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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身就是传承的过程，承接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使其在新的时代

展示出生命力，给学生们以启迪和智慧。文化积淀靠记忆，语言的领悟靠记

忆，但今天的人们对古代作品的积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为文

化的流传和发扬做一些贡献。

从现实中我们再走进新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特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前言”部分就开篇明

义，强调语文教育应在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文素养”上发挥重要作用，这

无疑对语文教师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语文教育不再是枯燥地

讲解知识，而是在习题中加注文化符号；不再是简单的得分训练，而是将人文

素养融会其中；不再是机械地累加分数，而是立足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国民的语文能力如果不足，年轻人如果不能读本民族的古代经典，将造成

文化的严重断层；而一个丧失传统的民族，有什么能力吸收融会其他民族的文

化？有什么机会参与世界文化的再创造？培养学生接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不让孩子在社会洪流中迷失，提高自身素养，提倡古诗文

诵读训练是一条良好的途径，也是《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古诗文”本来就是古文，直接接触文化传统中之最高智能，可以扎实古

继承  流传  发扬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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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础，提高语言的领悟力，增强语言的敏锐性，从而全面提升语文程度，提

高语文素养；还可以带动其他学科成绩的提高，培养读书兴趣，增加历史、地

理、天文、数学、常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知识，从而达到文化熏陶、智能

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的。学生直面经典，积累古诗文，可以从传统美德和文化

精髓中吸取营养，由此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从优秀的传

统文化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以此启迪心智、修身治学，提高自身的人文

素养，促进自我发展。

校本教材《轻松高考》系列丛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看到教

师们的锐意进取、严谨治学，看到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积极向上，我非常高

兴。语文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代教师的艰苦努

力，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带领大家重温传统文化，将其贯穿到现在的时代并取其

精华、发扬光大，终能为我们所用。

哈三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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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实词应试策略

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说到底，就是要读懂原文，准确地把握文意；而能够读懂

原文，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正确理解文中实词的意义。高考对文言实词的考查，除了考查

学生实词的积累情况以外，更强烈地突出了实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重点考查学生根据

语言环境进行合理推断的能力。所以考生在掌握足够量的实词以后，重点应放在理解词语

“在文中的含义”这一考点要求上，为此，掌握一些推断文言实词意义的技巧、方法，对

学好文言文和临场应考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字形推断法

就是通过字形结构分析来解释词的本义。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与字义之间大都有密

切的联系。汉字中形声字占90%以上，形声字的义符给我们推断词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分析字形有助于我们了解词的本义，利于我们去推断词的引申义或其他义项。如2013年高

考湖南卷第5题B选项“乃投毦而答曰”，其中加点字“投”是个形声字，“扌”是它的形

旁，可见它与手的动作有关，再根据文意，就可以推断出本题的解释“扔掉”是正确的。

有些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也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来推测词义。如“襟三江而带五

湖”（王勃《滕王阁序》）的“带”为象形字，上半部分像带纽和左右佩，下半部分像垂

带形，本义是腰带，这里是“以……为腰带”的意思。又如“刃”，它是指事字，指刀上

一点表明为锋，可知“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解牛》）中的“刃”用的

技巧解读

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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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的本义。“初一交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赤壁之战》）中的“引”，会意

字，从“弓”从“｜”。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开弓也，从弓从引”。说它的本义

是“拉开弓”，开弓即是向后拉，所以“引”又有“引退”、“后退”的意义。

（二）语法分析法

语法分析推断法就是分析所要解释的词在句中充当什么成分，然后根据成分推断其

词性，进而推断出其意义。汉语句子的结构组合大多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对句子的结构

进行语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推断语境中词语的意义。如主语、定语、宾语常常是由名

词、代词充当，谓语大多由动词、形容词充当，状语大多由副词、形容词以及介词与它后

面所带的名词或代词组成介宾短语充当等。我们可以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推知它

们的词性，进而推断它们的意义。例如，2013年江西卷中第10题的C选项为“予以此图质

之”，其中加点的词“质”，在句子中充当谓语，前受状语“以此图”限定，后带了宾语

“之”，可见它应该是动词，题中的解释“询问”正是它的动词义项，再联系上下文来

看，这个词语的解释是正确的。

语法分析还有助于我们认识词类的活用现象，我们判断一个词是否活用主要就是依据

语法结构。如：

1. 名词充当谓语且后面带有了宾语或补语，那它就活用为动词了。如“籍（登记）吏

民，封府库”（《鸿门宴》）。名词放在动词前且非主语，那它就活用作状语了。如“而

相如廷（在朝廷上）叱之”（《廉颇蔺相如列传》）和“君为我呼入，吾得兄（用对待兄

长的礼节）事之”（《鸿门宴》）。

2. 动词、形容词在句中充当宾语或主语，那它们就自然活用为名词了。如“殚其地

之出，竭其庐之入”（《捕蛇者说》）。出：出产的东西，入：收入的东西，“出”和

“入”是动词活用为名词。“将军披坚（坚硬的铠甲）执锐（锐利的武器）”（《陈涉世

家》），“坚”和“锐”是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3. 形容词后面带宾语，那它就活用为动词了。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齐桓晋文

之事》）。远：远离，带上宾语“庖厨”，所以它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在高考中也有活用的词语，我们可以根据所掌握的词类活用现象去推断。例如：

2013年高考大纲卷文言文阅读第8题D选项：“以交土接寇，不宜旷
4

职”，加点的词

“旷”原本是形容词，但在本句中却带了宾语“职”，词性应为动词，根据语境就可以推

断出题中的解释“空缺”是正确的。

（三）语境联想法

有些实词的词义是多个的，这就是实词的一词多义现象。但它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只

能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在阅读古文时，不但要掌握每个词的基本意义，更重要的是要根据

上下文，学会分析每个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义。

例如，2013年安徽卷中第4题的C选项为“人众车舆
4

”，要求解释其中加点的“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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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我们知道，“舆”的主要义项有“车、车厢”，“运载”，“抬、扛”，“众多”

等，根据文中内容可知，当时尉佗在南越自立为王，汉高祖派陆贾前去南越劝尉佗对汉称

臣。陆贾陈说利害之时，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汉朝人多、车多、物资丰富（“人众车

舆，万物殷富”），所以根据语境，我们可以推断出题中这个句子中的“舆”字的解释应

该是“众多”。

（四）相似结构推断法

文言文与现代文相比，句式整齐对称的特点很突出。在相似的语言结构中，处于对

应位置上的词语，往往在词性意义上有相同、相近或者相反、相对的特点，因此，根据相

对应的上下句中相并列、相对照的结构来推断词性词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有效方法。

如2013年高考山东卷文言文阅读第三段中“被
4

鹤氅衣”与后一句“支九节筇”结构相同，

都是一个单音节词与一个三音节词的组合，而且两个三音节词都是名词，所以推断C选项

加点字“被”与“支”词性也应该同为动词，再结合语境我们就不难推断出C选项的解释

“通‘披’，穿着”是正确的。

（五）因声求义法

这种方法就是在本义或引申义解释不通的情况下，便可以从通假字角度考虑，试着找

通假关系，从而解释出符合语境的意思，也就是根据通假字与本字大多音同、音近、字形

也相近的特点推知本字。

语言里的“词”是音义结合体，古人在记录语言里的某一个“词”的时候，往往用

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书写，有时写成这个字，有时写成那个字。两个字形体不同，意

义不同，只是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古人就用甲字来代替乙字，后人便称之为通假。例

如，早晨的“早”，在“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孟子·离娄下》）中，“早”写成

“蚤”。“蚤”的本义为跳蚤，早晨的“早”之所以写成“蚤”，只是因为二者读音相

同，“早”是“蚤”的假借义。通假字的特点基本上是“同音代替”，可分三种情况：

（1）完全同音。如“惠”通“慧”，“畔”通“叛”。（2）声母相同（双声通假）。如

“亡”通“无”，“胡”通“何”。（3）韵母相同（叠韵通假）。如“信”通“伸”。

“同音代替”这个规律，又决定了通假字与形声字的声旁关系十分密切。一是形声字和

它的声旁字可以互相替代，如“禽”通“擒”；二是同声旁的形声字可以互相替代，如

“距”通“拒”。我们弄清了通假的来龙去脉，便可以运用字音推断法了，即从音的假借

上去追索，以声求义。这一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扫除古文阅读

上的障碍。

在高考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2013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一文言文阅读第4题C选项为

“振
4

巩昌、临洮饥民”，从上下文内容看，这时正是介绍马文升在晋升为左副都御史之后

的政绩，而加点的字“振”与“赈”是同音字，根据“同音代替”这个规律，我们就不难

推断出它的意思应该是“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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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语印证法

成语印证法就是借助成语来推断实词词义。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

定型词组或短语。成语的含义大多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因此，许多成语为我们推断

实词词义提供了方便。例如，2013年高考山东卷中第9题的A选项为“采之可茹
4

”，对其中

加点的词“茹”的解释为“吃”，我们根据文段前面的内容“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采

之可茹”（松根茯苓，粗大如斗……人采摘后可以吃），可以看出“茹”在这里的解释是

合理的，再联系我们学过的成语“含辛茹苦”、“茹毛饮血”中的“茹”也是“吃”的意

思，那么这个选项的解释就是正确的。

（七）代入检验法

把解释的意思代入原文，联系上下文看理解是否恰当也不失为推断词义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例如，2013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二中第4题的C选项为“深昧
4

求贤之意也”，对

加点的词“昧”的解释为“冒犯”。但把题中所给的解释代入原文，结合上下文意来看，

上文说李揆曾经认为主管取士，多不考查实际能力，只是小心防备，搜查他们夹带入考场

的书册，严重违背了求贤的本意。所以选项对原文中“昧”的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正确

的解释应该是“违背”。

（八）融会贯通法

融会贯通法就是要求我们用课内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问题，即当你遇到某一实词，你

可以联想到课内曾经学过的这一实词的解释，看用它作为当前句中的解释是否符合。这种

方法是以夯实课内基础知识为前提的，它在复习备考中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历年的高考变

革均充分体现了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积极导向功能，其“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思想对考生的

知识迁移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言文知识考查一直是“题在课外，功在课内”。下面

两例高考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方法的实用性及重要性。

1. 2013年高考北京卷文言文阅读第6题的A选项为“遂受而籍
4

之以归”，要求解释加

点字“籍”。首先，要把句子放到语言环境中来理解，然后再联系高中学过的课文《鸿门

宴》中“籍吏民，封府库”里“籍”的意思，就可推判断出这里的“籍”解释为“登记造

册”是正确的。

2. 2013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二文言文阅读第4题的B选项“少聪敏好学，善属
4

文”，

要求推断句中加点的词“属”的解释“撰写”是否正确。首先根据原文内容，然后再把

“属”字与高中课文《张衡传》中的“衡少善属文”中的“属”意思相联系，就不难推断

这个选项的解释是正确的了。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变化最大、数量最多的是实词。同一个实词，在不同的文句

中又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在高考中，文言文阅读考查的语段和内容都是新的，但它要考

查的文言实词大都在课本中学过。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对文言文要狠下功夫，读抄译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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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夯实。复习中，必须积累一定数量的实词，同时掌握并能综合运用上述几种推断方

法，以便增强我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和解题能力。要以课本为核心，学会迁移，以求解答

准确无误。只要能够做到广泛阅读，大量积累，系统归纳，寻找规律，重视课内外知识沟

通，培养知识迁移能力，肯动脑筋，灵活运用方法技巧，我们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就会

逐步提高，在高考中也一定能克敌制胜，取得优异的成绩。

附录：常见的文言实词

1.  爱

①爱护

父母之爱
4

子，则为之计深远。（《触龙说赵太后》）

译文：父母疼爱子女，就应该替他们做长远打算。

②喜欢，爱好

秦爱
4

纷奢，人亦念其家。（《阿房宫赋》）

译文：秦统治者爱好繁华奢侈，人民百姓也都顾念自己的家。

③舍不得，吝惜，爱惜

齐国虽褊小，吾何爱
4

一牛。（舍不得，吝惜）（《齐桓晋文之事》）

译文：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怎么至于吝惜一头牛？

向使三国各爱
4

其地。（爱惜）（《六国论》）

译文：如果当初韩、魏、楚三国各自爱惜他们的国土。

④爱慕，欣赏

予独爱
4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

译文：我却只欣赏莲花从污泥中生长出来而不沾染（污秽）。

⑤恩惠

古之遗爱
4

也。（《左传》）

译文：（子产执政之道，）正是古人遗留下的恩惠啊！

⑥通“ ”，隐蔽，隐藏

爱
4

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静女》）

译文：却躲藏起来找不到，急得我搔头又徘徊。

⑦怜惜，同情

爱
4

其二毛。（《左传》）

译文：怜惜鬓发花白的老人。

2. 安

①安全，安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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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不动安
4

如山。（安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译文：风雨无忧安稳如大山。

何故置某于安
4

闲之地。（安全）（《失街亭》）

译文：为什么把我放在安全清闲的地方。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4

。（安定）（《季氏将伐颛臾》）

译文：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不安

定。

②安抚，抚慰

则宜抚安
4

，与结盟好。（《赤壁之战》）

译文：就应当安慰他们，与他们结盟友好。

③安置，安放

离山十里有王平安
4

营。（《失街亭》）

译文：距离山十里地有王平在那里安置营寨。

④使……安定

既来之，则安
4

之。（《季氏将伐颛臾》）

译文：既然让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定。

⑤疑问副词：哪里，怎么

燕雀安
4

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

译文：燕子麻雀哪里知道大雁的志向呢？

⑥疑问代词：哪里，哪儿

项王曰：“沛公安在？”（《史记》）

译文：项王问：“沛公在哪里呢？”

⑦养生

衣食所安
4

。（《曹刿论战》）

译文：衣服、食品这些养生的东西。

3. 被

读音一：bèi
①被子（名词）

一日昼寝帐中，落被
4

于地。（《杨修之死》）

译文：一天白天，（曹操）正在大帐中睡觉的时候，被子掉到地上了。

②覆盖（动词）

大雪逾岭，被
4

南越中数州。（《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译文：大雪越过南岭，覆盖了南越之地的几个州郡。

③遭受，遇到，蒙受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
4

之矣。（蒙受）（《论积贮疏》）

译文：年成有好坏（荒年、丰年），（这是）大自然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遭受过。



第一部分 技巧解读
DI YI BU FEN JI QIAO JIE DU

7

秦王复击轲，被
4

八创。（遭受）（《荆轲刺秦王》）

译文：秦王又击杀荆轲，（荆轲）受了八处伤。

④加

幸被
4

齿发，何敢负德。（《柳毅传》）

译文：承蒙您的大恩大德，我怎敢忘记？

⑤介词，表示被动

信而见疑，忠而被
4

谤，能无怨乎？（《屈原列传》）

译文：诚信而被怀疑，尽忠却被诽谤，能没有怨愤吗？

读音二：pī，通“披”

①穿在身上或披在身上

将军身被
4

坚执锐。（《陈涉世家》）

译文：将军亲身披着坚固的铁甲，拿着锐利的武器。

②披散，散开

屈原至于江滨，被
4

发行吟泽畔。（《屈原列传》）

译文：屈原走到江边，披散着头发沿着水边边走边吟唱。

4. 倍

①通“背”，背叛，违背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
4

德也。（《鸿门宴》）

译文：希望你（对项王）详细地说明，我是不敢忘恩负义的。

②一倍，加倍

五则攻之，倍
4

则分之。（《孙子·谋攻》）

译文：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他们，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设法分散他们。

③增加

焉用亡郑以倍邻。（《烛之武退秦师》）

译文：怎么能用灭掉郑国来加强邻国的力量？

④越发，更加，倍加

每逢佳节倍
4

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译文：每逢佳节良辰，越发思念亲人。

5. 鄙

①边界地方

蜀之鄙
4

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为学》）

译文：四川的边境上有两个和尚，其中的一个贫穷，其中的一个富有。

②动词，轻视

孔子鄙
4

其小器。（《训俭示康》）

译文：孔子轻视他器量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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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庸俗，见识浅，鄙陋

肉食者鄙
4

。（《曹刿论战》）

译文：有权势的人目光短浅，缺少见识（不能深谋远虑）。

6. 兵

①兵器，武器

收天下之兵
4

，聚之咸阳。（《过秦论》）

译文：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都城咸阳。

②用兵器杀人

左右欲兵
4

之。（《史记·伯夷列传》）

译文：（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

③战争，战乱

兵
4

旱相乘，天下大屈。（《论积贮疏》）

译文：战争、旱灾相继而来，社会的财富极其缺乏。

④士兵，军队

赵亦盛设兵
4

以待秦，秦不敢动。（《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赵国也准备了许多军队防备秦国，秦国不敢妄动。

⑤用兵策略，战略

故上兵
4

伐谋，其次伐交。（《孙子·谋攻》）

译文：所以上等的用兵（策略）是打破（敌方的）计谋，其次是挫败（敌方的）外

交。

⑥复合词：兵符

嬴闻晋鄙之兵
4

符常在王卧内。（兵符，复合词，古代调兵用的凭证）（《信陵君窃符

救赵》）

译文：我（侯生）听说晋鄙的兵符一直在魏王卧室之内。

7. 病

①疾病

君之病
4

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扁鹊见蔡桓公》）

译文：您的疾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了，不及时医治将要更加严重。

②生病

而江浙之梅皆病
4

。（《病梅馆记》）

译文：于是江苏、浙江的梅都生病了。

③使成病态

以夭梅、病
4

梅为业以求钱也。（《病梅馆记》）

译文：把梅弄成奇形怪状，弄成病态，拿这作为职业来赚钱。

④困苦不堪，困乏

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
4

矣。（《捕蛇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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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假使当初我不做这个差事，早已经困苦不堪了。

⑤筋疲力尽

夫以疲病
4

之卒御狐疑之众。（《赤壁之战》）

译文：用疲惫染病的士兵控制三心二意的军队。

⑥毛病，缺点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
4

也。（《原毁》）

译文：不如舜，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

⑦担心，忧虑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
4

之。（《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译文：晋国范宣子执政，诸侯向晋国缴纳的贡品很重，郑国人深为这件事所苦。

8. 察

①仔细看，观察

徐而察
4

之，则山下皆石穴罅。（《石钟山记》）

译文：我仔细地观察，原来山下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

②看清楚

明足以察
4

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桓晋文之事》）

译文：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新生细毛的末梢，却看不到整车的柴草。

③考察，审查

向察
4

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赤壁之战》）

译文：刚才我（鲁肃）察看众人的议论，（是）专门想贻误将军。

④明察，详审，弄清楚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
4

，必以情。（《曹刿论战》）

译文：轻重不同的案件，我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一定依据实情处理。

⑤考察后加以推荐

察
4

臣孝廉。（《陈情表》）

译文：推举臣下做孝廉。

⑥精明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
4

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宫》）

译文：水清澈到极点就没有鱼（生活在里面），人精明到极点就没有人跟随。

⑦察察，洁净的样子

安能以身之察察
4 4

，受物之汶汶者乎。（《楚辞·渔父》）

译文：一个人，谁又能用清净洁白的身体，去受脏物的污染呢？

9. 乘

读音一：chéng
①驾，坐

乘
4

犊车，从吏卒。（坐车）（《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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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坐牛车，吏卒跟随。

独与迈乘
4

小舟至绝壁下。（驾）（《石钟山记》）

译文：我单独和迈儿坐小船，到绝壁下面。

②升，登

乘
4

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涉江》）

译文：在鄂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

③趁着，凭借

因利乘
4

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趁着）（《过秦论》）

译文：趁着有利的形势和方便的条件，侵略诸侯各国，分割天下的土地。

愿乘
4

长风，破万里浪。（凭借）（《宋书·宗悫传》）

译文：希望能驾御长风踏破万里波涛。

④冒着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
4

风雪，……至于泰安。（《登泰山记》）

译文：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师冒着风雪，……到达泰安。

读音二：shèng
①量词，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

致万乘
4

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过秦论》）

译文：得到帝王的权势，统辖八州，而使同等的六国来朝拜。

②数词，四

以乘
4

韦先，牛二十犒师。（《殽之战》）

译文：用四张熟牛皮，二十头牛犒劳秦国军队。

10. 诚

①名词，真心真意

帝感其诚
4

，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愚公移山》）

译文：天帝被他的诚心感动，命令夸娥氏的两个儿子背上两座山。

②副词，表肯定。确实，的确

臣诚
4

知不如徐公美。（《邹忌讽齐王纳谏》）

译文：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

③连词，表示假设推论。果真，如果

今将军诚
4

能命猛将统兵数万。（《赤壁之战》）

译文：现在将军如果真能派猛将统领几万大军。

11. 假

①借

非夫人之物而强假
4

焉。（《黄生借书说》）

译文：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而勉强向别人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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