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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B（A.把“江山”比作“画”，运

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B.“樯橹”代
指曹操的战船，运用了借代的修辞
手法。C.把激起的浪花比作“雪”，
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D.把“人
生”比作“梦”，运用了比喻的修辞
手法。）

2.B（“人道是”说明只是传说
如此，不一定是历史上赤壁之战的
所在地。）

3.C（辛弃疾借廉颇的典故是
为了表达自己恢复中原、建功立业
的热切愿望，同时抒发自己不被朝
廷重用、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愤
懑之情。）

4.D（李煜属婉约派词人，且他
是南唐后主，并非宋代人。）

5.（1）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2）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3）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6.此句描写了一幅黄昏时分

细雨滴落梧桐的凄凉画面，以凄凉
之景烘托了词人的苦闷伤感之情，
以哀景衬哀情，情景交融，确是写
景的佳句。

学习任务二
1.我国伟大的爱国词人，也是

我国伟大的生态词人
2.示例：站在庭院中，听着孤

雁的悲鸣，李清照，一个比黄花更
瘦的女子，在点滴秋雨中愁苦寂
寞。红烛摇影，摇出一片晕黄；梧桐
低泣，滴滴到天明；微风低拂，飘落
一地菊花。

33版版
学习任务四
1.D（“均借咏叹史实、怀念古

迹达到感慨兴衰、逃避现实、咏史
伤世等目的”错误。两首词中并无
逃避现实的情感。苏轼借古抒怀，
抒发自己功业未就的无奈感慨和

对现实的不满；戴复古怀古伤今，
表达忧国伤时的感慨。）

2.①《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周
瑜的年轻有为、意气风发来表达对
英雄的仰慕，反衬自己华发早生、
功业未就的苦闷。《满江红·赤壁怀
古》则借周瑜气概不凡、功业卓著
来抒发对时事的感伤。②《念奴娇·
赤壁怀古》简笔写赤壁之战，表现
周瑜卓越的军事才干；《满江红·赤
壁怀古》浓墨重彩地描绘赤壁之战
的排山倒海之势，是为了反衬南宋
朝廷的军事不振，国势衰颓。③《念
奴娇·赤壁怀古》中怀古是为了伤
己，《满江红·赤壁怀古》中怀古是
为了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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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李清照：：婉约中的坚强与豪迈婉约中的坚强与豪迈》》
《渔家傲》带有气魄雄壮的豪

放词风，在李清照的作品中别具一
格。具体表现在：①大胆而丰富的
想象，意境壮阔，如词首描绘的海
天相接图，词尾描绘的大鹏展翅
图。②阔大而豪迈的气度。尽管自
己孤苦无依、志不得伸，但仍未放
弃对理想的执着追求。③描绘的梦
幻境界丰富多姿，使人神往，充满
了浪漫主义色彩。

《《苏轼苏轼：：以诗为词以诗为词》》
①将诗的题材引入词中，冲破

了词为“艳科”的牢笼。②将诗风引
入词中，打破了“词媚”的传统观
念。③将题序、用典引入词中，纠正
了词创作手法单一的弊端。④将诗
律引入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
束缚。

33版版
《《水调歌头水调歌头》》

“放眼暮江千顷，中有离愁万
斛”两句中，“万斛”极言愁绪之多，
将心中无尽之愁比作千顷江水，使
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
体，变无形为有形，可谓无理；但却
能够表现词人内心离愁的深重，让

读者感同身受，体会深刻，可谓妙
不可言。

《《踏莎行踏莎行》》
1.A（“上片写行人因为战乱远

离家乡、羁旅在外的所见所感”错
误。“因为战乱”说法没有依据，根
据对上片的理解，离愁难解是因为
离家远行。）

2.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
抽象的无穷的愁比作具体的迢迢
不断的春水，自然贴切而又柔美含
蓄，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离愁无穷
无尽、绵延不断的特点，让人更容
易感受到抒情主人公的愁情。

44版版
《《把栏杆拍遍把栏杆拍遍》》

辛弃疾南归后，由于南宋王朝
主和苟安，他不被重用，反而被剥
夺了抗金的权力，因而只能借填词
作赋来表达报国之志和爱国之心。
《陶渊明：真正的隐士反而是积极

入世的》
①化魏晋士人的“狂放和怪

诞”为“高雅而平实”的人生艺术；
②解脱外物的束缚，超越社会性功
利来追求个体精神上的自适；③统
一执着与通达，最终达到从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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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测试题阶段性测试题（（二二）》）》
1.A（“这些内容偏于实在，有

功利性的意味”说法错误，文中举
南朝宋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之
例是阐述“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
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
人的精神气象”之理的。）

2.C（“杜甫反其道而行之”说
法错误，文中并无杜甫认为“采”比

“风骨”更重要的相关信息。）
3.D（诗句的意思是“只需要几

个这样的夜晚，就会令我的一生憔
悴不堪”。其中流露出一种消极情
绪，不符合“大气之美”的特点。）

4.材料二采用总—分—总的
论证结构。首先总说杜甫“是当之

4.（1）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2）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3）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

先后生于吾乎
（4）小学而大遗 吾未见其明也
学习任务二
1.B（“古语言：‘国将兴，必贵

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
傅。’”运用了引用的修辞手法；“师
道兴，则王道兴；师道尊，则王道
盛”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家风
是社会风气的净化器”运用了比喻
的修辞手法。文段中没有使用反
复、借代、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

2.①都深受尊师重道观念的
影响 ②更是一种伦理关系

3.原文在阐释天、地、君、亲、师
的含义时单独成句，更具针对性，
更有强调作用，且句式更加活泼。

学习任务三
①顶真修辞，环环相扣，形象

具体地说明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性，引发读者的思考。②排比句式，
运用整句，富有节奏感，读起来朗
朗上口，增强语势。

44版版
思考探究
1.C（“这样才能官至高位，受

到皇帝赏识”说法错误。根据原文
“然人有坎 ，失于盛年，犹当晚
学，不可自弃”“皇甫谧二十，始受
《孝经》《论语》，终成大儒：此并早
迷而晚寤也”可知，材料二举皇甫
谧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壮年时失去
求学的机会，更应当在晚年时抓紧
时间学习，不可自暴自弃；举刘绮
的例子，也是为了强调读书要勤奋，
并不是侧重于要为功利而读书。）

2.①根据“故君子之学，贵乎
慎始”可知：积习难改，做学问最重
要的是慎重地对待开头。②根据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
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可
知：读书要趁早。③根据“然人有坎

，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

弃”可知：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
会，更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
习，不可自暴自弃。④根据“古人勤
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
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可知：读
书要勤奋。

【参考译文】

材料一：

清代文学家刘蓉年少时，在养

晦堂西侧的一间屋子里读书。他专

心致志低头读书，遇到不懂的地方

就仰头思索，想不出答案便绕着屋

子踱来踱去。这屋中有处洼坑，直

径一尺，时间久了逐渐越来越大。

每次经过，刘蓉都要被绊一下。时

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一天，父亲来

到屋子里坐下，（刘蓉把洼坑的事）

告诉父亲，父亲回头看看那处洼坑

笑着说：“你连一间屋子都不能治

理，凭什么能治理好家国天下呢？”

随后叫仆童取土将洼坑填平。后

来，刘蓉又在屋里踱步，走到原来

洼坑处，心里突然感到一惊，觉得

这块地方似乎突然高起来了。低头

看，地面却是平平整整，（凹陷之

处）已被填平。以后踏这块地，仍旧

还有这样的感觉。又过了好长时

间，才慢慢习惯。

唉！习惯在人身上一旦形成，

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啊！脚

踏在平地上，便不能适应洼坑，时

间久了，洼地就仿佛平了，以至于

把坑填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却

认为是阻碍而不能适应。所以说君

子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开始时需

谨慎。

材料二：

人在年龄幼小之时，精神专注

而敏锐，长大成人之后，思想散漫

而放纵，因此应当从小对孩子进行

教育，不要失去教育的最好时机。

我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

直到今天，隔十年温习一次，还没

有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背诵的经

书，搁置在那里一个月，便到了荒

废的地步。当然，人总有困厄的时

候，壮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更

应当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习，不可
自暴自弃。孔子说：“五十岁时学习

《易》，就可以不犯大错了。”魏武
帝、袁遗，到老时学习更加专心，这
些都是从小到老勤学不辍的例子。
曾子七十岁时才开始学习，最后名
闻天下；荀子五十岁才开始到齐国
游学，仍然成为大学者；公孙弘四
十多岁才开始读《春秋》，后来依靠
这个学问当了丞相；皇甫谧二十岁
才开始学习《孝经》《论语》，最后成
了大学者：这些都是早年沉迷而晚
年醒悟的例子。一般人年少时未开
始学习，就说太晚了，于是这样一
天天拖延下去，这就好像面壁而
立，什么也看不见，也够愚蠢了。从
小就学习的人，就好像日出的光
芒；到老年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好
像拿着火把在夜间行走，但总比闭
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强。

古代人勤于学习，有用锥刺腿

的，有投斧求学的，有利用雪光读

书的，有聚萤火虫而苦读的，有在

田间劳作时带书学习的，有放牧时

采蒲叶编订来书写的，所有这一切

都是专心勤学的榜样。梁朝彭城的

刘绮，从小就成了孤儿，家境贫寒，

没有钱购买灯烛，就买来荻草，把

它的茎折成尺寸长，点燃后照明夜

读。梁孝元帝在任会稽太守时，精

心选拔僚属，刘绮以其才华当上了

国常侍兼记室，很受尊重，最后官

至金紫光禄大夫。义阳的朱詹，祖

居江陵，后来到了扬都。他十分好

学，但家中贫穷，有时连续几天都

不能生火煮饭，就经常吞食废纸弃

饥。天冷没有被盖，就抱着狗睡觉。

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荒废学业，

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

军，为孝元帝所尊重。这不是一般

人所能做到的，也是一个勤学的典

型。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岁时，想读

班固的《汉书》，但苦于借来的书不

能长久阅读，就向姐夫刘缓要来名

片、书札的边幅纸头，亲手抄得一

本。军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志气，

最终他以研究《汉书》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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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的‘风骨’继承者与发
展者”，然后从诗歌内容、诗

歌创作语言、诗歌创作思想三个方
面分别论证了杜甫的诗歌具有“风
骨”，最后再总结全文。

5.①起源：从人物品藻（品评、
评论）里来。②汉代：议论人物偏于
实在，即风骨是对人外在的形容。
③魏晋：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
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
即风骨用于形容人的精神气象。④
后世：风骨用于绘画、书法、文学艺
术的品评。

6.D（A.“现代时髦的少数民族
风俗画”错误，应为古朴生动的少
数民族风俗画。B.“轻视与不屑”
错误，父亲的言语是对“他”的好心
提醒。C.“反衬”错误，应是正衬，强
者交锋，鹰桀骜不驯的形象正面衬
托熬鹰人的坚韧和智慧。）

7.B（“动作和心理描写”错误，
文中对父亲的描写有：“意味深长
地说了一句：‘这不是谁赢谁输的
事儿！’”“父亲不紧不慢地说：‘可
没那么容易！’”“父亲看见了，说：

‘出去逮一只山鸡试试吧。’”全是
语言描写。）

8.①情节上：“白鹰”是本文的
核心物象，文章围绕白鹰安排主要
情节——熬鹰、放鹰，由熬鹰到放
鹰，故事陡转，给人意想不到的感
染力。②人物上：以鹰的形象衬托
熬鹰人的形象。熬鹰的过程也是强
者交锋的过程，以鹰的形象衬托熬
鹰人的坚韧和智慧。③主旨上：以
小见大，以鹰和熬鹰人的形象，展
现了满族人民的坚韧品格，歌颂了
民族精神；还揭示了人与自然应该
和谐共生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小说
的内涵。

9.①“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
验”：小说中“他”熬鹰的方法就是
承袭自前人；在熬鹰的过程中，父
亲一直在提醒“他”，父亲作为经验
丰富的熬鹰人在指点着儿子，这是
传统经验的传承。②“采取有效技
术”：文章写熬鹰是个技术活儿，考
验人的意志和耐力。③“向环境获
取资源”：小说中描写人们到峰顶
去寻找幼鹰，与大鹰搏斗，为了生

存向环境获取资源，甚至为此付出
生命的代价。

10.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
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
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

11.A（“太祖，是谥号”错误，太
祖是庙号。）

12.B（“受到当时人的追捧认
可”错误，原文为“世人未之奇也”，
当时的人并不认为他异于常人。）

13.（1）那个人能对他的双亲
孝顺，难道不也会对君主忠诚吗！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人。

（2）如果一定要是有德行（廉
洁）的人，然后才能任用，那么齐桓
公凭什么能称霸当世！

14.①曹操认为，有德行之士，
未必能够努力上进；努力上进之
士，未必都能有德行。②曹操举陈
平和苏秦的例子证明，陈平不够敦
厚却巩固了汉代大业，苏秦不够恪
守信用却救助了弱小的燕国。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太祖武皇帝，是沛国谯县人，

姓曹，名操，字孟德。曹公年轻时机
敏警悟，有谋略，但负气仗义而放
纵不拘，不从事操行的修养和学业
的研习，所以当时的人并不认为他
异于常人；只有梁国的桥玄、南阳
的何颙认为他与众不同。桥玄对曹
公说：“天下将要大乱，不是命世之
才不能拯救，能够使天下安定的
人，大概就是你吧！”二十岁时，曹
公被推举为孝廉任郎官，又被征召
授任为议郎。

建安二年，张绣等人投降，不
久又后悔，再次反叛。曹公和他交
战，军队战败，被飞箭射中，大儿子
曹昂被杀害。曹公就带领军队返回
舞阴，张绣率领骑兵攻掠，曹公反
击打败了他。曹公对将领们说：“我
降伏张绣等人，过失就在于没有立
即扣押他们的人质，以致于落到这
种地步。我已知道失败的原因。请
大家看着，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失败
了。”便撤兵回到了许都。

当初，曹公举荐魏种作孝廉。
兖州叛乱，曹公说：“只有魏种将不
会背叛我。”等到听说魏种逃走，曹

公生气地说：“只要魏种向南不逃
到越地，向北不逃到胡地，我就不
会饶恕你！”建安四年春天，活捉魏
种，曹公说 :“只因为他是个人才
啊！”松开捆绑他的绳子而任用他。
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
地区的事务都委托给他治理。

当初，曹公担任兖州牧，任命
东平的毕谌为别驾从事。张邈发动
叛乱，劫持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妻
子、儿女；曹公就拜别遣还毕谌，
说：“你的老母亲在张邈那儿，你可
以离去。”毕谌磕头向曹公表明自
己没有二心，曹公赞赏他，并为他
流下眼泪。可毕谌离开之后，就逃
亡归附了吕布，等到吕布被打败，
毕谌被生擒。大家都为毕谌担忧，
曹公说：“那个人能对他的双亲孝
顺，难道不也会对君主忠诚吗！这
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封他为鲁相。

材料二：
建安十五年春，曹公下令说：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
有不是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共同
治理国家的呢！当今天下还未平
定，这是特别需要访求人才的最迫
切的时刻。如果一定要是有德行

（廉洁）的人，然后才能任用，那么
齐桓公凭什么能称霸当世！你们要
帮助我发现那些地位低下而被埋
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推荐出
来，让我能够得到而任用他们。”建
安十九年，又下令道：“有德行的
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
人，未必就有德行。陈平难道是一
个行为敦厚的人吗？苏秦难道是一
个恪守信用的人吗？但是陈平巩固
了汉代大业，苏秦救助了弱小的燕
国。由此可以说，一个人如果有些
缺点，难道就一定要抛弃而不任用
吗？各级官府要仔细考虑，弄清这
一点，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致被遗
漏，官员就能不荒废工作了。”

15.B（“约定将来在他乡重逢”
说法错误。诗中有“风回终有时，云
合岂无因”两句，意思是相会终有
时，有劝勉之意，但并没有约定。）

16.①本诗为诗人赴任江州司
马路上所作，末两句勉励自己和朋
友无论困窘或通达都当努力自爱，

虽不得志但仍积极旷达。②《琵琶
行》是诗人谪居卧病江州时所作，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识”流露出同病相怜之感，既有对
琵琶女身世遭遇的深切同情，也有
对自己遭贬被埋没的愤懑之情。

17.（1）艰难苦恨繁霜鬂 潦
倒新停浊酒杯

（2）孙仲谋处 人道寄奴曾住
（3）云青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

生烟
18.①如今都成了青年 ②回

到故乡
19.原句的主语是“乡村”，前

后文更连贯；原句将“相思”和“思
绪”分开表述，意思更清晰明了。

20.A（括号前面说“‘中国风’
歌曲的美感，的确离不开古典诗词
的养分”，后面应当接着说这种美
感的问题，据此排除 B、D两项，这
两项换了主语，与上文不衔接；应
当先“理解其文化内涵”，再“融合
创造”，据此排除C项。）

21.B（画波浪线句中的“金戈
铁马”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用
武器、马匹代指战争。A.用典和反
问，使用齐景公的典故，后一句“何
必”即“不必”，是反问的修辞手法。
B.借代，“玉勒雕鞍”指玉制的马
衔，精雕的马鞍，代指华贵车马及
乘坐的人；“游冶处”“章台路”代指
歌楼舞馆等娱乐场所。C.比喻，把
江流比作九回肠。D.比喻，把人比
作月，把皓腕比作霜雪。）

22.它将经典和流行结合在一
起，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
传统诗词中的文化精髓，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23.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
作文题。

材料的主题词是“家乡文化”。
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是亘古不变
的永恒情感，家乡是我们的精神之
根，所以家乡文化也是每个人成长
过程中最深刻的印记，是个体精神

生活的重要依托。我们可以去保
护、去发扬、去建设，不管途径如
何，这都是我们身为“家乡人”的责
任。材料也启示我们，可以从多个
角度观察与思考家乡的文化建设，
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以此为
家乡的文化繁荣做贡献。

试题紧扣时代主题，引导学生
关注家乡文化生活，将个人思考与
社会实践联系起来，鼓励青年参与
家乡建设。若写议论文，就“传承”

“创新”“保护”“规划”“建设”“变
化”等话题展开联想与思考均是适
合的立意。若写记叙文或散文，可
选择一个切口（美景、美食、建筑、
风俗、艺术等），先适当写出我们对
于家乡的喜好、经历、情感、思考，展
现家乡精神风貌、文化品味等。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现“我”为家乡
文化所做的一切，体现“我”与家乡
文化的紧密联系以及主人翁态度。

参考立意：
（1）传承与创新并举，让家乡

文化璀璨生辉。
（2）让家乡文化“活起来”。
（3）家乡文化给我供氧气，我

为家乡文化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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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D（绝：横渡。）
2.D（“这里指乘车而行”错误，

驾，古代马拉车时，早晨套上车，晚
上卸去。套车叫驾，所以这里用

“驾”表示马车一天的行程。）
3.B（“指明了学习中常用的借

地势、借风力、借车马、借舟楫的方
法”错误，这一段连设五喻展开论
证，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结论：“君子
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就是
说，君子之所以会有超过一般人的
才德，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外物来
学习。由此推论，人如果善于利用
外物学习，也就可以变为有才德的
君子。）

4.C（A.强调为学者要谦虚好
学，可以作为论据。B.强调修养不
能停止，与“学不可以已”有一致
性，可以作为论据。C.强调“阅读”

“知识”“教养”对性灵的重要性，不
能作为论据。D.强调已知有限、未
知无穷，与“学不可以已”有一致
性，可以作为论据。）

5.（1）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
得 圣心备焉

（2）吾尝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
之博见也

（3）故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
（4）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鳝之

穴无可寄托者 用心躁也
学习任务二
1.①无能为力 ②茫然失措

③漠不关心 ④长此以往
2.C（A.括号上文说的是“习得

性无助”的具体表现，下文说的是
“习得性无助”的消极影响，从承接
上文的角度看，补写的句子应后说

“消极影响”。B.“学习倦怠现象是
正常的心理现象”属于客观事实，
因此不能用表假设的“即使”。D.“肯
定会”的表述过于绝对。）

3.B（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两
处语病：一是搭配不当，“习惯”应
是“养成”，而非“生成”；二是语序
不当，“不仅……而且……”表示递
进关系，故应是“不仅会影响到学
生在本课堂所学习的内容，而且还
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

33版版
学习任务一
1.C（“不”，同“否”，指不向老

师学习。）
2.D（①⑦是句末语气词，表判

断。②⑤⑧用于句中，表语气的停
顿。③⑥用于句末，表肯定语气。④

“也欤”是语气助词，表感叹，相当
于“啊”。）

3.B（师襄是名叫襄的乐师，并
且古代习惯在人的名前加一个表
职业名称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