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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古诗文背诵及文言文阅读

方法介绍 ( 方法理解篇)

一、古诗文背诵方法介绍
成功的学习在于讲究方法、技巧，古诗文背诵也是如此。要做到全面、反复、有计

划、有形式，并强调默写的准确性。

( 一) 有步骤地进行背诵
按照“理解—反复朗读—默写”的顺序进行。
( 1) 理解。这是背诵前的准备阶段。所谓理解，就是对要背诵的诗、词、文的内容

和形式进行分析、领悟，掌握其主题、写作手法等方面的情况，做到胸有成竹，然后才
去朗读。这样，可以为背诵作铺垫，使记忆变得牢固。分析与领悟诗、词、文的过程，
就是了解诗、词、文说了什么内容，主题如何，用了什么形式和手法来表达的过程。

( 2) 反复朗读。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反复朗读，要读出节奏，读出感
情。应先一句一句地朗读，然后整体反复朗读，直至能背出来。

( 3) 默写。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要认好字，写准字，必要时要进行抄写训练。

( 二) 注意其他一些有效的背诵方法
( 1) 归类整理。把要背诵的诗、词、文按不同类别进行归纳整理，如: 按花、草、

鱼、虫收集诗词、句子等。
( 2) 大纲、课本要求背诵的内容必须会背、会默写。
( 3) 可采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题型的形式来进行背诵、默写的训练。
①采用给上句填下句或给下句填上句的形式来背诵、默写。
例: 多歧路， ?

长风破浪会有时， 。( 李白《行路难》)
( 参考答案: 今安在? 直挂云帆济沧海。)

②按照提示语填写有关句子。
例: 陆游《游山西村》中流传最广、富有哲理的两句诗是:

， 。
( 参考答案: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③把要背诵、默写的诗、词、文内容分成几个部分来背诵默写，或整体背诵、
默写。

例 1: 默写杜甫《望岳》的首联。
? 。

( 参考答案: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例 2: 默写王安石《登飞来峰》一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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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答案: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总之，要想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古诗文背诵、默写中拿到好成绩，就要做到平时

多读多背，要讲究方法、技巧地去背诵、默写。

二、文言文阅读方法介绍
文言文阅读，无论是课内内容，还是课外文言短文，都要讲究阅读的方法、技巧。

( 一) 明白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考查内容，了解考点
( 1) 理解浅易文言文中常见文言词语的意思。
( 2) 翻译浅易文言文中的句子。
( 3) 理解浅易文言文的基本内容。
( 4) 领会浅易文言文中作者的思想感情。
( 5) 初步欣赏文言文的语言和表达技巧。

( 二) 整体阅读，理解全文
1． 读准字音，划准节奏
文言文中的字音与节奏，是指文言文的读音与停顿。读音要正确，要注意古今读音的

差异及通假字的读音。而句子的停顿，就是指文言文的断句，用“/”符号划分。文言文
的断句 ( 停顿) 是理解、翻译句子的基础，停顿正确与否，对翻译文句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言文的断句即句子的朗读节奏 ( 停顿) 可按意义或音节来划分，以意义划分为依据。
文言文的断句分为句内朗读节奏 ( 停顿) 及句与句之间朗读节奏 ( 停顿) 两种类型。

一是句内朗读节奏 ( 停顿) 的划分。
( 1) 主谓之间停顿。
例: 余 /闻之也久。( 《伤仲永》)
( 2) 动宾之间停顿。
例: 率 /妻子邑人 /来此绝境。( 《桃花源记》)
( 3) 发语词后、关联词前要停顿。
例 1: 夫 /环而攻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例 2: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岳阳楼记》)
( 4) 古今异义词之间停顿。
例: 可 /以为师矣。( 《〈论语〉十二章》)
( 5) 修饰成分与中心词之间要停顿。
例: 发 /闾左 /谪戍渔阳 /九百人屯大泽乡。( 《陈涉世家》)
二是句与句之间朗读节奏 ( 停顿) 的划分方法 ( 即在需要加标点符号的地方划出

停顿的方法) 。
( 1) 按语法要求停顿。
①在含主、谓、宾的句子后停顿。
例: 晋陶渊明独爱菊 /自李唐来…… ( 《爱莲说》)
②在含主、谓的句子后停顿。
例: 怀民亦未寝 /相与步于中庭。( 《记承天寺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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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含谓、宾的句子后停顿。
例: 隔篁竹 /闻水声…… ( 《小石潭记》)
④在单独的状语后停顿。
例: 庆历四年春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岳阳楼记》)
( 2) 在发语词之前停顿。
例: 不见曦月 /至于

獉獉
夏水襄陵…… ( 《三峡》)

( 3) 在句子结尾的语气助词如“也”“耶”“哉”等后面停顿。
例 1: 弗敢加也

獉
/必以信。( 《曹刿论战》)

例 2: 何哉
獉

/不以物喜…… ( 《岳阳楼记》)
( 4) 在“曰”字及作宾语的“之”字后面停顿。
例 1: 其妻曰

獉
/君美甚…… ( 《邹忌讽齐王纳谏》)

例 2: 渔人甚异之
獉

/复前行…… ( 《桃花源记》)
总之，在句与句之间断句时，可在应该加点号 ( 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

问号、叹号，共七种) 的地方停顿，而在只应该加标号 ( 引号、括号、破折号、书名
号等) 的地方不停顿。

2． 了解通假、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文言句式、固定句式及常用虚词，
解准词语

( 1) 通假。通假就是两个字通用，或这个字借用那个字的意思。通假字不能用假
借的这个字的意义去理解和读音，而要按被代替的那个正字的含义去理解、去读音。

例: 才美不外见
獉
。( 《马说》)

“见”通“现”，应读 “ixàn”，是 “表现”的意思。其中的 “见”是假借的字，
“现”是被代替的字。

( 2) 一词多义。一词多义是指一个词有多种解释、多种意义。这在古代汉语里是
非常普遍的现象。但不管词有多少个意义，在一个句子里某个词的具体含义只能有一项
确定的意义。确定一个词的意义的方法是: 联系上下文，认真分析，找出正确答案。

例: 不足为外人道
獉
也。 道: 说。( 《桃花源记》)

策之不以其道
獉
。 道: 方法。( 《马说》)

以咨诹善道
獉
。 道: 道理、规律。( 《出师表》)

( 3) 古今异义。古今异义是指词的古今意义不同或有很大差别。这是由于语言的
变迁造成的。这些词原先的意思便是古义，现在变化了的意思就是今义。

①词义扩大。
例: 古代“江”“河”分别专指长江、黄河，现指所有的江河。由专有名称变为通

用名称。
②词义缩小。
例 1: “臭”，在古代表示气味，现只表示难闻的气味。
例 2: “谷”，在古代泛指谷类的总称，现专指稻谷。
③词义转移。指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由表示某个意义或事物变为表示另一个意义

或事物。
例: 临表涕

獉
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

“涕”，古代指眼泪，今指鼻涕。

第一部分 古诗文背诵及文言文阅读方法介绍 ( 方法理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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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
例: 先帝不以臣卑鄙

獉獉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出师表》)

“卑鄙”，古义是出身低微、见识浅陋的意思，今义是指品质恶劣。由表谦虚的中
性词变为贬义词。

( 4) 词类活用。在古文语境里，有些实词失去了原来所属词类的意义和功能，而
临时充当另一类词，这种现象就是词类活用。

①名词活用为动词。
例: 一狼洞

獉
其中。( 《狼》)

“洞”解释为“打洞”。
②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例: 固

獉
国不以山溪之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固”解释为“巩固”。
③动词活用为名词。
例: 前人之述

獉
备矣。( 《岳阳楼记》)

“述”本是动词，现解释为“记述的文字”。
④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例: 此皆良实

獉獉
。( 《出师表》)

“良实”解释为“善良诚实的人”。
⑤名词作状语。
例: 山

獉
行六七里。( 《醉翁亭记》)

“山”解释为“沿着山路”。
⑥动词作状语。
例: 行

獉
收兵。( 《陈涉世家》)

“行”是“收”的状语，意思是“在行军途中”。
( 5) 文言句式。
①判断句。
肯定判断句有五种形式:
a． 用语气助词来表达，如，“……，……者也”或 “……者，……也”。
例 1: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獉獉
。( 《爱莲说》)

例 2: 吴广者
獉
，阳夏人也

獉
。( 《陈涉世家》)

b． 用副词“乃”“即”“皆”“必”“诚”“则”等来表达。
例: 此则

獉
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

c． 用动词“为”帮助判断。
例: 中峨冠而多髯者为

獉
东坡。( 《核舟记》)

d． 用判断词“是”来表达。
例: 问今是

獉
何世。( 《桃花源记》)

e． 直接把主语和谓语连在一起。
例: 臣本布衣。( 《出师表》)
否定判断句的形式: 句中用否定词，如: “无”“未”“莫”“弗”等。
例: 神弗

獉
福也。( 《曹刿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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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被动句。
借助下列句式可以帮助判断被动句:
a． 借助于虚词，如“于”“为”“为……所……”“被”“见”等表示被动。
例: 为

獉
乡里所

獉
患。( 《周处》)

b． 不借助于虚词，由动词本身表示出意念上的被动。
例 1: 宠辱偕忘。( 《岳阳楼记》) ( 宠辱都被忘记了，“宠辱”变成受动者。)
例 2: 帝感其诚。( 《愚公移山》) ( 帝被其诚恳所感动。)
③倒装句。
a． 主谓倒装。谓语位于主语的前面，突出谓语，加强语气。
例: 甚矣! 汝之不惠。( 《愚公移山》)
“甚”是主语“汝之不惠”的前置谓语。
b． 宾语前置。宾语位于动词或介词前面。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宾语是代词时，

常常前置。
例 1: 何以战? ( 《曹刿论战》)
介词的宾语前置了，即“以何”，相当于“凭什么条件”。
例 2: 何陋之有? ( 《陋室铭》)
动词的宾语“何陋”放在了动词“有”的前面。“何陋之有”就是 “有何陋” ( 有

什么简陋的) ，“之”是宾语前置的标志。
c． 状语后置。指状语 ( 特别是由 “于”构成的介宾短语) 放在了动词谓语的后

面，对动词谓语起修饰限制作用。
例: 战于长勺。( 《曹刿论战》)
句中的“于长勺”是介宾短语，放在了动词后充当补语。
d． 定语后置。就是把定语放在它的中心词后面。
例: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岳阳楼记》)
句中的“远”放在了中心词“江湖”的后面，充当后置定语。
④省略句。
为了表达的简洁，在不影响语意表达的前提下，省略了句子中的一个或几个成分的

句子，称为省略句。省略句主要有省略主语、省略谓语、省略宾语、省略介词等。
a． 省略主语。
例: ( 村民) 见渔人，乃大惊; ( 渔人) 具答之。( 《桃花源记》)
b． 省略谓语。
例: 一鼓作气，再 ( 鼓) 而衰，三 ( 鼓) 而竭。( 《曹刿论战》)
小括号内的“鼓”字是承前省略了的谓语。
c． 省略宾语。(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省略动词后的宾语; 另一种是省略介词后的

宾语。)
例 1: 投 ( 之) 以骨。( 《狼》)
省略了动词后的宾语。
例 2: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 ( 之) 分人。( 《曹刿论战》)
省略了介词后的宾语。
d． 省略介词。

第一部分 古诗文背诵及文言文阅读方法介绍 ( 方法理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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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诸郡县苦 ( 于) 秦吏者，皆刑其长吏。( 《陈涉世家》)
( 6) 固定句式。固定句式是指文言文表达中的一种习惯用法。它的特点是: 格式

固定、意义固定。
下面介绍几种固定句式:
①何……之有 ( 翻译为“有什么……”)
例: 何陋之有? ( 《陋室铭》)
②如……何 ( 翻译为“把……怎么样”)
例: 如太行王屋何? ( 《愚公移山》)
③不亦……乎 ( 翻译为“不也……吗”)
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论语〉十二章》)
④得无……乎 ( 翻译为“能够没有……吗”“能不……吗”)
例: 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 《岳阳楼记》)
⑤何有于…… ( 翻译为“对于……来说，又有……呢”，表示反问)
例: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 《〈论语〉十二章》)
⑥然则…… ( 翻译为“这样，那么……”)
例: 然则何时而乐耶? ( 《岳阳楼记》)
⑦如何 ( 何如) 、奈何、若何 ( 翻译为“怎么样”“怎么”“怎么办”)
例: 吾欲之南海，何如? ( 《为学》)
⑧安……耶 ( 翻译为“怎能……呢”)
例: 安能不学耶?
⑨若夫…… ( 翻译为“像那……”)
例: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 《醉翁亭记》)
⑩有所…… ［翻译为“有……的 ( 人、事、物) ”］
例: 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出师表》)
瑏瑡无所…… ［翻译为“没有……的 ( 人、事、物) ”］
例: 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口技》)
瑏瑢所以 ( 翻译为“用来……的”“……的原因”“……的方法”)
例: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出师表》)
瑏瑣无以、无从 ( 翻译为“没有用来……”)
例 1: 河曲智叟亡以应。( 《愚公移山》) ( 其中的“亡以”就是“无以”。)
例 2: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送东阳马生序》)
瑏瑤是故、是以 ( 翻译为“因此”“所以”)
例: 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扁鹊见蔡桓公》)
瑏瑥岂……乎 ( 哉) ( 翻译为“难道……吗”)
例: 岂有此理乎?
( 7) 常见虚词。虚词是指本身没有实在意义，一般不能独立成句，但起帮助造句

作用的词。分为代词、介词、助词、叹词、副词、连词等。
要确定词性，就得掌握每个虚词的用法规律。要弄清虚词在句中的结构作用。
例: “之”，若作主语、谓语、宾语，则是代词或动词; 若在主语、谓语之间，则

是助词，起连接作用，可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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