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年级上册 

 

一、鼎湖山听泉 

一、1、循；2朗；3佯；4、翼 5、详 6嬉；7 盎 8 迥 

二、略 

三、鼎湖山泉水清澈晶莹，活泼可爱，它使鼎湖山生意盎然，滋润万物，所以说

“泉水是。。。。。” 

四、不矛盾。这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以有声衬无声。 

五、略 

六、游踪、山脚----山中-----半山腰；时间、近黄昏---日暮----入夜。复式 

问题探究 

第二句，第五句、虚写 

 

二、林中小溪 

惹：招惹，拟人手法，生动地写出了水流的活泼 

惹：（飞翔时）带动，以动衬静，写出了林中的寂静 

二、1、悄悄、粼粼；2、闪闪、晃晃 

三、1、比喻、拟人；2、设问 

四、第一类、象征着一种平淡，没有激情、没有战斗的生活；小溪象征着激荡奔

腾的生活 

五、略 

六：正确 

问题探究 

一、略 

二、表现了作者摆脱了孤独和失望情绪，融于自然、社会，体会到人生的真谛和

幸福感 

三、“只要有只蝉起个音。。。。。。。表示不同的心情”、“让人忘却忧虑，

悠游其中，留给人一些惆怅、一些伤感”。所以说。。。。 

 

三、飞红滴翠记黄山 

一、 

1、道教传说，神仙运用法术使物发生变化。借指僧道用言语启发人悟道。泛指

启发指导。 

2、这里指点染而使之美化。 

二、 

1、侵蚀  奇特 

2、兴奋  肃穆 

3、沉醉  诞生 

三、1、3 

四、地壳中的岩浆凝固后所形成的花岗石群，经过亿万年的日晒雨淋、水流侵蚀

以及其他气候因素的影响，最终在距今二三百万年时形成了黄山。 

五、历史悠久、姿态万千、生命力强。体会到作者对黄山松敬仰与赞颂之情。 

六、略 



问题探究 

一、 

1、介绍了登天都峰感受。主要介绍的是峰顶所见。 

2、眼前实见之景和想象之景。特点是高、陡、险。 

3、丰富了黄山峰石的文化内涵，给人们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二、描绘了鸽群、柳条、鸭、鹰隼等。抑郁深沉的感情基调。 

2、心理、动作。期待雨水的烦躁的心态。 

 

四、画山绣水 

一、 

1、因为整个句子是陈述的语气，前一个分句只是整个句子的宾语。 

2、此处问号表示的是一种惊喜的语气。 

二、 

1、品评 烘衬 风致 神态 

2、怠慢 宝库 健壮 贮藏 

三、笨拙迟钝    说明桂林山水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四、起过渡的作用。  不多余。起强调的作用，更突出了桂林山水丰富的文化内

涵。 

五、错 对 

六、赞颂了古代劳动人民刚直骨气、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反应了旧社会劳动人

民苦难的生活。这样写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读者都能牢记过去，珍惜今天的美

好生活。 

七、略 

问题探究 

一、不是不调和。这样写体现了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的印记，作者这样安排正体现

了他的写作用意。 

二、 

1、总的印象：密得多、青得多、幽得多、也静得多 

   单独地看：从地面直拔起来，陡升上去 

   合起来看：互相连接，互相掩映，互相衬托 

   颜色的变化：不断变化着深浅浓淡的颜色，整体上呈绿色 

春山：一片翠绿，到处点缀着鲜艳的花朵 

山的情貌：更为清晰，仿佛在流动 

山的姿态：不断变化 

2、略 

 

专题：气象物候 

看云识天气 

一、②①②①二、象征 预兆  点缀  阴森  三、1 改句比原句语言生动形象，

通俗易懂 

2、改句比原句多用了拟人修辞，更加生动语言活泼。四、云的形态变化   怎样

看云识天气 

 云和天气的关系   总分总 五、作诠释 引用  作比较 六、考书 77 页   

问题探究   



一、1如何通过云彩的形态来判别天气  

2、不能删掉 因为“往往”说明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几个钟头内便要下雨或者

下雪，也会有其他情况存在，而去掉就显得太绝对了，“往往 ”体现了说明文

语言的准确性。 

二、1、说明当天空出现钩钩云的时候，过一会就要下雨了。2、朝霞意味着这天

会阴雨连绵，而出现了晚霞那么最近几天都将晴空万里。 

 

大自然的语言 

萌发  孕育  销声匿迹  风雪载途  草长莺飞  连翘盛开  

②句 因为“悬殊”就存在着差异很大，与“很大”重复 

①句 “避免”比“减轻”程度深，应在其后 

首先  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  此外  ；有必要，因为运用这些表顺序的词语

使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自然现象   利用物候知识研究农业生产，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作比较  举例子  列数字   

大自然的一些现象给人以信息，与语言的功能是一样的，而将大自然拟人化，用

“大自然的语言”比喻丰富多变的物候现象，说明了认识物候现象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描写人们日常生活中现象，都是一些物候现象，自然引出下文说明，使

得文章更贴近生活通俗易懂。 

问题探究 

一、1物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2、从反面举例说明物候研究的意义。 

古代诗词中的物候 

一、略  

二、大雁惊起高高地飞   敌军 《折杨柳》曲   上市  

三、A 

问题探究 

一、1不是，是祁连山 2、举一反三以少见多手法 3、因为祁连山海拔高，气候

恶劣主峰山顶终年积雪不化  4、抱比枕更加传神烘托出军营中枕戈待旦的高度

警惕 

二、1拟人 可见稻花香 2、蛙声十分欢快天上星星稀疏  3 明月„„视觉  听觉 

稻花„„嗅觉   听取„„听觉   七八个„„视觉   触觉 

五、故乡 

一、略 

二、阴晦：阴沉昏暗            阴暗：阴深灰暗 

    嗤笑：讥笑                耻笑：嘲笑 

寒噤：因受冷或受惊而身体发抖瑟索：身体因寒冷而蜷缩或发抖。 

隔膜：彼此思想感情不相通。隔绝：彼此分离、绝断。 

三、B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膜 

四、1、我    奔波劳碌 2、闰土     辛勤劳苦 3、官绅、杨二嫂们   处心积虑

挖空心思 

五、4  暗示他日后将在求神拜佛中麻醉自己 

六、只有美好的的愿望而不去实践，希望必然落空，等于没有，虽然实现希望困

难重重，但只要去探索实践，就有实现的可能。 

七、略 



问题探究 1、我和闰土从小关系很好，后来两人之间隔膜起来，这种人际关系的

变化会不会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从现呢？小说就是通过在同我和闰土这一组人

物关系的有机联结中，对宏儿和水生这一组关系加以描写，而形象的提出这个问

题的。 

二 1、美在传递爱意，安静中透着温和，有父亲般的慈祥荡涤人的心灵。。。。。

要有一个浸满人间大爱的灵魂。 

2、侧面烘托。 

 

六、我的叔叔于勒 

略 

略 

三、B B A 

四、作家没有抛开主线，而是插入了对于勒的介绍，让情节舒缓下来。 

五、说话断断续续，突出父亲此时内心极度的惶恐和不安。 

六、说明了我对叔叔的同情，对父母做法的不满。 

七、安排我去付钱，别让女儿女婿看见，改坐别的船。突出出了克拉丽丝的有心

计，冷酷无情的性格。 

一、参考：于勒思念家乡，但又知道哥哥嫂嫂的性格，不会认自己的，所以不会

回家。也可能存有一丝希望，哥哥良心发现，会让自己回家。 

二、1表示对高局长的否定，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他是一个官僚气十足，

附庸风雅的人。 

2、参考：结尾最精彩，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发人深思。  

 

八、多收三五斗 

一、A 

二、略三、略 

四、米行粜米 

街上购物、船头议论五、略 

六、因为在丰年丰收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是米价的猛跌带给他们极大的失望和打

击，揭示农民命运的悲惨 

二、问题探究一、 

1用景物描写反衬江南吴县河埠头上热闹的景象。 

2 从数据上体现今天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政策的优越。 

3 通过对比揭示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剥削，从而更加珍惜新的生活。二、1 不要想

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着眼于最初的一小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

要到的地方。 

2恐惧心理的描写 

3 是一个有耐心、教子有方、关心子女成长的人。 

 

 九、《成功》答案 

随文练习 

一、1、错综复杂  2 纷纭   3、浩劫 4、事理至明、无待饶舌 

二、略 

三、赞扬、作用、重要性 



四、1、作者对自我标榜的唯物主义行为的深恶痛绝，实质是对他们的讽刺。 

2、委婉的讽刺    

3、赞颂与推崇     

4、表明作者谦虚的态度 

五、道理论证与引用论证。 

因为文章在前面对“成功之道”作了许多分析，认为天资与机遇都是没有办法预

期的、无能为力的，只剩下一条路——勤奋。 

六、如陈景润阅读上千本文献，终成为数学家。马克思写《资本论》。 

问题探究 

一、略 

二、1、学业的精深造诣来源于勤 

2、因为学业方面的精深造诣来源于勤奋好学，实践证明勤奋是点燃智慧的火把，

只要我们不怠于勤，善求于勤，就一定能在艰苦的劳动中赢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3、三、四两段运用举例论证，五段运用道理论证。作用是更好的证明了文章的

中心论点。 

 

十、创造学思想录 

二、 

难于解决的难题（绳索打成的结） 

思维定势 

三、雄厚的实力、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上下团结一心 

四、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多问为什么，勇于思考，敢于发问，培养发散性思维。 

五、同意 

六、举例 具体有力地说明了顺应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 

 

 问题探究 

一、 

下定义、举例子、列数字、做比较 

往往以判断代替想象，以抽象代替思维，不注意利用想像区以发展自己的想象力，

从而导致了想象力的衰退和枯竭。 

什么是想象力，为什么青年以后想象力衰竭，如何锻炼想象力。 

二、1、收获，肉体或精神的创造；葡萄汁，“我产生我的思想和行动，作为我

身体的果实，永远把血肉赋予文字” 

前半句比喻创造，后半句比喻创造的巨大价值。 

全句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创造的重大意义和巨大价值。 

生命在于创造。先提出中心论点，然后用比喻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创造的价

值。 

 

 十一、学问和智慧 

一、1、铢 会 浮 新 

2、读书得间  鞭辟入里 豁然贯通 高头讲章 读破五车 

二、若把人生比作一种漂流，那家便是是温暖的港湾。 

三、“透视”在这里的意思是对事物的深刻的认识；“反想”是指全面、多角度

的思考和品味；“远瞻”则是指对事物的发展的预见。 



四、作用：承上启下，由“人的智慧”论及“书的智慧”。 

从关照人——“世间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呼应“没有智慧”的“从事研究工

作”的“许多人”，到了关照人们写作阅读的书——“缺少智慧的书”。    

论证方法：对比论证 

五、1,选择好的适宜自己的书需要智慧；2，感悟、品味、剖析书本需要智慧；3，

读出独特的感受和认识需要智慧；4，学以致用需要智慧。 

六、3、4 

因为 3、文中所有论据均来自于学习生活实际；4、本文能受读者喜爱，除了拥

有正确的观点，还在于充满智慧的语言。 

 

问题探究： 

一、论点：积累知识和培养能力不应当形成矛盾关系。 

事实论据：略 

二、1、自己认为而事实并不是那样。(意思对即可) 

 2、学龄前儿童的提问是“孩子式的，幼稚的，表层的”；人长大后，极少数大

人的提问是“非常智慧的，节骨眼上的，深层面的，触及到世界深层结构的。”(可

引用原文也可概括回答，意思对即可) 

3、文章第③段主要运用了例证法(举例论证)，用爱因斯坦一生都在追问“为什

么”证明爱因斯坦保持“童心”，造就了自身的伟大。(意思对即可) 

 

 十二、论美 

随文练习 

一、1、华美   2、俊俏 3、文雅  4、完善; 完满; 完好; 完备;  圆满 

二、珍惜  美貌  才能 

三、1、不能，说明美貌的人不都有其他方面的才能 

     2、不能，表示推测，语气委婉 

四、证明优雅行为之美胜于形体之美 

五、美的行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  层层深入 

六、举例论证、道理论证 

七、略 

 

问题探究 

1、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 

2、前，给人美的感受，具体的美。后，美是一种意识，一种个人的意识，社会

的意识。美是一种情趣，美是一种感受。抽象的美 

二、1、举止彬彬有礼的人，一定能赢得好的名誉。 

2、赞赏细心、自然、纯真的举止。鄙视粗放不拘的礼仪。 

3 注重小节，从“小节上的一丝不苟常可赢得很高的称赞” ，“举止彬彬有

礼的人，一定能赢得好的名誉”等可以看出。 

 

 

散文家谈散文 

（1）绮丽：绚 丽   华 丽   艳 丽   明 丽    （2）婉约：婉 转   婉 

约   委 婉   凄 婉 



（3）淳厚：淳 朴   淳 美   敦 厚   憨 厚    （4）清澄：清 爽   清 

洁  澄清   澄澈  

2、晓雪认为，郭沫若在散文《白鹭》中抒写了对白鹭的独特的感受和独到

的认识。下列句子都选自《白鹭》一文，其中最能表现作者对白鹭的独特的感受

和独到认识的一句是（ C ） 

A、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B、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C、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规，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 

D、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 

3、作者指出郭沫若的散文除了“豪放激越、气势磅礴”的一面之外，还有

“柔婉清丽、秀美含蓄”的一面，并进而说出自己“更喜欢他的后一种散文”。

试对这种论述方法作简要评述。 

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显示出作者逻辑严谨、极力避免简单化的思维方法，也

同时表明，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除了一般的理论指导之外，还存在一个个人兴

趣爱好与个人欣赏习惯的问题，更进一步证明了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客观存在的

事实。 

4、晓雪评郭沫若的散文《白鹭》，却提及到其他几位名家的散文风格，这

算不算“节外生枝”的冗笔？为什么？ 

不算。作者宕开一笔，是从“面”的意义上来比较散文的特点，用其他作家

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证明散文“是一种没有固定格式的最自由自在的文

体”。 

5、《白鹭》一文开头说“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结尾又说是“一首韵在

骨子里的散文诗，”两者矛盾吗？你是怎么认识的？ 

不。第一个比喻是从白鹭形体美的角度说的，第二个比喻是从白鹭的神韵美

方面说的。白鹭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所以“是一首精巧的

诗”。而白鹭的神韵在于它与田园的极端和谐，为乡村增添了具有生命的清澄，

所以像“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6、《白鹭》第 6 段描写立于清水田里的白鹭，是如何留给读者丰富的想像

空间的？ 

第 6 段描写白鹭立于清水田里的一幅画面。这是一幅清淡素雅的水墨画。白

鹭在清水里“钓鱼”，而“田”却成了画面的“镜匣”。在这幅画里，白鹭带给

水田以美丽，清水田又使白鹭更美。究竟是白鹭装饰了田，还是甜包容了白鹭，

留给读者丰富的想像空间。 

7、《白鹭》第 7 段写白鹭“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之上，作者于是提

出一个问题：“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说说你的看法。 

从作者的语气来说，白鹭并不是在“望哨”。它站立在“小树的绝顶”本身

就很有诗情画意，是很美的，一定会引发人们的种种遐想。“望哨”只是遐想之

一。 

8、简析课文引用古人描述的作用。 

课文引用古人描述，着重说明了一种“柔婉”风格散文的艺术魅力。作者引

述这段话是为了说明郭沫若的《白鹭》是一篇境界和品位很高的散文，是郭沫若

“豪放激越、气势磅礴”的风格以外的又一种“柔婉清丽、秀美含蓄”的风格，

意在告诉读者要感受这篇散文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必须用心品味，否则是无法发

现水面的涟漪和珠玉的光辉，是无法听出寥廓天际的鸿鹄的鸣叫的。 

9、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问题（关于散文《月迹》、《月迹》） 



（1）诵读散文《月迹》，结合语境，说说下面的句子表现了“我们”怎样的

心情。 

A、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  

表现“我们”寻月的急迫心情和找到月亮后的兴奋心情。 

B、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 

表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月亮后的满足心情。 

（2）散文《月迹》多次写了奶奶的话。把这些话找出来，思考一下：她的这

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在文章中起了怎样的表达作用？ 

这些话是在“我们”盼月、寻月、争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不能满足时说的。

这些话在内容上，起着激发童趣、点拨童心、启迪童智的作用，在结构上，起着

穿针引线、铺设悬念、连缀场景的作用。 

（3）小青评贾平凹《月迹》的短文中，多次提到这篇散文创造了一个“纯净

透明”的境界。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请结合《月迹》一文的内容谈谈你的感悟。 

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谈：其一，《月迹》营造了一种纯洁、安详、和谐

的氛围；其二，描写了中秋之夜洁净明澈、富有人情味的月亮；其三，着意展现

了“什么都感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的孩子们天真烂漫、质朴纯美

的童心。 

  

小说家谈小说 
  

1、辨字组词 

（1）烁（闪烁）砾（沙砾）铄（铄石流金）  （2）概（概括）慨（慨叹）

溉（灌溉） 

（3）挎（挎包）跨（跨越）垮（垮台）侉（侉子）胯（胯骨）   

（4）碟（碗碟）蝶（蝴蝶）谍（间谍）喋（喋喋不休）牒（通牒） 

2、茅盾对小说《百合花》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多启迪，下列表述有无不当之

处？如有，请予修改。 

（1）首先，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怎样展开故事情节”；其次是“如

何塑造人物”。茅盾正是抓住了这两个基本要素来行文的。 

（2）故事和人物是密不可分合二为一的。“故事情节是任务性格的历史”，

所以矛盾把展开故事同塑造人物联系起来分析，就是基于对小说创作的根本认识

十分到位的缘故，因为他本人就是经验丰富的大作家。 

（3）茅盾所说的“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以及细节描

写需“自然和巧妙”，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与作家对人物的“风貌”和“精神

世界”的了解、把握没有必然的联系。 

（4）茅盾认为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是多种多样而且千变万化的，我们必须有

针对性地区别不同作品来对症下药，进行批评和评论。为此，要求我们在阅读小

说时，还必须从总体倾向上把握它的思想内涵和主题意蕴。 

其中第（3）句“没有必然的联系”应改为“是密不可分的”。 

3、下面两句话选自《百合花》故事情节发展的结尾部分。请结合语境说说

句子中的两个“啊”字蕴涵的意思。 

（1）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

一声。 

看到伤员就是那位向自己借被子的通信员，内心的惊愕和悲痛抑制不住地表

现了出来。 



（2）（“„„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

了„„”）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  

这是通信员义举对新媳妇内心产生的震撼的反应。 

4、《百合花》结尾部分写新媳妇执意为小战士缝衣肩上的破洞，说说她此

时复杂的内心世界。 

有对起初不肯借被子给小战士的懊悔，有对先前忸怩的愧疚，有因小战士不

幸牺牲而带来的沉痛，有对小战士现身精神的崇敬，有对小战士美好心灵的怀念

等等。 

5、小说《百合花》最后两段刻意描写新媳妇的“狠”和“凶”有什么作用？ 

表现新媳妇善良质朴的人性。 

6、结合课文的结尾说说小说以“百合花”为题的用意。 

“百合花”既指小说中情节发展的重要纽带——“百合花”被，更象征着纯

洁而崇高的情感，以“百合花”为题，是对通信员和新媳妇质朴纯真品格和人性

美的一种象征和映衬。 

7、阅读《百合花》选段，回答问题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1）这四段文字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是全文的“开场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2）具体说明第 4 段中描写的气氛与前线的战斗环境是否协调，体悟作者

的写作意图。 

不甚协调。一面是冷炮在轰响，而我却关注庄稼被雨水冲得青翠水绿，空气

也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这种描写，正是为了突出“我”的身份。因为是搞创

作的，所以才会如此注意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有这

种身份的人，才会在以后的情节中，注意到那些生动鲜明的细节。 

8、阅读小说《黑伞》，回答问题 

（1）在雨伞失而复得的过程中，女孩的心情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由绝望到激动，再到惊讶，最后到悲观失望的过程。 

（2）从小说全文看，作品所写的“黑伞”具有什么象征意义？ 

黑伞的黑色象征着人们互相提防、猜忌，缺乏信任的阴暗。 

（3）作者在小说中倾注了对现实社会怎样的态度？请你作简要的归纳。 

一方面在批评社会中人际关系紧张、互相缺少信任的阴暗面，另一方面也暗

示改善人际关系的希望。 

 

诗人谈诗 

1、不看课文，完成下面的填空 

（1）不久，有风从北面来/仿佛吹动了月亮的弓弦 /于是我听见了黎明的音

响 。 

（2）《一个深夜的记忆》这首诗中，反映了生活在自由土地上，经受过战斗

洗礼 的诗人的纯净、乐观 的心。 

2、《一个深夜的记忆》这首诗中，一个“流”字先后用了两次，它们的意

思相同吗？这样用词有什么表达效果？ 

不同。前一个指（月光）如水一样流淌，这里写诗人的主观感受，它使一幅

静的画面变得生动有趣，也使人的感受变得丰富多彩。后一个指（星）移动。 

3、《一个深夜的记忆》是从“我”的角度来观察和描写的，其中写了“深

夜”哪些特定的景物？“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从中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写深夜特定的景物有：月光、晚风、河岸、山影、流星、旷野。“我”的认

识变化过程：由月光引发错觉——听见了黎明的音响——月光下眺望所见的景物

——觉得“我是最初醒来的人”。  诗人借这种变化过程，表达人们对光明的渴

望和赢得光明的乐观情怀。 

4、曾卓评诗善于画龙点睛。他读“我感觉到，万物还在沉睡/只有我是最初

醒来的人”这两句诗，体味“感觉到”有其特定的含义。对此，请说说你读诗的

领悟。 

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使人生理上的感觉，即对于黎明来临的“光感”；二是

暗示诗人是“对于时代最敏感的人”，而这个诗人“不仅是他自己”，从而点明

诗人鲁藜的个人感受是与时代的脉搏跳动、与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融合在一起

的。 

5、对曾卓这篇诗歌评论有以下几点分析，请你找出错误的一项并予以修改。 

（1）全文六段，开头一段表达自己对这首诗“偏爱”，表现了眼光、感受和

理解的独特；最后一段表达了对这首诗的总体评价，“宁静而又深沉”的概括。

简练而准确；中间几段则都是对诗歌的意境进行阐发，对诗人内在的情感世界进

行探索，作者合理的想像和分析，为最后结论的得出打下坚实的基础。 

（2）虽然这是一篇读后感式的短文，但是因为它是有所感、有所发现而写的，

所以才对读者有所启迪作用。文中提到的“偏爱”，可能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所

致，但也可能包含着这首诗歌被人们忽略了的意味。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好诗被

忽略并不少见，问题是诗本身是否真是被忽略的好诗。 

（3）从曾卓对鲁藜这首诗的评说看，他最重视的是诗人那种因“错觉”而产

生的联想。错觉是把月光误认为是曙光的来临。如果我们仔细体味一下曾卓对诗

的意境的复述，正是他自己设身处地地进入到诗的意境之中的结果。 

（4）我们通常说的读诗要有独特的感受，就是指不但要能够进入诗的意境，

而且还要通过自己的独特感受来产生联想，以进一步丰富诗的内涵。如果曾卓仅

仅是复述一番诗的意境，他的评论就等于把诗改写成散文，意义就不够重大了。 

第 4 句“意义就不够重大了”应该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6、研读诗句，解析加点词语的表达作用 

不久，有风从北边来/仿佛．．吹动了月亮的弓弦/于是我听见了黎明的音响 

“仿佛”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是一种“好像是”的感觉。但是用在这里

正是地方。“好像是”风吹动月亮的弓弦而使世人听见了黎明的音响。这是诗人

的想像。如果是写实，反而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是“仿佛”，就把想像合情合理

地表现出来。可见准确地使用词语对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之重要。 

7、阅读鲁藜的短诗《泥土》，回答问题 

（1）理解诗意，完成下面的填空 

《泥土》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后期。全诗仅两节四句，前后两节在意思上有

一个转折。前一节着重在告诫，告诫人们（包括诗人自己）不要孤芳自赏，自视

特殊，以致给自己带来没完没了的痛苦；后一节着重在劝勉 ，勉励人们要甘于

平凡，不要考虑索取，而要多些给与，甘做为人民事业铺路的泥土 。 

（2）这首小诗运用了哪些艺术表现手法？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比喻。把“高贵的、特殊的”比作“珍珠”，把“平凡的、普通的”比作“泥

土”。妥帖精当，形象鲜明，含义显得显豁而精警深刻；运用对比，将“珍珠”

与“泥土”两两对照，取舍分明，发人深思。 

（3）这首格言式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古往今来的诗歌

中，有不少体现这种思想的名言，请从你的记忆的仓库中举出两例，工整的书写

在下面的横线上。 



表现了诗人公而忘私、甘于奉献、富于社会责任感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如：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桃花源记 

 

1、解释下列加点的词在句中的意思 

（1）缘．溪行（沿着，顺着）    （2）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类）    （3）

并．怡然自乐（一起，一同） 

（4）不足．为外人道也（值得）    （5）复延．至其家（延请，邀请）    （6）

咸．来问讯（都） 

（7）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原来的，先前的）（做标记）    （8）后遂无

问津．．者（探访，访求） 

2、理解课文，在括号内填上省略的词语 

（1）山有小口，（小口）仿佛若有光。（渔人）便舍船，从口入。（口）初

极狭，才通人。（渔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2）（桃花源中的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渔人）所从来。（渔人）具答

之。（桃花源中的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此人一一为（村中人）具言所闻，（村中人）皆叹惋。余人各复延（渔人）至其

家，皆出酒食。（渔人）停数日，辞去。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1）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土地平坦宽广，房屋

整整齐齐的样子，有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塘，桑树竹林这类景观。 

（2）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鸡鸣狗叫的

声音能互相听到。 

（3）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老人和孩子们都安闲快乐，显得心满意足。 

（4）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村里人嘱咐他道：“（我们这

个地方）不值得对外边的人说啊！” 

4、对课文的内容和形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B） 

A、课文第 2 段描写了一幅理想社会中的生活图景，就是常说的“世外桃源”。 

B、渔人一进入洞口，眼前就出现一个开阔敞亮的境界，这就是桃花源。 

C、“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中的“乃大惊”写出桃花源人对陌生人的

惊异，显示桃花源与世隔绝的久远。 

D、文中没有具体写出渔人的话，只有“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带过，这既显

示了作者行文的简洁凝练，又给读者留下了发挥想像力的广阔空间。 

5、课文第 3 段中哪句话表明了桃花源人听了渔人的话之后，虽“叹惋”却仍

然想继续在桃花源中生活？他们为什么不愿离开？ 

“不足为外人道也。”  原因：桃花源中的生活和平、宁静；百姓能安居乐

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6、作者在文中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表达了对美好纯朴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对这种理想，你有什么看法？ 

这种理想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战争的愿望，也是对当时黑暗

现实的批判。但它又带有原始共耕的痕迹，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怀古、复古倾向，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只能是一种空想。 



7、阅读课文选段，回答问题 

“既出„„后遂无问津者。”  

（1）第 1段是怎样写出桃花源神秘色彩的？ 

先写渔人颇有心计，“处处志之”。接着渔人据此报官，并在太守的支持下

“寻向所志”，展开探访。然而本该万无一失，却“遂迷，不复得路”，从而写

出了桃花源的神秘。 

（2）第 2段表现什么？作用如何？ 

表现桃花源无法寻找，以南阳高士刘子骥的经历再次烘托桃花源的不可得。

寻常人寻不到尚可说，连超俗的高士都“未果，寻病终”，足见桃花源不是一个

凡人可以登临之处了。这一段引人遐想，“后遂无问津者”的结束句，更是韵味

无穷。 

8、阅读《礼记》的一段文字，回答问题。 

“大道之行也„„是谓大同。”  

（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A、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把品德高尚和能干的人选拔出来，讲求诚信，

营造和睦（氛围）。 

B、是谓大同。——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2）根据选文内容，请你说说“大同”社会有哪些特征。 

财产共有、人人出力、人人均有保障、社会风尚好。 

（3）文中所说的“大同”社会跟陶渊明描绘的那个“世外桃源”有没有相似

的地方？说说你的理解。 

有。  社会风尚好、没有压迫和战乱、人际关系和谐。 

【参考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

能的人选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

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

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

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

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

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

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

“大同”社会。 

与朱元思书 

 

1、将下列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1）负势竞上，互相轩邈。——（高山）凭依着高峻的地势，争着向上，

这些高山彼此都在争着往高处和远处伸展。 

（2）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那些像老鹰飞到天上，极力追求名利的

人，看到这些雄奇的山峰，追逐功名利禄的心就平静下来。 

（3）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泉水飞溅在山石之

上，发出清悦的泠泠之声；百鸟互相和鸣，鸣声嘤嘤，和谐动听。 

（4）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蝉儿长久地叫个不停，猿猴长时

间的叫个不断。 

2、下列判断有误的是（ D ） 

A、文章开头“风烟”作两个词理解为妥。骈文是讲究对仗的，这两句是一对

偶句，下句“天山共色”与上句“风烟具净”对仗，“天”和“山”为两个词，

“风”和“烟”也该指的是风和雾。 



B、“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不仅写出了山的形貌，

而且赋予生命活力，使它们显得生龙活虎，使人感受到大自然那种强烈的生命节

奏。 

C、作者铺写山中的各种声音，表面上看来热闹异常，其实却是以闹写静，显

示出山深无人的幽静。 

D、此文从头到尾没有直接写到“人”，但读来却使我们感到景中有人，景中

有情。作者的感情和作者的评价体现于文章的首尾，并自然而然地感染者读者。 

3、作者描绘富阳、桐庐一带富春江的异水奇山，各抓住了它们什么样的特

点？ 

写异水，抓住它的清澈的静态美和湍急奔腾的动态美；写奇山，抓住它的形

貌特征，且赋予生命活力，组成一首山、泉、鸟、猿以及群山与周围生态同存共

荣的山林交响曲。 

4、文中作者的观察角度是如何变化的？请举例说明。 

示例：观察角度从低到高的变化——先写水再写山。 

5、作者在文中所流露的感情有些复杂，除了对山水的欣赏和热爱之情外，

还有一种怎样的情感？ 

含蓄地否定世俗社会，否定追逐名利的避世情感。 

6、文中“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一句是写水流势湍急，《三峡》一文中哪

句话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7、阅读下面一段评价骈文的文字，试具体分析课文有无当时一般骈文的弊

病。 

作者所处的时代骈文盛行。这篇文章虽然用骈文写成，却没有一般骈文的弊

病。首先，文字既千锤百炼，又生动晓畅。如用“奇”和“”异总括富春江山水

特色；用“箭”和“奔”来比喻水流之迅急；用“竞”和“争”来形容山峰争先

恐后向上崛起的形状，字字动人，颇见功力。其次，句式整齐而有变化。文中多

用四言，间以六言并时加一些虚词，使语意转折灵活，流转自如。既有词句的自

然匀称，又有疏宕谐婉的节奏，读来颇有韵致。这篇简练精彩的山水游记小品的

上乘之作，宛如一首韵味盎然的诗，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愧为六朝山水小品的

上乘之作。 

8、阅读《湖心亭看雪》，回答问题。 

（1）“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这一句妙在哪里？试作简要评析。 

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是通过听觉来写，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

籁无声的森然寒意，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写出大雪的威严，也为下文

有人冒雪看雪作了映照。 

（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好似一幅水墨画。请你为它题一个合适的标题。 

湖山夜雪 

（3）本文题目是写“看雪”，可是最后一段却写作者在湖心亭与金陵二客相

遇，这样写是否文不对题？ 

否。金陵客“见余，大喜”，说明雪后看景者也非自己一人；“湖中焉得更

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金陵客，实为作者心声；“问其姓氏”的补叙之笔，

则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东

西。 

捕蛇者说 

 

1、指出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或作用 



（1）若毒．之乎（怨恨、憎恨）  赋敛之毒．（毒害） 

（2）貌若．甚戚者（如，好像）  若．毒之乎（你）  更若．役（你的） 

（3）永之人争奔走焉．（捕蛇一事）  不得宁焉．（语气助词，不译）  时而现

焉．（蛇）  犯死者二焉．（语气助词，不译）  观人风者得焉．（这篇文章） 

2、说说下列句子在课文中的意思 

（1）言之，貌若甚戚者。——（他）说这些话，脸上好像很忧伤的样子。 

（2）岂若吾乡邻之旦旦又是哉！——哪像我的乡邻们天天都有死亡的威胁呢！ 

3、出自“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

不得宁焉”一句的成语是鸡犬不宁 ，多用来形容骚扰得厉害，连鸡狗都不得安

宁 。 

4、读课文第 4 段句子：“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而吾蛇尚存，则

弛然而卧。”这些句子使用了对比的手法：悍吏的凶狠致使鸡犬不得安宁 和捕

蛇者的熙熙而乐或弛然而卧 对比，对比是为了说明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5、结合上下文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回答问题。 

（1）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蒋氏捕蛇十二年，“几死者数”，可他

不以为“病”，反以为“幸”，这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心态？其中又蕴含着他怎样

的情感？） 

反映了蒋氏在重赋压迫之下的一种反常心态。  他表面上在庆幸自己逃过了

重赋之劫难，其实饱含着无限的凄苦之情。 

（2）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在常人看来，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

焉”，何“甘”之有？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作者这样写，蕴含着他怎样的感情？） 

蒋氏虽然“一岁之犯死者二”，但能够得以不受悍吏逼租之苦，也算苦中有

甘了。  这种“存者且偷生”的感情，实际上包含着巨大的隐痛。  作者这样写，

其中包含着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身后的同情。 

6、选出下列表述中不够准确的一项并改正。 

（1）本文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所作。其时政治腐败，苛捐杂

税繁多，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使人民陷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 

（2）文章开头从外形、毒性、医疗效用三方面写蛇的“异”，并由此引出下

文。 

（3）“永之人争奔走焉”，“争”字很关键。既然蛇有剧毒，为什么还“争”

着去捕蛇？是为了避免受苛征重税之苦。一个“争”字反映出赋敛之毒比蛇毒还

要厉害。 

（4）捕蛇者说出了三代人的遭遇，两句话连出三个“死”字，令人感到捕蛇

之可怕。三个“死”，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原来所谓的“利”，是用祖父、父亲

生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还来的。 

第 4 相。“捕蛇之可怕”应为“捕蛇之可悲”。 

7、阅读课文选段，回答问题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而吾以捕蛇独存。”  

（1）选段中“号呼而转徙”“往往而死者”中的“而”表示什么关联？“饥

渴而顿踣”中的“而”表示什么关联？“而吾以捕蛇独存”中的“而”表示什么

关联？ 

修饰、承接和转折。 

（2）选段中写蒋氏回顾，以自家三代与同住一地的相邻对比的作用是什么？ 

衬托“赋”的不幸甚于“役”。 

（3）柳宗元写蒋氏沉痛的诉说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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