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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阅卷看高考》丛书，是湖北省高考语文阅卷点业务组的重要研究成果。

多年来，我们也曾见过所谓对高考的 “研究”，但一般都是停留在纯粹应对
考试的层面。如何从考试中 （通过阅卷）发现并提出对语文教学及复习备考
的问题和意见，却向无涉猎。在这里，最受忽略的是阅卷这一环。

高考阅卷，最终完成了对学生的终结性评估，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阅卷，联系着教学 （包括复习备考），因而必然联系着教师的 “教”及学生
的 “学”；联系着考试，因而必然联系着教学大纲及 “考试说明”（包括高考
试卷）。从教学资源的角度来说，阅卷，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资源。我们
本着有效、合理利用高考阅卷资源，为高中语文教学服务、为学生高考复习
备考服务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教学大纲、考试说明、高考试题、高考评卷、

教学备考的整合研究，在 “语文教学与考试”的大前提下，从阅卷反观高考
与教学，把高考当作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来研究，落脚点是全面提升
学生的语文素养。

整套丛书包括：《我们怎样看语文高考》、《高考佳作成功之路》、《现代
文阅读指津》、《古代诗文阅读指津》、《带十二套试题进考场》。

《我们怎样看语文高考》（主编：武汉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冯常林），从
考与教、考与学、考与评、考与练、考与考等方面，研究语文高考；

《高考佳作成功之路》（主编：枝江一中特级教师周世忠），从思想情感、

题材内容、文体篇章、语言表达、应试技巧等方面，指示佳作成功路径；
《现代文阅读指津》（主编：湖北省水果湖高中高级教师谭声祥）、《古代

诗文阅读指津》（主编：武汉市十大名师、武汉一中特级教师甘德炎），从现
代文与古代诗文阅读检测的规律，解读高考阅读试题解题要领；

《带十二套试题进考场》（主编：华中师大一附中特级教师严育开），全
面考察２００３年 “全国、京、沪”三套考题、前瞻２００４年语文高考，编制十
二套模拟试题，期待考生胸有成竹进入考场。

本套丛书的特点：

阅卷专家新视野 本丛书的编写者，是多年从事语文教学、高考研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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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阅卷的资深专家 （特级教师及中学高级教师）。他们熟悉语文学科的命

题和考试、大纲 （考纲）和教材、考生需要和复习备考，深谙命题的原则、

思路和最新考试动态，尤其是多年阅卷 （特别是组织阅卷）的经历，使他们

更能以全新的视野审视语文高考。

高考学生新状况 高考最终是学生参加的，学生在高考中的 “表现”，

在阅卷中看得最清楚。针对阅卷中对学生参考状况的最新把握，有的放矢提

示教学及复习备考的最新策略。

语文教学新举措 阅卷是反映教学结果的层面。从结果的产生，反思教

学的过程，强化对产生结果的过程的研究，从而推进语文教学过程的优化。

阅卷中催生出的语文教学新举措，必将对教学、高考产生积极影响。

复习备考新思路 权威、创新、针对、实效、可操作，是本丛书应对复

习备考的全新追求。

《阅卷看高考》丛书是教学、复习备考的必备之书，是教学、高考的制

胜之书，是语文高考的高分突破之书。

丛书分两批出书，《高考佳作成功之路》、《现代文阅读指津》、《古代诗

文阅读指津》先期出版，以应高三教学和复习备考之需；高一、高二年级亦

可用作教学指导及教学辅助用书。《我们怎样看语文高考》、《带十二套试题

进考场》，拟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出书，以期有２００４年高考的最新信息发布，使

更具权威性与针对性。

我们更希望使用本丛书的老师及学生，与丛书编者一道，在探讨提高语

文教学和复习备考效率的过程中，丰富、提高、发展我们自己。

湖北省教学研究室 史绍典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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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　２００３年古代诗文阅读题
　　 （全国卷）透视

　 （一）文言文阅读题的检测目标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一段文言文，完成１１～１６题。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襁褓而孤，为伯父让之所鞠。及长，博学，早知名。隋

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累迁吏部侍郎。大业初，西域诸番
款①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
产服章，入朝奏之。帝大悦，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帝幸东都，矩以蛮夷朝贡
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觝②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
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番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
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
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矩后从幸江都。及义兵
入关，帝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銮舆早还，
方可平定。”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是时，
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
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
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
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
何忧不治！”不治贞观元年卒，赠绛州刺史，谥曰敬。（节选自 《旧唐书·裴矩选》）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
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③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
随矣。”（《资治通鉴·唐纪八》）

注：①款：至，到。②鱼龙曼延、角觝；均为古代杂戏名。③表：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竿。

１１．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讽
獉
帝大征四方奇技　　　　　讽：劝告。

Ｂ．咸私哂
獉
其矫饰焉 哂：讥笑。

Ｃ．恐为身祸，每遇
獉
人尽礼 遇：优待。

Ｄ．太宗初即位，务
獉
止奸吏　 务

獉
：致力。

１２．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　　）



２　　　　

　
　
　
　
阅
卷
看
高
考

Ａ．
为
獉
伯父让之所鞠

身死国灭，为
獉

｛ 天下笑　　　　　　
Ｂ．

以
獉
夸诸戎狄，终月而罢

还军霸上，以
獉

｛ 待大王来

Ｃ．
咸私哂其矫饰焉

獉
犹且从师而问｛ 焉

獉
Ｄ．

太宗纳其言，因
獉
召百僚谓曰

府吏闻此变，因
獉

｛ 求假暂归

１３．下列各组句子中，分别表明裴矩 “佞于隋”和 “忠于唐”的一组是 （　　）

Ａ．
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
此人受赂，｛ 诚合重诛

Ｂ．
凡所陈奏，……矩辄以闻
陛下……｛ 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Ｃ．
每遇人尽礼……皆得其欢心
裴矩遂能廷折，｛ 不肯面从

Ｄ．
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每事如此，｛ 天下何忧不治

１４．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裴矩自幼而孤，在伯父身边长大，由于博学而很早知名。隋文帝、炀帝都十分
赏识他，委以要职；炀帝更因他熟悉西域风土民情，经常向他咨询西方之事。

Ｂ．裴矩工于心计，投炀帝之所好，为向戎狄夸耀强盛，建议作奇技、杂戏于洛邑，又
热情款待以笼络其心；尽管 “夷人有识者”对此不以为然，但深得炀帝欢心。

Ｃ．义兵入关之后，裴矩向炀帝献计，主张当即平定，以免错失良机；又见天下将乱，
为全身远祸计，对人尽皆礼遇，对炀帝更是 “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Ｄ．唐太宗是开明的君王，但难免有失误，他先以行贿试探，后又欲诛受贿之人；裴
矩直言谏劝，认为是陷人以罪，不合礼义，使太宗收回成命，并受到高度赞扬。

１５．联系全文看，下列对文末司马光一段话的认识，不正确的一项是 （　　）

Ａ．以史家的眼光，评价唐太宗能够从善如流，隋炀帝则爱好面谀逢迎。

Ｂ．强调 “表动则景随”，裴矩由隋入唐后，其品性也由卑下而趋于高尚。

Ｃ．借用裴矩 “佞于隋而忠于唐”的事例，说明君王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Ｄ．启示后世君王，治国时应当注意从裴矩的变化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

１６．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５分）
（１）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

译文：
（２）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译文：

目标透视

２００３年全国卷的文言文阅读试题由五道选择题和一道翻译题组成，各题的检测目
标如下：

第１１题：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运用平时学到的实词知识，结合语境，选
取在上下文中的义项，是阅读文言文的基本功。Ｃ选项的 “遇”意为 “对待”，后半句
“遇……尽礼”合在一起为 “以礼善待”之意。题面上解释为 “优待”，这就不合文意
了。答案为Ｃ。

第１２题：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本题四组句子中，分别选取一个课本中已学过
的例子，让学生进行比较辨析，体现了 “运用已学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要求。“咸
私哂其矫饰焉”中的 “焉”很明显是语气词，“犹且从师而问焉”中的 “焉”则是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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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Ａ项两个 “为”皆是表被动的介词；Ｂ项的 “以”则都是表目的的连词 “来”；

Ｄ项的 “因”都是连词 “于是”的意思。答案为Ｃ。
第１３题：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根据人物的性格，对文句作出定向选

择，这是往年一贯的做法，由于本题人物性格有两个特点，所以筛选的依据由一点变成
了两点。Ａ项中第二句只是裴矩强调该罪犯的罪行，Ｃ项中第一句是裴矩为人乖张之
道，Ｄ项是太宗对裴矩敢于讽谏行为的称赞。都不符合题意。答案为Ｃ。

第１４题：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此题拟设了四项对文意的分析概括，要
求考生读懂原文，准确判断。Ｃ项裴矩主张立即回京总观大局，而非主张立即平定。其
他选项都可在原文中找到答案。答案为Ｃ。

第１５题：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此题是今年高考的新题型，司马光说，
“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愿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为直言，则佞
化为忠”就是强调裴矩之变非裴之变而是君王之功。司马光在本段中主要强调一方面
（表动）而非双方面 （即表动则影随）。考生应当注意，《资治通鉴》本身就是给君王作
辅证，司马光当然站在劝谏君王的角度论事。而 《旧唐书》则是站在裴矩的角度。文言
文难度较大，尤其是第１４、１５题。今年文言文有两个变化，一个是人物形象有所变化，
是发展的，而非往年的人物形象或忠或奸都是一贯而终；二是文章分为两部分，分别引
自不同的典籍。这两种变化给所有语文教师一个新的提示：今后文言文中的人物将有可
能比以往更加丰满，富于变化。因为一篇文章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是一致的，但两部
不同典籍中的相同人物形象可能就不同甚至相反。这类题的好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学会辩
证地看待人或事。答案为Ｂ。

第１６题：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文言文翻译是考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基本方式，

２００２年开始，将此题由判断题改成笔头翻译题，突出了对动手能力的检测。译文为：
（１）裴矩竟然能够当廷辩驳，不肯当面顺从。此题得分的关键在于能否看出 “廷”

和 “面”是 “名词作状语”，因此要翻译为 “当廷”、“当面”。
（２）国君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会变为佞伪；国君喜爱听到正直的言

论，那么佞伪就会变为忠诚。本题较为简单，大多数考生应该能准确翻译出 “佞”、“直
言”等知识点。

２００３年的考生普遍觉得Ｉ卷难，尤其是文言文阅读题，失分较多。例如第１６题，
根据小样分析，第一句得０分的多达９．５％，典型错误有三：

① 未能读懂大意，译为；裴矩立刻明白，表面上不屈从。

② 不理解 “廷折”，译为：裴矩竟敢上奏折……。

③ 不理解 “面从”，译为：……不受表面影响。
原因是未能根据语言环境理解 “折”和 “从”的含义，又不能推定出 “廷”、“面”

这两个名词状语的意义和译法。纵观文言文阅读题的失分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试题要求高。与２００２年相比，有四点变化：一是选文的篇幅较２００２年增加

了近１００字，二是阅读材料选自两本不同的史书，三是文中人物性格较为复杂，四是基
本没有提供注解。要求考生独立解读，难度明显提高了。

其二，教学方式旧。以教师为中心，以串讲为基本方法，学生的主体地位未能落
实，平时基本上是 “听”过来的，未主动参与解读的过程，能力训练被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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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教学目标空。重知识轻能力，重答案轻过程，从而使 “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
能力”的目标落空了。

学法提示
文言文是用古代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由于时代的距离和语言的演变，文言与现代汉

语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正确解读文言文，必须积累一定的语言材料，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
和文史常识，逐渐提高在文言方面的素养。在这一过程中，识记知识的任务是有限的，根
本途径是多接触文本，积累经验，形成语感。因此，学习文言文的基本策略是多读多练。

多读　对课文，应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诵读。做到读准字音，读出抑扬顿
挫，读出感情。在诵读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强对文言文的语感。

多思　诵读中，要用眼、用口、用心，注意归纳整理常见实词、虚词、句式的特点和
用法，学会利用语境推断字词句在文中的含义，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养成独立
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在阅读思考的过程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提高阅读能力。

多背　腹有诗书气自华。要认识背诵名句名篇，对提高语言能力的积极意义，自觉
多读多背。不要把背诵视为一种负担，应在良好的心态下，边朗读、边体味、边记忆，
自然成诵。

多问　要树立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理念，遇到疑难，多问老师、多问同学、多
查资料、多用工具书，逐渐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二）古代诗歌阅读题的检测目标

试题内容

１７．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６分）
过香积寺
王　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注］。

　　注：安禅，佛家语，指闭目静坐，不生杂念；毒龙，指世俗欲念。
古人评诗时常用 “诗眼”的说法，所谓 “诗眼”往往是指一句诗中最精练传神的一

个字。你认为这首诗第三联两句中的 “诗眼”分别是哪一个字？为什么？请结合全诗简
要赏析。

答：

目标透视
第１７题　考古代诗歌鉴赏。能级Ｅ，赋分６分，人均３．８３，难度０．６４。
此题的鉴赏材料选用了王维的五律 《过香积寺》。篇幅较２００２年李白的 《春夜洛城

闻笛》长。试题要求考生找出第三联两句诗的 “诗眼”，并结合全诗对 “诗眼”进行简
要赏析。答案是开放的，允许考生从词法、句法、修辞、心理感受等角度作答。

９５％的考生都能正确写出 “诗眼”（咽、冷），７８％的考生能准确品味作品所表现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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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寂”意境，分析基本上能做到言之成理，不乏颇具个性的答案：反映考生在古诗鉴
赏方面的长足进步。例如：

① 答：诗眼为 “咽”“冷”，作者通过写高耸入云的山峰，古老的树木，无人的小
径，深山中回荡的钟声，泉水、青松、日落西山，勾勒出一幅寂静，幽远的深山图，喻
情于景，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希望抛弃世俗欲念、寻求心灵慰藉的心情。

② 这首诗第三联两句中的 “诗眼”分别是 “咽”和 “冷”。“咽”为呜咽之意，将泉
水流经危石时所发出的声音描绘出来，深山无钟声，只坐听泉咽更显香积寺之幽静；“冷”
将日色和青松之色统一起来，将日光透过青松林而变昏暗之景写出来，更显香积寺之幽。

③ 答：咽、冷。香积寺处于古木深山之中，傍晚里的钟声伴着静坐的诗人，一切
都那么纯净、寂静，从高处的石块流下的泉水也受到感染，轻声呜咽着，夕阳洒入松林
也是那么寂静清冷，咽、冷一动一静更加衬托出全诗寂静的境界。

诗歌鉴赏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
（１）作品的语言。准确理解关键词语的特定意义、比喻意义、隐含意义、暗示意

义；准确理解重要语句的深层含义和言外之意；赏析诗歌语言描绘形象、表达情感、创
造意境的艺术效果。

（２）作品中的形象。包括事物形象、景物形象、人物形象，把握形象的特征，分析
寓于形象中的思想感情，理解形象的典型意义。

（３）作品的思想内容。概括主旨，简析作品的政治意义、思想意义、人生意义，赏
析作者的生活情趣、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指出局限性。

（４）作品的表达技巧。包括比喻、比拟、借代、夸张、象征、通感、双关、映衬、
对比、反复等修辞技巧，摹绘形容、烘托渲染、动静结合、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直抒
胸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现技巧。

学法提示
学习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是多读多练。在练的过程中积累相关知识，掌握鉴赏方

法，提高鉴赏能力。
（１）积累知识
语言知识：包括词语的古今异义，词性活用、特定象征意义、特殊句式、词组代

句、倒装、对仗、互文。
修辞技巧：利用 “炼字”描绘生动的形象，传达独特的感受；运用比喻、比拟、借

代、移用、通感、夸张；运用拟人移情于物，使自然物人情化成抒情的借代物；运用象
征化抽象为具体，化景物为情思；利用双关增强语言的意蕴；利用映衬、对比凸现形象
的特征，抒发鲜明的爱憎情怀；利用韵脚、平仄、对仗增强诗歌的韵律和节奏。

艺术手法：以情染景，以景显情；以动衬静，以闹衬静；哀景写乐；乐景写哀。
常见主题：忧国忧民，怀古伤今，蔑视权贵，愤世嫉俗，怀才不遇，寄情山水，归

隐田园，登高览胜，惜春悲秋，忆友怀旧，思乡念亲，相知相思，别恨离愁。
（２）掌握方法
诗歌鉴赏的一般方法为：
反复诵读，理解字句———运用联想 （想象）。再现意象———体味情感，把握主题

———选择角度，展开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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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代诗文阅读题的学习策略

　 （一）在诵读中积淀

《考试说明》要求：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

考点释义

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显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句名篇，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语言文字，热爱中华优秀文化的感情，有助于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
有助于积累语言材料，培养语感，提高语文素养和文化品位。因此，背诵是语文学习中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让我们看看下面两篇高考满分作文 （摘要）：
先看一位浙江考生作文的首尾两段———

偏袒———人的本性
人生步履匆匆，跨过春夏秋冬的臂膀，你会发现，生命无法远离情感的射程。“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亲情的关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友情的牵挂；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是恋情的思恋。

……
感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体会。虽然有人大声疾呼自己是一个

大公无私的人，但现实中能有几个人会将亲情，友情搁置一旁呢？小草散见于花卉一
旁，扶持着一种绚烂；云絮点缀在蓝天，映衬出一道彩虹；雄鹰展翅在高空，写出一种
壮阔……

再看一位湖北考生的 《感时花溅泪》，几乎通篇都是名句组成的———
我国诗人有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实，这句诗正说明了景随情迁的道

理。对事物的认识与人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
……
在 “人比黄花”的女词人李清照眼里，她的生活安定幸福，少受战乱之苦，因此她

才会 “兴尽晚回舟，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然而世事沧桑，后期的她受战争流
离之苦，她的生命之舟已经 “载不动许多愁”……

有人说，中国人缔造了月。这话其实并未夸大，在科学上，月只是一块毫无生命和
感情的矿石，但由于中国无数诗人美丽的诗篇却赋予了月亮以不朽的生命。在王维的诗
中有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继诗云：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
眠。”李白的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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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青天？”这些优美的诗句，至今细细品位，仍给人口有余香，不绝于耳的感觉。但我
们同时也会发现诗人的感情却不尽相同：王维的安逸，张继的失意，李白的狂放不羁，
苏轼的入世旷远。也正是如此，对于同一事物———月的认识也不相同。同样，对于其他
事物，诗人们也同样有不同的认识，有人喜春，有人悲春；有人伤时，更有人感时，感
情却是对事物认识的一个基点，一个发散源。

千百年后，我国伟大领袖毛泽东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则抒发了
一代伟人豁达的胸襟和壮志豪情。他对于 “天”这一事物的认识也正是与他宏大的志向
和博大胸怀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人的感情亲疏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便也不同。所谓 “情人眼里出西施，”感
情亲，则对事物爱好，感情疏则对事物厌倦。其实，这本是见仁见智的。

这里，大量的诗句，被作者信手拈来，用得那么娴熟，那么贴切，那么自然，在评
卷老师心目中，已不只是生动的论据，不只是鲜活的素材，这就是文采，就是才情，就
是素养，就是给满分的理由！

诚然，我们背诵大量的名篇名句，决不仅仅是为了换取高考的高分。子曰 “不学
《诗》，无以言。”这里强调的正是诗歌对提高人的素养的作用。

常见的名句名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应包括历代名家的著名篇章和精彩文句。由于
高中生用于识记的精力有限，所以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附录中仅推荐了

３０首诗歌和１０篇 （段）古文作为背诵篇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初
中阶段背诵古诗文７０篇，总计背诵１１０篇。高考复习，即可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试题示例

１８．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任选两小题）（４分）
（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 。”

（《论语·雍也》）
（２） ，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李密 《陈情表》）
（３）风急天高猿啸哀， 。 ，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 《登高》）

解题思路

第１８题　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能级Ａ，赋分４分，人均１．５０分，难度０．３８分。
此题要求在 《论语·雍也》的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李密 《陈情表》的 “外无

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杜甫 《登高》的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
萧下”这三组句子中 “任选两题”默写。这是能级最低的一道题，却成了难度最大的一
题。究其原因，一是试题要求提高了，由对 “名句”的检测，推进到检测 “名篇”———
第２题的后两句是名句，却未考，考的是前面的两句。

这就是说，试题要求考生识记的是全篇，而不只是个别 “名句”；二是没有落实
《大纲》规定的１０篇散文、３０首诗歌的识记要求。不少考生虽然背下了这些篇章，却
未记清所用的字，因而误写 “僮”、“渚”、“萧”字，将 “强近”写成 “强劲”，也是失
分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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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训练

一、填空：

１．参差荇菜， 。窈窕淑女， 。（《诗经·关睢》）

２．蒹葭苍苍， 。 ，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３．星汉灿烂， 。 ，歌以咏志。（《观沧海》曹操）

４． ，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陶渊明）

５．海内存知己， 。 ，儿女共沾巾。 （《送杜少府之任蜀
州》王勃）

６． ，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 。（《次北固山下》王湾）

７． ，长河落日圆。 ，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王维）

８．杨花落尽子规啼， 。我寄愁心与明月， 。 （《闻王昌
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

９．行路难，行路难， ， ？ ，直挂云帆济
沧海。（《行路难》李白）

１０．岱宗夫如何？ 。 ，阴阳割昏晓。（《望岳》杜甫）

１１． ，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 。（《春望》杜甫）

１２．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何时
眼前突兀见此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

１３．北风卷地白草折， 。忽如一夜春风来， 。（《白雪歌
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１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 。（《早春呈
水部张十八员外》韩愈）

１５． ，病树前头万木春。 ，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
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

１６．妇姑荷箪食， 。 ，丁壮在南冈。（《观刈麦》白居易）

１７．孤山寺北贾亭西， 。 ，谁家新燕啄春泥。（《钱塘湖
春行》白居易）

１８． ，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 。（《雁门太
守行》李贺）

１９． ，自将磨洗认前朝。 ，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杜牧）

２０．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 。 （《泊秦
淮》杜牧）

２１． ，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
北》李商隐）

２２． ，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 （《无题》
李商隐）

２３．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相见欢》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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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衡阳雁去无留意。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渔家傲》范仲淹）

２５．无可奈何花落去， 。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晏殊）

２６．飞来山上千寻塔， 。 ，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
峰》王安石）

２７．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 ？会挽雕弓
如满月， ，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

２８．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

２９．山重水复疑无路， 。箫鼓追随春社近， 。（《游山西
村》陆游）

３０．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破阵子》辛弃疾）

３１．惶恐滩头说惶恐， 。人生自古谁无死， 。（《过零丁
洋》文天祥）

３２．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夕阳西下， 。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３３． ，意踌蹰。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山坡羊·潼关
怀古》张养浩）

３４． ，吟鞭东指即天涯。 ，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
诗》龚自珍）

３５．日之夕矣， 。 ，如之何勿思？（《诗经·君子于役》）

３６．日出东南隅， 。 ，自名为罗敷。 （《江乐
府·陌上桑》）

３７． ，志在千里； ，壮心不已。（《龟虽寿》曹操）

３８．道狭草木长， 。 ，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 （其
三）》陶渊明）

３９． ，西市买鞍鞯， ，北市买长鞭。 （《木兰
辞》北朝民歌）

４０． ，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 。（《望洞庭湖赠张丞
相》孟浩然）

４１． ，来从楚国游。 ，江入大荒流。（《渡荆门
送别》李白）

４２． ，举杯销愁愁更愁。 ，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
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

４３．晴川历历汉阳树， 。日暮乡关何处是？ 。 （《黄鹤
楼》崔颢）

４４． ，初日照高林。 ，禅房花木深。 （《题破山寺后禅
院》常建）

４５．自古逢秋悲寂寥， 。晴空一鹤排云上， 。 （《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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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梳洗罢，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
（《忆江南》温庭筠）

４７．谁道人生无再少？ 。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苏轼）

４８．薄雾浓云愁永昼，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 。
（《醉花阴》李清照）

４９．三年羁旅客， 。 ，谁言天地宽？ （《别云
间》夏完淳）

５０． ，至今已觉不新鲜。 ，各领风骚数百年。
（《论诗》赵翼）

二、填空：

１．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论语·述而》
孔子）

２．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 ，然而不
胜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

３．人恒过， ；困于心，衡于虑， ；征于色，发于声，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孟子）

４．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 ， ， ， ，

舍生而取义者也。（《鱼我所欲也》孟子）

５．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 “未可。”齐人三鼓，刿曰： “可矣。”
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 ，曰：“可
矣。” 。（《左传·曹刿论战》）

６．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自非亭午夜分，
。（《三峡》郦道元）

７．水皆缥碧， 。游鱼细石， 。急湍甚箭，
。（《与朱元思书》吴均）

８．亲贤臣，远小人， ；亲小人，远贤臣， 。（《出师表》
诸葛亮）

９．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 ，落英缤纷。 （《桃花
源记》陶渊明）

１０．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 ，因为为号焉。（《五柳先生
传》陶渊明）

１１． ，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
逝，往来翕忽， 。（《小石潭记》柳宗元）

１２．世有伯乐， 。千里马常有， 。（《马说》韩愈）

１３．山不在高， 。水不在深， 。（《陋室铭》刘禹锡）

１４．至若春和景明，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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