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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创命题——提升了学习境界

课外文言文命题指津

原创中考文言文强化练习 ( 一～一二四 )

2008—2017 上海中考题·课外文言文部分

2016—2017 各地中考课外文言文选编（4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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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命题——提升了学习境界

本书是“语文教师命题能力培养”项目成果。

实现该项目的具体措施包括 ：讲座 + 多次研训 + 示范课 + 自己原创

命题 + 修改完善命题。讲座有 ：如何梳理考点精选题目讲座和如何命课外

文言文题 ； 研讨包括中考考点 QQ 群资料建设 ； 示范课有教学生命课外

文言文题目研讨课。 课题成果为出版《中考课外文言文满分就这么简单》 

一书。

我们想通过“从如何选题到如何讲题再到如何命题”这样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 扎实提高教师的命题能力， 让教师成为驾驭题目的主人， 进而

让学生成为驾驭题目的主人。

教师对待命题有三种境界 ：

 一是选题能力。选的题目准， 这是有经验教师和新入职教师之间最

大的区别， 选题是针对性和方向性的大问题， 它能保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二是讲题能力。其实教师之间的教学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在讲题过

程中体现出来的， 高水平的教师讲题时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教给学生

解题的智慧 ； 讲题能力不强的教师则废话很多， 有时自己也说不明白， 甚

至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劳生伤时。讲题是程序性、 操作性很强的大问题， 

是教给学生科学思考的方法和正确做事办法的途径。因此， 要求教师讲题

时必须有正确思路， 必须把思路变成操作步骤和表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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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命题能力。这是关系教师是否具有学术生命力和持续发展潜

力的大问题。会命题的教师， 可以高屋建瓴地从命题角度来研究答题， 可

以发现别人命题的错误， 讲说答案时才会游刃有余。

其实， 好学生可以当“小老师”， 也能达到这三种境界。

只是教师原创命题还不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

学会自学。命题是检测自学能力的最有效方式， 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学生

都会原创命题， 我们在八、 九两个年级学生中都尝试了一段时间， 提高成

绩效果明显， 提升钻研能力效果亦很明显。本书提供的有关文言文命题

的做法较为实在、 具体， 中考考生可以借鉴这种原创命题方式， 如果真的

能坚持原创命题， 那么搞定课外文言文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何乐而不 

为呢？

本书原创命题组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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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文言文命题指津

曾宪一

 一、 解释文言实词

命题范围必须是规定的“150 个重点文言实词”。从 2009 年开始， 150

个文言实词在课外文段中考查。  

这些常用的文言实词都是在现代汉语中仍有生命力的词， 以“一词多

义”和“古今异义词”为主。如 2004 年考到的“居”， 出自《登泰山记》的“半

山居雾若带然”， 解释为“停留”； 出自《捕蛇者说》的“自吾氏三世居是乡”， 

解释为“居住”；2010 年课外文段的“居家恒服布衣”， 也是此意 ； 出自《核

舟记》的“佛印居右”， 解释为“处于”； 2006 年课外文段考到的“居一年， 

取以为子傅”， 解释为“过了”。2011 年的“云”也是一词多义“说”的意

思 ； 2012 年的“此言甚善”中的“善”， 是基本义“好”的意思 ；2016 年的“鼠

何名老虫”中的“名”是“命名”的意思。答题时一定要做到词不离句， 结

合具体语境来释义。

命题和答题一定要结合具体语境， “组词法”是基本方法， 如 2009 年第

12 题的“具”组词为“具有”；2011 年“耕者入坏冢而得”中的“得”， 可组词

为“得到”； 2012 年的“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中的“行”， 可组词为“行动”；

2013 年的“人初不知其故”中的“故”，可组词为“缘故”。

近六年考查到的文言实词有 ：善、 行、 云、 得、 实、 为、 具、 归、 诣、 故等。

命题范围内的 150 个实词（具体见附录一）。命题重点是考生需要系统

掌握一般文言文中常见的 90 个左右实词， 如兵、 道、 顾、 好、 见、 举、 具、 

俱、 论、 名、 去、 少、 师、 食、 使、 亡、 为、 行、 形、 徐、 许、 易、 余、 远、 

止、 走、 卒、 作等， 关键是系统掌握所有意义， 如“兵”在整个初中阶段有

三个义项 ：一是兵器， 二是士兵， 三是军队。要牢记相应的例句， 在课外延

伸运用中再逐一落实。有些不常用的不是命题重点， 如鄙、 彻、 极、 竭、 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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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漫、 涉、 施、 恃、 汤、 徙、 贻、 狱、 御、 周等。

 二、 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子

在文言句子的翻译上最好采用“字字落实”的直译方法。但命题时一

定要落实两个采分点。近几年的课外文段解释句子是“四选一”的标准化

题型， 也是围绕两个采分点设计干扰项的， 既有利于考生答卷， 也有利于

电脑阅卷， 命题时要注意题干的严谨度和角度的不交叉， 答题时要学会使

用排除法。

掌握“之、 其、 以、 而、 何、 于”等 6 个虚词的常用意义和用法。

说是考的“虚词”， 实际上考的还是这几个虚词中倾向有实际意义的意

思（解释）。如“之”主要考的还是代词、 动词的义项， 代词可以代人、 事、 

物， 代人可以代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 动词解释为“到”， 助词只要涉及的

是宾语的标志“的”。“其”主要考的是代词和副词义项， 代词可以代人、 事、 

物， 副词表推测的“大概”、 表“反诘”的“难道”。“以”考查的还是“用”“把”

“因为”“凭借、 根据”等义项。“而”考的主要还是“但”“却”“然而”表转

折的义项。“于”考的主要还是“在”“从”“表比较”“表被动”等义项。“何”

主要意思是“什么”“怎么”。

2009 年以来， 虚词是结合课外文言语句翻译来考查， 考生要注意题干

中“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即答题要具体到位， 不能只答“它”， 要答出“它”

的具体指代。

 三、 篇章内容的理解
一是因果关系理解 ：旨在考查学生对文中因果关系的理解， 答题时一

定要到原文中去找答案， 注意不要多答， 更不能少答。在没有因果关系的

情况下， 可以考虑命“特征、表现”和“用意”题。

二是人物精神品质或道理、 启发的理解 ：“写作意图”主要指的是“作

者通过文章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或者“这篇文章给我们什么启示”， 命

题和答题时要先概括事件， 再通过事件提炼人物具有什么精神品质， 然后

围绕精神品质答“道理”或“启发”。

请注意“启发、 启示”和“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有时不是一回事。

中考课外文言文选文体裁主要是寓言和传记， 寓言要注意成语出处和

寓意， 传记也要注意人物性格特征、 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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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 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 太祖亟①见之， 其所

奏， 乃常事耳。上怒， 诘②其故
3

， 对曰 ：“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 举柱

斧柄撞其口， 堕两齿， 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 上骂曰 ：“汝怀齿欲讼我耶！”

对曰 ：“臣不能讼陛下， 自当有史官书之③。”上说
3

， 赐金帛慰劳之。

——《涑水记闻》

  【注】  ①亟（jí）：急忙。 ②诘 ：责问。 ③有史官书之 ：宋代有起居舍人的史官， 负

责记载皇帝的言行， 编为《起居注》。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故（　　　　）　　（2）说（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其
3

人徐俯拾齿置怀中。

3. “上怒， 诘其故”的原因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从那位大臣的言行中， 可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下列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忠心耿直  B. 敢于直谏  C. 不畏权贵  D. 外强中干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 有几个臣子称有急事求见， 

宋太祖就连忙召见了。但是召见之后， 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

宋太祖很不高兴， 问为什么。一个臣子回答说 ：“臣认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

紧急。”宋太祖更加生气了， 顺手抄起边上摆的斧子， 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

嘴， 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 把牙齿捡起来， 放在怀里。太

祖骂他说 ：“把牙齿收藏起来是想告我的状吗？”那个臣子回答说 ：“臣是不

会去状告陛下的， 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 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宋

太祖转而明白， 高兴起来， 赐那个大臣一些黄金、 丝绸安慰了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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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①， 称其才行甚美， 俟罢郡还朝， 与除监 

司②。及还
3

， 帝又语及之。执政拟奏， 将以次日上之， 晚归里第， 其人来谒。

明日， 只以名荐奏， 上默然不许
3

。察所以， 乃知已为伺察③密报矣。终真

宗朝， 其人不复进用。 真宗恶人奔竞④如此。

——《渑水燕谈录》

  【注】  ①真宗 ：即宋真宗赵恒 ； 宰臣 ：帝王的重臣， 宰相 ； 外补郎官 ：指外放到地

方上去补那里缺员的郎官。郎官， 帝王侍从官员的统称。 ②监司 ：监察州县的地方

长官。 ③伺察 ：指皇帝委派监督官员行踪的人。 ④奔竞 ：为名利而奔走钻营。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还（　　　　）　　（2）许（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终真宗朝， 其
3

人不复进用。

3.  宋真宗让一外补郎官“与除监司”的原因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从短文可见宋真宗是个怎样的人？下列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爱憎分明  B. 识才爱才  C. 疾恶如仇  D. 疑人不用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宋真宗曾经把一个外放到地方上去补缺的郎官的名字告诉宰相， 称赞

那郎官的才干和德行很好， 指示宰相等他任满回朝时升任为监司。到那郎

官任满回朝， 宋真宗又谈起了他。宰相写好了奏章， 准备第二天呈给皇上。

晚上宰相回到家里， 那郎官来拜见他。第二天， 宰相就只把那郎官的名字

荐奏给了宋真宗， 真宗却一声不吭， 表示不同意。弄清楚了真宗所以变卦

的原因， 才知道那郎官去拜见宰相的事， 已被密探侦查上报了。宋真宗在

位期间， 那郎官始终没有再被任用。宋真宗就是这样讨厌臣子为名利而奔

走钻营。



给
力
语
文 

中
考
课
外
文
言
文
满
分
就
这
么
简
单 

原
创
命
题
＋
真
题
演
练
＋
强
化
特
训

· 8 ·

三

世传陈执中①作相， 有婿求差遣， 执中曰 ：“官， 国也， 非卧房笼箧②中

物， 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③朝， 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 非宰相

器， 而仁宗注意愈坚。其后， 谏官面论其非曰 ：“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 

得非以执中尝于先朝， 乞立陛下为太子耶？且先帝止
3

二子， 而周王④已薨， 

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何足
3

贵。”仁宗曰 ：“非为是， 但执中不欺朕耳。”然

则人臣事主， 宜以不欺为先。

——《青箱杂记》

  【注】  ①陈执中 ：宋洪州（今江西南昌）人， 字昭誉， 仁宗朝为相八年， 政绩无可

称。 ②笼箧（qiè）：泛指家用物品。 ③仁宗 ：即宋仁宗赵祯。 ④周王 ：真宗之子， 

仁宗兄弟。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止（　　　　）　　（2）足（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然则人臣事主， 宜以
3

不欺为先。

3.  陈执中“不与”婿“差遣”的原因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作为官员， 陈执中身上值得肯定的品质是 。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传言陈执中做宰相的时候， 他的一个女婿想向他谋求一官职， 陈执中对

他说 ：“官职是国家的， 并不是我私有的东西， 又怎么能随随便便给你呢？”

最终竟没给女婿一官半职。因此仁宗朝时， 谏官多次上奏说陈执中不学无术， 

并不是做宰相的人才， 然而仁宗却更加器重他。后来谏官当面对仁宗说陈

执中的不是 ：“皇上之所以器重陈执中而不派人替换他， 难道是因为陈执中曾

经在先朝提议立您为太子的原因吗？然而当时先皇只有两个儿子并且周王已

经死了， 要立太子除了皇上您还能有谁呢？陈执中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仁

宗回答道 ：“我重用执中并不是为立太子之事， 只是因为陈执中从来不欺骗

我罢了。”既然这样， 那么作为臣子， 侍奉皇上， 应当把忠诚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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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祖①时， 严甘罗， 武功②人。剽劫， 为
3

吏所拘。上谓曰 ：“汝何为作贼？”

对曰 ：“饥寒交切， 所以为盗。”上曰 ：“吾为汝君， 使
3

汝穷之， 吾之罪也。”

赦之。

——《唐语林》

  【注】  ①高祖 ：即唐高祖李渊。 ②严甘罗 ：人名 ； 武功 ：地名， 今在陕西境内。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为（　　　　）　　（2）使（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上谓曰 ：“汝何
3

为作贼？”

3.  严甘罗“为盗”的原因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唐高祖对待盗贼的言行给我们的启示是 。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唐高祖时， 陕西武功有一个人叫严甘罗。他因为行窃被官府抓住了。

高祖就问他 ：“你为何要做贼呢？”严甘罗说 ：“因为饥寒交迫， 不得已才当

了盗贼。”高祖说 ：“我是你的君主， 却使你缺衣少食， 是我的罪过。”于是

赦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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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宣宗①强记默识， 宫中厕役之贱及
3

备洒扫者数十百辈， 一见
3

辄记其姓

字。或将有所指念， 必曰 ：“召某人令措②某事。”无一差误者， 宦官宫婢以

为神。 簿书刑狱卒吏姓名， 纷杂交至， 经览多所记忆。

——《唐语林》

  【注】  ①宣宗 ：即唐宣宗李忱。 ②措 ：施行、 置办。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及（　　　　）　　（2）见（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无一差误者， 宦官宫婢以
3

为神。

3.  唐宣宗“强记默识”主要表现为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本文给我们的启示正确的一项是（　　）。

  A. 用心做事才能出成效  B. 多读书多用心能博闻强记

  C. 记住人名利于让人做事  D. 关心下属是领导的职责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唐宣宗记忆力很强， 宫廷中那些职位很低、 地位卑下的仆役一类， 几

十上百人， 他一见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有时要支使人， 他必定说“召某

某让他去办某件事”。他叫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宦官宫婢都觉得

很神奇。公文簿册上刑狱卒吏这些小人物的姓名， 又多又杂， 只要是宣宗

皇帝看过的， 大多也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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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唐玄宗以韩休为门下侍郎①， 同平章事②。休为人峭直， 不干荣利。及

为
3

相， 甚允时望。上或宫中宴乐， 及后苑游猎， 小有过差， 辄谓左右曰 ：

“韩休知否？”言终， 谏疏已至。上常临
3

镜， 默默不乐。左右曰 ：“韩休为 

相， 陛 下 殊 瘦， 何 不 逐 之？”上 叹 曰 ：“吾 貌 虽 瘦， 天 下 必 肥。 吾 用 韩 

休， 为社稷耳， 非为身也。”

——《涉史随笔》

  【注】  ①门下侍郎 ：官职名， 为皇帝近侍。 ②同平章事 ：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与

中书、 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为（　　　　）　　（2）临（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为社稷耳， 非为身也。

3.  韩休“甚允时望”的原因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从文中唐玄宗的言行可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下列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心系天下  B. 知人善任  C. 拒绝纳谏  D. 开明圣听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唐玄宗任用韩休为门下侍郎， 同平章事。韩休为人严峻刚直， 不追求

名誉权势。等到担任宰相后， 所作所为很得当时民心。唐玄宗有时在宫中

宴饮欢乐或在苑中打猎游玩， 稍有差错， 就会对身边的大臣说 ：“韩休知道

不知道？”话刚说完， 韩休劝谏的文书就递上来了。唐玄宗时常对着镜子

默不作声， 闷闷不乐。身边的大臣说 ：“韩休做宰相以后， 陛下变得清瘦多

了， 为什么不罢免他呢？”唐玄宗叹息说 ：“我的容貌虽然瘦了， 但天下必

定富足了许多。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 不是为我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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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吴越钱俶①初来朝， 将归， 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 

曰 ：“无虑
3

。放去适可结其心。”及俶辞， 力陈愿奉藩②之意。太祖出御封

一匣付之， 曰 ：“到国开视， 道
3

中勿发也。”既至钱塘， 发视， 乃群臣请留

章疏。俶览之泣下曰 ：“官家独许我归， 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 遂谋 

纳土。

——《石林燕语》

  【注】  ①钱俶 ：字文德， 五代时为吴越国王 ； 宋太祖时入朝 ；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

所管十三州来献阙下 ； 思礼甚至， 累封邓王。 ②藩 ：封建时代称属国属地或分封的

土地。

1.  解释上文中加点的词语。

  （1）虑（　　　　）　　（2）道（　　　　）

2.  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注意加点词的含义。

  官家独许我归， 我何
3

可负恩？

3.  宋太祖“皆不纳”的用意是 。（用原文语句回答）

4.  从文中看， 吴越王钱俶具有的品质是 。

（命题人 ：曹美芳）

 【参考译文】

吴越王钱俶首次来朝拜宋太祖， 准备回去时， 北宋朝臣好几十人都上

疏， 请求把钱俶留下， 不要放他回去。太祖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说 ：“不

用担心。来了再放他们回去， 正好可以笼住他们的心。”等到钱俶辞行时， 

他极力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藩国送给宋廷。太祖把自己亲自封好的一个小匣

子交给钱俶， 并说 ：“等回到你的藩国以后再打开看， 路上不要拆启。”已经

到了钱塘， 钱俶打开匣子看， 原来里面装的是宋朝的群臣上奏请求扣留钱

俶的文书。钱俶看后流着眼泪说 ：“人家赵匡胤独独同意放我回来， 我又怎

能辜负他的恩德呢？”等到太祖的弟弟太宗即位， 钱俶便考虑把自己管辖

的地盘献给赵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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