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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随堂巩固

1.D（“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错
误，“狗吠”“鸡鸣”原本是动物的动作。

这两句诗没有运用比拟，是运用了对

偶的修辞手法，“狗吠”对“鸡鸣”，“深巷

中”对“桑树颠”。）

2.D（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田园
诗”的开创者，“山水诗”的开创者是谢

灵运。）

3.（员）山不厌高 水不厌深

（圆）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猿）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语言运用

1.示例院淤陶诗便是最富于理趣的
（或：陶渊明便是最看重理趣的） 于而
是从具体的生活出发 盂所以他的诗
既有哲人的智慧（主语必须是“他的诗”）

2.示例院感慨如朝露般短暂易逝的

人生，曹操的梦想是贤才和功业，渴盼

贤才归附、建功立业；厌倦黑暗污浊的

官场，陶渊明的梦想是田园和山水，渴

盼纵情山水、乐天安命。

3.示例院陶诗中最常用的形象有松

树、菊花、鸟。松菊形象的含义是比较

固定的，鸟形象的含义是不固定的，鸟

是一种普通的、概念中的形象。

3版
热身演练

1.C（“表明了自己远大的志向”错，
应是表明自己要像“山”“海”那样接纳

贤才。）

2.（1）C（“化动为静”错。“山随宴坐
画图出”意思是山景随着宴坐如画图

呈现，山景是静景，诗人用“出”字展开

画卷，使得画面具有了动感，所以应是

化静为动。）

（2）淤诗书传家：诗书教化，育子成
才，只留金钱财富，常招致灾祸。于乐
善好施：宅心仁厚，悲天悯人，为子孙

后代树榜样，蓄福报。盂清廉自守：坚
守本心，心灵澄澈，任何外物都不能够

玷污灵魂。

3.（1）B（“充满生机”不对，“荒园萧
瑟”说明景物并无生机；诗人也没有游

赏的兴致，反倒是“懒追随”。）

（2）淤虚写。诗人通过想象描绘了
一幅江南水乡暮春图，表达了思归之

情。于用典。借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的典故，写归隐之情，含蓄蕴藉，言近

旨远。盂以景结情（借景抒情）。借暮春
田园美景抒发了诗人的思归之情，委

婉含蓄，耐人寻味。

第 10期
员版

比较阅读一

李白和杜甫的诗都高度赞扬了孟

浩然超凡的作诗才华。不同的是，李白

除了赞美孟浩然的诗才外，更多地表

达了对孟浩然鄙视功名富贵、不受世

俗羁绊、归隐山林、潇洒自适的风度的

钦慕。

圆版
随堂巩固

员.悦（因：根据。）
圆.悦（淤出自韩策《登恒山》，于出自

李白的《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盂出
自中岳嵩山绝顶亭联，榆出自方孝孺
《夏月登岱》，虞出自李白《西岳云台歌
送丹丘子》。）

猿.悦（“五陵年少”指京城富贵人家
的子弟。“五陵”指汉代五个皇帝的陵

墓，在长安附近，富豪人家多聚居在这

一带。）

源.（员）霓为衣兮风为马 虎鼓瑟兮

鸾回车

（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

不得开心颜

（猿）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

浊酒杯

（源）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

滚滚来

（缘）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

如私语 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

冰下难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

刀枪鸣

（远）主人忘归客不发 东船西舫

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满座重闻

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

青衫湿

语言运用

员.示例院读李白的“天姥连天向天

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可以体会到豪

迈飘逸；读杜甫的“戎马关山北，凭轩

涕泗流”，可以感受到沉郁顿挫。

苑.悦（“虚实互衬”有误。这篇小说都
是实写，两次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

顺序而写，对“我”及读者而言都是现

场，并非回忆，属于实写。）

愿.淤没有照片，“我”不认识诗人，
使得误会有发生的合理性。于按了多
次门铃无人应答，递上名片后，长时间

的等待，说明房主人事先并不知晓有

人前来拜访。盂住所破败而寒酸，盘碟
低劣破旧，说明房主人的社会地位并

不高，不太可能是闻名遐迩的诗人。榆
桌上的报纸是半个月前的，墙上的绘

画画艺拙劣，说明房主人不太可能是

一位有知识的人。

怨.渲染：淤开篇写年轻时读诗的感
受，突出“我”对“诗人”的着迷。于等待
会见时，“我”对“诗人”的处境做出种

种联想。盂初见时，对“诗人”外貌的描
写，突出“我”对“诗人”的迷恋。榆开口
打招呼前，“我”激动的心情以及心中

对他的赞美。

作用：反复强调“我”对诗人的迷

恋和崇拜，为结尾处的转折蓄势，突出

了文章的戏剧效果。

员园.悦
员员.粤（应是自称用名，表示谦虚；称

人用字，表示尊敬。）

员圆.粤（“在当时官位最高”于文无依据。）
员猿.（员）房琯在做平民时就和杜甫

交好，这时房琯担任宰相，向肃宗请求

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叛贼，皇帝准许他。

（圆）杜甫带着他的家人到荆、楚地
区躲避战乱，乘着扁舟出三峡，还没停

船江陵又发生动乱，就沿着湘江南下，

游览衡山，旅居在耒阳。

员源.淤“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
人”，杜甫上奏为房琯求情，肃宗发怒，

将他调离京城，杜甫寄住在成州同谷

县，自己背柴火采集野菜，饿死的儿女

有好几个。于“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
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杜甫带着

他的家人到荆、楚地区躲避战乱，乘着

扁舟出三峡，还没停船江陵又发生动

乱。盂“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
不得食”，杜甫寄居在耒阳时，游览岳

庙，被洪水阻隔，十多天都得不到食物。

员缘.阅（“表达对高雅艺术不被俗人
接受的不解”有误。末尾四句意思是说

现今俗人不知道绿窗琴的美好，不懂得

真正的欣赏，使得绿窗琴被弃置在一边

“日日生尘土”，表达诗人对高雅艺术

不被俗人接受的现象的无奈、惋惜。）

员远.淤比喻。把响亮的乐声比作风
吹雨，把细切的乐声比作鬼神说话，把

欢快的乐声比作喜鹊报喜，把悲凄的

乐声比作猿哀啼。于叠词。“飒飒”“切
切”是拟声词，形象地描摹了五弦琴弹

奏的乐音。盂侧面衬托。诗歌以听曲后
坐客形神无主、行人足不能行的反应来

衬托赵叟琴艺的高超与乐曲的动人。

员苑.（员）烟涛微茫信难求 势拔五

岳掩赤城

（圆）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

飞回

（猿）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员愿.阅（时不我待，时间不会等待我
们，指要珍惜并充分利用时间；机不可

失，指好的时机不可放过，失掉了不会

再来。本句语境强调珍惜并充分利用

时间，应选择“时不我待”。宵衣旰食，

形容政务忙碌；兢兢业业，形容做事小

心谨慎，认真踏实。本句语境强调我们

要认真踏实，应选择“兢兢业业”。一意

孤行，不接受别人的劝告，顽固地按照

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做；一锤定音，制造

铜锣时最后一锤决定锣的音色，借指

凭一句话作出最后决定。本句语境强

调丢掉团队精神，按照自己的主观想

法去做，应选择“一意孤行”。众志成

城，大家齐心协力，就像城墙一样的牢

固，比喻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克服困

难；勠力同心，指齐心合力。此处语境

应该用“勠力同心”。）

员怨.悦（原句语序不当，“在伟大的四
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定语排序

不当，应改为“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中”，排除 月、阅两项；“我们抵
达了今日开阔的水域，走过一段段壮

丽的航程”承接关系的语句颠倒了，抵

达表明了目标，应是后句，两个分句前

后语句位置互换，排除 粤项。原句搭配
不当，“走过……航程”动宾不搭配，应

把“走过”改为“驶过”，再“抵达……

水域”。）

圆园.“接力跑”运用了借喻的修辞手
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改革发展连贯

和漫长的特点。

圆员.粤（所填句子有一定的逻辑关
系，这些文物首先是守望沧海变迁，然

后才能苏醒绽放，最后惊艳世界。）

圆圆.由于文献记载缺乏 可能还有

更多的“三星堆”等待着我们唤醒 不

只是唤醒沉睡的文明

圆猿.思路点拨院试题提供了三则材

料。第一则以白居易为例，指出古人借

助诗词表达感情，让生活充满了诗意。

第二则以周立言为例，指出古诗词或

古典文学在当今时代已进入人们的生

活，并开始了对生活的美化。第三则引

用颜芳的话，指出对诗词的热爱能让

人们的生活变得精致。写作时，应对这

些事例和话语进行分析，指出古诗词

并非是远离现代生活的古代之物，而

是增加生活诗意的必需品。还需要指

出，周立言的做法应该在生活中普及

开来，进而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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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示例院国内第一部古典

诗词吟唱剧《诗酒李白》在北师

大上演。

审美鉴赏

这首诗抒写作者九月九日重阳登

高的感慨。与《登高》首句便推出眼前

所见之景，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氛围

所笼罩不同，这首诗是按事情发生的

自然顺序来写的：由因病戒酒，对花发

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

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

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结尾将诗的主题

升华：诗人登高，不仅仅是思亲，更多

的是伤时。

猿版
热身演练

员.（员）月（“色彩浓艳明丽”错，四句
纯用白描，没有“浓艳”的色彩。“构成

一幅雄奇美丽的山野风景图”错，诗人

着眼于细小景物的描写，三五点“雨”，

一两枝“花”，蛱蝶、鸳鸯等，都是眼前

的细巧景物，突出宁静、美丽、和谐，没

有表现出“雄奇”。）

（圆）淤首联和颔联描写雨、花、蝴
蝶、鸳鸯等景物，表达对自然美景的喜

爱和赞美。于颈联将长安新居和江南
旧宅对比，暗示自己离开家园奔走于

仕途间的懊悔之情和伤感之情。盂“东
迁西去俱无计”，写出了自己四处求仕

不得的失望和悲哀之情。榆尾联写羡
慕暮归之鸦，含蓄地表达了对归隐生

活的眷恋和向往之情。

圆.（员）粤（“百无聊赖中，开门出来，
到了西园，听着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

错误，诗句“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意思是：夜半醒来听到了浓重的露珠

滴落声，打开门来面对愚溪西边依稀

的菜园。由此可见，诗人是先听见露水

滴落的声音，后开门面对菜园，并非

“开门出来，到了西园”才“听着露水滴

落”的声音。）

（圆）淤直接抒情，“寂寞将何言”直
接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寂寞。于借
景抒情，“露”“月”“泉”“鸟”这四种意象

相互融合，以动衬静，借助所处环境的

空旷寂静，凸显了诗人被贬谪后的孤

独寂寞之情。

源版
比较赏析二

员.李白这首诗是诗人在流放途中
遇赦，回舟江陵，南游岳阳时而作，诗

人所表达的是快乐、喜悦的心情。杜甫

这首诗是晚年漂泊荆湘一带，登岳阳

楼而作，诗人表达的是一种漂泊流离、

凄凉落寞的感情。

圆.《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写岳阳楼、
洞庭湖的山水景物宏丽美好，人的心

情轻快欢乐，交融成一个似真实似梦

幻的迷人境界，这个意境与杜甫《登岳

阳楼》的沉郁悲壮有很大不同。在艺术

风格上，杜甫的《登岳阳楼》基本写实，

意旨深厚，又多变化，沉郁顿挫。李白

这首诗用烘托和夸张等手法，想象奇

特，笔法洒脱，豪放飘逸。

第 11期
2版

随堂巩固

1.（1）C（“并驾齐驱”比喻齐头并
进，不分前后，也比喻地位或程度相

等，不分高下；“双管齐下”本指画画时

两管笔同时并用，比喻从两方面同时

进行。语段强调苏轼提高了词的文学

地位，使之与传统文学不分高下，应选

用“并驾齐驱”。“各有千秋”比喻各人

有各人的长处，各人有各人的特色；

“平分秋色”比喻双方各得一半，不分

上下。文中借此说明慢词地位，故选用

“平分秋色”。“望尘莫及”指只望见走

在前面的人带起的尘土而追赶不上，

形容远远落后；“望其项背”指能够望

见别人的颈的后部和脊背，表示赶得

上或比得上（多用于否定式）。语段强

调柳永在市井中的声望是帝王将相赶

不上的，应选用“望尘莫及”。“妄自菲

薄”形容过分看轻自己，指对自己的能

力等没有自信，不相信自己可以完成；

“自怨自艾”原是指悔恨自己的错误，自

己改正，现在只指悔恨自己的错误。）

（2）A（结合整个语段来看，此处应
是强调“柳永于词的贡献”，而非“牛

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据此

排除 C项。另外，文段中“如牛顿、爱因
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用来与

“柳永于词的贡献”作类比的，应紧跟

其后，据此排除 B、D两项。）
（3）D（文中画横线的部分有两处

语病：一是语序不当，“也许是”应该修

饰“第一次”，所以应将“第一次”放在

“也许是”的后面，据此排除 B、C两项。
二是成分残缺，“平民妇女的内心世

界”所“诉说的苦闷幽怨”是柳永的笔

要表达的，所以应在“她们”前加介词

“为”，据此排除 A项。）

圆.悦（“这是由作者表达的内容决定
的”表述有误，不是依内容决定的，而

是依词牌的要求决定的。）

3.（1）一尊还酹江月
（2）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3）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语言运用

1.淤他的思想常有出世与入世的矛
盾 于成为旷达词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盂处处表现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2.示例院东风裁柳/碧如丝绦/没有
东风裁柳的多情 /没有小荷初露的恬
美/你有顽强的意志/你有闪光的心灵

3版
热身演练

1.（1）C（诗歌的尾联表达的是得到
李侍郎这一知音的赏识和提拔的愿

望，没有表达找到知音的喜悦和激动

之情。）

（2）示例一院原诗更好。原诗用皎洁

的月色、月下的庭轩营造了清幽的意

境，更能衬托琴声的清幽美好；在情感

表达方面，原诗不仅表达了诗人不趋

于时的清高情怀，还有希望得到李侍

郎赏识和提拔的愿望，情感更加丰富。

示例二院改后更好。改诗中的“泠

泠”本指流水声，在表现琴声的清幽特

点的同时，与后文“松风寒”的意境更

为吻合，更加简明传神；在情感表达方

面，原诗尾联表明了希望得到赏识和

提拔的愿望，情感过于直露，改后情感

表达更加含蓄，耐人寻味。

2.（1）C（“朦胧凄迷的意境”有误，
“放眼暮江千顷”指放眼望去，千顷大

江，表达的应是空旷辽远的意境。）

（2）下片表现了词人归隐与报国
的矛盾心理。下片以“谁是中州豪杰”

发问，抒发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报国

无门的愤慨；化用陶渊明“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的诗句，寄寓田园之思，接

着运用范蠡典故，表示愿效法范蠡，做

高洁隐士，归隐田园；“故国且回首，此

意莫匆匆”，回首中原故土，报国拳拳

之心顿生。词人对故国山河无限眷念，

也就暂时放下归隐的念头，希望能够

为国效力，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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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月（“李白和崔颢为黄鹤楼题
诗……‘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曲

解文意。材料一原文有“这样的表达一

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楼’定格”，故“一曲定乾坤”应是

崔颢，不包括李白。）

圆.阅（“可超越空间”以偏概全。由材
料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

秋，辉映未来”可知，应是“超越时空”。）

猿.阅（材料一的观点为：古典诗词作
为一种“情感储存器”，可以帮助人们

确认文化血脉；一代代人都会借助诗

歌，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

连。粤.论据对象是外国人，不能作材料

一的论据。月. 是说诗歌内容感染了观
众，和民族记忆无关。悦.是对过去学习
场景的重温，不属于文化血脉之类。阅.
《中国诗词大会》唤醒深藏已久的诗

意，含有找回文化血脉的意思，可以作

材料一的论据。）

源.采用先分后总的论证结构，前面
充分论述了中国古典诗词体现在风骨

气韵上的审美特点，最后总结风骨、气

韵成就的文化的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

同行，超越时空。

文中运用举例论证和引用论证的

方法，充分论证了风骨、气韵的特点，

使文章内容丰富，既富含意蕴而又具

有说服力。运用对比论证，突出其“意

蕴无穷”的艺术气质。

缘.主题：以词人气韵颂豪放风骨
设计说明：淤辛弃疾是豪放词人

的代表，其词极具豪放风骨，故主题有

“词人”“豪放风骨”等关键词语。于辛词
用典颇多，语言极富韵味；豪放、婉约

兼具，整体气韵生动。把以上特点综合

在一起，从而确定主题为“以词人气韵

颂豪放风骨”。

远.粤（月.“并约定了第二天登门造访
的时间”有误，“诗人”是通过字条和

“我”约定造访时间的。悦.“故意拖延”于
文无据，“情绪不佳”并无明确的原因。

阅.“说明他心里充满对‘我’的嘲笑和讽
刺”有误，根据后面的对话可知他没有

嘲笑和讽刺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