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找准失分点系列

找准中考语文失分点
主编　盛国秀
编者　王文吉　朱建江　吴剑颖

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中考语文试卷为案例，把剖析考生中考语文中的失分点作为载体，从前几年

中考语文考生答错的题中找出６３个失分点进行分析。每个失分点针对失分举隅、失分

原因、真题点拨、失分对策以及模拟检测五大板块进行深入浅出的、实实在在的分析，使

考生在中考中答题思路更加清晰缜密，答案更全面准确。它一定会使考生少走或不走

弯路，帮助考生考出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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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考出好成绩，进入理想的高中，这是大多数参加中考的考生所期望的。《找准

中考语文失分点》能帮助广大考生提高中考的成绩，实现自己的理想。

切入角度新，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它避免了一般试题集的题海战术，也避免了

一般的综合分析书冗长的理论分析，它的切入点是考生在中考语文中常常做错的

试题，研究中考语文失分点。

分析研究细，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它把剖析考生中考语文中的失分点作为载

体，从前几年中考语文考生答错的题中找出６３个失分点进行分析。每个失分点针

对失分举隅、失分原因、真题点拨、失分对策以及模拟检测五大板块进行深入浅出

的、实实在在的分析，使考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案例材料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这本书以中考真题为案例（上海市的中考

试题为多，也有一定量的全国各地的中考试题），以考生在中考中真实的错误答题

为分析对象。本书在编排次序上也按照近两年的《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

语文试卷》的试题板块编排次序来编排。

参加《找准中考语文失分点》编写的老师，都是在教学第一线、有丰富的初中语

文教学经验、对中考有深入研究的资深老师。如果考生有幸读到《找准中考语文失

分点》这本书，一定会在中考中答题思路更加清晰，答题思维更加缜密，答案更全面

更准确。它一定会使考生少走或不走弯路，帮助考生考出好成绩。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马到成功！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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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阅　读 １　　　　

第一部分　阅　读

第一章　中考文言诗文阅读中的失分点

文言诗文阅读能力测试是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试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０
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文言诗文阅读占了４２分。由此可见，考生在考
前通过了解文言诗文阅读部分的失分点，从而避免失分，是中考提高成绩的重要一环。

《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对初中生的“文言诗文”的阅读要求是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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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
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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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１．能借助注释、工具书和有关资料，大体理解浅易的古诗文内容，了解文言诗文涉及
的作家、作品及相关的文学常识。

２．能理解古诗文中词句的含义，积累一定量的文言实词，四年的实词积累量达到１５０
个左右；能了解常见的文言虚词的意义或作用；积累一定量的文言句子，能结合语境理解
常见文言句式的意思。

３．能欣赏优秀的古诗词的意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

４．能背诵一定量的文言诗文，四年的背诵总量在１００００字左右。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根据《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编写了《上海
市初级中学语文学科教学基本要求（试验本）》，为上海初三学生和教师正确把握初中语文教学
内容和基本要求提供了比较具体的参考。

每年中考之前，考试主管部门会编写《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手册》颁布当年考试
具体的目标，例如，２０１０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文言诗文阅读能力考试目标是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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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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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能默写规定范围内的文言诗文。

２．掌握１５０个文言实词的含义。

３．掌握“之、其、而、以、何、于”等虚词的常用意义和用法。

４．掌握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和文化常识。

５．能用现代汉语翻译文言句子。

６．能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７．能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

８．能理解和把握诗词的基本内容和作者的感情倾向。

每年中考文言诗文阅读试卷就是根据每年的文言诗文阅读能力考试目标出卷的。因此考
生在平时的学习复习中，要认真学习《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学科教学基本要求（试验本）》，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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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请关注当年的《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手册》。
由上可见，随着上海市二期课改的步步深入，从２００９年起，上海市初中毕业生都使用二期

课改教材，结束了因三套教材共存而使中考文言诗文试题一卷三分叉的格局。文言诗文考查
内容也随之有所变化，文言诗文的阅读量由原本初中三年的篇目增加为初中四年的篇目；除了
考查１５０个实词，又增添了１０个左右常见文言虚词的意义与作用的了解；明确要求“结合语境
理解常见的文言句式的意思”；原本只要“读读背背”一些经典的古诗文，现在不仅要求能准确
默写，还增加了“把握古诗词中的形象，理解古诗词的基本内容，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培养审
美情趣”的基本要求，即能够“欣赏优秀古诗词的意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

总而言之，依据《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学科教学基本要求》，文言诗文部分要求的
变化充分体现了二期课改“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的宗旨，为了顺应这
种变化，建议考生除了要在文言文学习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还应该调整学习方法和学习
重点，特别是在复习备考中应注意考试中容易失分的地方。

一、文言诗文默写中的主要失分点

文言诗文默写在近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的语文试卷中有１８分，占１２％左
右的比重。在每年中考之前，考试主管部门会颁布当年文言诗文考试篇目，其中包括背诵篇
目。文言诗文默写主要有三种题型：

１．续句型，一般是给上句要求续下句，或给下句要求填上句；

２．理解型，一般有明确的答题指向，要求按提示写出相应语句；

３．迁移型，就是引用学过（或课外掌握）的文言诗文来表明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

失分点１　文言诗文默写中的错别字

【失分举隅】

文言诗文默写中由于错别字而失分的情况，在中考试卷的答题中屡见不鲜。错别字真是
五花八门。

【例１】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文言诗文默写部分，Ｃ组
（使用新教材的考生完成）的默写题为：

１．老骥伏枥， 。（《步出夏门行》）

２． ，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３．可怜身上衣正单， 。（《卖炭翁》）

４．敏而好学， ，是以谓之文也。（《孔孟论学》）

５．《桃花源记》中交代源中人来到桃花源原因的句子是：“ 。”

这五道题的正确答案是：１．志在千里；２．出师未捷身先死；３．心忧炭贱愿天寒；４．不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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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５．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考生在这五道题的默写中因写错别字而失分的不在少数：在第１题中，“志在千里”的“在”

字，有些考生写成“再”，甚至写成“载”。在第２题中，“出师未捷身先死”中的“未”字，有些考生
写成“末”，有些考生写成“来”，还有个别考生两横写成一样长；“出师未捷身先死”中的“捷”字，
考生写出的别字花样繁多，如：“接”、“杰”、“截”、“劫”、“婕”、“睫”等等。“出师未捷身先死”中
的“身”字也有些错，写成“生”等等。在第３题中“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忧”字、“炭”字、“贱”字、
“愿”字考生都有写成错别字的；把“忧”字写成“优”或“悠”；把“炭”字上面的“ ”写成“艹”，还
有在下面“灰”字的右上角多加一点，也有把“炭”字写别字的，如写成“叹”字等；“贱”这个字，考
生写错别字的就更多，左半边有写成“”的，也有加上“氵”的，右半边有少一点的，有多一横
的，还有少一撇的等等；“愿”字的出错，主要把“愿”字下面的“心”给丢了。第４题中，从答题来
看错别字较少，个别考生把“不耻下问”中的“耻”字，写成“天赐良缘”中的“赐”，还有个别考生
把“耻”字写成异体字“恥”。第５题中，错别字集中在“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中的“避”字上，主要
是写成别字“蔽”、“辟”，还有就是在“辟”字上多加一点写成错字等等。

【失分原因】

按理说，文言诗文默写的内容都是教材规定背诵的文言诗文中的名言佳句，而且都已默写
过多次了，为什么还写错呢？错别字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种：

１．考生写错字的原因是，要默写的那句诗文中有易错或难写的字，考生平时没有去有意
记忆这些字，所以一不小心把字写得“缺胳膊少腿”或者“画蛇添足”。

２．考生写别字的原因是，考生对诗句内容理解不够或有错，所以，容易错写成音同字、音
近字或者形近字。

３．写错别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考生平时学习习惯不太好，在平时默写中有了错别字，不
去订正。习惯成自然，在中考的古诗文默写中有错别字就可想而知了。

４．有的考生书写习惯不太好，写字潦草，喜欢写连笔字，喜欢写不规范的、所谓的简化字
等等。

【真题点拨】

【例２】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文言诗文默写题为：

１．柴门闻犬吠，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２． ，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

３．黄鹤一去不复返， 。（《黄鹤楼》）

４．醉里挑灯看剑，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５．吾视其辙乱， ，故逐之。（《曹刿论战》）

６． ，佳木秀而繁阴。（《醉翁亭记》）

［答题思路解析］
第１题，试题出自唐朝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答案为：风雪夜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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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题，试题出自唐朝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答案为：山光悦鸟性。

第３题，试题出自唐朝崔颢的《黄鹤楼》。答案为：白云千载空悠悠。

第４题，试题出自宋代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答案为：梦回吹角
连营。

第５题，试题出自选自《左传》的《曹刿论战》。答案为：望其旗靡。

第６题，试题出自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答案为：野芳发而幽香。

２００９年中考试卷中的古诗文默写全部是续句型的。

［典型错误分析］
在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考试中，文言文默写这一部分，考生试卷

上出现的错别字如下：

在第１题 的答案“风雪夜归人”中，错别字集中在“夜”和“归”字上。有的考生把“夜”写成
别字“野”或“也”，有的考生把“归”写成别字“规”，显然，这些考生对诗句不理解；有的考生在
“夜”字右下方多加了一点，写成了错字，说明考生平时没有注意“夜”字的写法，是个习惯性的
错误。

在第２题的答案“山光悦鸟性”中的“悦”字个别考生写成“越”字。这是典型的理解错误，

把“高兴”理解为“超越”。

在第３题答案“白云千载空悠悠”中，考生写错别字比较多的有两个字，一个是“载”字，有
的考生把“载”错写成“栽”或“哉”。另一个是“悠”字，有的考生错写成“忧”或“筱”。从考生错
误的答案看，一是错写别字，二是错写形近字。

在第４题答案“梦回吹角连营”中，个别考生把“营”错写成“赢”。这是理解错误。

在第５题答案“望其旗靡”中，主要的错别字集中在“靡”字上，有写成“糜”的，也有写成
“蘼”的，个别还有写成“麋”的。主要是错写别字。

在第６题答案“野芳发而幽香”中，个别考生把“野”错写成“夜”。还有些考生把“幽”字，错
写成“油”或“函”。同样是写别字和形近字。

【失分对策】

文言诗文默写中错别字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关键在于考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做到以下
几点：

１．在全面背诵考试主管部门颁布的当年文言诗文背诵篇目的基础上，要特别注意其中的
名言佳句、能体会中心的句子和至今仍经常被引用的句子，并且把它们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

２．考生在平时要会纠正错别字。纠正错别字的方法，一是要分辨形旁，注意字义；二是要
看清声旁；三是要分辨形似字和同音字的意义。对于易错字或者难写字，考生在平时的练习时
要圈出，多写几遍，有意去记住这些字，隔一段时间默写一次，至少要默对三次。

３．要默写的文言诗文不仅要背熟，而且要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默写，可以减少或避免
别字。

４．考生在平时要不断修正自己的学习习惯，在练习的默写中出现的错别字要特别关注，

加以订正。书写要一笔一画清清楚楚，不写连笔字，不写不规范的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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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检测】

１．默写练习一：
（１）予独爱莲之 ， ，中通外直……
（２）落红不是无情物， 。
（３） ，莲动下渔舟。
（４） ，禅房花木深。
（５）此情无计可消除， ， 。

２．默写练习二：
（１）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 ，饿其体

肤……
（２） ，一览众山小。
（３）气蒸云梦泽， 。
（４）晴川历历汉阳树， 。
（５）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

失分点２　文言诗文默写中的漏字或添字

在古诗文默写中，漏字或添字的情况在考生试卷上也经常出现。

【失分举隅】

【例３】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文言诗文默写题为：

１．浮云游子意， 。（《送友人》）

２． ，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３．凤箫声动， ，一夜鱼龙舞。（《青玉案·元夕》）

４．青山绿水， 。（《天净沙·秋》）

５．潭中鱼可百许头， 。（《小石潭记》）

６． ，百废俱兴。（《岳阳楼记》）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１．落日故人情；２．无边落木萧萧下；３．玉壶光转；４．白草红叶黄
花；５．皆若空游无所依；６．政通人和。

考生在答题中，因为漏字或添字而失分的现象很典型：在第１题中，部分考生把“落日故人
情”写成“落日故人情意”，也有考生写成“落日故人”等等；在第２题中，一些考生把“无边落木
萧萧下”写成“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等等；第３题、第４题，考生基本没有漏字或添字的错误；在
第５题中，个别考生把“皆若空游无所依”默写成“皆空游无所依”；第６题，“政通人和”，个别考
生写成“政通人间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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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分原因】

为什么在古诗文默写中考生会漏字或添字呢？

１．没有养成严谨的学习习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答完不检查，这是文言诗文默写中考
生漏字或添字的最主要的原因。例如，第５题，个别考生把“皆若空游无所依”默写成“皆空游
无所依”，原因是考生没有仔细检查答案，丢了一个“若”字。

２．个别考生对文言诗文中的单音节词掌握不够，默写的时候将理解了意思的文言诗文中
单音节词默成了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例如，部分考生会把“政通人和”写成“政通人间和”。

３．有些考生对古诗中的绝句和律诗理解不够，绝句和律诗有五言和七言两种，如果写成四
言、六言或八言，那肯定漏字或添字了。例如，在第１题中，部分考生把“落日故人情”写成“落
日故人情意”，也有考生写成“落日故人”等等，明显漏字或添字了。

【真题点拨】

【例４】　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Ｃ组（供使用二期课改教材
试验本的考生完成）文言文默写为：

（一）默写

１．（１）向来枉费推移力， 。
（２） ，壮心不已。
（３）满面尘灰烟火色， 。
（４）然后叹 ，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５）《醉翁亭记》中描写山间清晨之景的语句是 。

［答题思路解析］
第（１）题，试题出自宋朝朱熹的《观书有感（其二）》。答案为：此日中流自在行。
第（２）题，试题出自三国时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其二）》。答案为：烈士暮年。
第（３）题，试题出自唐朝白居易的《卖炭翁》。答案为：两鬓苍苍十指黑。
第（４）题，试题出自清朝袁枚的《黄生借书说》。答案为：借者之用心专。
第（５）题，试题要求从宋朝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找出描写山间清晨之景的语句，关键词

是“山间”、“清晨”，第２小节的第一句就是。答案为：（若夫）日出而林霏开。

［典型错误分析］
在例４中，考生试卷上出现的漏字或添字的错误主要集中在第（１）、（４）、（５）题，以第（５）题

最为突出。
在第（１）题答案中，个别考生把“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在”漏了，答成“此日中流自行”。
在第（４）题答案中，部分考生在答案中添了字，错答成“借者之用心专也”，或者错答成“借

书者之用心专”等等。
在第（５）题答案中，部分考生把“（若夫）日出而林霏开”错答成“（若夫）日出而霏开”，也有错

答成“（若夫）日出了而林霏开”，还有错答成“（若夫）日出而林霏散开”等等，漏字或添字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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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分对策】

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背诵和默写时要一丝不苟。不论在平时练习中还是在中考中，
一是要仔细看题目；二是答完题就要认真检查，发现有漏字或添字就要及时订正。

２．对要默写的文言诗文不仅要理解，还要了解古汉语的某些知识和特点。例如，现在的
双音节词，在古汉语中往往是单音节的。如果了解了古汉语的知识与特点，在默写中就会避免
或减少添字的错误。

３．加强对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词和曲的基础知识的了解，特别像近体诗的字数规定等
要清晰的记住，这样在默写中也会避免漏字和添字的错误。

【模拟检测】

１．默写练习一：
（１）夕阳西下， 。
（２） ，千载谁堪伯仲间。
（３）竹径通幽处， 。
（４）落红不是无情物， 。
（５） ，在乎山水之间也。

２．默写练习二：
（１）子曰：“ ， ，是以谓之文也。”
（２） ，落日故人情。
（３） ，病树前头万木春。
（４）草枯鹰眼疾， 。
（５）知否，知否？ 。

失分点３　文言诗文默写中的颠倒顺序或张冠李戴

在古诗文默写中，还有一个失分点是颠倒顺序或张冠李戴。

【失分举隅】

【例５】　２００９年上海区县中考语文模拟卷中，部分文言文默写为：

１．欲把西湖比西子， 。

２．人之从太守游而乐， 。

３．青山绿水， 。

４． ，铁马秋风大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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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岳阳楼记》中表明藤子京谪守巴陵所取得政绩的语句是 ，
。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１．淡妆浓抹总相宜；２．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３．白草红叶黄
花；４．楼船夜雪瓜洲渡；５．政通人和，百废俱新。

在学生模拟考试中，出现了不少典型的颠倒顺序或张冠李戴的错误：
第１题，有些考生把“淡妆浓抹总相宜”答案写成“浓抹淡妆总相宜”，还有的考生写成“淡

抹浓妆总相宜”。在第２题中，正确答案是“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有些考生写成“而不知其
乐太守之乐也”，个别考生甚至答成“而乐亦无穷也”。第３题中，一部分考生想当然地把“白草
红叶黄花”写成“白草黄叶红花”或“黄草红叶白花”。第４题的答案“楼船夜雪瓜洲渡”，少数考
生答成“楼船夜雪渡瓜洲”，还有个别的考生张冠李戴答成“醉卧沙场君莫笑”。在第５题中，个
别考生把“政通人和，百废俱新”写成“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也有写成“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失分原因】

在古诗文默写中，考生把句中词语顺序颠倒，或者回答文不对题、张冠李戴，因而失分。咎
其错误的原因，大致如下：

１．没有背熟考试主管部门颁布的文言诗文背诵篇目（包括片段），这是造成考生把句中词
语顺序颠倒，或者回答文不对题、张冠李戴的主要原因。

２．由于背得不熟，默写时不顺畅，但是印象还是有一点的，在犹豫中往往会想当然，因此，
很容易把句中词语顺序颠倒。

３．有些考生复习不全面，背诵偷工减料，把考试主管部门颁布的文言诗文背诵篇目（包括
片段），缩减成背诵篇目（包括片段）中的名句、中心句和关键语句。这样难免会考到考生不认
为是名句、中心句和关键语句的内容，考试时就会文不对题、张冠李戴了。

４．有些考生对背诵的篇目（包括片段）的内容理解不够也是造成考试时答题文不对题、张
冠李戴的原因。

【真题点拨】

【例６】　２００６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语文试卷中，文言诗文默写部分，Ｃ组
（使用新教材的考生完成）的默写题为：

１．何当共剪西窗烛， 。

２．江山代有才人出， 。

３． ，断肠人在天涯。

４．日光下彻， ，佁然不动。

５．《陈涉世家》中表现陈涉胸怀大志的句子是： ！

［答题思路解析］
第１题，试题出自唐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答案为：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两句是虚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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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情。诗人用丰富而自然的联想来表现他们夫妻的恩爱之情。具体细腻又传神地描绘了一幅
良宵美景图。

第２题，试题出自清朝赵翼的《论诗》。答案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歌表达了国家每个时
代都有英才出现，他们引领着这个时代的风尚、思想。

第３题，试题出自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答案为：夕阳西下。散曲表达了天涯漂
泊的游子在深秋的黄昏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第４题，试题出自唐朝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答案为：影布石上。文章借景抒情，情景交
融，含蓄地抒发了自己被贬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的思想感情。

第５题，试题出自汉朝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答案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题目
要求写出陈涉胸怀大志的句子，应该抓住人物描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是对陈涉的语言
描写，这一语言描写充分表现出了陈涉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典型错误分析］
第１题应该答“却话巴山夜雨时”。但有一部分错答成“巴山夜雨涨秋池”，也有错答成“到

乡翻似烂柯人”等等。之所以有这些文不对题、张冠李戴的答案，是因为考生没有背出李商隐
的《夜雨寄北》这首诗歌。

第２题应该答“各领风骚数百年”，个别考生错答成“各领风骚百数年”，个别考生还错答成
“各领骚风数百年”等等。这道题答错的主要原因是《论诗》中的名句没有背熟，默写时在犹豫
中颠倒了顺序。

第３题应该答“夕阳西下”，有些考生错答成“轻烟老树寒鸦”、“枯藤老树昏鸦”等等。之所
以失分，是考生对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理解不够造成的。

第４题答案是“影布石上”，除极个别考生答不出空着外，考生基本上能答对。
第５题应该答：“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道题答错的比较多。错答成“辍耕之陇上，怅恨

久之”有一部分，还有错答成“苟富贵，无相忘”等等。主要是考生没有理解陈涉发动起义的原
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语言。

【失分对策】

１．复习要全面，要把考试主管部门颁布的文言诗文背诵篇目（包括片段）全部背得滚瓜烂
熟，不要抱侥幸心理，只背名句、中心句和关键语句。这样踏踏实实，才能更满怀信心参加中考。

２．理解十分重要，它能帮助你从头脑中筛选出正确的答案，减少因颠倒顺序、张冠李戴而
失分的情况。所以要在复习时如果没有理解就要去请教老师、请教同学、翻阅参考书或网上搜
索学习。

３．在平时复习中，有颠倒顺序、张冠李戴错误的的情况，要全画出来，进行有意记忆，多次
背诵。

４．会背会默的文言诗文，但在中考默写中，由于紧张有时也会做题不顺畅。那么不应想
当然去做，而应先放一放，等做完其他题后回过来再做，也许就顺畅了。



１０　　　 找准 中考语文失分点　

【模拟检测】

１．默写练习一：
（１） ，再而衰， 。
（２）造化钟神秀， 。
（３） ，白云千载空悠悠。
（４） ，清泉石上流。
（５）持节云中， ？

２．默写练习二：
（１）朝而往，暮而归， ，而乐亦无穷也。
（２） ，天寒白屋贫。
（３）一水护田将绿绕， 。
（４） ，镜中衰鬓已先斑。
（５）试问卷帘人， 。

二、文言诗词赏析中的失分点

文言诗词赏析是近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的语文试卷中新增的试题，占４分。
分值虽然不高，但如果失分也是很可惜的。

失分点４　不理解文言诗词所表达的思想

【失分举隅】

【例７】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中考语文模拟试卷，（二）诗词理解，第７题为：

送　友　人
李　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运用比喻和对偶的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
的感情。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对友人的关切和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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