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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语文、数学、英语课程是职业学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三门公共基础课程，是

学习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是现代社会中学习和掌握其他学科知识

的必备工具。掌握必要的语文、数学、英语知识，有助于提高综合人文素养、发

展智力、提升职业素养和通用能力，为专业学习和终生学习奠定基础。

本套学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２００９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

等七门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及江苏省教育厅２００９年印发的《江苏省五年制

高等职业教育语文、数学、英语课程标准（试行）》，结合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公

共基础课程教学实际，根据多年来在语文、数学、英语学科教研工作中所取得的

经验和成果，在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校级立项课题《五年制高职公共

基础课程试题库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供五年制高

等职业学校学生使用。

为了帮助师生更好地完成新课程的教学要求，本学案以五年制高职教育学

生的培养目标为引领，遵循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将一年级学生必修

的语、数、外基础知识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分解落实到每一单元中，力求让学生明

确每一单元的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内容等，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同时配备同步训练和课外拓展，帮助学生检验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情况，拓展相关的课外知识。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师生批评

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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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单元　飞扬的诗情 １　　　　

　　本单元收录了６首中外现代抒情诗。其中，毛泽东的词可以看做是介于现代和古典之
间，沿用的虽然是词的样式，但其气质与内涵却是现代的。

现代诗歌一般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与古诗词相比，虽都为感
于物而作，都是心灵的映现，但其完全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
自由开放、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现代诗的主流是自由体新诗。自
由体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形式上采用白话，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内容上
主要是反映新生活，表现新思想。现代诗歌主要流派为“新月”派、“九叶”派、“朦胧”派。

本单元所选的诗歌主要涉及青年、青春、理想、爱情等主题。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通过回忆少年时的青春往事，表现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理想、抱负与雄心，表达了一种胸怀
天下、敢与旧制度斗争的豪情与勇气。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以自己留学生活时的场景为抒
情对象，抒写了青春时代的美好生活和即将踏上人生之路的淡淡惆怅，以及对往昔的依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诗人海子的重要作品，诗人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日常生活的幸福；另
一方面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认识到理想的不同寻常，从而在承认普通人之幸福的同时又
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曾经温暖、鼓舞过许多人，别林
斯基曾说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是生活的微笑，这正说明了诗人面对困难时的坚定和一种用
理想照亮现实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舒婷的《致橡树》是一首关于爱情的作品，诗人将不同
的爱情观作了对比，反对那种炫耀自己、攀附别人、没有创造与意义的爱情；提倡有意义的
生活，各有价值的个性，以及相互间的分担与共享。食指的《相信未来》，表达了在非常态的
政治环境下，仍然对未来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所有这些诗作，都有着相互联系的主题范围。

诗歌的艺术概括力很强，特别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言效果。鉴赏时要从诗歌凝
练含蓄的语言入手，体会关键语句的深层含义，品味诗歌抒发的情感，分析诗歌的各种艺术
表现手段，把握并深刻理解诗歌塑造的艺术形象，感受诗歌的优美意境。

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学习和鉴赏诗歌，应该用普通话反复朗读、吟诵。
通过诵读，不仅可以感受到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获得美的享受，而且有助于我们领略诗歌的
意境，体会诗人的感情。

结合所选课文特点，本单元的口语交际内容为普通话朗读训练。写作内容是抒情手法
的练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举办以青春为主题的鉴赏与朗诵诗会。



２　　　　

　　１．对现代白话抒情诗文体知识有大致的了解。

２．对所选作品表现出的理想、青春、爱情等主题有所认识，并能联系自身的实际进行
思考。

３．在学习中背诵、积累名篇名句。

４．了解诗中抒情的意象、象征手法和情景的关系。

５．学会用抒情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情与感受。

６．学习现代抒情诗的朗诵技巧，并能熟练运用。

《沁园春·长沙》
【文体知识】
词，是我国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特殊体裁，起源于隋唐，兴盛于宋，随着金元北曲的盛行

而衰落。它原本是配合宴乐曲调的歌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纯粹的文学
样式。

每首词都有一个曲词名称，叫词牌。词牌决定了这首词的字数、句数和平仄声韵。《沁
园春》是常见的词牌名，始于初唐。

词的流派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作品气势豪放，意境雄浑，充满豪情壮志，给
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代表词人有苏轼、辛弃疾等。婉约派作品清丽含蓄，感情婉转缠
绵，代表词人有柳永、秦观、李清照等。

【文本解读】
《沁园春·长沙》写于１９２５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形势高

涨，革命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各种形式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这时候，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
势力为了维护其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
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进步，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向的力量，
这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毛泽东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１９２５年２月他从上
海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８月从韶山到长沙，９月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
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
“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形象地指出主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用马列主义武装
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沁园春·长沙》一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景，描绘了美丽壮观的
湘江深秋景色，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下阕抒情，通过回
忆，形象地概括了早期共产主义战士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艺术地回答了“谁主
沉浮”的问题。全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革命
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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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
【作者简介】
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１９１５年

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１９１８年赴美国学
习银行学。１９２１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受西方教育的
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１９２１年开始创作新诗。１９２３年，参与发起成
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曾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新诗艺术的
发展。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由南京乘飞机前往北京，因飞机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坠机身亡。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
《秋》等。

【文本解读】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有名的代表作，是一首写景抒情诗，诗中情景交融，意境优美，

比喻活泼鲜明。康桥，即剑桥，徐志摩于１９２１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和康桥结下
不解之缘。１９２８年诗人故地重游，在归途的轮船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作者把一片
深情溶入景物之中，又借景物显示自己的心境。全诗以离别康桥时的感情起伏为线索，以
虚实相间的手法，通过对康桥景物的抒写和暗喻，细致入微地表达了诗人对康桥的眷恋和
珍视，对往昔生活的憧憬，也表达了眼前无可奈何的离愁，在飘逸、洒脱的姿态下，蕴藏着深
沉的忧郁和难言的苦闷。

这首诗节奏和谐，音调优美。全诗七节，每节四行，每行六至八字，三顿或者四顿。每
节换韵，一般二、四行押韵，节奏匀整，但整齐中又有变化，例如首节与末节不仅韵脚相同，
而且句式相同，其中稍换几字，读来更有意味。当时，作者赞同闻一多诗歌要有“音乐美、绘
画美、建筑美”的主张，这首诗正是他对这种“三美”理论的实践，并成为“新月”派诗歌的代
表作品之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作者简介】
海子原名査海生，生于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４日，在农村长大。１９７９年１５岁时考入北京大学

法律系，其后开始诗歌创作，是当时的“北大三诗人”之一。１９８４年第一次使用“海子”笔
名，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２５
岁。海子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诗歌创作，对诗歌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在不到７年的时间里写出
了近２００万字才华横溢的诗歌作品。

在中国当代诗坛，海子常被称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征”和“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
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作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不但
影响了一代人的写作，也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诗歌概念，成为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他创作的优秀抒情短诗是继“朦胧”派之后独特而又出众的作品，兼具抒情性、
可诵性和先锋性风格，在当时极为罕见。海子去世后，其作品和“麦子”意象系统很快得到
诗坛承认并给予极高评价，有关海子诗歌的深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

【文本解读】
这首诗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标题，明白如话，一望便懂，但又蕴涵深厚，存在悖论：既然面

向大海，又如何看见春暖花开？春花烂漫当在山坡、原野、林间、花圃，在温暖的大地，宽阔
浩荡的海面不会有姹紫嫣红的景象。“大海”是海子后期诗作的中心意象，它象征一种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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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纷扰的心灵家园，是他寻找幸福与安宁的精神归宿。“幸福”是这首诗的关键词，首节
定义“幸福”的内涵，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注人间生活、居住于海边，这里既有物质生
活的充实，也有精神生活的浪漫。中间一节延伸“幸福”的涵义，是来自瞬间的心灵冲击，也
来自他与亲人和每一个陌生人作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交流。末节，因为自己幸福，所以也
为所有陌生人的前程和爱情祝福，为所有的山河重新命名。诗作中表达的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和博爱的情怀，感染了每一个读者，充满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达了诗人对自然淳朴生活的向往。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虽
然真诚地祝愿人们获得尘世生活的快乐，可是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却是远离尘世的，“我只愿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人向往的“幸福”是自由的、世外桃源般的。他在个人生活上希望
“面朝大海”，与世俗保持距离，这透露出诗人对现实生活无法自解的困惑和内心巨大的焦
灼痛苦。

我们从诗中可以读出诗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之情，包括对世俗生命的关怀和对崇
高生命的激动。诗中所表现出的率真、清纯的情感，单纯而明净的意象构成了海子所独有
的气质。这种人性的光芒在温暖读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在世俗面前淡淡的怅然
和他那颗孤独的心灵所承受的痛苦。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１７９９—１８３７），俄罗斯民族诗人，小说家，１９世纪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同时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还被高尔基誉为
“俄罗斯文学之父 ”。他的著名诗作有《自由颂》、《致大海》、《致恰达耶夫》、《上尉的女儿》
等。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

普希金生于莫斯科一个崇尚文学的贵族家庭。成年后不断发表诗歌抨击时政，歌颂自
由，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为此遭到了沙皇政府的多次打击，他曾被两次流放，也曾身
陷囹圄，但他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诗中表达的生活原则，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虽然
被沙皇政府阴谋杀害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鼓舞着人们。

【文本解读】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选自《普希金诗集》，写于１８２５年。当时，诗人被沙皇从流放地召

回，幽禁在他父母的领地米海路夫斯科耶村。在那些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只有与邻近庄园
奥西波娃一家的来往，才给他带来一些欢乐。当时俄国革命正如火如荼，诗人却被迫与世
隔绝。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仍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理想，相信
光明必来，正义必胜。

这首诗是普希金赠给奥西波娃的女儿的，题写在少女的纪念册上。全诗通篇使用了劝
告的口吻，以假想生活中遭遇挫折为题，从一个长者劝慰的角度，告诉人们要正确对待挫
折，对未来要充满希望。

第一段，诗人以亲切温和的语气告诉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假如遇到挫折，不要把悲伤
埋在心头，也不要愤愤地发泄怨气，学会容忍，相信美好的日子终会来到。诗人把自己对待
坎坷的乐观精神融入诗句，仿佛一位长者，又好似一位挚友在深情、诚恳地劝解这位少女，
读来令人感到温暖。

第二段紧承上段进行分析：美好的未来对人们总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尽管现实那么不
如人意，但只要心中始终怀着对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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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终将烟消云散，因为时间是医治创伤最好的药。诗人说出了这番对未来与现实的思考，
是谆谆开导少女，同时也是自勉。

整首诗用词亲切和婉，语调热诚坦率，诗句清新流畅，情感热烈深沉，有丰富的人情味
儿和哲理意味，让人感受到诗人真诚博大的情怀和坚强乐观的思想情绪。

这首诗问世后，成为许多人激励自己前进的座右铭。

《致 橡 树》
【作者简介】
舒婷，原名龚佩瑜，福建厦门人。当代女诗人。她与北岛、顾城等共同构成新时期朦胧

诗派的主力阵容。１９８２年出版诗集《双桅船》，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
集）二等奖。主要著作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烟》等。

舒婷的诗风细腻而沉静，哀婉而坚强。她长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把握复杂细致的
情感体验，用隐喻的言语来营造诗的精神境界，在营造的空间中留下大片空白，让读者思
索、想象、创造，并由此真切感受到意象之间组合的新奇之美，由意象进而领悟诗歌的情感
内涵。

【文本解读】
《致橡树》是一首优美、深沉的抒情诗。诗人精心选用橡树和木棉这两种热带常绿乔木

作为男女主人公的象征，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以橡树为对象，通过木棉对橡树的独白，坦
诚、开朗地倾诉了诗人的爱情观，表达并赞美了以人格独立、平等为基础而又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同甘苦共患难的坚贞爱情。全诗感情色彩强烈，又具有清醒的理性思考，蕴含着丰
富的社会内涵，耐人寻味。

诗歌一开篇就两次运用了同一假设和六个否定性的比喻，对以金钱、地位、人身依附为
基础的世俗的爱情观提出了质疑和否定。

她不想像“凌霄花”那样，攀附对方，借对方的光环来炫耀自己，否定了“夫贵妻荣”的传
统爱情观念；也不愿“小鸟依人”似地躲在橡树的浓荫之下，独自唱那痴情的恋曲；不能仅仅
像“泉源”那样只有温情脉脉的关心和体贴；也不想只成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去衬托橡
树的威仪；甚至也不愿像“日光”和“春雨”那样为对方付出一切。她承认爱情包含这些，但
“这些都还不够”。

她必须是“一株木棉”，要作为“树的形象”，也就是“人”的形象，和对方并肩站在一起。
真正的爱情，不是以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为代价，而是以人格独立、平等和自由为基础。他
们各自有着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一个是“铜枝铁干”，如刀剑般刚强不阿；一个是“红硕花
朵”，像火炬那样热烈深沉。他们谁也不向对方索取什么，表面上他们“仿佛永远分离”，实
质上却根叶紧缠，“终身相依”。无论是快乐、幸福，还是痛苦、悲伤，他们都共同分享，一起
承担。爱情不仅是外表上的相互吸引、生活中的彼此关心，更重要的是双方有着共同的生
活信念、人生准则和价值追求，在思想情感上达到完美和谐，这才是诗人所讴歌的“伟大的
爱情”。总之，作者在《致橡树》中通过木棉对橡树的独白，鲜明地表达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
独立、平等、自由，而又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灵肉完美统一的现代爱情观。

《致橡树》不仅以其隽永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其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全诗
构思精巧，结构新颖、独特。开篇两次同一假设和六个否定的运用，不但增强了诗歌的气
势，也为引出自己的爱情观作了充分的铺垫，同时还能充分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全诗分行
不分段，非常适合独白的口吻，仿佛木棉正对橡树呢喃细语，娓娓倾诉自己的情怀。诗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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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不一，随着诗人情感轻重缓急的变化而自由变化，错落有致。而对偶的运用，又为诗歌增
添了整齐匀称之美。同时，诗歌大量采用整齐匀称的语言形式，它们在字、音、义上严格对
应，在行上宽泛对应，既有古典诗歌的整齐划一，又有新诗的自由奔放，表现了诗人既继承
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诗风。

《相信未来》
【作者简介】
食指，生于１９４８年，原名郭路生，著名诗人，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相信

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当时广为流传。２００１
年４月２８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
《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食指的诗》。

食指是一个天然的诗人，纯净的抒情体现出健康的平民风格，与当时青年一代的精神
脉息紧密相通，诗歌语言节奏铿锵易于朗诵。

【文本解读】
《相信未来》一诗，写于１９６８年。诗中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

让人们懂得了在逆境中，怎样好好生活，怎样自我鼓励，怎样矢志不渝地恪守自己对明天的
承诺。本诗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并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

诗一开头就用“蜘蛛网”“炉台”“余烟”“灰烬”等几个意象，给人们描绘出了那个荒芜、
穷困、艰难的时代；而诗人却“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雪花”既象征纯洁、质朴，也
传递着清楚、明了的意识，把不屈于现实的坚定，表现得格外真切，这是从艰难生活中升起
的信念。第二诗节，用“紫葡萄”“深秋的露水”“鲜花”“别人的情怀”“凝露的枯藤”写出了生
命由鲜亮而黯淡，由热情而失意，由饱满而枯竭的经历，激起了人们对失意、落寞、不快的联
想；而诗人“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的人格力量更强烈地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这
是从人生苦难中升起的信念。第三诗节，“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
住太阳的大海”，力量之大，范围之广，气势之猛，表现了诗人的满腔豪情。“用孩子的笔体
写下：相信未来”，表达的是诗人的真挚和坦诚思想，这是由真实内心升起的信念。这三个
诗节，一咏三叹，“相信未来”就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奏出了诗人心底的最强音。在那个阴
云密布、精神痛苦的时代，《相信未来》为人们的心灵投下了一道希望之光。“相信未来”，那
种残忍、固执、痛苦、伤痕累累的相信，就是一个人在痛苦现实中对未来坚定不屈的信念，这
也是这首诗最为动人的内核。

这首诗如果只有前面的三节，还不足以表现诗人深刻的思想，接下来的三节，诗人将自
己对“未来”的“相信”和对人类的清醒认识结合起来。首先，诗人相信 “未来人们的眼睛”
能“拨开历史风尘”“看透岁月篇章”。“睫毛”“瞳孔”两个意象承“眼睛”而来，形象地描绘出
未来人思考的神情，而“拨开”和“看透”又歌颂了人类智慧的伟大，诗人“相信未来”的原因
就寄托于这形象的思考中。其次，诗人不在乎人们对我们肉体和经历的褒贬。“腐烂的皮
肉”“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三个具体的形象或神情，传递着现实人们的种种苦态；“感
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四个细节，呈现出人们对过去历史种
种评价的表情，形象传神，用笔精当。再次，诗人坚信未来“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一定会
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脊骨”就是不屈的信念和探索的精神，“那无数次的探索、迷
途、失败和成功”中体现出不屈的信念和精神。这三节，曲折地挖掘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未来
的共同信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诗人才毫不怀疑地“相信未来”，并且“焦急地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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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评定”。
诗的最后一节，用热情的呼告，满怀激情地鼓舞人们“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

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以无可反驳的气势，无所畏惧的精神，向苦难的现实宣
战。对“未来”的信念像大海上的太阳那样喷薄而出，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灵魂。

《相信未来》构思巧妙。前三节写自己是怎样“相信未来”的，后三节写为什么要“相信
未来”，最后一节呼唤人们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去努力、去热爱、去生活。用语质朴，而思想深
刻；性格鲜明，又令人折服。全诗基本上遵从了四行一节，在轻重音不断变化中求得感人效
果的传统方式；以语言的时间艺术，与中国画式的空间艺术相结合，实现了诗人所反复讲述
的“我的诗是一面窗户，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艺术。通读本诗，虽然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
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从诗人那压抑和痛苦的吟哦中，我们可以真切地
感受到诗人那撼人心魄的信念———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以及为理想和光明
而奋斗。

雨　巷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８　　　　

单元训练（一）

第一部分　基础训练

１．下列加点字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

Ａ．百舸
獉
（ｋě）　　　　雾霭

獉
（ǎｉ）　　　　斑斓

獉
（ｌｎ）　　　　怅

獉
寥廓（ｃｈｎｇ）

Ｂ．漫溯
獉
（ｓｈｕò） 眷

獉
属（ｊｕｎ） 虹霓

獉
（ｎí） 慰藉

獉
（ｊí）

Ｃ．流岚
獉
（ｌｎ） 沉淀

獉
（ｄìｎｇ） 伫

獉
立（ｚｈù） 挥斥方遒

獉
（ｑｉú）

Ｄ．浪遏
獉
飞舟（è） 青荇

獉
（ｘìｎｇ） 榆荫

獉
（ｙīｎ） 轻蔑

獉
（ｍｉè）

２．下列加点成语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

Ａ．青年拥有青春，但不等于赢得了青春，对青春流逝的任何喟叹都无济于事
獉獉獉獉

。

Ｂ．他们疼爱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喜欢他们，一家三口相濡以沫
獉獉獉獉

，美满幸福。

Ｃ．想到一边喊“为人民服务”，一边用公款填饱酒囊饭袋
獉獉獉獉

的所谓公仆，不由你不生气。

Ｄ．这位小演员真了不得，他扮演一位八十岁的老公公，居然演得栩栩如生
獉獉獉獉

。

３．对下列诗句所用的修辞手法判定正确的一项是 （　　）

①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②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③根，紧握在地
下，叶，相触在云里　④啊，船长！我的船长！

Ａ．①设问　②比喻　③对偶　④呼告

Ｂ．①设问　②夸张　③对比　④呼告

Ｃ．①反问　②比喻　③对偶　④反复

Ｄ．①反问　②夸张　③对比　④反复

４．下列对诗歌的理解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现代诗歌的主流是新诗。新诗是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诗体。

Ｂ．词是诗歌的一种体裁，起于唐代，盛于宋代，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沁园
春·长沙》的体裁是词，因此，它属于古典诗歌。

Ｃ．诗歌的基本特征，一是以抒情见长，二是具有音乐美，讲求节奏和韵律，三是语言凝
练精美、生动形象。在一首诗中，它们是有机统一的。

Ｄ．欣赏诗歌时，讲究理解词义，解读关键语句的内涵；讲究进入诗歌意境，体会作者感
情；要发挥想象和联想，同时要反复诵读，领略诗歌的音乐美。

５．下列关于《再别康桥》的表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诗中笼罩着一种宁静、安谧的氛围，水草、柔波、彩虹、星辉，恰当地衬托了诗人静默
的心境。

Ｂ．徐志摩、闻一多对于诗歌创作的共同主张是“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Ｃ．诗人把自己对母校的深情融进了悄悄别离时那富有特色的形象和想象中，形成了一
种轻柔、明丽而又俊逸的格调。

Ｄ．诗人运用比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写出了康桥那特有的优美景色，表达了自己
那追梦般的思念之情。



第一单元　飞扬的诗情 ９　　　　

６．填入下面横线上最恰当的一项是 （　　）
笔者曾在两家相距不远的服装店门口作过比较，一家是白色等浅色服装较多的服

装店，另一家是深色服装较多的服装店，观察的结果是　　　　　　。不妨说，夏季人
们对白色的厚爱，不亚于对水的钟情。

Ａ．进入前者的顾客和进入后者的一样多。

Ｂ．进入后者的顾客比进入前者的多一倍。

Ｃ．进入后者的顾客比进入前者的少一倍。

Ｄ．进入前者的顾客比进入后者的多一倍。

７．请从鲁智深的角度改写下列语句。
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禅杖飞将起来，把这水火棍

一隔，飞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的和尚来，喝到：“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
改句： 　

　。

８．默写。
（１）　　　的青荇，油油的　　　　　　；在康河的柔波里，　　　　　　　！
（２）寻梦？　　　　　　　，向　　　　　　　；满载一船星辉，在 　。
（３）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　　　　　和你站在一起。根，　　　　　　　，
叶，　　　　　　。

（４）朋友，坚定地　　　　　　　，相信　　　　　　　　，相信　　　　　　，相信未来，

　。

第二部分　阅读训练

（一）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
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１．下列语句朗读节奏错误的一项是 （　　）

Ａ．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Ｃ．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思是 （　　）

Ａ．当年拥有万户封地的诸侯都成了粪土

Ｂ．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一样

Ｃ．如粪土一样的军阀官僚同当年的万户侯是一丘之貉

Ｄ．把当时拥有万户封地的诸侯看得如同粪土一样

３．下列语句不是具体描写深秋景物的一项是 （　　）

Ａ．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Ｃ．漫江碧透 Ｄ．万类霜天竞自由



１０　　　

４．本词中形象地表现诗人对革命同伴的期许和鼓励及对革命前途展望的语句是 （　　）

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Ｂ．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Ｃ．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５．下列分析有误的一项是 （　　）

Ａ．《沁园春·长沙》开头三句就点明了时令、地点、特定的情景，突出了词人卓然独立、
深沉思索的形象。

Ｂ．词中描写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深秋争相蓬勃发展，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情景，这是
托物言志的写法。

Ｃ．上阕一个“看”字引领了从“万山红遍”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秋天的各种景色。

Ｄ．“独立寒秋”中的“寒秋”一语双关，既指自然的秋天，也暗指当时的政治气候，含义
深刻。

（二）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１．认真阅读，将朗读节拍在诗中用“／”标示出来。

２．“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诗人如此肯定的理由是什么？请用诗中的句子回答。

　
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该怎么办？结合本诗的主旨，谈谈你的感受。

　
　

４．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说说为什么“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三）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化石吟（节选）

　　 逝去万载的世界可会重现？
沉睡亿午的石头能否说话？
长眠地下刚苏醒的化石啊，

请向我一一讲述那奇幻的神话。

你把我的思绪引向远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