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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高考语文复习新题速递之默写
 

一、默写（共 25小题） 

1．（2022 秋•西宁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屈原在《离骚》中有两句专门写自己制作衣服的材料，这两句是“     ，     ”。 

（2）《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     ”两句，诗人洒酒祭月，寄托了自己对

人生的感慨。 

（3）《氓》中“     ”一句是女子对男子的宽慰，并许诺“     ”。 

2．（2022 秋•中山市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论语》中，“     ，     ”两句强调在言行上做事谨慎、说话敏捷，不断向

有道德的榜样人物学习，及时匡正自身行为。 

（2）韩愈在《师说》中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是“     ，     ”，这与亚里士多德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3）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采用“以宾显主”的技巧，“求木之长”“欲流之远”是

宾，借以陪衬主旨“     ，     ”，并为下文蓄势。 

3．（2022 秋•南宁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李商隐的《锦瑟》“     ，     ”二句化用庄周梦蝶、杜鹃啼血的典故来委

婉表达幽深之情。 

（2）在韩愈的《师说》中，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人却讥笑百工，

耻于相师，是因为他们认为“     ，     ”。 

（3）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王安石却在《登飞来峰》中写道：

“     ，     ”。 

4．（2022 秋•合肥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情通两家都曾用行路来形象地论述了积累的重要性，《老子》中说“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在《劝学》中说“     ，     ”。 

（2）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史记》中周公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求贤若渴的名句是

“     ，     ”。 

（3）烽火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

台，因而烽火常作为战争的代称出现在诗句中，如“     ，     ”。 

5．（2022 秋•涪城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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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师说》中韩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原因是

“     ，     ”。 

（2）《劝学》中用三组比喻论述了学习重在积累，文中“     ，     ”阐述了“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道理。 

（3）古代诗人常常借助“江”和“月”的组合表达某种人生况味和生命情愫。白居易的

《琵琶行并序》中就有多处这样的诗句，如“     ，     ”。 

6．（2021 秋•临潼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①《归去来兮辞》表现诗人自斟自酌，享受室中之乐，心情很愉快的句子

是：     ，     。 

②我们经常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     ，     。”两句来表达过去不可挽回，

未来则可把握。 

③《滕王阁序》中描写水天相接、浑然天成景色的句子是：     ，     。 

7．（2022 秋•武冈市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贾谊《过秦论》中，“     ，     ”两句形象描写了始皇派遣得力的将领、

士兵守卫要塞，盘问过往行人的情景。 

（2）古代诗人想象丰富，把汹涌波涛卷起的浪花比作雪，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中的“     ”一句，又如柳永《望海潮》中的“     ”一句。 

（3）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重视意象组合，唐宋诗词中就有组合落木和江水这两种意象以营

造意境、抒发情感的名句，如：“     ，     。” 

8．（2022 秋•南明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 1 ）《逍遥游》中，庄子用朝菌与蟪蛄、鲲鹏与斥鴳论证了这样一个观

点：     ，     。 

（2）《送东阳马生序》中身穿旧衣的宋濂看到同学们都穿着锦绣华衣，却毫无羡慕之情，

因为：     ，     。 

（3）《观沧海》中直接抒发作者情感的句子是：     ，     。 

9．（2022 秋•青羊区校级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I）“猿”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例如在《蜀道难》中，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峰，李白感

叹“     ”；而在《三峡》中，郦道元于树木和山林之间能听到“     ”。 

（2）《史记》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在《阿房宫赋》里，

杜牧写下的两句话“     ，     ”也反映了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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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琵琶行》中，“     ，     ”两句形象地写出了琵琶声的轻快与冷涩。 

10．（2022 秋•沛县校级月考）按要求填空。 

（1）忽魂悸以魄动，     。（李白《     》） 

（2）但见悲鸟号古木，     。（李白《蜀道难》） 

（3）苏洵《六国论》“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反思

历史以讽谏当朝。杜牧《阿房宫赋》中“     ，     ”两句表达了相似的写作意

图。 

11．（2022 秋•中山市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将进酒》中诗人以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自我的诗句是“     ，     ”。 

（2）《念奴娇•过洞庭》中物境与词人心境悠然相会，所以词人说“     ，     ”，

此处“难说的妙处”应指物境与心境融合的美妙体验。 

（3）成都很早就有比较发达的织锦手工业。蜀汉王朝曾设锦官和建立锦官城以保护蜀锦

的生产，因此，成都又被称为“锦城”“锦官城”。这两种别称在唐宋诗词里屡见不鲜，

如“     ，     ”。 

12．（2022 秋•中山市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被联合国推崇为国与国交往最高法则的孔子的思想，也就是在《论语•卫灵公》中，

孔子所认为的“恕”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处世准则，它在行动上表现为“     ，     ”。 

（2）韩愈《师说》中士大夫们解释不能从师的原因时，其中的借口“     ”反映了

他们拒绝从师的傲慢，“     ”则反映了他们害怕别人说自己溜须拍马、攀龙附凤的

心理。 

（3）“鸟”是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古人常借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王籍《入若耶溪》

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其余的还有很多，如“     ，     ”。 

13．（2022 秋•稷山县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都是描写音乐的名作，前者的“     ”，

用战场上的厮杀场面描摹琵琶的铮鸣之声，惊心动魄；后者的“     ”，以有形的花

容摹写无形的乐声，形神兼备。 

（2）黄庭坚《登快阁》中，“     ，     ”两句，是诗人对初登快阁时所览胜景

的描绘，也是诗人胸襟怀抱的写照。 

（3）杜鹃又称子规，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常见的意象。古人常用它表达哀怨凄凉之情，

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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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2 秋•城关区校级月考）名篇名句默写。 

（1）《赤壁赋》中，用蛟龙和寡妇听到箫声的表现和感受突出箫声的悲凉与幽怨的句子

是      ，     。 

（2）杜牧《阿房宫赋》中      ，     两句，用疑问的语气指出了秦朝在财富搜

刮与挥霍上的反差行为。 

（3）孔子认为“礼”在国家治理中有重要地位。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他

笑子路的原因是     ，     。 

15．（2022 秋•开封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荀子《劝学》中“     、     ”两句，以劣马的执着为喻，论证了为学必须

持之以恒的道理。 

（2）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分析秦王朝灭亡原因之后，又用“     、     ”对后

世统治者提出警示。 

（3）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     、     ”两句蕴含哲理，表现

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 

16．（2022 秋•玉泉区校级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的空缺部分。 

（1）《湘夫人》中，借秋景来渲染和深化相约未见愁情，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的诗

句是“     ，     ”。 

（2）鲍照在《拟行路难》中“     ？     ”两句将其忍辱负重、矛盾痛苦的精神

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3）杜甫《蜀相》中高度概括、评价诸葛亮一生伟大功业的句子是“     ，     ”。 

（4）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描写归乡途中轻舟快风的两句“     ，     ”表达了

作者弃官归田的畅快心情。 

（5）身临天阔水远、野鸭高飞、秋霞绚丽的优美环境，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初唐诗人王勃

《滕王阁序》中的“     ，     ”。 

（6）《庄子•逍遥游》中“     ，     ”指出顺应天地万物之性、驾驭六气的变化

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17．（2022 秋•船山区校级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 1 ）《蜀道难》中通过描摹行人的动作神态从侧面来写蜀道艰险的句子是

“     ，     ”。 

（2）杜甫在《登高》中发出：“     ，     。”的感慨，抒发了漂泊异乡年老体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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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惆怅之情，也蕴含着与生命的衰弱顽强抗争的精神。 

（3）荀子的《劝学》中，作者认为智慧高明行为没有过错的前提是“     ”；认为君

子的本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他们的才德之所以会超过一般人，就是因为       。 

（4）白居易《琵琶行并序》中“     ，     ”两句，写琵琶女用娴熟的技艺演奏

了当时著名的两首乐曲。 

（5）《马嵬》中启发世人记取唐玄宗沉迷情色，荒废朝政，致使国家陷于动荡、人民饱

受战乱之苦的历史悲剧，并采用反问手法的句子是“     ，     ”。 

18．（2022 秋•威远县校级期中）补写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白居易《琵琶行》中多次写到“月”，其中用“月”来表现作者在客人即将离去时

内心的凄凉愁苦的句子是“     ”，用“月”来烘托琵琶女弹奏记忆高超乐曲动人的

句子是“     ”，用“月”来表现诗人被贬后内心愁苦的句子是“     ”。 

（2）李白《蜀道难》中善用神话传说，如诗中说蜀地开国以来四万八千年“     ”，

以显其闭塞；后来“五丁开山”，才有了“     ”这样的秦蜀相通。 

（3）杜甫《登高》中的“     ，     ”两句，既抒发羁旅之愁和孤独之感，又蕴

含与生命的衰弱顽强抗争的精神。 

19．（2021 秋•城固县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中，运用比喻手法表现南宋国势危亡、个人身世坎坷的句

子是：     ，     。 

（2）李白《蜀道难》中“     ，     ”两句运用“上”“下”对举的表达方式，

把夸张与神话融为一体来写山之高和川之险。 

（3）《赤壁赋》中，苏轼泛舟赤壁，由明月江水感悟到“变”与“不变”的道理：从“变”

的角度看是“     ”，从“不变”的角度看是“     ”。 

20．（2022 秋•自贡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离骚》中“     ，     ”两句，屈原以博大的胸怀、沉痛的心情，表达了

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 

（2）面对群童捣蛋，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用“     ”来表达对孩童的恼怒，

喝止不住后只能无奈地“     ”。 

（3）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向后主建议，军队中的事情都拿来咨询向宠，一定能收到

“     ，     ”的效果。 

21．（2022 秋•思明区校级期中）名篇名句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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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惨遭宫刑，却忍辱负重，写下五十余万字的《史记》，目的十分崇

高：     ，     ，     。 

（2）一个人在辛苦困倦到极点的时候，往往会仰头长叹：“天啊!”，这种情况在司马迁

的《＜屈原列传＞（节选）》中有形象的描述：     ，     。 

（3）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李密《陈情表》中“     ，     “就

是这种制度的体现。 

（4）《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礼运》中

“     ，     “都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的思想。 

22．（2022 秋•城关区校级期中）理解性默写。 

（1）《论语》十二章中“     ，     ”两句认为读书人一定要有意志坚定，因为

他们任务艰巨且路途遥远。 

（2）儒、道两家都曾用“行路”来论述积累的重要性，荀子在《劝学》中说“故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和《老子》中说的“     ，     ”有异曲同工之妙。 

（3）《春江花月夜》中“     ，     ”两句，勾勒出一副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

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的生命。 

（4）《将进酒》中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力量的充分肯定和屡遭失败后不肯屈服的倔强

性格的诗句是“     ，     ”。 

（5）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词中，表现词人梦里归乡，与妻子相见

时，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情形相似的句子是“     ，     ”。 

23．（2022 春•玉树州期末）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 1 ）荀子在《劝学》中说，君子需要通过广泛学习来提升自己的句子是：

“     ，     。” 

（2）《赤壁赋》中的“     ，     ”两句常用来勉励人们修身自好，不慕身外之

物。 

（3）杜甫《登高》一诗中的名句“     ，     ”，现在常被用来表达旧事物终将

衰落，历史长河仍将向前之意。 

24．（2022 秋•乌鲁木齐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屈原《离骚》中，表现诗人疾恶如仇、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两句是“     ，     ”。 

（2）古诗文中常常有以酒为媒介抒发情感的名句，如白居易《琵琶行》“     ，     ”

两句，表现出因被贬而沦落天涯的孤独与无助的苦闷之情。 



第7页（共33页） 

 

（3）《送东阳马生序》中，宋濂用“     ，     ”两句揭示了自己不羡慕别人吃

得好穿得好而一心向学的原因。 

25．（2022 秋•江北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种树郭橐驼传》中，写当地官员频发政令，聚集百姓的句子是“     ，     ”。 

（2）同样是写城市，柳永在《望海潮》中用“     ”一句勾勒出西湖的概貌，展现

出杭州的美；姜夔在《扬州慢》中则用“     ”一句表现了扬州“城春草木深”的荒

凉景象。 

（3）“酒”能浇灌胸中块垒，使人获得短暂的快慰。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四）》中面对

世路艰难，选择“     ”；黄庭坚在《登快阁》中感慨知音难觅，在“     ”后才

露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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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高考语文复习新题速递之默写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默写（共 25小题） 

1．（2022 秋•西宁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屈原在《离骚》中有两句专门写自己制作衣服的材料，这两句是“ 制芰荷以为衣

兮 ， 集芙蓉以为裳 ”。 

（2）《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人生如梦 ， 一尊还酹江月 ”两句，诗人洒酒祭月，

寄托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 

（3）《氓》中“ 将子无怒 ”一句是女子对男子的宽慰，并许诺“ 秋以为期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 

（2）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3）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名句名篇的识记能力。名句名篇的考查常常分为两类：识记式

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默写），其中识记式默写考查字形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

默写）主要考查在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具有一定难度，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同时考查到

了。 

【解答】故答案为： 

（1）制芰荷以为衣兮    集芙蓉以为裳（重点字：芰、荷） 

（2）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重点字：尊、酹） 

（3）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重点字：将、怒） 

【点评】《离骚》名句辑录：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2．（2022 秋•中山市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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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中，“ 见贤思齐焉 ，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两句强调在言行上做事谨

慎、说话敏捷，不断向有道德的榜样人物学习，及时匡正自身行为。 

（2）韩愈在《师说》中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是“ 道之所存 ， 师之所存也 ”，这与

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3）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采用“以宾显主”的技巧，“求木之长”“欲流之远”是

宾，借以陪衬主旨“ 思国之安者 ， 必积其德义 ”，并为下文蓄势。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2）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 

（3）思国之安者    必积其德义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名句名篇的识记能力。名句名篇的考查常常分为两类：识记式

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默写），其中识记式默写考查字形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

默写）主要考查在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具有一定难度，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同时考查到

了。 

【解答】故答案为： 

（1）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重点字：贤、省） 

（2）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重点字：存） 

（3）思国之安者    必积其德义（重点字：德） 

【点评】《师说》名句辑录： 

（1）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2）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3）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4）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5）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3．（2022 秋•南宁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李商隐的《锦瑟》“ 庄生晓梦迷蝴蝶 ， 望帝春心托杜鹃 ”二句化用庄周梦

蝶、杜鹃啼血的典故来委婉表达幽深之情。 

（2）在韩愈的《师说》中，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人却讥笑百工，

耻于相师，是因为他们认为“ 位卑则足羞 ， 官盛则近谀 ”。 

（3）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王安石却在《登飞来峰》中写道：“ 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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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遮望眼 ， 自缘身在最高层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2）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 

（3）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名句名篇的识记能力。名句名篇的考查常常分为两类：识记式

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默写），其中识记式默写考查字形默写，情景式默写（理解性

默写）主要考查在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具有一定难度，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同时考查到

了。 

【解答】故答案为： 

（1）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重点字：蝴、蝶） 

（2）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谀（重点字：羞、谀） 

（3）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重点字：畏、遮） 

【点评】《师说》名句辑录： 

（1）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2）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3）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4）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5）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4．（2022 秋•合肥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情通两家都曾用行路来形象地论述了积累的重要性，《老子》中说“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在《劝学》中说“ 故不积跬步 ， 无以至千里 ”。 

（2）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史记》中周公的典故来表现自己求贤若渴的名句是“ 周

公吐哺 ， 天下归心 ”。 

（3）烽火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

台，因而烽火常作为战争的代称出现在诗句中，如“ 烽火连三月 ， 家书抵万金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2）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3）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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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古诗文名句默写的能力。答题时要熟背相关篇目，并理解语句

的含义，准确地写出相关名句。 

【解答】故答案为： 

（1）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重点字：跬、至） 

（2）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重点字：哺） 

（3）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重点字：抵） 

或：望中犹记    烽火扬州路（重点字：州） 

【点评】《短歌行》名句辑录： 

1.《短歌行》中比喻人生短促的句子：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短歌行》中把贤者比喻为高空的明月的句子：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3.《短歌行》中比喻贤士们还没有归宿的句子：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4.《短歌行》中比喻用人要“多多益善”的句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5.《短歌行》中表明优待贤才的态度的句子：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2022 秋•涪城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师说》中韩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原因是“ 闻道有先

后 ， 术业有专攻 ”。 

（2）《劝学》中用三组比喻论述了学习重在积累，文中“ 故不积跬步 ， 无以至千

里 ”阐述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道理。 

（3）古代诗人常常借助“江”和“月”的组合表达某种人生况味和生命情愫。白居易的

《琵琶行并序》中就有多处这样的诗句，如“ 东船西舫悄无言 ， 唯见江心秋月白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2）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3）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默写诗文名句的能力。答题时要熟背相关篇目，并理解语句的含

义，准确地写出相关名句。 

【解答】故答案为： 

（1）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重点字：攻） 

（2）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重点字：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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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重点字：舫） 

【点评】《师说》名句辑录： 

1.《荀子•劝学篇》指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与韩愈《师说》中“是故弟子

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是相同的。 

2.韩愈认为老师的职能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择师的标准是：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3.韩愈眼中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4.《师说》中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原因：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

盛则近谀。 

6．（2021 秋•临潼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①《归去来兮辞》表现诗人自斟自酌，享受室中之乐，心情很愉快的句子是： 引壶觞

以自酌 ， 眄庭柯以怡颜 。 

②我们经常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 往者不可谏 ， 来者犹可追 。”两句来表

达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 

③《滕王阁序》中描写水天相接、浑然天成景色的句子是： 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

水共长天一色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①引壶觞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颜 

②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③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分析】高考所选择的名句大多出自课内所学篇目，只有少数来自课外，该如何识记这

些课内的名句，需要一定的技巧。高考所考的名句，字不一定有多复杂，但一定很有迷

惑性。 

【解答】故答案为： 

①引壶觞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颜（重点字：眄） 

②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重点字：谏） 

③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重点字：鹜） 

【点评】高考所选择的名句大多出自课内所学篇目，只有少数来自课外，该如何识记这

些课内的名句，需要一定的技巧。高考所考的名句，字不一定有多复杂，但一定很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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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性。 

7．（2022 秋•武冈市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贾谊《过秦论》中，“ 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两

句形象描写了始皇派遣得力的将领、士兵守卫要塞，盘问过往行人的情景。 

（2）古代诗人想象丰富，把汹涌波涛卷起的浪花比作雪，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中的“ 卷起千堆雪 ”一句，又如柳永《望海潮》中的“ 怒涛卷霜雪 ”一句。 

（3）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重视意象组合，唐宋诗词中就有组合落木和江水这两种意象以营

造意境、抒发情感的名句，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 ， 不尽长江滚滚来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2）卷起千堆雪     怒涛卷霜雪 

（3）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落木千山天远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默写诗文名句的能力。答题时要熟背相关篇目，并理解语句的含

义，准确地写出相关名句。 

【解答】故答案为： 

（1）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重点字：弩、卒） 

（2）卷起千堆雪     怒涛卷霜雪（重点字：怒、涛） 

（3）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落木千山天远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重点

字：萧） 

【点评】《过秦论》名句辑录： 

1.贾谊在《过秦论》中用排比句式描写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并统治天下的语句是：振长策而

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2.《过秦论》中最能表现秦始皇统一天下势不可挡的句子是：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

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3.最能揭示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奴役天下百姓，造成人民起来反抗的一句是：执敲扑而鞭

笞天下。 

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外采取了一系列文治武攻之举措。在南方：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

林、象郡。在北方：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 

5.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北逐匈奴获得胜利，使得匈奴长时间不敢南下进击中原。文中“胡人

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两句就是对此事件效果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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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2 秋•南明区校级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逍遥游》中，庄子用朝菌与蟪蛄、鲲鹏与斥鴳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 小知不及

大知 ， 小年不及大年 。 

（2）《送东阳马生序》中身穿旧衣的宋濂看到同学们都穿着锦绣华衣，却毫无羡慕之情，

因为： 以中有足乐者 ， 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 

（3）《观沧海》中直接抒发作者情感的句子是： 幸甚至哉 ， 歌以咏志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2）以中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3）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默写诗文名句的能力。答题时要熟背相关篇目，并理解语句的含

义，准确地写出相关名句。 

【解答】故答案为： 

（1）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重点字：知） 

（2）以中有足乐者     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重点字：奉） 

（3）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重点字：咏） 

【点评】《逍遥游》名句辑录： 

1.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借助“大鹏直上”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其中“抟扶摇而上者

九万里”一句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成语“扶摇直上”。 

2.承上启下的句子：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3.表明真正的逍遥游的境界的句子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 

4.以“朝菌”和“蟪蛄”为例来说明“小年”一词的两句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 

9．（2022 秋•青羊区校级期中）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I）“猿”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例如在《蜀道难》中，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峰，李白感

叹“ 猿猱欲度愁攀援 ”；而在《三峡》中，郦道元于树木和山林之间能听到“ 常有

高猿长啸 ”。 

（2）《史记》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在《阿房宫赋》里，

杜牧写下的两句话“ 楚人一炬 ， 可怜焦土 ”也反映了这个事件。 

（3）《琵琶行》中，“ 间关莺语花底滑 ， 幽咽泉流冰下难 ”两句形象地写出了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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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声的轻快与冷涩。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猿猱欲度愁攀援     常有高猿长啸 

（2）楚人一炬     可怜焦土 

（3）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默写诗文名句的能力。答题时要熟背相关篇目，并理解语句的含

义，准确地写出相关名句。 

【解答】故答案为： 

（1）猿猱欲度愁攀援     常有高猿长啸（重点字：攀、援） 

（2）楚人一炬     可怜焦土（重点字：炬） 

（3）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重点字：莺、咽） 

【点评】《阿房宫赋》名句辑录： 

1.古人写文章常常借古讽今。杜牧《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借秦灭亡的教训批评唐敬宗广建宫室。 

2.通过阿房宫的兴毁提示秦王历史教训，文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

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3.不吸取经验教训让人痛惜，正如杜牧《阿房宫赋》中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

人而复哀后人也。” 

4.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两句写出秦的奢侈是建立在对

人民的掠夺之上的，并且还挥霍无度，将剥削来的钱财像泥沙一样的浪费掉。 

10．（2022 秋•沛县校级月考）按要求填空。 

（1）忽魂悸以魄动， 恍惊起而长嗟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 

（2）但见悲鸟号古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 。（李白《蜀道难》） 

（3）苏洵《六国论》“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反思

历史以讽谏当朝。杜牧《阿房宫赋》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

人也 ”两句表达了相似的写作意图。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恍惊起而长嗟     梦游天姥吟留别 

（2）雄飞雌从绕林间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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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诗文名句及相关文学常识的掌握能力。答题时要有一定的知识

积累，根据题干要求正确作答。 

【解答】故答案为： 

（1）恍惊起而长嗟     梦游天姥吟留别（重点字：嗟） 

（2）雄飞雌从绕林间（重点字：雌、从）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重点字：鉴） 

【点评】《阿房宫赋》名句辑录： 

1.古人写文章常常借古讽今。杜牧《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

者秦也，非天下也。”借秦灭亡的教训批评唐敬宗广建宫室。 

2.通过阿房宫的兴毁提示秦王历史教训，文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

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3.不吸取经验教训让人痛惜，正如杜牧《阿房宫赋》中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

人而复哀后人也。” 

4.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两句写出秦的奢侈是建立在对

人民的掠夺之上的，并且还挥霍无度，将剥削来的钱财像泥沙一样的浪费掉。 

11．（2022 秋•中山市月考）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将进酒》中诗人以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自我的诗句是“ 天生我材必有用 ， 

千金散尽还复来 ”。 

（2）《念奴娇•过洞庭》中物境与词人心境悠然相会，所以词人说“ 悠然心会 ， 妙

处难与君说 ”，此处“难说的妙处”应指物境与心境融合的美妙体验。 

（3）成都很早就有比较发达的织锦手工业。蜀汉王朝曾设锦官和建立锦官城以保护蜀锦

的生产，因此，成都又被称为“锦城”“锦官城”。这两种别称在唐宋诗词里屡见不鲜，

如“ 丞相祠堂何处寻 ， 锦官城外柏森森 ”。 

【考点】名篇名句默写． 

【答案】（1）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2）悠然心会    妙处难与君说 

（3）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分析】此题考查学生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的能力。高考时，以《考试说明》规定的篇

目为主，文体侧重于诗歌和散文，完成此类型题目，主要是靠同学们平时的积累，同时

也要注意突破关键字（生僻字，通假字，同义异形字，语气助词等），避免错别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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