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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学习任务一

1.从对每一条罪状的剖析来

看，基本上是按照先提出问题（摆

情况），然后分析问题（挖根源、揭

目的、论危害），最后解决问题（提

办法）的思路来安排的，有条不紊，

逐层深入。

2.（1）含义：语言不够生动活

泼，不够切实有力。（或：语言无味，

空洞单薄）

效果：将心理上的嫌恶转化为

视觉上的难看，照应前文“瘪三”的

比喻，使难读的特点更加富于形

象性。

（2）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①运用了比喻、通感的修辞手法，

如“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将阅

读心理上的嫌恶转化为视觉上的

难看，更加富于形象性。②运用口

语化词语，如“死板板”“几条筋”，

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地写出写作语

言不生动的结果。③灵活使用现实

中的例子，如列举“干部”两字来源

于外国的实例，让人一下就明白向

外国语言学习的道理。

学习任务二

1.语言可以传递感情，增强信

任，促进理解。多用群众熟悉的语

言、普遍认可的道理进行沟通，往

往能事半功倍，达到润物无声的

效果。

2.原因：①无的放矢，不看对

象。调查人员在同群众交流时只管

“照本宣科”，说话生硬呆板，而农

村老百姓用惯“土话”“方言”，“问”

“答”的“洋”“土”不能很好契合。②
语言无味，言之无物。问的内容都

条目式地固定下来，问者不结合百

姓的实际情况，不懂变通。

建议：说话、写文章要注重内

容，看对象、场合，要贴近群众，多

用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话，将一些

理论性、政治性的语言，以白话的

形式展示出来，解释清楚，让群众

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做到“接地

气”“接民气”。比如习近平总书记

善用白话传递治国理念，“鞋子合

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

样的话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随处

可见，个性十足，又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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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一

1.B（A.“国粹”是反语。C.“摩

登”是反语。D.“进步”是反语。）

2.①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

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告诉我

们：学习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学

习要有广博的视野、独到的眼光；

学习要强调主动性、主体性。

②拿来主义者要“占有，挑

选”。这告诉我们：学习要“占有”资

源，获取别人的观点，借鉴、吸收对

自己有用的东西，剔除那些无用甚

至有害的东西。

③“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

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

成为新文艺。”这告诉我们：学习的

意义首先在于“拿来”，再进行创

新，方可成为“新人”，成为“新

文艺”。

学习任务二

1.①不败之地 ②烟消云散

③与众不同

2.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

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

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

学习任务三

鲁迅的观点针对的是当时国

民党政府在文化上奉行的媚外求

荣和欺世惑众的政策。季羡林的观

点是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帮助解决世界

性难题，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学习任务四

示例：我虽然常年漂泊，有些

累，但我能阅尽人间百态，饱览天

下风光，人生最宝贵的难道不是生

活体验吗？你虽然生活稳定，但眼

界有限，视野固定，更重要的是你

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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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读书乐四时读书乐》》

出了露水逐渐积聚力量，最终坠地

迸裂、发出光亮的过程。②“轰然”

“万道金光”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

显示出事物虽然微小，却蕴含着强

劲的力量，表达出作者对生命意义

的感悟。

（3）①手法上：“车辙”表示作

者在地坛里走过的路，象征着作者

心灵求索的轨迹。“脚印”是母亲伴

随、找寻作者走过的路，象征着母

亲对作者的关爱、陪伴和理解。②
情感上：车辙和脚印的交织，说明

作者每一次精神跋涉都不是孤独

的、独自完成的，其中包含着母亲

的精神支持和爱。车辙和母亲脚印

的重合也象征着地坛和母亲的重

合，车辙在地坛的园子里，母亲的

影迹和爱也在地坛里，地坛是作者

重新获得生命信念的地方，也是感

受母亲最深的地方。饱含对母亲的

深情，感念母亲的付出，赞扬母爱

的伟大。③结构上：与《我与地坛》

第二部分开头的内容前后呼应，完

成了作者对生命的解读，对母爱的

诠释，指出母亲因“我”而承受的艰

难，以及“我”无比痛悔的心灵。

3.①隐忍宽容的形象。容让儿

子，自己承受痛苦；理解儿子，委屈

自己，眼看自己的儿子在最辉煌的

时候遭遇人生一大挫折，母亲想要

安慰，但却不愿打扰儿子那敏感又

脆弱的心灵。②倔强坚强的形象。

母亲为了儿子不懈地四处奔走；默

默注视着儿子，以自己的行动影响

儿子，用坚韧的性格感染儿子。③

思想深刻、聪慧过人的形象。她充

分理解儿子的处境和心态，懂得运

用一种智慧的方式去呵护儿子；思

想深刻，考虑长远。④体贴关怀的

形象。母亲心思细腻，注重每个细

节；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每次我消

失在她的视线之外，她总是一遍又

一遍不停地寻找，坚持不懈。

4.①《我与地坛》发表后 ②
它有时候被视为小说 ③然而这

不是全部的原因

学习任务二

1.观点一：赞同。苦难的确成

就了史铁生。在狂妄的年龄残废双

腿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而

绝望的他在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地

坛里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死不是一

件急于求成之事，一个人更应该去

思考活着的意义和方式。走出心灵

困境的史铁生，致力于写作，成就

非凡。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

值，更以其作品给更多处在困境中

的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指引。

观点二：不赞同。苦难并非史

铁生想要的，而是现实迫使他不得

不面对的。如果没有疾病夺去他的

双腿，在安宁平和的正常环境和社

会生活中，在极为需要人才的那个

时代，史铁生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观点三：要辩证地看待。苦难

本身不是财富，苦难通过心灵转化

才能成为人生财富；此外，苦难分

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情

况，它给人的影响不同，不能一概

而论。

2.观点一：赞同。《我与地坛》

中探讨的主要话题是“生与死”，史

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

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

日。”虽然以“节日”称之，但让人直

视生命的真相，这种开解如冬日阳

光，虽有抚慰之意，却也有沁骨的

冷冽。

观点二：不赞同。《我与地坛》

中呈现的画面多是残破却充满生

机的，其中对生命的反思充满了智

慧，让人体会到作者直面自己残疾

的坚强，给人以温暖和启迪：虽然

生活是残酷的，但能坦然面对不幸

并以积极的态度去生活，不虚度，

不逃避，已足够鼓舞和温暖人心了。

33版版

学习任务四

①合欢树是作者情感寄托的

对象。合欢树是触动作者思念母亲

的物象，是作者缅怀母亲、表达深

挚情感的寄托物。②合欢树具有丰

富的内涵。合欢树象征着母亲，它

身上有着母亲的影子；合欢树象征

了母爱，它寄托着母亲对儿子的希

望；合欢树象征了作者自己，合欢

树的成长经历与作者的经历相似。

③合欢树揭示了文章主旨。合欢树

是作者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的凝聚

和象征，表达了母亲对儿子的美好

期待和儿子对母亲的深深愧疚和

怀念，也表达了作者希望所有的母

子都能合家欢乐的心愿。④合欢树

有更强的艺术效果。以“合欢树”为

题含蓄隽永，而“母爱”直白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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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天读书乐在可以

让人感受春光里尽情展现

着的生命力，春风吹拂，流水淙淙，

鸟鸣枝头，花落水面，绿满窗前。在

美好春光中翻读自己喜爱之书自

有一番乐趣。

启示：①劝勉我们应在大自然

中领略读书的乐趣，读书应该像曾

皙的人生追求一样，无须附加任何

功利目的，只有顺其自然，才能真

正体会到读书的乐趣。②勉励我们

应珍惜时间、勤奋读书，不要蹉跎

岁月、辜负春光，要感受读书的雅

趣，读书不辍。

2.①始终将富有夏季特征的

事物和读书之乐结合起来写，以景

衬情，突出读书之乐，富有高雅的

情趣。新长出来的竹子垂压着屋

檐，写出了诗人读书的环境清幽雅

静的特点；夏日昼长夜短，正是读

书的好时光，而且诗人在书斋中并

不感觉苦闷，白日的蝉鸣和夜晚的

萤火虫为他的读书生活增添了生

机和活力。②用夏季特有的感受描

摹（类比）读书之乐，形象生动。读

书之乐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

诗人形容读书带来的乐趣就像是

沐浴在煦暖的风中弹奏瑶琴一般，

使读者易于体会。

3.示例一：《四时读书乐·秋》——

读书如观赏清朗皎洁的秋月，令人

神清气爽、内心澄澈、心旷神怡。

示例二：《四时读书乐·冬》——

像寒冬盛放的数点梅花可让人感

受到天地化育万物一样，读书也可

化育人心，令人品性高洁，充满乐趣。

《《读书之乐读书之乐（（节选节选）》）》

①精神解脱之乐：读书可以帮

助人从书中寻求人生困境的解脱。

②共享共情之乐：读书能丰盈精

神，令人如啜饮琼浆玉液，乐此不

疲；能让人结识更多的作者，并跟

随他们在共同的情感领域里尽情

漫步，观赏珍奇。③体味人生之乐：

可以通过阅读腾出时间来思考自

己的人生经历。④追索思考之乐：

读书可以追索阅读沿途的风景，追

索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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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探究思考探究

当今的一部分中学生只为升

学、考试而读书，既苦又累，还缺乏

兴趣，使得阅读面非常狭窄，只能

算是职业的读书，这不利于学生素

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发

展。可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在职

业的读书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进行嗜好的读书。

44版版

思考探究

1.①先驳后立，层层推进。材

料一先陈述了部分网友的观点——

那些“买座自习”的人不过是跟风、

作秀；然后驳斥上述观点，提出“让

‘跟风’付费自习室来得更猛烈些”

的中心论点；接着分析了付费自习

室兴起的原因；最后再次强调中心

论点。②论证中综合运用了多种论

证方法，如例证法、引证法等。

2.①付费自习室有适合学习

的惬意环境。②在付费自习室学

习，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自律能力

不够强、无法静下心来学习的问

题。③付费自习室为满足当下年轻

人追求上进、追求自我发展的内在

需求提供了场地。④社会上学习场

所的公共供给无法满足大众需求，

付费自习室弥补了这一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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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探究

B（“真切地表达了华夏儿女渴

望祖国和平统一、永远屹立于世界

强国之林的赤子之心”过度解读。

文章最后写“黄河长江最终在茫茫

大海上热烈拥抱，那一片无垠的蔚

蓝色是北方和南方所共同的向往

的——因为，南方北方都在大洋西

岸；因为，北方南方就在地球东

方”，意思是雨和雪有分有离，而又

相辅相成，暗示了南方北方水乳交

融，不可分割。歌颂祖国南北一体，

各具风采，各有特色，共同创造了

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

22版版

学习任务一

1.C（①望文生义，“春露秋霜”

原指子孙在春秋两季因感于时令，

追念先祖而进行祭祀。后用以表示

对先人的悼念，也比喻恩泽与威

严。③使用对象不正确，“笔走龙

蛇”形容书法笔势雄健、风格洒脱。

④使用对象不正确，“蓊蓊郁郁”形

容树木茂盛的样子。）

2.B（“难以写出新意”只是原

因之一，不全面。郁达夫把自己定

位为平民，古往今来故都那些著名

风景似乎只与那些文人墨客有关

系，而与平民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因而，郁达夫选取了能体现平民生

活的景物来写。）

3.（1）①善用修饰语，如“破壁

腰”“尖细且长”等，准确地描写了

景物的特点。②多用色彩词，如“蓝

朵”“白色”等，且善于将色彩描绘

隐含在其他词语里，如“日光”。③
妙用叠词，如“疏疏落落”“一丝一

丝”，有节奏感，俏皮可爱，表达出

作者的喜爱之情。④善于炼字，如

“漏下来的日光”中“漏”字化静为

动，细腻传神；还有“细数”“静对”

给人以悠闲惬意、眷恋之感。⑤比

喻贴切，“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

荣）的蓝朵”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形象地写出了牵牛花的形态特点。

⑥长短句结合，整散句错落，富有

节奏感，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2）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袅娜”写出荷花的饱满盛开状，

“羞涩”写荷花含苞待放，这两个词

本是用来描写女子的娇美姿态、羞

涩神情的，现在用来写荷花，赋予

了荷花生命力和感情。接着连用三

个比喻句，分别描绘了淡月辉映下

荷花晶莹剔透的闪光，绿叶衬托下

荷花忽明忽暗的闪光，以及荷花不

染纤尘的美质，写出了荷花的神

韵，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感情，可以

激发读者的想象。

学习任务二

1.（1）B（“细得同粉也似的白

雨”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雪、

月、梅这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

调戏酒姑娘了”运用了比拟的修辞

手法。第二段“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等多处

运用了引用和排比的修辞手法。没

有运用夸张和借代的修辞手法。）

（2）①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

境界 ②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

的景况

（3）原句在“白雨”前加了修饰

语“细得同粉也似的”，运用了比喻

的修辞手法，形象地写出了白雨

细、密的特点；在“背景”前用“淡得

几不成墨的”来修饰，具有色彩感

和画面感，更形象地写出背景的特

点；原句“你说够不够悠闲”用问句

表达，让读者更有参与感，与陈述

语气相比，更有趣味。

2. 示例：婉约词之与豪放词

小溪之与瀚海 莺啼之与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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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四

1.将声音这一听觉形象与“流

水般汹涌地涌入”这一视觉和触觉

形象沟通起来，构思新颖，生动形

象地表现大量声音信息如水一样

汹涌而来，使听众能大量获取声音

信息的感受，增加了语言的文采。

2.示例：当树开始“掉头发”，

草开始“换衣服”的时候，秋便来

了。秋，像无形的空气，渗透在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秋，又像一位神奇

的魔法师，轻轻地挥一挥魔法棒，

大地就变成了另一番模样。秋天的

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天空中的

朵朵白云，犹如一个个音符，慢悠

悠地飘动着。秋天的大地，宛如金

色的地毯，菊花在其上悄然绽放，

露出黄色的花蕊。菊花散发出的淡

淡香气，像悠扬的琴声，令人陶醉。

阵阵寒意袭来，人们开始穿上微厚

的秋装，我们的生活和夏天相比有

了许多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脸上

洋溢着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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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本文通过对人生的思考，

意在探讨人类在生与死面前，应该

有怎样的态度和精神，并没有肯定

“残疾”也可以造就一个丰富多彩

的世界。B选项偏离文章主旨。）

2.（1）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

形象地突显了沧桑、荒芜又富有生

机、幽僻宁静的地坛对于身体残

疾、需要救赎、正在逃离现实的

“我”的巨大意义。

（2）①运用“滚动”“聚集”“压

弯”等一系列动词，精当贴切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