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44 页 

部编版九年级上册语文期末复习知识点汇总 

沁园春  雪 

一、重点字词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沁 qìn 园春    分 fèn 外   妖娆 ráo  

成吉思汗 hán   数 shǔ风流人物 

点拨：“分”“汗”“数”是多音字，要注意课文中读音。 

2、解释下面加点的词。 

(1) 惟余莽莽 惟：只。 

(2) 须晴日 须：等到。 

(3) 略输文采 输：差、失。 

(4) 俱往矣 俱：都。 

二、重点句子背记知识清单 

1、用原文填空。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2) 点明这首词的中心的句子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  

(3) “望”字统领的句子是：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

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4) 全词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句子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

数英雄竞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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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写出采用比喻、对偶、夸张的修辞手法把静物写动的句

子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2、解释下列句子。 

(1) 惟余莽莽。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2)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群山好像(一条条)银蛇在舞动，高

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 

(3)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统统都过去了，要说

真正的英雄人物，还得看今天。 

三、段落背记知识清单。 

默写《沁园春  雪》下阕词的内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四、文学常识背记知识清单 

《沁园春  雪》的作者是毛泽东，“沁园春”是词牌名，“雪”

是词的题目。 

我爱这土地 

作者简介： 

艾青（1910 ～1996 ），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现代著

名诗人，只因一次在写自己姓时，刚写出草字头，便想起了蒋介

石，顿生厌恶之情，便在底下划了叉号，从此更名为艾青可见其

坚定的政治立场。1932 年，正在巴黎留学的作者因感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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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重便急速回国，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却因从事革命文艺创

作而被国民党逮捕判刑 6 年，但始终没间断创作，狱中创作了《大

堰河——我的保姆》，接着创作了《芦笛》，《巴黎》， 1937

年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8 年初，又创作了《北方》

等诗篇。 

写作艺术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是篇幅短小，构思精巧。土地是个博大的

意象，诗人选择它作为寄情的对象、倾诉的对象，其境界极其广

阔，意象极其丰富，诗人的情思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诗人的想

像和诗思的回旋天地也是无限自由、广阔的。但他没有把诗的篇

幅拉长，不让诗的情思散漫开去，而只把诗人对土地广阔而深厚

的爱浓缩在 10 行诗中，并且取得了最佳的艺术效果。 

写作手法 

诗人不是从实处落笔，而是从虚处落笔，通过想像把自己虚

拟为“一只鸟”，借鸟儿与土地的关系来展开全诗的艺术境界，

使诗的整体构架显得巧妙自然，使人浑然不觉。诗以“假如”开

头，显得新奇，富有独创性，便于化人为鸟，把诗境推向虚拟的

艺术境界。当然，诗中的“鸟”，仅是泛指，具有象征性，不像

古诗词中那些实指(如杜鹃、鹤鸽等)。“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是一句引人注目、令人心动、值得品味和沉思的诗句，也是全诗

中深化诗人对土地感情的一个奇异的亮点。这是当时悲壮的时代

氛围(抗战初期)、诗人特殊的个性与气质(艾青自称是“悲哀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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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诗人特殊的表达需要等等，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产生

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我们

不仅能感到时代的氛围、诗人的个性和气质，更能感到诗人对土

地的爱是如此的执著、坚贞和顽强。 

练习 

1.全诗中哪两句直接抒发了诗人对“土地”的热爱之情？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嘶哑”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如果用“嘹亮”好吗？为

什么？ 

“嘶哑”表达了歌唱不已，真情无限的情怀，哪怕唱至喉咙

充血，声音嘶哑，面对困难斗争的悲伤，也不会停息对大地的歌

唱。如果用“嘹亮”，虽添了亮色，但少了艰辛，减弱了对大地

挚诚感情的表达。因此，用“嘶哑”比用“嘹亮”好。 

乡愁 

创作背景： 

余光中的一生是在频繁的奔波和迁徙之中，多次与亲人的聚

散离合。1971 年，20 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

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乡愁》这首诗 

文章赏析： 

该诗情深意切，既渴望了祖国的统一，又将乡愁描写的淋漓

尽致。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

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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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

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

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余光中

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

深刻的时代印记。《乡愁》一诗，侧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

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

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

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

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

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

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

撩人愁思。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

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 余光中热

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全诗共四节。一方面，诗人以时间的变化组诗：小时候——

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人生阶段。另一方面，诗人以空

间上的阻隔作为这四个阶段共同的特征：小时候的母子分离——

长大后的夫妻分离——后来的母子死别——现在的游子与大陆

的分离。诗人为这人生的四个阶段各自找到一个表达乡愁的对应

物：小时候的邮票——长大后的船票——后来的坟墓——现在的

海峡。由此，看到这首诗以时空的隔离与变化来层层推进诗情的

抒发，构思极为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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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精练地提取了几个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

峡。这四个意象是单纯、明朗、集中、强烈。它们又是丰富的，

即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这四个

意象把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乡愁”物化、具体化，通过“托物

寄情”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和“这”、“那”这两

个简单的指示代词联接在一起，巧妙地将彼此隔离的人、物、时

间和空间，将愁绪的两端紧密融合。若有若无的距离和联系，给

那些整日在相思、别离和相聚阊奔波的人们一种强烈的共鸣，给

人们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和欢欣。诗歌以时间的次序为经，以两

地的距离为纬，在平铺直舒中自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引起人

们无限的哀愁和无尽的相嗯。 

诗歌在艺术上呈现出结构上的整饬美和韵律上的音乐美。在

均匀、整齐的句式中追求一种活泼、生机勃勃的表现形式，在恰

当的意象组合中完美地运用语词的音韵，使诗歌具有一种音乐般

的节奏，回旋往复，一唱三叹。诗人用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特征

的现代诗语，唱出了诗人心中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乡愁》有令人瞩目的形式美。一是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

节与节，句与句，均衡对称。但整齐中又有参差，长句与短句相

互变化错落，体现了自由诗的特点。二是同一位置上的词的重复

和叠词的运用，在音乐上造成一种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

给全诗营造了一种低回怅惘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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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人间四月天 

字词解释： 

⑴娉婷（pīngt íng ）：女子容貌姿态娇好的样子。 

⑵鲜妍（yán）：光彩美艳的样子。 

⑶冠冕（gu ān miǎn）：古代皇冠或官员的帽子，比喻第一，

体面，光彩。 

⑷呢喃（ní nán）：象声词，形容燕子的叫声。 

文章整体赏析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一至四节句式结构基本相同，形成

复沓，构成对称的乐章，将心中的爱以一幅幅四月天丰美的画面

作比，节奏明快"排比的句式将画面连接，情感如水面涟漪层层叠

叠荡漾起伏，作品不仅美而且易于吟咏，朗朗动人"诗的第五节/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收束的乐章，

以抽象的爱、暖、希望来比喻心中的你，极尽盛赞，美不胜收“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与诗的开篇呼应，重复中有变化，诗情回旋而

流转，毫无滞涩之感。 

作为诗歌最为形式化的表达上，此诗的节奏、韵律与语词的

选取都处于语词的中性状态，没有大红大紫、纯黑纯白的俗艳与

锋利，在声音上，也是温和的、静雅的，甚至走向旖旎和慵懒；

十一个“你”字，既突出了主题，又起到了“衬韵”的作用，在

诗歌运行的过程中，“你”字的每一次出现，就像乐队演奏中的

节点，以“频率”的方式突出了“我”的指向，这是一种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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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内容美感的深层次结合，是一种尚未被人们研究和认识的精

妙之处。歌颂四月天，其实都是在向“你”倾诉，全诗只有一处

破折号，这一处破折号写着：“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什么

样的希望呢？联系林徽因的知识背景，我们会更加明确这首诗艳

丽的画面背后，有着理性主义表达的节制和书写的雅致，完全能

够体现出古典英国诗歌的高贵气象 

语言艺术 

《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诗的语言，画面感极强。不同于当

今一些诗歌注重思想的表达，它还保留着古典诗歌以形象毗类情

感的特点，也就是说，在诗歌意象、思想和语言之间，这首诗追

求的是一种整一的感觉，不是思想高于画面、意象和声音，而是

以诉说为主，阅读者在吟诵的过程中参与创作，共同“呈现”意

蕴的面貌，在这里，没有抽象的思想，只有敞开的画面，以形象

的语言等待领悟。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色彩的象征意义，且以温暖

的组合展示温馨柔媚的情调。 

在这首诗中，直接展示色彩的文字有“鲜妍、鹅黄、绿、白

莲”，我们对这些色彩进行光谱分析会发现，它们给人类视觉所

造成的印象都是明亮的，都与人的温暖的心理感受相关，带给人

们一种稳定的、甚至慵懒的感受，按照心理分析来说，则是一种

温润的美感。而且，作者在描写这些美感的时候，又采用了跳动

的笔法，也就是说于变化中、动作中展示色彩，这可以从间接展

示色彩的文字中看到，这样的文字有“点亮、春的光艳、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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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星子在无意中闪、夜夜的月圆、水光浮动”，在这些词语

中，我们仔细体味就会发现，它不是静态的描摹，而是放在动态

的、变化的背景中来挥洒，有点像绘画中的晕染，漫出纯粹色彩

的边界，正是在那模糊之处，美感油然而生；从人类的接受心理

来说，这样的色彩点燃恰好是抓住了人类注意力的某些特点：再

似乎不注意的地方写下动态的景观，稍一提神，便豁然开朗，这

正是美学欣赏中的恍然一悟。而且，在这样两组文字中，有一种

顺承的关系，第一组纯粹的色彩只有到了第二组跳动的组合中才

更生动，试看这些词：“点亮”突出了“点”这个动作、“春的

光艳”显示了“春”的灿烂和妖娆、“云烟”则直接是状态的描

写，若隐若现渺渺茫茫、“黄昏”看似暗淡实则隐喻了温暖，因

为它后面紧跟着的是“风的软”、而“星子在无意中闪”承续“黄

昏”这一意象，突出了“闪”的动态感，给我们一种灵动的审美

体验、在“夜夜的月圆”和“水光浮动”中，以“暗”和“柔”

进一步烘托那种微醺的温暖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文本细读中，

我们会发现，当单纯的文字组合在某种一致性的情感脉动中的时

候，那些文字就会突破其单一的意义，而获得一种整体的审美感

受。 

画面和声音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鹅黄和白莲之间有人们笑的

声音、风舞动的声音、雨滴洒落的声音、花开的声音、和阳光一

起浮动的流水的声音、树儿花开的声音以及那春天最不可缺的燕

子的声音，在洁白温暖的画面上，这些声音喧闹起来，但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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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杂乱，热闹而不杂乱，一定是和抒情主人公的心情有关，所以，

透过这些表达声音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整首诗歌完整的情绪流，

那是欢快的声音，类似溪水的流动———如同一个场景，春暖花

开，但是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溪水在雪下流动，阳光照耀之处，

漏出的一线溪流冰澈清凉，在冷与暖的交界处，这些文字在跳动:

“笑声、交舞着变、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

花前、雪化后、水光浮动、一树一树的花开、燕在梁间呢喃”，

这里的每一组文字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画面、一是画面的流动，

笑是一种形态，要有人来构成，我们可以想象的抒情主人公是一

个白衣少女，那声音可以“点亮”周围的“风”，而“轻灵”是

由声音的“脆质”导向画面的“光艳”，在通感中，“交舞着变”

的是春天的面相，这一组文字中，由对人的怀想引向声音，又借

助声音引向春光，交舞的变是写场景，构成了一个热闹的开端。

接着换了一个场面，其实是一个黄昏，但是不是凄冷的黄昏，而

是温暖微醺的黄昏，在这里，写了“风吹”、“星闪”和“雨洒”，

这些动感的词语引起阅读者对意象的认同，那是一种湿润的感觉，

是早春的感觉，从唯美的角度来说，这一节诗是一个容易被忽略

的转折，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转折中，诗的意象才构成了跌宕，

不那么单一的灿烂，就像一幅画，是在鹅黄的飘扬中晕染了蔚蓝

的底色，而且动感十足，又轻柔得仿佛不见。 

下面两节转入春天和人的双重赞美，这实际上是诗的主题地

呈现，即歌颂心目中的“你”，把“你”的喜悦和春天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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娉婷;鹅黄、新鲜、初放芽的绿”揉在一起，那春的特质便是“你”

的面貌，于是“你”获得了“鲜妍、天真、庄严、柔嫩喜悦”的

赞美，最关键的两组意象在这里出现“你是夜夜的月圆”和“你

梦期待中的白莲。”说实话，这两种意象与“鹅黄”是由冲突的，

在风格上一个肃穆，一个温馨，其间的差异在过去对此诗的诗评

中并没有人注意，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期待后的两种呈

现，如果进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会发现，在徐志摩、梁思

成、金岳霖和林徽因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中，其间的曲折变化原

本是缘于各种风格之间的不同、对话与妥协，在诗歌文本深处，

这种隐秘的心理，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读的角度。所以，诗歌的第

三、第四节隐含的声音远远比第一、第二节更为隐秘而难猜。 

第五节的声音很清晰、很明朗，“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

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

月天！”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一节中，不同的意象得到了统一，

“树的花开”、“你”还有“四月天”，他们统一在“爱”、“暖”

和“希望”这三个词中，而“燕”的形象出现了，如果把它比喻

成“家的怀想”———缘于“燕子”的驻巢本能，可能略显牵强，

但是，燕子的另一种经典意象也可以达到与此同等的归旨，“双

飞燕”与“春燕”都是与爱情相关的意象。“梁间呢喃”才是“诗

眼”，声音的秘密便隐藏在这个词组之中。诗歌将内容与形式完

美地结合，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音乐感、绘画感与英国古典商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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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诗歌对韵律的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首可以不断吟诵、可

以不断生长出新意的天籁之作。 

我看 

作者简介：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

名诗人、翻译家。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

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文章赏析： 

诗人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在黄昏时分，鸟儿在深邃的天空中翱翔，夕阳染红了天边的

流云，彩霞铺满天空，也映红了大地。 

这首诗通过对春天的所见所感，表现生命的春天有着旺盛的

生命力，充满了渴望和追求，也抒发了作者的欢乐、忧戚之情。 

探究： 

1.思考:“我”是在怎样的特定时间,描写所见之景,抒发所感

之情的? 

(明确:“我”在春天的一个黄昏,看到春天特有的景,感悟到生

命的蓬勃和力量。) 

2.“我看”领起的四句,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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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交流点拨:春风吹拂下的春水荡漾着青草,一片绿油油

的晚春图。) 

3.品读第一节,思考:第一节包含的意象有哪些?表现了春天大

自然的哪些特点? 

(明确:春风、青草。表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美丽生动。) 

敬业与乐业 

文章分析： 

课文共 9 段，总体结构是“总一分一总”式：开头总起全篇；

然后分别论述敬业和乐业，两个分论点平行并列；最后总结全篇。

条理清晰，纲举目张。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 1 段)：提出问题，揭示全篇论述中心——敬业

和乐业。 

其中中心论点：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

不二法门。 

第二部分（2～8 段)：论述敬业和乐业的重要。①（2~5 段）

有业之必要。②（6~7 段）敬业之重要。③（第 8 段）乐业之重

要。 

第三部分（第 9 段）：总结全文，勉励人敬业乐业。 

发展中领略乐； 

奋斗中感知乐； 

竞争中体味乐； 

专注中享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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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是前提，敬业是基础，乐业是最高境界。 

“安其居，乐其业”的本意：使人民安居乐业。 提炼成语：

“安居乐业”的意思：安心地住在那儿，喜爱自己的职业。 

分析感知： 

1、讲演词开头交代题目的来源其用意是什么?哪句话揭示了

全篇论述的中心? 

1.文章开头先交代题目的来源，用意在于说明题目虽然来源

于古籍《礼记》和《老子》里的两句话，但跟原文语句的本意不

同，是“断章取义”造出来的。这样交代既可避免听者把题目和

《礼记》、《老子》里面语句的原意混同了，又可显示出论述的

科学性，讲演的趣味性；同时，提出题目来由，也便于揭示全篇

的论述要点，使听者对讲演的纲目有一个大致的认识。2.但我确

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2、作者怎样阐述什么叫“敬”?如何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

业”? 

第六段作者阐述什么叫“敬”，引用了朱熹的名言“主一无

适便是敬”后，紧配上自己的通俗化的解释：“凡做一件事，便

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

然后顺理成章地论述凡人类的正当的劳动、正经的事，“其性质

都是可敬”的，并举“当大总统”“拉黄包车”这两件事加以证

明，侧重点在“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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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段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先引用《庄子》中的语

句并作阐述，再举木匠做成一张好桌子和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

共和国家，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

的敌军这两组例子，说明无论做什么都要“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

(即“敬业”)。接着从反面论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

的害处，指出“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并引用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业的重要。举例和引用

的自然结合使文章的说理立于不败之地。 

3、作者举了怎样的例子来论述“乐业”的重要，又是如何

论述“乐业”的道理的? 

作者在第八段中剖析了生活中常会遇到的感叹“做工苦”这

个实例，说明要“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很自然地点到了“乐

业”的“乐”。接着，更深入一步，论述“乐业”的道理，分四

点论述“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这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令人信

服。紧接着又引用孔子的两句名言进一步证明“人生能从自己职

业中领略出趣味”(即“乐业”)，“生活才有价值”，“这种生

活”才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 

4、本文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这篇演讲在论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经典、格言。

儒家的《礼记》《论语》、孔子、朱熹、曾国藩，道家的《老子》

《庄子》，佛家的百丈禅师，都被作者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5、怎样深入理解"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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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

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

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

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梁氏

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 

6、文章的观点如： 

（1）“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2）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 

（3）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 

（4）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5）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 

（6）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7）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

地第一等人。 

（8）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做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

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先做的事来和他交换。 

（9）敬业主义，与人生最为重要，又与人生最为有利。 

（10）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 

（11）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做下去，趣味自然会

发生。 

（12）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的奋斗

前去，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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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14）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 

字音字形： 

旁骛（páng w ù） 

亵渎(xiè d ú） 

敬业乐群（jìng y è lè q ú n） 

断章取义(duàn zhāng q ǔ yì） 

不二法门( bù èr fǎ m én） 

言行相顾( yán xíng xiāng g ù） 

强聒不舍(qiǎng gu ō  b ù shě） 

佝偻(gō u ló u） 

蜩翼( tiáo yì) 

骈进(pián jìn) 

生词解释： 

敬业乐群：对自己的事业很尽职，和朋友相处得很融洽。 

断章取义：意思是不顾上下文，孤立截取其中的一段或一句。

断，截取。章，篇章。 

不二法门：佛教用语，指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常用

来比喻最好的或者独一无二的方法。 

本题主眼：这题目的重点。主眼：主要的着眼点，意即文章

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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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无适：专心于一件事，一点也不向别处分心。适，指朝

别的路上去。 

理至易明：道理极容易明白。 

旁骛：在正业以外有所追求，意指不专心致志，分心。骛，

追求。 

惟其：连词，表示因果关系，跟“正因为”相近。 

佝偻：鸡胸驼背，一般形容老人。 

亵渎：轻慢，不敬。 

强聒不舍：唠唠叨叨说个没完。聒，喧扰。舍，舍弃，放弃。 

层累：重重叠叠的层次，指困难和阻力重重。 

骈进：一同前进，并进。 

淘神：使人耗费精神。 

言行相顾：指言行不互相矛盾。 

征引：1. 引用事实或言论、著作做根据;引用 2.指推荐选拔

人才 

容赦：优容赦免，宽大饶恕。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这个道理的人

比不上喜爱这个道理的人，喜爱这个道 

理的人 比 不上乐意去做的人。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 

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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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是以英法联军侵

华战争为背景的文章。巴特勒上尉本想利用雨果的显赫声望，让

他为远征中国所谓的胜利捧场，但雨果，这位正直的作家，没有

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在这封信中强烈

地谴责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行径。雨果的难能可贵之处，

不仅在于他的立场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群众的角度，世界的

角度，人类的角度，他公开斥责政府如强盗一般，颠倒黑白，不

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还在于他珍视人类文明成果，尊重人类

文明的创造者。他指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这种

见解，是非常透彻的。因此，他盛赞中华民族，表达了对中国人

民的同情和尊敬，愤怒的谴责了侵略者的罪行。 

词语解释： 

赃物（zāngw ù）：贪污、受贿、盗窃等非法获取的财物  。 

丰功伟绩（fēng g ō ng w ěi jì）：伟大的功绩。 

眼花缭乱（yǎn hu ā liáo luàn）：眼睛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

而感到迷乱。 

惊骇（jīngh ài）：害怕，恐惧。 

箱箧（xiāng qiè）：箧：小箱子。箱子。 

制裁（zhì cái）：用强力管束并处罚。 

荡然无存（ d àng rán w ú cú n）：荡：洗涤；荡然：干净

的样子。全都毁坏，消失尽净。形容东西完全失去，一点没有留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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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名状 （bù kě m íng zhu àng ）：名：用语言说出。

状：描绘，形容。不能说出来的。比喻不能够用语言来形容，描

绘的。  

瞥见（piē jiàn）：一眼看见。  

谴责(qiǎn zé)：严肃申斥。 

论教养 

作者介绍 

德米特里· 利哈乔夫（1906 －1999 ），是 20 世前 苏联著

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政治家、作家、文艺理论 家和基督教活动家。

他生于圣彼得堡，目睹了十月革 命。17 岁时进大学学习人类学

与语言学。1938 年， 入列宁格勒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参加过

惨烈的列宁 格勒保卫战。从 1946 －1953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

任 教授。1971 年，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 学院）

院士。1986 年，他开始重新寻找基督教和俄 罗斯文化之根。苏

联解体后其地位相当于托尔斯泰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文化大

师，他把他的一生都献 给了他的祖国，成为 20 世纪俄罗斯的知

识象征。 

基础字词： 

贸然（m ào） 大发雷霆（tínɡ） 恕我直言（shù） 恪守（k

è） 自持（chí） 矫揉造作（jiǎo） 箴言（zhēn） 絮絮叨叨（x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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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不堪（kān） 涵养（hán） 自吹自擂（léi） 允诺（nu ò） 汲

取（jí） 扭捏（nie） 嚼东西（jiáo） 尴尬（ɡā n） 

重点词语： 

贸然：轻率的样子。 指遇事不经深思熟虑，随便 就决定做

法。 典范：被认为是值得仿效的人或物在某方面的表 现和基本

特征是最正规，合乎规范的。 彬彬有礼：形容文雅、有礼貌的样

子。彬彬：原 意为文质兼备的样子，后形容文雅。 漠不关心：

态度冷淡，毫不关心。漠：冷淡。 随心所欲：随着自己的意思，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 么。随，任凭；欲，想要。 

 

一意孤行：指不接受别人的劝告，顽固地按照自 己的主观想法去

做。 贤达：有才能、德行和声望的人。 自吹自擂：自己吹喇叭，

自己打鼓。比喻自我吹 嘘。擂，打鼓。 恪守：严格遵守。 自

持：控制自己的欲望或情绪。 矫揉造作：形容过分做作、极不自

然。矫，把弯 的弄直。揉，把直的弄弯。 附庸风雅：为了装点

门面交结文人，参加有关的 文化活动。 

 

涵养：能控制情绪的功夫。 轻而易举：形容事情容易做，不费力

气。 絮絮叨叨：形容说话啰嗦，唠叨。 徒有其表：空有其外表，

不实在。 随机应变：随着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应付。机，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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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形势。 扭捏作态：具有娇揉造作或夸张的性格;不是天然 或

自然的。 

文章结构划分: 

第一部分（1、2）：开门见山，引入论题。  

第二部分（3～12）：先谈“无教养”的例子，再谈“有教 养”

的表现，论说什么是“有教养”。 第一层（3～10）：通过假设、

对比，列举了没有教养 的事例。 第二层（11、12）：从正面论

说什么是真正的有教养。  

第三部分（13～18）：通过列举事例和现象，论证什么是 “优

雅风度”。 

精神的三间小屋 

整体阅读： 

1.着眼中间，瞻前顾后，把握行文思路 

（1）思考 1—6 自然段的内容以及与后文写的精神的三间小

屋的关联； 

（2）明确中间段落部分讲具体的三间精神的小屋的内涵； 

（3）概括最后两段的内容，明确总结全文的性质。 

2.感悟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作者胸怀 

例如：第一间精神小屋：作者首先选用两组带有对立情感的

排比句，说明这种对比鲜明的爱和恨会将小屋挤得满满的，接着

又用了几个比喻句形象地写出人生爱恨交织的经历。接下来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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