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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1版

思考探究

①《离骚》抒发了诗人自己的

真情实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情

志。②《离骚》运用了夸张、对偶、排

比、双声、用典等修辞手法，且语言

参差多变、错落有致，具有极强的

音乐美和节奏感。③《离骚》想象奇

特、场面宏大，与巫术的想象活动

有类似之处。

2版
学习任务一

1.C（A.三岁：古义，多年；今

义，指年龄。/浩荡：古义，荒唐；今

义，形容水势壮阔浩大。B.至于：古

义，到达；今义，表示达到某种程度

或表示另提一事。/美人：古义，代

指有才德、有作为的人，一说是屈

原自指，一说指楚怀王；今义，容貌

美丽的人。C.兄弟：古今义相同，指

哥哥和弟弟。/零落：古今义相同，

指凋谢、脱落。D.宴：古义，快乐；今

义，宴会。/改错：古义，改变措施；

今义，改正错误。）

2.B（A.连词，表目的。/连词，

相当于“而”，表并列。B.助词，用在

主谓结构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C.连词，表顺承关系，就。/连词，表

并列。D.语气助词，用在句末强化

语气，不译。/兼词，在那里。）

3.B（“用了赋的手法”分析错

误，赋着重铺叙和描写，而“于嗟鸠

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

耽”以上句鸠“无食桑葚”，兴下句

女“无与士耽”，用桑葚的甜比喻爱

情的美好，故此处应为比兴的手法。）

4.C（“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意思是“只要是我内

心所珍爱的，就是让我死上多回我

也还是不后悔”。这两句表现了诗

人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所以应

为“表现诗人坚持真理，献身理想”。）

5.（1）总角之宴 言笑晏晏

（2）泣涕涟涟 载笑载言

（3）固时俗之工巧兮 偭规矩

而改错

学习任务二

1.①空前绝后

②叹为观止

③当之无愧

2.①对比：以物理存在的屈原

已死与精神的屈原永在生长作对

比，突出屈原的人格精神具有旺盛

的生命力，可以永远滋溉后人。②
比拟：把屈原的精神拟写成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的大树，生动形象地

表现出屈原对国民精神的庇荫、滋

养作用。

3.因为屈原拥有可以滋溉后

人的绝大的人格精神和自成格式

的绝大的艺术创造，所以屈原称得

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

诗人。

3版
学习任务四

1.D（“章法结构上采用反复手

法”错误，章法结构上不是反复手

法，而是重章叠句。）

2.①本诗每章都以“桃之夭

夭”起兴，以桃花开放的热烈繁荣，

真挚地表达了对新娘的赞美和祝

福。②以桃设比，通过对桃树不同

部位——桃花“灼灼其华”、桃实

“有 其实”、桃叶“其叶蓁蓁”的描

写，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新娘婚

后生活美满、夫妻和睦、家族兴旺

的美好祝愿。联想巧妙，形象鲜明，

意趣盎然。

4版
思考探究

尾联“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

身去游其间”，意思是“我不能够携

带天下人一起去避暑，又怎能忍心

独自到那清凉世界逍遥徜徉”。此

联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一致，诗人

尽情抒发了愿与天下人共苦难的

豪情，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济世救

民的思想。而“手提天下”一语，想

象奇特，气魄宏伟，富有浓烈的浪

漫主义色彩。

第2期
2版

学习任务一

1.B（A.①单指一方，指代刘兰

芝，可译为“我”。②单指一方，指代

焦仲卿，可译为“他”。③互相。B.①
单指一方，指代刘兰芝，可译为

“你”。②单指一方，指代焦仲卿，可

译为“你”。③单指一方，指代焦仲

卿，可译为“他”。C.①单指一方，指

代“他”（媒人）。②互相。③互相、交

互。D.①单指一方，指代刘兰芝，可

译为“我”。②单指一方，指代刘兰

芝，可译为“你”。③名词，指形貌、

相貌、命相。）

2.A（①“公姥”偏“姥”，单指婆

婆。③“父母”偏“母”，单指母亲；

材料主要讲“中国式浪漫”与“科技

发展”的关系。注意抓重点句，如第

一段的第一句“我国有很多大国重

器的名字，都充满着独特的‘中国

式浪漫’”以及最后一段“那些古代

的幻想，在前辈的努力下正一点点

变成现实。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使

悠远的古老传说塑形于‘当代神

话’，让独特的‘中国式浪漫’薪火

相传”。要求部分明确了写作话题

是“文化自信·科技发展”，我们要

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写作，

如古老文化为科技发展奠基，科技

发展助力文化自信。写作身份是中

国青年学生，写作场景是“2024年
中华文化传播国际论坛”。发言要

面向与会的世界青年，因此要有高

度，不仅要展示中国青年的自信，

更要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文化的

魅力与中国科技的力量。写作时，

可以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突出其在

文化文明发展、国家历史进程等方

面的强大支撑作用，表达青年在文

化传播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

参考立意：

1.古人的浪漫在于妙想，科学

家的浪漫在于开创。

2.科技创新发展支撑“中国式

浪漫”。

3.“中国式浪漫”源自科研人

员的攀登。

第4期
1版

思考探究

①内容情感上：两首作品都感

慨了历史兴衰。李诗主要是感伤好

景不长、繁华消逝，张曲则发出更

深沉的感叹，帝王将相、功名利禄

转瞬即逝，终将幻灭，成为历史。②表

现手法上：两首作品都借景抒情，

都用“桥”这一意象表达怀古伤今

之情。李诗用衬托的手法，用乐景

写哀情，以金谷园引出洛桥；张曲

虚实结合，由沉郁苍茫之景联想到

消失的王气和云台功勋。

2版

思考探究

1.先写街的繁荣作铺垫，引出

人潮汹涌。再写游人众多，为后面

观灯受阻埋下伏笔。最后写观灯盛

况，把作品推向高潮并点题。层层

铺垫，层层推进。

2.①庆幸遇上了改革开放的

好时代，对城市发展新气象感到新

奇。②有感于游人众多，人民生活

富裕、精神焕发。③现代科技让汴

京灯节重现历史繁华，实现了“我”

的“星河梦”。

3版

思考探究

示例：杭州有烟柳画桥、高树

江涛，人烟阜盛，珠玑罗绮；杭州有

西湖清幽秀美，像一位柔情似水的

美人——水平如镜的湖面是她滑

嫩细腻的肌肤，起伏荡漾的微波是

她千姿百媚的回眸一笑，清澈见底

的湖水是她灵动深邃的碧眸；微风

拂过夹岸柳树，枝摇叶动，是她的

罗裙在飘动飞旋，似是正用一支

《霓裳羽衣舞》在热情欢迎您的

到来。

4版

思考探究

1.A（“每个阅读者看到‘阳关’

‘北邙’，就都会想到地名字面背后

‘离别’和‘死亡’的意味”错误。文

中提到：“在这样的场合，对这些地

名的理解程度，又直接取决于阅读

者精神文化的蕴积。没有对母语的

热爱，缺乏对历史和传统的沉浸，

就难以窥见字面背后的精微和玄

奥，难以感知到那些不尽之意，言

外之旨，声音中的声音，味道里的

味道。”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要读

懂“阳关”“北邙”这些词语背后的

象征意味，要充分了解母语，了解

历史和传统。因此，并不是每个读

者都能想到地名背后的意味。）

2.D（“语言虽朴实无华”错误。

本文大量引用了古诗词，诗文的运

用使文章语言富有诗情画意。）

3.（1）承上启下。既承接上文

中爱默生的名言，又引起下文对诗

文与地名之间关系的评价以及对

郁孤台事例的叙述。

（2）将“那些圆圈圆点”比喻成

“一个个泉眼”，形象生动，富有美

感；与第一部分第二段中的“旁边

那些或大或小的圆圈或圆点，在幻

觉中次第打开”相照应。

4.①古诗词让读者通过画面

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使抽象单调的

地名变得具体生动。

②古诗词对地名的加持，让地

名变得具有精神性和灵动性，广为

人知。

③古诗词反复引用某一地名，

使其变成具有符号功能和丰富意

蕴的意象。

④古诗词与读者产生同频共

振，让地名由外在客体内化为精神

世界的某个元件。



1

第2页 第3页

2023-2024学年

高二选择性必修（下册）答案页第1期语文
人教

“弟兄”偏“兄”，单指兄长。

⑤“作息”偏“作”，单指劳

作。其他各句中没有偏义复词。）

3.D（“感动上苍，让他们两人

化作鸳鸯鸟而结为夫妇”说法没有

依据，写鸳鸯和鸣是象征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绵绵不绝。）

4.D（“《孔雀东南飞 并序》是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抒情

诗”错误，应该是最早的一首长篇

叙事诗。）

5.①很多鸟都被赋予象征

意义

②也有诸多和鸟儿有关的

俗语

③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学习任务二

主题：两首诗都是爱情诗，都

表现了夫妻恩爱和对爱情的忠贞。

表现方法：①《孔雀东南飞 并

序》是一首叙事诗，通过塑造人物

形象来表现主题思想，运用外貌、

动作、语言描写等多种手法塑造人

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尤其

能展现人物形象及两人的忠贞爱

情。②《结发为夫妻》中开篇“结发

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照应题目，直

抒胸臆，“恩爱两不疑”一句为全诗

的诗眼。“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

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写夫

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表现夫

妻的恩爱和对爱情的坚守。全诗以

时间为序，围绕夫妻恩爱，突出话

别、分手和互勉。语言质朴明白，生

动流畅。

3版
学习任务一

1.C（“反映诗人关注社会与人

生的一贯诗风”错误，李白诗中确

实有一些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

内容，但这并不是其一贯诗风。“艺

术地感叹自己仕途的艰难”也无

根据。）

2.D（“‘英雄’单指杜甫”错误。

“英雄”泛指天下像诸葛亮一样的

英雄。）

3.（1）青泥何盘盘 百步九折

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 以手

抚膺坐长叹

（2）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

济老臣心

（3）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

雄泪满襟

4.第一处①。修改：《蜀道难》

着力描绘了蜀道的艰险恐怖。

第二处②。修改：但我们读完

之后，不但不感到害怕，反而为诗

的夸张的描写所激动、所感染。

第三处④。修改：从描写对象

来说，蜀道虽然高耸入云，使人

害怕。

第四处⑥。修改：在诗人笔下，

它跟美丽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更

形成一种诱人的魅力。

学习任务二

①联系李白的生平，便可看出

诗中也可能表现了李白感叹世途

艰险、仕路坎坷的悲愤心情。李白

出蜀展志，但数十年经营，却仅得

侍君而已，并未才尽其用。他借景

抒情，表面上写蜀道的艰险，实际

上抒人生的感慨，尤其是结尾处重

在写造成蜀道之难的人为因素。

②诗中除写蜀道山川之艰险

外，也写到了蜀地的地方势力可以

任意凭险割据一方、为非作歹，其

中实际上凝聚着李白对当时社会

现实的观察和体验，以及为封建王

朝的前途而担忧的心情。诗中描写

的一片愁云惨雾和恐怖景象，恰恰

是危机四伏的唐王朝黑暗社会现

实的缩影。

第3期
2版

学习任务一

1.（1）D（“表明自己饱览风景

之后即将归隐的心愿”错误。“异日

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两句是说：

希望长官把杭州美好的景色画出

来，等日后升迁，去朝廷做官时，可

以拿出来献给朝廷，并夸示于同

僚。这里暗含对长官日后飞黄腾

达、不断高升的祝愿，是柳永纯粹

的奉承之词。）

（2）①地理位置：东南重镇。

②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就是繁华都

市。③自然景观：著名的钱塘江、秀

丽的西湖。④市井面貌：建筑、设施

极其美观，人口密集。⑤百姓生活：

安居乐业、笙歌处处，老老少少心

情愉悦。

2.（1）C（“作品实写了昔日扬

州的繁华富庶，虚写战争的创痛”

错误，应为“虚写了昔日扬州的繁

华富庶，实写战争的创痛”。）

（2）贯串全篇的“词眼”是上片

末句的“空”字。具体表现在“淮左

名都”“春风十里”“荠麦青青”“废

池乔木”“清角吹寒”“冷月无声”

“红药独生”这些虚实描写的景物

上。词人勾勒出了一幅对比鲜明的

图景，空荡荡的劫后惨象，满目凄

凉，不堪回首，寄寓着词人对国家

昔盛今衰的无限哀惋。

3.D（“黍离之悲，指对饱受战争

之苦的百姓的同情”错误，应为“黍

离之悲，指对故国残破的悲思”。）

4.（1）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2）羌管弄晴 菱歌泛夜

（3）自胡马窥江去后 废池乔

木 犹厌言兵

（4）二十四桥仍在 波心荡

冷月无声

学习任务二

1.①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少

年得志、顺风顺水、春风得意）

②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③耐人寻味

2.①比喻，把山水比作佳丽，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扬州山水秀美、

温婉的特点，表达作者对扬州的喜

爱之情。②比拟，把扬州城拟作诗

篇，赋予扬州特有的诗意、雅致的

城市特点，表达作者对扬州的欣赏

之意。

3版
学习任务四

①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

树、怒涛、重湖、叠 、桂花、荷花、

烟霞等

②荒凉萧瑟

③“云树绕堤沙”写出了树木

环绕江堤的静态美，同时“怒涛卷

霜雪”则写出钱塘江涌潮雄豪的动

态美

④点面结合

⑤以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上

片用昔日“名都”来反衬今日“空

城”，以昔日“春风十里”来反衬今

日“尽荠麦青青”的荒凉。下片以昔

日“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

好”等风月繁华，反衬今日的风流

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赋；以昔

时“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乐章，反衬

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

⑥虚实结合

⑦“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过

春风十里”是虚写过去词人印象中

的扬州城，实写现在词人看到的扬

州城，荒凉衰败。词人还假设杜牧

重游故地的反应，可见扬州城之巨

变，抒发了词人的黍离之悲

思考探究

1.《望海潮》中柳永以清新秀

丽的诗句，描绘出一幅充满诗情画

意的杭州居民生活画卷，表达的是

对承平盛世的赞美与歌颂。《扬州

慢》中姜夔运用丰富的表达技巧，

传递了遭受兵燹之祸的黍离之悲。

2.示例：（1）喜欢柳永的表达。

柳永以如椽之笔描绘的杭州城自

然人文之景俱佳，展示了一幅宏伟

壮丽的历史画卷，对杭州城的讴

歌、赞美，体现了承平盛世的气象，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读来

令人愉悦。

（2）喜欢姜夔的表达。灾难文

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态，灾难主

题是中国文学的恒久母题。在灾难

的视野里，人类不自觉地以文学的

方式抒发郁积的情感，慰藉受伤的

心灵。虽然一向清空风雅的姜夔不

习惯在诗词中与现实对接，但《扬

州慢》中对衰亡时局的伤悼和战争

劫难的泣诉，还是让人历历在目。

读《扬州慢》，我分明看到姜夔在用

文字言说两个时空中的扬州故事，

在对立的城市记忆中，我感受到了

他的悲凉诗心。

（3）这是两种不同的演绎，无

论是从历史的真实反映还是从文

学的审美表达来看，都各有其价

值。从历史的真实来看，繁华和灾

难是人类进程中的花开花落，城市

就是在这样的起起落落中向前发

展的。从文学的表达来说，讴歌太

平与反映灾难都是文学的责任。

《望海潮》和《扬州慢》一写承平盛

世，一写劫后孤城，内容不同，意趣

亦相异，但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

实，体现了文学的价值。

学习任务五

1.①“蝉嘶”之前加一“乱”字，

形象地表现了蝉声的纷乱。②纷乱

的蝉嘶，加上日暮、寒风、茫茫荒原，

以及易令人产生离愁别绪的“柳”，

营造了萧瑟凄凉的意境。③蝉声的

“乱”更引出词人内心的纷扰烦乱。

“前期”的渺茫、昔日欢乐的不可复

得等愁绪令词人难以安适。

2.全诗以“寻春”一词统领全

篇。分析：①首联写寻春之路和寻

春所闻。诗人冒着泥泞，踏雪寻春，

从听觉角度写春天的鸟鸣，表现了

春天的生机。②颔联、颈联写寻春

所见。从视觉角度写春色，残梅（或

“残雪”）耀眼、杨柳染黄、白云如

絮、落日如规，展现了初春景象的

多姿多彩。③尾联写寻春所感。

“怜”字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喜爱；

杖藜傍于横桥，描绘了诗人伫立桥

边、沉醉于春景的形象，寄托了爱

春惜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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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联动

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作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