花的鲜艳绚丽。水中倒影荡漾，岸上的

杏花绚丽繁茂，共同妖娆于大自然的山水间，花与影相互映衬，相映生辉。此时大地还是

一片萧索，只有这杏花的形和影傲然开放在天地之间，从而昭示了春天的到来及其美丽，

饱含着浓郁的春意。 

 （2）“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可看出诗人不仅仅是在赞颂杏花，主要是借杏

花表达诗人的感情：要保持自己如北陂杏花那样像雪一样纯洁美好的品性，决不成为任人

碾压的尘土。依据步骤，形成的答案：通过对妖娆美丽，占尽春光，花落逐春水，芳魂无

玷的杏花这一形象的描写，表达了诗人王安石坚守自己的节操和见解，坚持变法改革的志

向。抒发了作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感情。 

 故答案为：⑴诗歌前两句描绘出了杏花花影相映、鲜艳绚丽的形象。傍水而开的杏花，妖

娆美丽，水中倒影荡漾，树上水下，相映生辉，饱含着浓郁的春意； 

 ⑵后两句主要运用对比（托物言志）的手法，写杏花宁愿被春风吹落，如雪般落于水上，

也不愿意在南陌被车轮碾作尘土。作者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高尚的情操，宁愿为理

想献身也不愿陷身污浊。 

 【点评】本题是考查诗歌形象。①指出形象（物象）并概括物象的基本特征； 

 ②结合诗句具体分析形象(结合表现手法)； 

 ③点出形象的意义（作者的情感、理想、追求、品性等）。 

 ⑵本题考查学生对作者感情的理解与掌握，此类题目的答题方法如下：先要通读全诗，从



全诗中找到可以表现出作者感情的词，如果没有找到，就分析诗可词中的画面，看这画面

中是否蕴含着作者的感情。当然还要注意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和个人遭遇。 

 

2．阅读下面这首词，然后回答问题。   

浣溪沙——春日即事 

刘辰翁 

远远游蜂不记家，数行新柳自啼鸦，寻思旧事即天涯。 

睡起有情和画卷，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 

（1）请展开想象，描绘“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展现的画面。     

（2）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哪些情感？请简要分析。     

【答案】 （1）燕子归来，依傍着人飞来飞去，似乎有情但却又默默无语；晚风习习，吹

落瓶中的花，也好像默默无言。 

（2）思念家乡的惆怅、飘泊不定的伤感、美好事物不能青春长驻的忧伤。    

【解析】【分析】（1）“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这两个写景句子的重点都在

“无语”，其手法都是用动态突出静态。燕子归来，依傍着人飞翔，似乎有情但却又默默无

语；晚风习习，瓶花凋落，也好像默默无言。据此理解作答。 

 （2）《浣溪沙·春日即事》是宋代词人刘辰翁的词作。此词以首尾四句写景，中间两句写

人。所写的是思乡之情，又不全是乡思，把从午睡后到傍晚的一段百无聊赖的情思和盘托

出。本篇主要写美好事物不能青春长驻，更增添乡思的无比惆怅之情。据此理解作答。 

 故答案为：⑴ 燕子归来，依傍着人飞来飞去，似乎有情但却又默默无语；晚风习习，吹落

瓶中的花，也好像默默无言。 

 ⑵ 思念家乡的惆怅、飘泊不定的伤感、美好事物不能青春长驻的忧伤。 

 【点评】⑴本题考查描绘诗中展现的画面。解答此题的关键是抓住诗中的主要景物，用自

己的语言再现画面。描述时，一要忠于原诗，二要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加以再创造，语言

力求优美。要抓住词句的主要意象的特征。 

 ⑵本题考查学生对作者感情的理解与掌握，此类题目的答题方法如下：先要通读全诗，从

全诗中找到可以表现出作者感情的词，如果没有找到，就分析词中的画面，看这画面中是

否蕴含着作者的感情。 

 【附参考译文】  

    游蜂越飞越远，不知回巢。春天到了，几行翠绿的新柳上几只乌鸦在啼叫，想想当初春

天离开家，便是天涯相隔。午睡初醒时心情厌烦，无心赏画，于是卷起了画，燕子归来，

依傍着人飞翔，似乎有情但却又默默无语；晚风习习，瓶花凋落，也好像默默无言。 

 

3．阅读下面两首词，然后回答问题。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辛弃疾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

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1）词中的“八百里”“斫”是什么意思？请选择一个回答。     

（2）两首词的结尾在写法上各有不同，请任选一首结合全词作简要分析。     

【答案】 （1）八百里：酒食；斫：砍。 

（2）甲词“可怜白发生”，直抒胸臆（直接抒情），写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者还没帮助

君王完成大业，就老了），直接表达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乙词结尾运用了想象、用

典、象征（或比喻，托物言志）的手法，委婉表达了作者要扫清朝廷一切投降势力，把光

明带给人民的报国理想和坚定信念。    

【解析】【分析】（1）“八百里分麾下炙”意思是“把牛肉分给部下享用”。八百里：酒食。

“斫去桂婆娑”意思是“还要砍去月中摇曳的桂树枝柯”。斫：砍。 

 （2）甲诗，结句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壮和悲，理想和现实，形成

强烈的反差。从这反差中，直抒胸臆，想到当时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想到人民的水深火

热，想到所有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乙诗，结句展现了作者奇特的想象：要飞奔月

宫，砍去婆娑的桂树，让清光洒满人间。“直下看山河”“斫去桂树”等词句，表现了坚定的

报国理想：扫清朝廷的妥协投降力量，驱除入侵中原的外敌势力，把光明带到人间。 

 故答案为：⑴八百里：酒食；斫：砍； 

 ⑵甲词“可怜白发生”，直抒胸臆（直接抒情），写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者还没帮助君

王完成大业，就老了），直接表达作者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乙词结尾运用了想象、用

典、象征（或比喻，托物言志）的手法，委婉表达了作者要扫清朝廷一切投降势力，把光

明带给人民的报国理想和坚定信念。 

 【点评】⑴本题考查学生词语的含义，要结合词语原义和语境分析； 

 ⑵此题考核鉴赏诗歌的表达技巧的能力，答题时注意明确具体的手法，然后诗歌的内容解

释，然后分析艺术效果。 

 

4．依据这组诗的某个共同点，分别阐述你对这三首诗的理解。   

枕石 

高攀龙 

心同流水净， 

身与白云轻。 

寂寂深山幕， 

微闻钟磬声。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答案】 示例 1：三首诗都抒发了远离尘世的快乐。《枕石》中诗人枕在山石上，静听流

水，遥望白云，忘却时间，忘记身形，享受自然带来的美好。《竹里馆》中诗人独坐、弹

琴、长啸，和明月相伴，感受隐居生活的美好情趣。《题破山寺后禅院》中诗人漫步古

寺，在内静谧祥和的氛围中参悟出禅意。   

示例 2：三首诗都用映衬手法表达情感。《枕石》中的钟馨声使暮色中的深山更显幽深，

传递出诗人断绝尘世的心境。《竹里馆》中琴声、长啸与竹林的幽静相互映衬，诗人内心



的淡定与环境的幽静自然融合在一起。《题破山寺后禅院》的钟馨音使清晨的古寺更显清

幽，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随着钟磬音起伏飘扬。 

示例 3：三首诗都通过多种角度的描写表达情感。《枕石》中诗人看悠悠的白云、清澈的

流水，产生物我相融之感；听若有若无的钟磬声，断绝尘想，神往物外。《竹里馆》中诗

人看明月，听琴音，感觉月华如水荡涤胸怀，淡然自适。《题破山寺后禅院》中诗人看古

寺、高林、曲径，体味远离尘世的快乐；听袅袅钟磬音，参悟禅意。 

【解析】【分析】分析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首先必须明确诗歌的表层意思与深刻意义，

把握诗歌的主旨和思想倾向。要立足于对诗歌形象、语言、表达技巧的赏析之上，做到全

面、准确、深入、客观、恰如其分地进行分析评价。 三首诗都抒发了远离尘世的快乐， 运

用映衬手法表达情感，通过多种角度的描写表达情感。 《枕石》写 诗人枕在山石上，静听

流水，遥望白云，忘却时间，忘记身形，享受自然带来的美好 《竹里馆》写隐者的闲适生

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

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题破山寺后禅院》写清晨游

寺后禅院的观感，以凝炼简洁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景物独特、幽深寂静的境界，表达了诗人

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强烈追求。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兴象深微，意境浑

融，简洁明净，感染力强，艺术上相当完整  

故答案为： 示例 1：三首诗都抒发了远离尘世的快乐。《枕石》中诗人枕在山石上，静听

流水，遥望白云，忘却时间，忘记身形，享受自然带来的美好。《竹里馆》中诗人独坐、

弹琴、长啸，和明月相伴，感受隐居生活的美好情趣。《题破山寺后禅院》中诗人漫步古

寺，在内静谧祥和的氛围中参悟出禅意。示例 2：三首诗都用映衬手法表达情感。《枕

石》中的钟馨声使暮色中的深山更显幽深，传递出诗人断绝尘世的心境。《竹里馆》中琴

声、长啸与竹林的幽静相互映衬，诗人内心的淡定与环境的幽静自然融合在一起。《题破

山寺后禅院》的钟馨音使清晨的古寺更显清幽，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随着钟磬音

起伏飘扬。 

 示例 3：三首诗都通过多种角度的描写表达情感。《枕石》中诗人看悠悠的白云、清澈的

流水，产生物我相融之感；听若有若无的钟磬声，断绝尘想，神往物外。《竹里馆》中诗

人看明月，听琴音，感觉月华如水荡涤胸怀，淡然自适。《题破山寺后禅院》中诗人看古

寺、高林、曲径，体味远离尘世的快乐；听袅袅钟磬音，参悟禅意。 

【点评】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和比较阅读。答题时应注意，首先要仔细阅读

三首诗，理解各自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抒发的情感，然后比较分析作答，分析内容相

同之处的理解要在理解两首词的作者、写作背景、内容的基础上完成。 

 

5．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小题   

军城早秋 

严武（唐）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1）“朔云边月满西山”一句中的“满”字用得好，请作简要赏析。     

（2）诗歌的三、四两句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答案】 （1）诗人用“满”字，将阴沉肃穆、硝烟密布的战前气氛烘托得更为浓重。（意

对即可） 

（2）诗歌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主将果断刚毅的气魄和必胜的坚定信念（昂扬的斗志、歼灭敌

军的决心也可）；洋溢着边关将士保疆卫国的爱国热情。    

【解析】【分析】（1）做此题首先要了解古诗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关键字做出赏析，赏析

时要把字放在语言环境中，“朔云边月满西山”意思是：极目四望，但见边月西沉，寒云滚

滚。所以一个“满”字，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寓意边地局势的紧张。 

（2）诗的后两句表现了作者作为镇守边疆的将领，斗志昂扬、坚信必胜的豪迈情怀。第三

句写部署奋力出击，显示昂扬的斗志；第四句写全歼敌军的决心，显示必胜的信心。 

故答案为：⑴诗人用“满”字，将阴沉肃穆、硝烟密布的战前气氛烘托得更为浓重。（意对

即可） 

⑵诗歌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主将果断刚毅的气魄和必胜的坚定信念（昂扬的斗志、歼灭敌军

的决心也可）；洋溢着边关将士保疆卫国的爱国热情。 

【点评】⑴本题考查的是诗歌鉴赏。诗歌中炼字是高频考点，考生要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

础上进行赏析，注意将关键字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理解。 

⑵本题是对诗人情感的考查。考生要理解颔联和尾联的含义及手法、抒情方式和角度，要

注意诗歌鉴赏的常考点及其答题模式。 

 

6．“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两句诗，使用了哪种表现手法？表现了作者怎样的

心理？   

行路难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答案】 用典（或运用典故），表现了作者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心理。    

【解析】【分析】 垂钓碧溪：《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尚年老垂钓于渭水边，后遇西

伯姬昌（即周文王）而得重用。梦日：传说伊尹在将受到成汤的征聘时，梦见乘船经过日

月边。李白引用这两个典故，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像姜尚和尹伊一样得到朝廷的重用。  

故答案为：用典（或运用典故），表现了作者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心理。 

【点评】本题考查理解古诗典故的能力。一般而言，古典诗歌中的用典主要有以下两种情

形，即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多积累一些诗歌中常见的历史故事，多记忆一些古诗名句，

无疑对准确把握诗人的情感，理解诗歌的主题是很有帮助的。 

 

7．阅读下面的唐诗，完成小题。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1）下列对颔联和颈联的赏析有误的一项是（    ）             

A. 颔联描绘了一幅山野秋景图，意境开阔。 

B. 两联均用语清新，不事雕球，且对仗工整。 

C. 颈联是牧人与猎马的特写，“驱”“带”两字写活了画面。 

D. 两联景中含情，突出表现诗人融入田园生活的喜悦之情。 

（2）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 该诗是现存较早的五言律诗，格律严整开唐代律诗风气之先。 

B. 首联的“徙倚欲何依”化用了曹操的诗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C. 颈联中的“返”与“归”，重在暗示诗人找到了内心的归宿。 

D. 尾联诗人放声高歌，怀念伯夷和叔齐，希望与他们为伍。 

【答案】 （1）D 

（2）C    

【解析】【分析】⑴D 项有误；颔联，写秋天山林之静景，从正面进一步渲染作者的孤寂

苦闷的心绪；颈联，写傍晚时分人的活动，从反面反衬诗人的郁闷孤单的心境。两联都抒

发了诗人惆怅、孤寂的情怀。而非“喜悦之情”。故选 D。 

 ⑵C 项有误；颈联中的“返”与“归”，指猎人骑着骏马，大声吆喝着，带着猎物满意而归，

从反面反衬诗人的郁闷孤单的心境，而非“暗示诗人找到了内心的归宿”。故选 C。  

故答案为：⑴D；⑵C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赏析。答题时应注意，准确把握各个选项的说

法，再和诗词相关词句比照，字斟句酌归纳辨析正误。 

 ⑵本题考查体会手法和感情。答题时应注意，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作品的旨

趣、作者的情感倾向、诗句的原意，抓住诗词中关键词的用法、含义及作用体会，辨析正

误。 

 

8．阅读以下【甲】【乙】两首诗词，完成小题。   

【甲】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乙】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1）【甲】词中“悠悠”一词一语双关，既指时间之漫长久远，又指词人________。     



（2）【甲】【乙】两首诗词在写法上有什么共同点？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答案】 （1）思绪之绵长（无穷） 

（2）共同点：借古讽今（借历史典故抒发个人情怀）。   

情感：【甲】词作者热情赞颂了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暗讽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表达

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乙】诗作者借汉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历史典故，揭示晚唐皇帝求

仙访道、不顾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也寄寓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 

【解析】【分析】（1）结合语境分析，  “千古兴亡多少事？”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

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尽

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因此“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要暗示了时间

之漫，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尽的愁思和感慨。 

 （2）结合诗歌内容写作背景分析，分析《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词人登京口北固

亭望神州的所见所思所感，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

的地方。词人眼望神州，感概千古兴亡之事，下阕，作者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

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

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末句“生子当如孙仲谋。”表达

词人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

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贾生》是一首托古讽时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抒写诗人怀

才不遇的感慨。诗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

“不问苍生问鬼神”却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

性。诗寓慨于讽，讽刺效果颇好。据此理解和分析答题，意对即可。  

故答案为：⑴ 思绪之绵长（无穷） 

 ⑵ 共同点：借古讽今（借历史典故抒发个人情怀）。情感：【甲】词作者热情赞颂了孙权

的不畏强敌，其实是暗讽苟且偷安的南宋朝廷，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乙】诗作者借

汉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历史典故，揭示晚唐皇帝求仙访道、不顾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

也寄寓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 

【点评】⑴本题考查理解词语含义的能力。理解词语意思要在理解词语字面意思的基础上

再结合诗歌内容和主旨分析词语的深层含义。 

 ⑵本题考查分析诗歌表现手法和作者思想感情的能力。鉴赏诗歌，首先要掌握一定的鉴赏

知识、专业术语，如表达技巧：象征、烘托、寓情于事、托物言志、借古讽今、以静显

动、以动衬静、动静结合等等，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语句做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地鉴

赏。把握诗中诗人的思想感情，要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作者所处的时代及诗歌的具体内

容来理解、分析作者的感情基调，同时，要联系诗中的景、物、意象来体会。 

 

9．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小题。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下列对这首诗理解和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这首五言律诗主要写的是王维出使边塞途中的所见所感。 

B. 全诗通过“归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候骑”等自然景物，向我们展示了边塞的神壮

丽。 

C. 颈联运用对偶手法，被王国维赞为“千古奇观”，其中“圆”“直”两字极富神韵。 

D. 这首诗意境雄浑，与王维晚年写《竹里馆》那种清幽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2）有人说“归雁天”“归雁是作者自比你同意吗？请说明理由。     

【答案】 （1）B 

（2）同意。理由：一是作者身处“胡天”，二是作者出使边塞实际上是被排挤出京城，情境

上如同“归雁”，传达出漂泊无定的内心感受。    

【解析】【分析】⑴B：能体现边塞神奇壮丽的是：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自然景

物。故选 B。 

 ⑵由“归雁”一语知道，这次出使边塞的时间是春天。蓬草成熟后枝叶干枯，根离大地，随

风飘卷，故称“征蓬”。这一句是诗人借蓬草自况，写飘零之感。诗在表现上采用的是两两

对照的写法。“征蓬”喻诗人，是正比，而“归雁”喻诗人则是反衬。在一派春光中，雁北归

旧巢育雏，是得其所；诗人迎着漠漠风沙像蓬草一样飘向塞外，景况迥然不同。  

故答案为：⑴B； 

 ⑵ 同意。理由：一是作者身处“胡天”，二是作者出使边塞实际上是被排挤出京城，情境上

如同“归雁”，传达出漂泊无定的内心感受。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赏析。答题时应注意，准确把握各个选项的说

法，再和诗词相关诗词句内容和手法比照，字斟句酌归纳辨析正误。 

 ⑵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答题时应注意，仔细体味试题要求，理解试题的侧重点，

把握试题解答的切入点，反复阅读诗句，从关键词语、诗句及作家、作品的背景资料入手

分析作答。 

 

10．诗歌鉴赏。   

（甲）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乙）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请概括两首诗的内容。     

（2）甲、乙两首诗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清？     

【答案】 （1）甲诗借古物来表达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乙诗针对项羽兵败的史实，

批评他不能总结失败的教训。 

（2）甲诗借对赤壁之战的评述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情。乙

诗表达了诗人对项羽的惋惜之情，同时暗含讽刺之意。    



【解析】【分析】（1）读懂诗句大意是作答的前提。《赤壁》是诗人经过赤壁（今湖北省

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人观赏

了古战场的遗物，又想到自己的遭遇，有感而发。诗篇的开头借一件古物“折戟”兴起对前

朝人、事、物的慨叹。后两句意为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么铜雀台就会深深地

锁住东吴二乔了。所以答案可整理为：借古物来表达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题乌江

亭》这首诗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指

出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

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所以答案可归纳为针对项羽兵败的史实，批评他

不能总结失败的教训。 

 （2）《赤壁》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

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抒发了诗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抑郁不平之气。《题乌江

亭》作者杜牧在惋惜、批判项羽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意见和用人之余，又表明了

“败不馁”的道理，鼓励百折不挠的精神。杜牧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胜败得失、历史兴衰的

看法,即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忍辱负重、重整旗鼓,定能东山再起。这首诗对项羽负气自刎

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

人、用人。 

 故答案为：⑴甲诗借古物来表达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乙诗针对项羽兵败的史实，批

评他不能总结失败的教训； 

 ⑵甲诗借对赤壁之战的评述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情。乙诗

表达了诗人对项羽的惋惜之情，同时暗含讽刺之意。 

 【点评】⑴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作答此类题目，一定要认真阅读诗

作，正确理解其意思，然后结合题目的要求作答； 

 ⑵本题考查学生对作者感情的理解与掌握，此类题目的答题方法如下：先要通读全诗，从

全诗中找到可以表现出作者感情的词，如果没有找到，就分析诗可词中的画面，看这画面

中是否蕴含着作者的感情。 

 

二、中考语文试卷文学类文本阅读 

11．此题考查学生对论证方法的掌握，常见的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

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其作用分别是:1.举例论证:列举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事例证

明论点;2.道理论证:古今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以及人们公认的定理公式等来证明论点，3.对

比论证:皇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或论据作对比，在对比中证明论点。 4.比喻论证:用人们熟知的

事物作比喻来证明论点。此外，在驳论中，往往还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批驳方法

和“归谬法”。在多数议论文中往往是综合运用的。5.引用论证:引用论证比较复杂，这与具

体的引用材料有关，有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权威数据、名人佚事、笑话趣闻等各种

情况，其作用要具体分析。如引用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权威数据，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

力和权威性;引用名人佚事、奇闻趣事，可以增强论证的趣昧性，吸引读者下读。结合语境

具体分析即可。 

 

12．名著阅读   



    我也开始挣钱：我逢休息日，一大早就背着口袋走遍各家的院子，走遍大街小巷去捡牛

骨头、破布、碎纸、钉子。一普特破布和碎纸卖给旧货商可以得二十戈比，烂铁也是这个

价钱，一普特骨头得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时放学以后也干这玩意儿，每星期六卖掉各种旧

货，能得三十至五十戈比，运气好的时候，卖得更多。外祖母接过我的钱，急忙塞到裙子

口袋里，垂下眼睑，夸奖我：“谢谢你，好孩子！咱们俩养活不了自己吗？咱们俩？有什么

了不起的？”有一次我偷偷地看她，她把我的五戈比放在手掌上，瞅着它们，默默地哭了，

一滴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副像海泡石的大鼻孔鼻尖上。 

（1）上述材料中的“我”是文学名著《童年》中的________。     

（2）选段表现出了“我”怎样的性格特征？联系整部作品回答，“我”在苦难中逐渐成长为一

个怎样的人？     

【答案】 （1）阿廖沙 

（2）懂事能干；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解析】【分析】（1）根据对《童年》这部名著人物的积累答题即可，注意不要写错别

字。 

 （2）第一问要结合选段中“我”的动作等分析，从“我”趁着平时放学后，休息日的时间捡破

烂卖钱， 每星期六卖掉各种旧货，并把卖的钱都交给了母亲，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一个董

事能干的人。第二问要结合对这部作品人物形象的积累可以“我”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

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故答案为：（1） 阿廖沙 

 （2） 懂事能干；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点评】（1）本题考查名著阅读和积累。用心读课标推荐的名著，对名著的作者、人物、

主题、主要情节要了解掌握，并注意分门别类地加以区别记忆，然后按照题目要求回答即

可。 

 （2）本题考查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人物形象是指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而不是

指外表特征。从人物的具体行为事件和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方面进行分

析：也可以描写人物所使用的正面、侧面描写、细节描写等进行分析；还可以从文章所使

用的写作手法，如对比、衬托等方面分析，更要抓住文章中抒情和议论语句来分析人物的

性格特点。 

 

13．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读书是一种心灵修复 

吴黎宏 

    ①书是灵魂的伴侣、精神的导师、心灵的良医，书给人的馈赠与帮助可谓无穷。对我来

说，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种最好的心灵修复方式。 

    ②读书可以避免浅陋直白，让心灵丰盈圆润。大学毕业刚工作时，我工作热情主动却有

些马虎，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待人真诚却显直白，有时甚至好心办了坏事。这些问题，固

然有客观的原因，但说到底，还是心智不够成熟，修养不到家。除了在生活中体悟之外，

我常从书中找老师，在阅读中修炼心性。 

通过读《论语》《菜根谭》《小窗幽记》，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责人之心责



己，以恕已之心恕人”，学会了换位思考。由是，心智 El 渐丰盈成熟起来，待人接物和处

理工作也变得更加稳重。 

    ③读书可以消除烦恼郁闷，让心灵愉悦平和。社会不同于象牙塔，要面对的事情很多，

烦恼总是难免。但烦恼不能成为障碍，情绪不能带进工作，压力应及时化解。对我而言，

读书可以摆脱现实的沉重，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宛如冬天在温暖的炉前烤火，所有的忧

愁、愤怒、牢骚都会像衣服上的湿气一样被烤得烟消云散。读《诗经》，让心灵在纯真无

邪的原野上奔腾；读《庄子》，任自己的灵魂尽情“逍遥游”；读清新隽永的散文，如沐春

风、饮清泉般畅快……可以说，读一本早就想读的书，就像遇见了仰慕已久的朋友。而且，

读书的愉悦是发自内心、出于精神层面的乐趣，是充实持久、不可替代的快乐。 

    ④________，________。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容易变得浮躁，尤其作为一名干部，

不时对自己的品德修养进行修正，十分重要。对我来说，向书中的古代圣贤寻求教诲是一

条重要的途径。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

欲”；诸葛亮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王阳明认为，君子要懂得“收放心”，磨炼自己的

心性……通过读书，让自己沉淀下去，把心收回来。一定意义上，业余时间坚持读书，对世

俗生活保持一份超然的心态，能使人远离庸俗无聊，不被五光十色的诱惑所左右，有效遏

制“病毒入侵”，守住心灵的宁静与澄澈。 

    ⑤读书可以疗治心理创伤，让心灵坚忍强大。书籍是精神上的“港湾”。人都会经历挫

折、冷遇等这样或那样的磨难，给心灵造成一定的创伤。心灵的伤痛可能无法从医生那里

得到疗治，甚至难以从亲朋那里得到抚慰，而无言的书卷可以给我们慰藉。孔子厄而作

《春秋》，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左丘失明而著《国语》……在逆境中读书，会因处境

不同而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于豁然开朗中深化对人生世亭的认识，重新鼓起战胜困难的勇

气，以坚忍的意志面对挑战，以崭新的状态面对人生。 

    ⑥读书是最好的养心之道。读书让人心诚、心正、心宽，更让人心静、心怡、心安，从

而从容睿智地面对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1）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2）根据第④段的内容，在段首横线上补写一句能表明本段观点的话（句式要与前后段

的首句一致）。     

（3）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证过程。     

（4）文中第③段画“________”的句子除了运用道理论证以外，还运用了哪种论证方法？

有何作用？     

（5）下面是对本文的理群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第②段主要运用了道理论证这种论证方法。 

B.第②段“由是，心智日渐丰盈成熟起来，待人接物和处理工作也变得更加稳重”一句中的

“是”指的是“在生活中体悟”。 

C.在第⑤段省略号处，还可以补充上这样的事例——“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 

D.本文语言生动诙谐，再加上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答案】 （1）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种最好的心灵修

复方式。 



（2）读书可以防止（远离）浮躁贪婪（庸俗无聊），让心灵宁静淡泊（澄澈）。 

（3）本文首先提出中心论点：“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

种最好的心灵修复方式”；接着用段首排比的方式提出分论点，逐一具体论述读书对心灵修

复的益处；最后，点明读书的意义，即读书能让人“从容睿智地面对人生”。 

（4）比喻论证。作用：把“读书可以摆脱现实的沉重，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比作“烤火”，

可以把“衣服上的湿气”烤得烟消云散，生动形象地证明了“读书可以消除烦恼郁闷，让心灵

愉悦平和”的观点。 

（5）C    

【解析】【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学生阅读能力。（1）本题考查的是概括议论文的观点。阅

读全文，找关键句：在文章首段没救可找到“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心灵修复方式”或者看

标题：“读书是一种心灵修复”也是这种的观点。 

 （2）题要注意本题的要求：“表明本段观点的话”即是提出分论点，仔细阅读本段内容，

从“读书”和“与内心的安静”来思考，拟写分论点。 

 （3）议论文的论证过程一般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根据文段概括出这

三步。 

 （4）划线句子还运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答题模式为：把“…”比作“…”，生动形象地证明

了…观点。 

 （5）本题考查考生对议论文有关知识的了解。阅读各项内容，分析其中知识要点，根据

所学积累一一判断正误。A：第二段用的是举例论证；B：“是”指代的是“常从书中找老师，

在阅读中修炼心灵”；D：本文的语言特色是平实。  

故答案为：⑴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种最好的心灵修复

方式。⑵读书可以防止（远离）浮躁贪婪（庸俗无聊），让心灵宁静淡泊（澄澈）。⑶本

文首先提出中心论点：“读书可以增智广才，可以励志修德，可以怡情养性，是一种最好的

心灵修复方式”；接着用段首排比的方式提出分论点，逐一具体论述读书对心灵修复的益

处；最后，点明读书的意义，即读书能让人“从容睿智地面对人生”。⑷比喻论证。作用：

把“读书可以摆脱现实的沉重，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比作“烤火”，可以把“衣服上的湿气”烤

得烟消云散，生动形象地证明了“读书可以消除烦恼郁闷，让心灵愉悦平和”的观点。⑸C 

【点评】⑴找观点，根据议论文的特点，找准关键语句，找准关键位置，仔细审视，正确

判断。 

 ⑵本题考查语言的组织能力，要注意前后语句的格式。 

 ⑶考生要掌握议论文的一般写作思路，仔细阅读文本，看是否有特殊的结构。 

 ⑷考生要掌握常用论证方法，并且要掌握固定的答题模式。 

 ⑸考生要自由议论文知识点的储备，要学会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判断。 

 

14．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

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

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

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9805603402

5006026

https://d.book118.com/298056034025006026
https://d.book118.com/298056034025006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