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本书是根据最新的课程改革精神，按照新课标要求编写的一本供学生自读、供教师教学参
考的辅导读物，是在调查大量同类书籍的基础上编出的一本特色显著的初中古诗文读本。

本书走出了传统教辅资料单纯为“教”而编的误区，它以人为本，立足于“学”，引导学生对古
诗文自主阅读，进行研究性、创造性的学习。它既辅导学生切实地理解古诗文的语言现象、语言
规律，又重视在古诗文的自学过程中感受古诗文语言的美和人文精神的美，受到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熏陶，为张扬学生的个性、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特色是通过四步阅读来体现的。

一是“导读”。它从课文整体出发，在四个方面做详解：①作家作品；②背景材料；③学习重
点；④学习难点。这样，就为学生的自读提供了资料，指明了方向。

二是“解读”。除了一般书籍所作的文言文对照翻译外，我们还对文言词语和语法现象作了
精当的解释和讲析，有些地方还将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简述，以引导学生全面理解课文。

三是“品读”。它着重从古诗文作品的审美、人文精神的体验等方面作详解，以引导学生欣
赏、品味古诗文，培养学生的古诗文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古诗文素养。

四是“练读”。其中的“知识整合”对课文中的古汉语基础知识进行归类导学；“能力达标”精
选了贴切的习题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强化训练；“中考链接”推介了近年来各省市出自该课文中的
优秀中考试题，引导学生精练，以掌握课文精要。

可以这样认为，本书既是配合教材教学、自学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也是古诗文教学的重
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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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黔之驴

柳宗元

? 作家作品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县解州镇）人，唐代文学家。王叔文执政

时，他任礼部员外郎，与刘禹锡等人协助王叔文革新政治，即“永贞革新”。改革失败后，他被贬

为永州司马。本文是一篇寓言，选自《柳河东集》。柳宗元和韩愈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世称“韩柳”。他在文学上以散文成就最高，其中的山水游记更为著名。

? 背景材料

１．柳宗元被贬到永州，这是他一生中生活道路的重大转折。由于他长期被政敌们当做“下

石”的主要对象，因此，他对政客们的罪恶、社会的病态有较清晰的了解。于是，他采用寓言的形

式，对此进行揭露和讽刺。在永州司马任内（８０５—８１５），他根据民间传说写了《三戒》（包括《临

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批判和嘲讽的锋芒直指那些为非作歹的藩镇、宦官、贵族官僚

及其爪牙。

２．《黔之驴》描写了貌似强大实则毫无本事的驴子被一只小老虎吃掉的故事，讽刺了当时统

治集团中那些位高爵显赫、仗势欺人而又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上层人物。今天，我们从老虎吃

掉驴子的角度，可以将寓意理解为：世间不少庞然大物其实是十分虚弱、不堪一击的，只要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 学习重点

１．学习本文详略得当地叙述故事、生动传神地刻画人物的写法。　２．领悟故事的寓意。　

３．把握“庞然大物”“黔驴技穷”等成语。

? 学习难点

１．发挥联想，多角度领悟寓意。　２．正面表现老虎心理状态的变化，侧面表现驴子外强中

干的写法。

黔　　　　　无 驴，有　好　 事 者 船载　以 入 。
黔（贵州）这个地方没有驴，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载运（驴）进入黔。

至 则无可　 用　，　　 放之山 下。
运到后没有什么用处，便把驴放到山脚下。

黔（ｑｉáｎ）：当时指今四川、贵州

的部分地区。好（ｈàｏ）事者：［ 喜

下笔点题，让主角

驴子登场。交代驴子

的来历，为故事的展开

创设背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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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多事的人。船载以入：用船载运（驴）进黔。船，名词用作状语，用船的意思。以，这里相

当于“而”，连接“船载”和“入”。“船载”修饰“入”。则：表转折的连词，却。可：可以，能够 ］。
虎 见　之 ，　　　　 庞然大物也，以 为 神，
老虎见了驴子，发现它是个巨大的动物，把它当做神，

庞（ｐáｎｇ）然：巨

大的样子。［ 以为

神：把它当成了神奇的东西。“以”后省略

了“之”，它。为，当做。神，神奇的东西 ］。
蔽　　 林 间 　　 窥 之 。
躲藏在树林中间偷偷地观察它。老

　稍 　出　　 近之，慭慭　 然，莫相知　　 　　。
虎渐渐走出树林，靠近驴，小心谨慎的，不了解驴是什么东西。

蔽（ｂì）：

隐蔽［ ，

躲藏。窥（ｋｕī）：偷看。稍：渐渐。近：形容词用作动词，这里是接近的意思。慭慭（ｙìｎ）然：小

心谨慎的样子。然，形容词词尾。莫相知：不了解对方（是什么东西）。莫，不。相，这里表

示动作偏指一方，即一方（虎）对另

一方（驴），不是双方互相的意思 ］。
第一部分：故事的开端和发展，写驴子的来历和老虎见到

它之后敬而畏之的心态。

他　　 日，驴　 一鸣，虎　大　骇 ，远　 遁　，以为
其后的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非常害怕，远远地逃走，认为

　且 噬己也，甚 恐 。
驴将要咬自己，非常恐惧。

大骇（ｈàｉ）：非常害怕。远遁（ｄùｎ）：远远地逃走。以为：

认为。且：将，就要。噬（ｓｈì）：咬。甚：表程度的副词［ ，

非常，

十分 ］。
然　往 来　 视 之，觉　　 无　 　异　能者。
然而来来往往地观察驴，觉得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异能：特殊

的本领［ ］。
益　习　 其　 声，又近出 前　后 ，　　　 终不敢　 搏　。
渐渐习惯了它的叫声，又靠近它前前后后，但老虎始终不敢与它搏斗。

稍　　　近　　　益 狎 ，荡　 倚　冲　冒　　，驴 不
渐渐老虎靠近它，态度更加随便，摇晃、倚偎、冲击、顶撞（驴），驴忍不住

胜怒，　蹄　　之。
怒气，用蹄子踢老虎。

益：渐渐，更。狎（ｘｉá）：态度亲近而不庄重。荡倚冲冒：摇晃

依偎，冲击顶撞。胜：禁得住。蹄：这里是用蹄子踢的意思［ ］。
　虎因　 喜，计之曰：“　 技　止　 此　 耳！”
老虎因而大喜，心　想：“驴的本事只不过如此罢了！”

因：于是。计之：

考虑这件事。［ 技

止此耳：本领不过这样罢了。技，本

领。止，只，不过。耳，语气词，罢了 ］。
因　跳踉 大，断 其　喉 ，尽
于是跳起来大吼，咬断驴的喉咙，吃光

其 肉，乃去 。
驴的肉，才离开。

跳踉（ｌｉáｎｇ）：跳跃。（ｈǎｎ）：（虎）怒吼。尽：

形容词用作动词，吃完。乃：才。去：离开［ ］。

第二部分：故事的高潮和结局，写老虎逐渐认识了驴子，

看出它没有什么本事，最终把它吃了。

一个“见”字引出
“虎”来，从虎的角度写

驴：“庞然大物”“以为

神”。这是虎得到的初

步印象。

一个“窥”字，一个
“稍”字，写虎的机敏，

进一步窥探与了解，但

仍“莫相知”。

“大骇”“远遁”“甚

恐”逼真地 写 出 了 对
“莫相知”的驴鸣，虎的

反应。

“往 来 视 之”“稍

近”“益狎”“荡倚冲冒”

用语准确，逻辑严密。

写“虎”逐渐深入观察，

认识了“驴”外强中干、

虚弱无能的本质特征。

“喜”“计”“曰”三

字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地刻画了虎识破驴的

真相后高兴的神态。

２



? 知识整合
一、通假字

技止
獉
此耳　　　　　　　　“止（ｚｈǐ）”通“只”，只，不过。

　　　　　　　　　　　　　　　　　　　　　　　　　二、古今异义

１．稍
獉
出近之 古义：渐渐。 今义：稍微。

２．因
獉
跳踉大 古义：于是。 今义：因为。

３．尽其肉，乃去
獉

古义：离开。 今义：到……的地方。

三、词类活用

１．有好事者船
獉
载以入（名词作状语，用船 ）

２．驴不胜怒，蹄
獉
之（名词作动词，用蹄子踢 ）

３．稍近
獉
益狎（形容词作动词，接近 ）

４．尽
獉
其肉（形容词作动词，吃尽、吃完 ）

四、一词多义

有好
獉
事者船载以入（喜欢 ）

秦氏有好
獉
女（美丽，漂亮

烅
烄

烆 ）
　　　　　　　　　

慭慭然
獉
（……的样子 ）

然
獉
往来视之（然而，但

烅
烄

烆 ）

庞然大物也，以为
獉獉

神（把……当做 ）

以为
獉獉

且噬己也（认为
烅
烄

烆 ）

觉无异能
獉
者（本领 ）

安能
獉
辨我是雄雌（能够

烅
烄

烆 ）

觉无异
獉
能者（特殊 ）

父异
獉
焉（感到惊异

烅
烄

烆 ）

益习
獉
其声（熟悉，习惯 ）

学而时习
獉
之（温习，复习

烅
烄

烆 ）

五、文言虚词

黔之
獉
驴（结构助词，的 ）

虎见之
獉
（代词，它，指驴 ）

虎因喜，计之
獉
曰（代词，这件事

烅

烄

烆 ）

六、成语积累

１．庞然大物：指高大笨重的东西。现在用来形容表面上很强大但实际上很虚弱的事物。

２．黔驴技穷：比喻有限的一点技能也已经用完了。

３．黔驴之技：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

七、特殊句式

１．判断句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也”表判断 ）

２．倒装句

莫相知（宾语前置，即“莫知相”）

３



３．省略句

（１）觉无异能者［省略宾语，即“觉（之）无异能者”］

（２）放之山下［省略介词，即“放之（于）山下”］

? 能力达标
一、阅读《黔之驴》，按要求作答。

１．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Ｄ ）

Ａ．蔽
獉
林间窥之（隐蔽，躲藏） Ｂ．虎大骇

獉獉
，远遁（非常害怕）

Ｃ．益习
獉
其声（熟悉，习惯） Ｄ．稍

獉
近益狎（稍微）

２．下列句子中加点的“之”与“稍出近之”中的“之”意思和用法不相同的一项是 （Ｃ ）

Ａ．蔽林间窥之
獉

Ｂ．然往来视之
獉

Ｃ．余闻之
獉
已久 Ｄ．虎见之

獉
，庞然大物也

３．对文章的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Ｂ ）

Ａ．文章第一段主要写驴虎较量之前虎见到驴后的心理

Ｂ．文章第二段采用比喻手法写驴虎较量的经过及过程

Ｃ．文中的驴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虎知己知彼、做事谨慎

Ｄ．文章刻画形象细腻生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４．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文言语句的大意。

（１）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

译文：　老虎看见了驴，发现它是个巨大的动物，把它当作神，躲藏在树林中间偷偷地观

察它。　
（２）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

译文：　然而来来往往地观察驴，觉得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５．请用一个成语概括这篇寓言的内容，并谈谈你从虎身上得到的启示。

成语：　黔驴技穷（或黔驴之技）　

启示：　示例：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它。

? 中考链接
二、（宁德市）阅读甲、乙两文，按要求作答。

【甲】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

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

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

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乙】明万历年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辄被啖食。适

４



异国来贡狮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阖①其扉，潜窥之。猫蹲良久，鼠逡巡②自穴中出，见

猫，怒奔欲食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跃下。如此往复，不啻百次。众咸谓猫怯，以为无

能为者也。既而鼠跳掷渐迟，硕腹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顶毛，口齕首领，辗转

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见鼠首已嚼碎矣。然后知猫向之避，非怯也，待其

惰也。

【注释】①阖：关闭。②逡巡：因顾忌而行动迟缓的样子。

１．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

（１）虎大骇，远遁
獉
（逃跑 ） （２）驴不胜怒，蹄

獉
之（用蹄子踢 ）

（３）适
獉
异国来贡狮猫（恰好，恰巧 ） （４）启

獉
扉急视（打开 ）

２．翻译下面的句子。

（１）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译文：　有一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载运（驴）进黔。　

（２）然后知猫向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

译文：　这样以后，才明白猫躲避老鼠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等待老鼠疲惫。　

３．填空。

（１）【甲】文中的老虎对驴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　以为神　”到“觉无异能者”，

最后认为“　技止此耳　”。【乙】文中的“　大与猫等　，　为害甚剧　”这句话说明鼠害

之重。（用文段中的原句填空）

（２）【甲】【乙】两文都写了动物斗争的过程，但描写的方法不尽相同：【甲】文侧重对虎的

　心理　描写；【乙】文侧重对猫的　动作　描写。

４．从驴或猫的身上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答：　（１）从驴身上我得到了：示例一：生活中，我们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的弱点；示例二：

人有真才实学，才不至于使自己陷入困境。（２）从猫身上我得到了：示例一：知己知彼，百

战百胜；示例二：面对强敌，我们应该讲究策略，智取对手。　

５



陋室铭

刘禹锡

? 作家作品

１．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３），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代诗人。　２．本文是一篇“铭”，选

自《全唐文》。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

? 背景材料

１．刘禹锡在政治上失意，多次被贬，但他仍然锐意进取、刚直不阿、高洁傲岸。他的《陋室

铭》描述了自己居室的幽雅环境和生活状态，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的情趣和高洁傲岸的节操。

? 学习重点

１．学习托物言志的写作方法。　２．认识课文中的骈句，体会其表意功能。　３．了解作者不

慕荣华富贵、重视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

? 学习难点

１．对“陋室”不“陋”的理解。　２．文中衬托、类比手法的运用及其作用。　３．反向文意的

写法。

山不在　 高，有仙　　　则　　　名。水不在　 深，有龙
山不一定要高，有仙人（居住）就能天下闻名。水不一定要深，有龙

　　　则　　 灵。 斯　　是 陋　室 ，惟　 　吾
（居住）就能显示灵异。这（虽）是简陋的屋子，好在主人我有美好的

德馨　　　　　　　。
德行（就不觉得简陋了）。

有仙则名：有了仙人就出名了。古代传说，仙人多住在山上。

名，名词用作动词，著名，出名。有龙则灵：有了龙就灵异了［ 。

龙，传说中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奇动物。灵，灵异。斯：这。是：在古汉语中，一般作代词，

此处同现代汉语的用法，作判断动词。陋室：陈设简单而窄小的屋子。惟：只。吾：我，这里

指陋室主人。馨（ｘīｎ）：散布得很

远的香气。这里指（品德）高尚 ］。
第一层：揭示主旨，说明屋子虽陋，但因主人“德馨”而不

显得陋了。

苔痕　　 上阶绿 ，草色入帘　　　 青。
苔藓给阶前铺上绿毯，芳草把帘内映得碧青。

苔（ｔáｉ）：苔藓，生长［在阴湿地方的一种

起首四句用诗歌
手法，以山水兴“室”，
以山不高与水不深兴
“陋”，以仙有名、龙有
灵兴己之“德馨”。

“惟吾德馨”四字，
是全文的主旨，是作者
立意之所在。

“苔痕”两句，是写
陋室中的佳景。一“绿”
一“青”，目之所见，把陋
室映衬得格外别致、幽
雅，可见景不陋。

“谈笑”两句，是写
陋室 中 的 良 友，实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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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花小植物。上阶：蔓延到

台阶上面。帘：门帘，窗帘 ］。
谈笑　有鸿　 儒 ，往来无　白 　丁。
谈笑的是渊博的学者，往来没有粗俗的人。

鸿儒（ｒú）：大儒，学识渊博的人。鸿，大。白丁：

没有官职的人，平民。这里指没有学问的人［ ］。 可以调　 素　 琴，阅　金
可以弹奏朴素的古琴，阅读珍

　　 经。
贵的佛经。

调素琴：弹琴。调，弹奏。素，

不加装饰的。金经：指佛经［ ］。 无　　　　丝竹之 　乱 耳，
没有（嘈杂的）管弦之声扰乱两耳，

无 案牍之　 劳 形　。
没有官府的公文劳累身心。

丝竹：琴瑟、箫管等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乱：形

容词用作使动词，使……乱。案牍（ｄú）：官府的公文［ 。

劳形：使身体劳累。劳，形容词用作使

动词，使……劳累。形，形体，身体 ］。

第二层：从“陋室”环境之雅、交往之雅和情趣之雅三个方

面，揭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

　　南阳诸葛　　庐，西蜀 子云　亭　。孔子云：　何
如同南阳诸葛亮的茅庐，西蜀扬子云的亭子。孔子说：“有什么

　陋之有？
简陋的呢？”

南阳：地名，在今湖北襄阳。诸葛：指诸葛亮。他隐居南阳时，住的是草庐。

庐，简陋的小屋子。西蜀：地名，今四川一带。子云：即扬雄（一作杨雄，［ 公

元前５３—公元１８），西汉著名文学家。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子云是他的字。何陋之

有：有什么简陋呢？语出《论语·子罕》：“君子居子，何陋之有？”本文只用“何陋之有”，兼含有

“君子居之”

的意思 ］。

第三层：援引古事，证明“陋室”不“陋”，总结全文。

“有鸿儒”，虚写“无白
丁”，对比构句，虚实相
生，可见人不陋。

“可以”四句是写
陋室中的雅趣，一“调”
一“阅”，从正面写陋室
中调琴阅经之高雅；“无
……无……”从反面衬
托室中的雅趣。可见事
不陋。

“南阳”两句，作者
以古代最著名的陋室
作比，自慰自勉。这一
对仗句与开篇的比兴
句遥相呼应，文章结构
严谨。

“何陋之有”，借用
和巧用圣人之诘问语
收束 全 文，同 上 文 的
“德馨”相呼应，有力地
突出了文章的中心。

? 知识整合
　　　　　　　　　　　　　　　　　　　　　　　　　　　　　　一、古今异义词

１．山不在
獉
高 古义：在乎。 今义：表示某物在某地。

２．惟吾德馨
獉

古义：香气，这里指品德高尚。 今义：芳香。

３．可以调
獉
素琴 古义：弹奏。 今义：调动、调整等。

４．无丝竹
獉獉

之乱耳 古义：琴瑟、箫管等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 今义：管弦乐器。

５．无案牍之劳形
獉

古义：形体，身体。 今义：形状等。

二、词类活用

１．有仙则名
獉
（名词作动词，有名，出名 ）

２．苔痕上
獉
阶绿
獉
（名词作动词，漫上；形容词作动词，变绿 ）

３．草色入帘青
獉
（名词作状语，使……变青 ）

４．有龙则灵
獉
（形容词作动词，变得灵异 ）

５．无丝竹之乱
獉
耳（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扰乱 ）

６．无案牍之劳
獉
形（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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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词多义

有仙则名
獉
（出名 ）

并自为其名
獉
（命名 ）

卷卷有爷名
獉
（名字

烅

烄

烆 ）
　　　　　　　　　　　　

苔痕上
獉
阶绿（漫上，长上 ）

飞来山上
獉
千寻塔（顶上 ）

夫婿居上
獉
头（前列

烅

烄

烆 ）

往来
獉獉

无白丁（交往的人 ）

然往来
獉獉

视之（走过来，走过去烅
烄

烆 ）
无丝竹之乱耳

獉
（耳朵 ）

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獉
（啊烅

烄

烆 ）

四、文言虚词

无丝竹之
獉
乱耳（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 ）

何陋之
獉
有（结构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不译 ）

送杜少府之
獉
任蜀州（动词，到、往

烅

烄

烆 ）

可以
獉
调素琴（连词，表目的，用来 ）

有好事者船载以
獉
入（连词，“而”烅

烄

烆 ）

五、成语积累

１．案牍劳形：因文书劳累身体。形容公事繁忙。

六、特殊句式

１．判断句

斯是陋室（“是”表判断 ）

２．倒装句

何陋之有（宾语前置，即“有何陋”）

? 能力达标
一、默写填空。

１．《陋室铭》中表现陋室主人交往之雅的句子是：　谈笑有鸿儒　，　往来无白丁　。

２．《陋室铭》中与“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的意思相近的句子是：　水不在深　，

　有龙则灵　。

３．《陋室铭》中作者把自己与古代贤士相比，表现了他的高尚情趣的句子是：　南阳诸葛庐　

　　　，　西蜀子云亭　　　　。

二、阅读《陋室铭》，按要求作答。

１．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Ｄ ）

Ａ．谈笑有鸿儒
獉獉

（大儒，学问渊博的人） Ｂ．可以调素
獉
琴（不加修饰的）

Ｃ．无案牍之劳形
獉
（形体，身体） Ｄ．惟吾德馨

獉
（香气）

２．下列句子中加点的“之”与“无丝竹之乱耳”中的“之”意思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Ａ ）

Ａ．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Ｂ．渔人甚异之

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Ｄ．马之千里者

３．下列对文章的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Ｄ ）

Ａ．“陋室”值得铭颂，是因为身居“陋室”的主人品德高尚

Ｂ．“苔痕”两句写陋室的环境清幽、雅致，反映了室主人淡泊名利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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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调素琴”两句与“无丝竹之乱耳”两句虚实结合，表现了室主人高雅脱俗的情致

Ｄ．作者以“诸葛庐”“子云亭”与“陋室”对比，说明他们的住所没有自己的简陋

４．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文言语句的大意。

（１）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译文：　苔痕给阶前铺上绿毯，芳草把帘内映得碧青。　
（２）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译文：　没有（嘈杂的）管弦之声扰乱两耳，没有官府的公文劳累身心。　
５．结合文章的内容，说说作者在文中极力形容“陋室不陋”的目的。

答：　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 中考链接
三、默写填空。

（芜湖市）《陋室铭》中概括全文主旨的句子是：“　斯是陋室　，　惟吾德馨　”。

四、（岳阳市）阅读《陋室铭》，按要求作答。

１．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１）有仙则名
獉
（有名或“出名”“著名”） （２）斯

獉
是陋室（这 ）

（３）可以调
獉
素琴（调弄，这里指弹（琴）） （４）无案牍之劳

獉
形（使……劳累 ）

２．下面的句子在朗读时，停顿正确的一项是 （Ｄ ）

Ａ．臣不胜受恩／感激　　 Ｂ．今齐地方／千里 Ｃ．朔气传／金柝　　 Ｄ．水／不在深

３．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孔子云：何陋之有？

译文：　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４．结合全文思考，文章写“诸葛庐、子云亭”有什么作用？

答：　示例：作者采用类比的手法，以历史上两个知名人物的名室和自己的陋室作比，说明

陋室不陋的原因是主人品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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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

周敦颐

? 作家作品
１．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人，北宋哲学家。周敦颐是宋朝理学的

开山祖师，宋代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都是他的弟子。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２．本文是一篇“说”，选自《周元公集》。　３．“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既可以说明事物，也可以发

表议论和抒发感情，目的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本文实际上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

? 背景材料
周敦颐深爱莲花之洁美无瑕，对比官场之污浊混沌，写下了《爱莲说》一文，以抒己志。作者

以精练的笔触，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莲花无比洁美的形象，歌颂了坚贞不渝、洁身自好的君子品

格，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鄙视功名利禄的志趣，讽刺了庸劣的世态，给人以强烈的

感染。

? 学习重点
１．认识象征和衬托手法，体会其作用。　２．理解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美好情操。　３．学习记

叙、描写、抒情、议论有机结合，凸现主旨的写法。　４．流利地背诵和准确地默写全文。

? 学习难点
１．对描写莲花的几个句子的寓意的理解。　２．对正衬和反衬的理解。

水　 陆　　　 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
水上、陆地上各种草木的花，可爱的很多。

草木之花：草本和木本

植物的花。蕃（ｆáｎ）：多［ ］。
晋　 陶渊明 独 爱菊 。自 李唐 来，世　　人 甚爱 牡丹。
晋朝的陶渊明唯独喜欢菊花。自从唐朝以来，世上的人们很喜欢牡丹。
陶渊明：（约３６５—４２７）东晋著名诗人。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非常

喜爱菊花，在好些诗中写到菊花。独：仅，只。李唐：指唐朝。唐朝皇帝姓李，所以称为“李唐［ ］”。
予独　爱 莲之　出淤　 　泥　　　 而不　染，濯清涟
我唯独喜爱莲花，莲从淤积的污泥里长出来却不沾染，在清水里洗

　　而不　 妖。
涤过，却不显得妖媚。

予：第一人称代词，我。淤（ｙū）泥：河沟或池塘里积存的污泥。

濯（ｚｈｕó）：洗涤。清涟（ｌｉáｎ）：水清而有微波的样子，［ 这里是指

清水。妖：美

丽而不庄重 ］。 　　　
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　　　 ，

（它的茎）内空外直，不牵牵连连的，也不枝枝节节的，

从泛论入手，用“可

爱者甚蕃”振起全篇。

从泛论到具体叙说，

从历史转到现实，两句陪

笔，以衬下文。

写莲花的生态特

征、生长的环境、美丽

的外形和芬芳的气质。

“不染”“不妖”“不蔓不

枝”“不可亵玩”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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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远　益　清 ，亭亭　净植　　 ，可　远 观　而不可
香气远播，越发清芬，洁净地挺立在水上，可以远处观赏却不能贴近

亵玩焉。
去玩弄呢。

中通：茎梗里面贯通。外直：茎梗外面笔直。不蔓（ｍàｎ）不枝：不牵牵连连，

不枝枝节节。蔓、枝，都是名词用作动词，长蔓、长枝。亭亭净植：［ 洁净地挺立

在水上。亭亭，挺立的样子。植，竖立。亵（ｘｉè）玩：

玩弄。亵，亲近而不庄重。焉：这里相当于“呢 ］”。

第一部分：提出自己喜爱莲花，并通过对莲的描写说明了
喜爱的原因。

予谓 菊， 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 之富贵者也；莲，
我认为菊，是花中的隐士 ；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 ；莲是

花 之君子者也。
花中的君子　　 。

谓：认为。隐逸：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封建社会里，有的文人

不愿意跟统治者同流合污，而退隐山林乡村，以洁身自好［ 。

菊花开放于深秋，不与百花争艳，故被称为隐士。……者也：是古汉语中的判断句式之一。

牡丹：一种开得十分浓艳娇媚的花，具有富贵气派，故云“富贵者”。君子：指品德高尚的人 ］。
噫！　菊 之 爱 ，　陶　　 后　 鲜有闻 。 　莲　之爱 ，
唉，对于菊花的爱好，自陶渊明以后就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爱好，

同予　 者　　何 人 ？　 牡丹之爱 ，宜乎 　众矣。
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爱好，当然人很多了。
噫（ｙī）：表示叹息，相当于“唉”。菊之爱：对于菊花的爱好。鲜（ｘｉǎｎ）：少。

同予者：和我一样的人。何人：什么人，引申为“谁”。宜：当然［ ］。

第二部分：发表自己的见解，点明莲的象征意义，慨叹有
德行的人极少，讥讽贪图名利、追逐富贵的世态。

莲花的品格。在作者

笔下，莲花的特质与君

子的 品 格 浑 然 一 体。

表面咏物，实则写人。

对诸花的品评。以

花喻人，揭示菊、牡丹、莲

等花的寓意，对爱菊者、

爱牡丹者、爱莲者进行

品评，以菊花作正衬，以

牡丹为反衬，突出了文章

的主旨。

结尾慨叹，真隐者

少，有德者鲜，而趋富贵

者众。意味深长，给读者

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

? 知识整合
　　　　　　　　　　　　　　　　　　　　　　　　　　一、通假字
可爱者甚蕃

獉
　　　　　　　“蕃（ｆáｎ）”通“繁”，多。

二、古今异义

１．亭亭净植
獉

古义：竖立。 今义：种植等。

２．宜
獉
乎众矣 古义：当然。 今义：合适，应当。

三、词类活用

１．不蔓
獉
不枝（名词作动词，生枝蔓 ）

２．不蔓不枝
獉
（名词作动词，长枝节 ）

３．香远
獉
益清（形容词作动词，远播 ）

４．香远益清
獉
（形容词作动词，显得清香 ）

四、一词多义
濯清
獉
涟而不妖（清澈 ）

香远益清
獉
（显得清香烅

烄
烆 ）　　　　　　　　　

可远
獉
观而不可亵玩焉（距离长 ）

香远
獉
益清（远播烅

烄
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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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后鲜有闻
獉
（听说，听到 ）

不能称前时之闻
獉
（名声

烅
烄

烆 ）

五、文言虚词

予独爱莲之
獉
出淤泥而不染（结构助词，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不译 ）

菊之
獉
爱（结构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不译 ）

水陆草木之
獉
花（结构助词，的 ）

六、成语积累

１．不蔓不枝：不生枝蔓，不长枝节。比喻说话或写文章简明扼要，不拖泥带水。

２．出淤泥而不染：生长在淤泥中，而不被污泥所污染。

七、特殊句式

１．判断句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者也”表示判断 ）

２．倒装句

菊之爱，陶后鲜有闻（宾语前置，即“爱菊，陶后鲜有闻”）

３．省略句

（１）濯清涟而不妖［省略主语，即“（莲）濯清涟而不妖”］

（２）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省略介词，即“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

（３）濯清涟而不妖［省略介词，“濯（于）清涟而不妖”］

４．被动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獉
（被动句。染，被沾染 ）

? 能力达标
一、默写填空。

１．《爱莲说》中从生长环境的角度描写莲品质高洁质朴的句子是：“　出淤泥而不染　，　濯

清涟而不妖　。”

２．《爱莲说》中写君子行为方正，通达事理，不攀附权贵的句子是：　中通外直　，　不蔓不

枝　。

二、阅读《爱莲说》，按要求作答。

１．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Ｄ ）

Ａ．濯清涟
獉獉

而不妖（清水） Ｂ．亭亭净植
獉
（竖立）

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獉獉

焉（玩弄） Ｄ．宜
獉
乎众矣（适宜）

２．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而”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中的“而”意思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Ｂ ）

Ａ．而
獉
翁知我 Ｂ．人不知而

獉
不愠

Ｃ．久而
獉
不去 Ｄ．卒辇而

獉
致之

３．下面对文章的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Ｃ ）

Ａ．文章从多方面描写莲花超凡脱俗的形象，赋予莲君子般的美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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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文章的作者以莲自喻，寄寓了自己不慕富贵、洁身自好的坚贞气节和生活态度

Ｃ．文章采用衬托的写法，用菊和牡丹作反衬和正衬，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

Ｄ．文章的句式特点是骈散相间，读起来音节和谐、顿挫有致

４．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文言语句的大意。

（１）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译文：　（它的茎）内空外直，不牵牵连连的，不枝枝节节的。　
（２）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译文：　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人还有什么人呢？　

５．文章用花的形象比拟人的品质，其中的菊、牡丹各比拟怎样的生活态度？

答：　菊比拟隐逸的生活态度；牡丹比拟贪慕富贵的生活态度。　

? 中考链接
三、默写填空。

（盐城市）为人处世要洁身自好，高雅庄重，应像《爱莲说》中的“莲”那样“　出淤泥而不染　，

　濯清涟而不妖　。”

四、（重庆市）阅读《爱莲说》，按要求作答。

１．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１）可爱者甚蕃
獉
（多 ） （２）濯

獉
清涟而不妖（洗涤 ）

（３）不蔓不枝
獉
（长枝节 ） （４）陶后鲜

獉
有闻（少 ）

２．翻译下面的句子。

（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译文：　我惟独喜爱莲花，从淤积的污泥里长出来却不沾染。　
（２）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译文：　（只）可以从远处观赏，却不能贴近去玩弄啊。　

３．从作者对莲的赞美来看，“君子”应是怎样的人？（用自己的话回答）

答：　具有不慕富贵名利、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的人。（或君子的美好形象：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庄重，质朴，不哗众取宠，不炫耀自己，正直不苟，豁达大度，不慕名利，洁身自好）　

４．你喜欢什么花？请谈谈你喜欢这种花的原因或它寄托了你怎样的思想感情。（可只谈原

因或只谈思想感情）

答：　示例一；兰花，兰花无论植于何处都是默默无闻的绽放，默默散发出幽香，具有纯朴

高雅，不张扬、不媚俗的品质。示例二：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能凌霜傲雪，展示了

逆境中奋进、战胜困难的精神。示例三：桂花，桂花不仅香气浓郁，而且可以作为香料，入

药、人茶，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自然让人联想到无私的奉献。（由桂冠、月中的桂树想到桂

花的高贵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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