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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C（A.治：社会安定、太平。

B.聪：明察。D.类：事物。）

2.A（A.结构助词，用于主谓之

间，取消句子独立性。B.介词，凭

借，凭着/连词，表目的，来。C.连词，表

顺承，就/连词，表转折，但，却。D.
介词，被/句末语气词，表疑问。）

3.D（①“蝉”，名词作状语，像

蝉一样；②“亡”“破”，形容词的使

动用法，使……灭亡，使……破灭；

③“厚币”，名词作状语，用厚币；

④“婚”，名词作动词，联姻，通婚；

⑤“贤”，形容词活用为名词，贤能的

人；⑥“和”，名词作动词，求和；

⑦“忠”，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忠臣；

⑧“客”，名词作状语，像客人一样。）

4.D（A.形容：古义，形体容貌；

今义，对事物的形象或性质加以描

述。B.用事：古义，当权；今义，行

事，办事。C.明年：古义，第二年；今

义，今年的下一年。D.深入：古今义

皆为进入到内部或中心。）

5.B［A.都为判断句。前一句用

“……者，……也”表判断，后一句

为意义上的判断。B.前一句是状语

后置句，正常语序应是“于治乱明，

于辞令娴”，后一句是被动句，意义

上的被动。C.均为宾语前置句，前

一句的正常语序是“（人君）莫不欲

求忠以为自，举贤以佐自”，后一句

的正常语序应是“大王来操何”。D.
均为被动句，前一句用“见”“被”表

被动，后一句用“为”表被动。］

6.B（“迁”指官职调动，包括升

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

7.（1）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举类迩而见义远

（2）其志洁 故其称物芳

（3）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

可也

（4）上称帝喾 下道齐桓 中

述汤、武 以刺世事

（5）其文约 其辞微

学习任务二

1.①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

②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 ③那些

人没读过司马迁

2.示例：（1）屈原的“孤伟自

死”，是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

这是经过对生死仔细反思后的自

我选择；这把对生死、对人生、对生

活的哲理态度，提到了一个空前深

刻的情感新高度；他启发知识分子

以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

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量而日益

深厚；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培育着一

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魂，

并经常成为他们生活和创作的原

动力，以最大限度地展露自己“在”

的意义。“社会依然”是说在儒家传

统观念的支配下，屈原个人的死，

以及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

数，没能从根本上唤醒世人，动摇

那个荒诞、丑陋的社会。鲁迅是从

反抗黑暗荒诞社会的斗争的要求

来审视和批评屈原的，他希望能够

出现较屈原更彻底的新的战士，来

完成推翻黑暗社会的重任。

（2）汨罗江边，顽石曲径，古树

野花，一片荒寒萧瑟。屈原于江畔

踽踽独行，头戴高耸的切云冠，着

宽袖长袍，身佩长长的陆离宝剑，

髯髯垂须，面容憔悴；愁眉深锁，又

不失坚毅，望着滔滔江水陷入沉

思，原本清瘦的面庞笼罩着悲愤抑

郁的神色。

学习任务四

示例：①屈原不死可以为楚国

做出更大贡献。对屈原的爱国主义

精神，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但死

亡并不是他爱国的最好体现。当年

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楚国的都城，

申包胥求救于秦，立于秦庭，昼夜

哭，七天七夜不绝其声，终借得秦

师，收复楚国。但是屈原却投江自

尽，没能为自己的国家作出更大的

贡献。

②屈原之死反映出他缺乏坚

韧的战斗精神。从文中看，楚王昏

庸，近臣奸邪，楚国在与秦国的斗

争中渐趋衰亡。楚国处于这样危难

的时刻，正需要屈原这样的贤臣坚

持斗争，除奸佞，谏怀王，兴楚国，

造福黎民。然而，他却因为一时的

黑暗蒙蔽了光明而选择了死亡，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选择了逃

避，没有为自己的国家尽到自己最

后一份责任。

③屈原活着，可以给后世留下

灿烂的文化成果。正如司马迁隐忍

苟活，才有了《史记》问世；陶渊明

选择了归隐，留给后世绮丽的诗

烤下不懂得乘荫纳凉，在儿女长大

的年纪还释不开心怀。在我们的嘲

笑中，他们傻笑。

我们嘲笑父辈，说他们穿着老

土的衣服显寒酸，在城里的餐桌上

吃得一粒米不剩，在买菜时拿着皱

巴巴的钱讨两毛钱的价。在我们的

嘲笑中，他们执着。

…………

时光流转，幸福连绵，父辈用

回味苦涩延续了幸福。沧海桑田，

幸福蔓延，父辈用俭朴的生活唤起

那已被逐渐忘却的艰辛，告诉我

们：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一个民族，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

背叛；忘却了艰辛，就意味着衰落。

【拓展练习3】

示例：有一天，在离我家很近

的中山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卖玉米

的人。

我不爱吃烤玉米，想买他几穗

生的，回家去煮。我指着他烤着的

玉米问：“多少钱一穗？”

“一块五。”他转动着竹签，头

也不抬地说。

“我想买四穗。”我说。

他抬起头，问了句：“你能吃了

四穗？”

“我要买生的，回家去煮。”

我说。

他抽着鼻子，很干脆地说：

“不卖！”

我以为他怕我跟他讲价，于是

安慰他说：“我买生的，也按一块五

一穗的钱给你。”

“那也不卖！”他坚决地说。

这让我大惑不解。我开导他：

“你卖熟的才一块五，而我买生的

也是一样的价，省了你的炭火，还

省了你的力气，你怎么算不过

来账？”

一听我嘲笑他不会算账，他沉

下脸，指着我庄严地说：“卖给你生

的，那些要吃烤玉米的人，要是不

够吃了怎么办？”（迟子建《玉米人》）

第12期

1版

1.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

则，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主

张吗？只是不肯无原则地附和、取

悦他人罢了。（他们）可以称得上是

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能够

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2.文中对“先王之道”加以褒

奖，对战国游士的见解，不作分析

区别，一概贬斥为“邪说”，说明曾

巩因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而在思

想认识上有所偏颇。但他肯定了

《战国策》的历史作用，肯定了“法”

“道”之间，“流俗”与“自信”之间的

辩证关系，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2版

1.（1）追求正义的人不知道前

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不知道

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

（2）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

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

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

处死这种情况。

2.错谬：表彰和处死不应施加

给同一个人，对于孝义双全的明理

者不应判死刑，否则会造成滥刑或

败坏礼制。

危害：会令人们无所适从，不知

正义的方向与避祸的方式；从长远

来说，败坏礼制，不利于国家治理。

3版
1.D（“主要通过自然环境烘托

来刻画欧阳修旷达的形象”错误。

文中除了以自然环境进行烘托，还

通过作者创作的《朝中措》和《醉翁

亭记》进行正面呈现。）

2.①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多

角度揭示了《醉翁亭记》的创作背

景，侧面烘托了人物形象。②运用

比拟的修辞手法，赋予《醉翁亭记》

以生命，暗示了其深远的影响力。

③运用整句，让人读起来朗朗上

口，增强了文章的感情张力。

3.示例：有意义的人生应始终

胸怀天下苍生，以百姓为本；我们

应始终拥有乐观豁达的心态，笑对

生活；好的文艺作品应扎根生活，

反映民生疾苦，有烟火气息。

4版
1.①文学艺术大师，旷世奇

才，诗文书画俱佳。②屡遭打击，穷

困潦倒，却始终不迎合世俗，坚守

品格，孤高自信。③屡遭冻馁，却保

有自己的精神领地，有坚信自己是

明珠的自信。

2.用青藤指代（或“比喻”）徐

渭的人格和文学艺术成就，“生长”

具有拟人色彩，形象生动，耐人寻

味，象征了徐渭的高洁品行和独特

的艺术价值永存不朽，表达了作者

由衷的敬仰之情，结构上照应了标

题，意蕴隽永。在历史上，也有许多

令我们难忘的生命，如“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

祥，面对元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屈

服，始终忠于国家民族，令人敬仰。

（答案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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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同样，屈原不选择死亡，

完全可以为我们中华民族

的文化宝库增添璀璨的明珠。

学习任务五

1.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
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

2.D（文中“嗟子区区”中的“区

区”是一心一意的意思。）

3.C（“保全生命、远离祸害无

疑是正确的”分析有误，原文为“全

身远害，亦或然兮”，意思是，保全

生命，远离祸害，或许是正确的。）

4.（1）我怀揣美玉、身佩香草却

无处容身，只能在水滨孤独忧伤。

（2）只有高尚的节操是可望而

不可即的，那些小人当然不是我的

同类。

5.苏轼对屈原之死是理解和

肯定的。他认为屈原既不能远走高

飞到国外，也不可能急流勇退、洁

身隐居，从“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

独何爱于久生”看，苏轼认为，屈原

是一个爱国的忠臣，他以身殉国，

是一个高尚贤良的君子。

【参考译文】

小船浮波顺流来到了楚地，经

过屈原大夫生活过的遗居。我放眼

眺望江上重叠的山峦，这便是你魂

牵梦萦的故里。当年你被放逐，渡

过巨浪汹涌的大江向南迁徙，离开

家园跋涉千里。生无归宿啊死无墓

地，悲哀啊！人当然都不免一死，可

是决定怎样死却很不容易。你独自

在江边徘徊不已，想离开人间又未

拿定主意，俯首千丈峭壁下让人心

惊胆悸的激流。你吟成《怀沙》自伤

怀抱，令人叹息你为什么独抱着自

沉的心意。诗的结尾陡然惨烈之

极，你决心离开人世却沉吟犹豫。

“难道我不能远走高飞到国外

游历？难道我不能激流勇退、洁身隐

居？我独自嗷嗷不停地倾诉对君王

的怨慕，只恐怕君臣的关系更加疏

离。生前既不能奋力争辩直进忠言，

死后仍期望君王受到感发改变行

为。如果我的祖国已遭到颠覆，我又

怎会吝惜生命而苟活下去。我拜托

江神代我申告冤屈，黄河之神却叫

我向玉帝申诉。我一连闯过九重天

门去见玉帝，玉帝也为我悲伤却不

能救助。我怀揣美玉、身佩香草却无

处容身，只能在水滨孤独忧伤。”

江峡上的山峰巍峨高大，屈原

故居荒废使行人悲哀。你的子孙后

代都散失在哪里？何况我又见到你

故居残败的高台。你离开人世迄今

已过千年，世道更加偏狭，人生更加

艰难。贤良的人忧谗畏讥而改变做

人的准则，随世俗之风而变化，摒弃

方正而崇尚世故圆滑。人们在乱世

中竭力挣扎，却舍不得洁身退隐，有

的竟然做了助纣为虐的大臣。你想

把一幅色彩脏乱的图画改成美玉般

洁白，人们就说你太不明智。

“只有高尚的节操是可望而不

可即的，那些小人当然不是我的同

类。告别祖国，抛弃人世，义无反顾

地赴死，难道这还不足以免受后人

的非议指责？”

啊！君子之道，难道一定要这

样追求完美吗？保全性命，远离祸

害，或许也是正确的吧！我叹息你

专心一意，独自去努力做力所能及

的事。尽管你的言行过于激烈不够

适中，但要紧的是，你是一位高尚

贤良的君子。那么，我还悲伤什么？

屈子啊，愿你的灵魂安息吧！

第10期

2、3版

学习任务一

1.D（阴：暗地里。）

2.D（A.介词，替/动词，做。B.连
词，就，于是/介词，才。C.介词，通

过/介词，趁着。D.均为介词，用，

拿，把。）

3.C（A.左右，古义，身边侍候

的人。今义，左和右两方面；支配，

操纵。B.丈人，古义，对长辈的尊

称。今义，岳父。C.谋杀，古今义相

同，谋划杀害。D.货物，古义，财物。

今义，供出售的物品。）

4.D（A.均为名词作动词，“舆”

指用车载送，“杖”指执、拄。B.均为

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壮”指认为……

豪壮，“乐”指认为……快乐。C.均
为动词的使动用法，“斗”是使……

相斗，“归”是使……归。D.“夜”是

名词作状语，在夜间；“网”是名词

作动词，结网。）

5.B（A.“旃”同“毡”，毛织的毡

毯。C.“去”同“弆”，收藏。D.“决”同

“诀”，辞别。）

6.A（“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

“ 司 马 ”是 白 居 易 以 官 职 称 呼

自己。）

学习任务二

1.（1）C（下文交代了欧阳修等

人对《汉书》的喜爱，由此可以看出

读书人甚至帝王对《汉书》是认同

的，且后文并未将《汉书》与《史记》

进行比较，也未讨论后世读书人对

两者的认同度，排除A、B两项。括

号前面的句子的主语是“司马迁的

《史记》”，所以括号内的句子以“班

固的《汉书》”为主语更合适，排除

D项。）

（2）提示：画线句主要有两种

语病：一是“深入与开展”语序不

当，应改为“开展与深入”；二是成

分残缺，可将“对简练、晓畅的《汉

书》，被读书人大为推崇”改为“简

练、晓畅的《汉书》被读书人大为推

崇”或“读书人对简练、晓畅的《汉

书》大为推崇”。

（3）面目可憎 爱不释手 风行

2.示例：唉！茫茫草原，不见其

边，梦中汉家何时还？不畏风刀霜

剑，甘愿饮雪吞毡，我苏武宁死不

屈，挺立天地间！闻家母归天，妻离

子散，谁知我在此尝尽辛酸！塞上

寒风起，笳声令我心酸。忠心如可

鉴，我命不足怜，敢筑孤冢向中原！

学习任务四

1.C（“颈联写苏武在匈奴时与

出使时的人事变换”错误，应为从

匈奴回国时与出使时。）

2.人物形象：①塑造了一个爱

国忠君、富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汉臣

形象。②大量运用虚写，“去时冠

剑”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苏武出使

时英气勃发的情景，颔联写苏武被

扣留匈奴牧羊时思归的凄凉痛苦

生活，颈联写回到汉朝后物非人也

非、恍若隔世的感慨，尾联表现出

对汉武帝的无限追思。

思想情感：①抒发了诗人对坚

贞不屈、具有民族气节的苏武的崇

敬赞美之情。②对民族矛盾尖锐、

国势衰颓的晚唐的担忧之情。

第11期

2、3版

学习任务一

1.B（爱：吝惜。句意为：不吝惜

珍奇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

2.C（A.连词，表并列。/连词，表

转折。B.介词，比。/介词，到，在。C.
都是介词，把、拿。D.句末语气词，

表疑问。/句末语气词，表判断。）

3.C（A项，古义：崤山以东，代

指东方诸国。今义：山东省。B项，

古义：丝带、丝绳，句中泛指绳索。

今义：组织；由不多的人员组成的

单位。C项，古今义皆指哥哥和弟

弟。D项，古义：人的作为。今义：关

于工作人员的录用、培养、调配、奖

惩等工作；事理人情等。）

4.D（A、B、C三项均为被动句，

D项不是。）

5.D（“两篇课文……夹叙夹

议”表述错误，两文整体谋篇都是

由叙写史实到议论说理，最后点明

主旨，并非夹叙夹议。）

学习任务二

6.（1）卓尔不群 初出茅庐

剑拔弩张

（2）丙 第一个分号 冒号

提示下文

（3）B（前一句子的主语是“贾

谊的失败”，根据同一个句子中陈

述对象保持一致的原则，排除C、D
两项，因为它们把主语分别更换成

了“反对”和“弱点”；根据下文看，

主要谈的是“贾谊的性格”，而非老

臣的反对，因此排除A项。）

学习任务三

【即时练】

1.间：名词作状语，从小路。

2.船：名词作状语，用船。

3.翼：像翅膀一样。

4.日：名词作状语，每天。

5.上、下：名词作状语，向上、

向下，指在地面上、在地下。

学习任务四

【拓展练习1】
示例：屈原正道直行，自沉汨

罗，一篇《离骚》震撼天地，万古流

芳；司马迁刚正不阿，秉笔直书，一

部《史记》彪炳史册，成为绝唱；林

则徐宁折不辱，虎门销烟，一炬烈

焰照耀神州，惊破敌胆；张志新甘

为玉碎，反抗强权，一腔热血倾洒

刑场，染红真理。是啊，多少仁人志

士挺起正直的脊梁，撑起了华夏一

片明净的蓝天。

媚俗的笔墨写不出传世的文

章，伪饰的包装掩不住猥琐的心

灵。秦桧夫妇长跪于岳王墓前，洪

承畴遗臭青史，汪精卫魂断东洋——

不守正直，欺世盗名，变节失贞，为

虎作伥，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

【拓展练习2】
示例：我们嘲笑父辈，说他们

在有鱼肉吃的年代还吃鱼头，在粮

食充裕的今天还捡饭桌上的一粒

米，舍不得倒掉一碗吃剩的菜。在

我们的嘲笑中，他们含泪。

我们嘲笑父辈，说他们在花甲

的年纪都不懂得休息，在烈日的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