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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8 诗歌整体感知

1. 考点分布

年份 卷别 考点

新课标Ⅰ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鉴赏诗歌表达技巧

2024

新课标Ⅱ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鉴赏诗歌情感

新课标Ⅰ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理解诗句内涵、把握诗歌主题

2023

新课标Ⅱ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鉴赏诗歌情感、评价作者观点

态度

2022 新高考Ⅱ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鉴赏艺术特色、鉴赏抒情方式

新课标Ⅰ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鉴赏艺术特色、把握诗歌思想

感情

新课标Ⅱ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评价诗歌思想内容、作者观点

态度

2021

新课标Ⅲ卷 理解赏析诗歌内容、概括形象特点

2.命题规律及备考策略

【命题规律】

命题“内纵外拓”：“内纵”，是说考查向所选诗词内部根节处、细微处纵

深开掘，命题基于诗歌深度阅读和鉴赏，立足诗歌阅读本位考查：“外拓”，是

说考查有意加大“诗内”“诗外”的结合、“课内”“课外”的结合、“已

知”“未知”的结合，命题基于所选诗作的阅读鉴赏而有意向外延伸拓展，考查

阅读综合能力和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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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套路化命题明显，近两年试卷中很少见到像过去直接考查表现手法、技巧

分析、情感态度的主观题；多为综合考查思想内容和情感态度的理解、赏析、评

价，且创新命题的情况越来越多。

重在考查解读能力，尤其是诗作内容的理解，命题有一定开放度。就古诗阅

读考查的范围而言，诗歌的形象、语言、技巧、内容、情感等几乎每套试题或轻

或重都会涉及（有的是选项），其他如句意理解、意象意境、技巧手法、内容主

旨、思想情感、关联鉴赏却常考常新，但重点在是否真正读懂了“诗家语”，是

否精准把握了诗歌的内容旨趣，是否真正进入诗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是否

真正理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题型和题量较为固定，一道选择题和一道简答题，两题共计 9分。

【备考策略】

1. 归纳整理：整理归纳课内诗歌重点鉴赏内容，提升感悟力。

2. 专题研究：进行专题研究，掌握系统知识。

3. 仿真练习：通过做历年高考真题和模拟试题，熟悉考试题型和答题技巧。

一、古诗分类

诗

1.古体诗：指唐以前的诗歌及唐以后诗人的仿作，包括《诗经》《楚

辞》、乐府诗等，“歌”“行”“引”“曲”“吟”等皆属古体诗体裁。

不讲究对仗、平仄，没有字数、句数的限制，押韵较自由。

2. 近体诗：也叫今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在字数、句数、平仄、对偶、

押韵上都有严格规定。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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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等。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

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单调只有一段，双调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

句数大体一致。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

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曲

又称词余、乐府。曲盛行于元代，故又称“元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散曲包括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组曲，至少是两曲，

多则几十曲。

 二、古代诗歌常见题材

1．送别怀人

诗

古人离别，或折柳送别，或摆酒饯行，或写诗相送，其间充满了

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诗作一般表达对友人的留恋、思念，

或表达分别时的离情别绪，或书写离别后的孤寂、惆怅，或表达

对友人的安慰劝勉。这类诗大多缠绵凄切，充满感伤情调。如柳

永的《雨霖铃》。

2．羁旅思乡

诗

诗人因长期客居在外、滞留他乡或漂泊异地等，对所见所闻有所

感，或借景抒情，或因梦寄情，往往表达羁旅之苦、行役之难、

宦游之艰，多抒发绵绵的乡愁、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郁郁不得志

之情。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

3．边塞征战

诗

边塞征战诗是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或叙写边塞军旅生活，或描

写边塞苦寒的环境，或展现壮丽的边塞风光。边塞征战诗多歌颂

祖国边塞的大好河山，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豪情，赞

颂边疆将士不畏辛苦、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有时也状写戍边将

士深重的乡愁、家中思妇的孤寂惆怅，控诉战争的残酷，讽刺并

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

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4．山水田园

诗

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田园诗，

是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

夫等的劳动为描写对象。诗人们以自然山水或农村自然景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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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生活为吟咏对象，往往借以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表达对

官场的厌恶、对现实的不满，寄寓对归隐后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

之情。如王维的《山居秋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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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咏史怀古

诗

咏史怀古诗以历史人物、事件、陈迹等为题材，借咏叹史实、描

绘古迹来抒发作者的兴衰之感，一般以地名或“览古”“怀古”

为标题。或针对历史人物、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抒发

感情。或缅怀前贤，表达敬仰或惋惜之情；类比古人，寄托伤感

或哀思之情。或借论古之得失，托古讽今，忧国忧民。如苏轼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

6．咏物抒怀

诗

借助吟咏自然或社会事物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或寄寓诗人的

理想抱负；或寄寓高尚的节操，表达怀才不遇、命途多舛的伤感，

抒发年华易逝与理想破灭的哀伤；或托物讽喻，感时伤世，针砭

时弊。从题目上来看，或以所咏之物为诗名，或以“咏某物”“题

某物”“某物吟”等为题目。如骆宾王《在狱咏蝉》。题画诗也

属于咏物抒怀诗，是对绘画内容有感而作之诗，或表达对画作的

赞美、对画技的评判，或表达对画面意境的咏叹，或借画表心志、

寄感慨。如陈与义《题许道宁画》。

三、语言风格

1.豪迈奔

放

此种风格的作品，多用具有气势和节奏奔放的语言来塑造博大新奇

的形象，营造恢宏阔远的意境，表达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如李白

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2.沉郁顿

挫

沉郁就是深沉蕴藉。沉郁的作者似乎有千言万语积压在胸，而后沉

吟再三，勃发于笔端。如杜甫的《登高》。

3.言近旨

远

此风格的作品，语言浅近，意旨深远，于常见的景、物、事中寄托

深意。如朱熹的《观书有感》。

4.朴素自

然

语言力求平淡，不追求辞藻的华丽，显现出质朴无华的特点，但于

平淡中蕴含着深意。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5.婉约细

腻

这种风格往往体现出“曲、细、柔”的特点，曲径通幽，情调缠绵，

表达感情细腻，细如抽丝。如李清照的《武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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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含蓄蕴

藉

含有深意，藏而不露。这种风格往往不把意思直接说出来，而是藏

在形象中，让读者自己展开想象，思而得之。如李商隐的《锦瑟》。

7.清新明

快

这种风格常用清丽的语言来营造优美的意境，表达怡然喜悦的感情。

其艺术境界如大雨过后的青青柳色、荷叶上颤动着的晶莹水珠。如

杜甫的《绝句》。

8.幽默讽

刺

诗中多诙谐、风趣或辛辣的笔调和趣味。如白居易的《观刈麦》。

四、阅读指导

对考生而言，最大难点还在于读不懂诗句、理解不了诗句的丰富含意。古诗

因为受到体式、平仄、押韵、字数、曲调（像词、曲）等方面的限制，语言简练，

言近旨远；意象之间，常有跳脱；再加上它又意与言会、神与景合、用典兴寄，

我们现已脱离那个时代生活环境和当时的话语系统，又缺乏作者那样的文学修养

和情感体验，我们通过一些典型样本沉潜玩味，鉴者会以意，走出理解的第一步。

下面就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读懂诗歌作简要指导。

1．读标题

标题是我们理解诗歌的重要切入点，读标题我们可以读出以下内容：写作的

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写作缘由或目的，作品的感情基调，诗歌的题

材，暗含的情感，诗歌的主要内容。

诗题信息：

①提示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

②交代写作的缘由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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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诗题中某些特殊提示，如：题（书、画、壁）、酬赠（分为赠诗和酬诗。

赠诗，写给亲友的诗，可以代替书信，或附在书信后面作为补充；酬诗，酬指酬

答、应答，是对别人赠诗的一种回应。）、唱和（“唱”指吟咏歌唱，“和”指

声音相应，依原作的诗词体裁、题材、原韵或思想感情，作诗词和答。唱和的形

式很多，如和韵是指按照原唱韵部或韵字应和诗作，包括次韵、用韵、依韵等。

次韵：依次用所和诗中的韵作诗。用韵：以原诗韵字为韵脚，而不按其次序作诗。

依韵：按照他人诗歌的韵部作诗，韵脚用字只要求与原诗同韵部而不必同字）。

③奠定作品的感情基调。如：喜、怨、悯。

④表明诗歌的题材。如：咏史怀古诗（咏史、怀古、古迹）；羁旅思乡诗

（客舍、望月、忆）。

⑤表明诗歌的体裁。如：歌、行、吟、曲、谣等。

⑥暗示诗歌的表达技巧。

举例：

奉和袭美抱疾杜门见寄次韵

 [唐]陆龟蒙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

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芝。

栖野鹤笼宽使织，施山僧饭别教炊。

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

解析：

（1）此诗标题蕴含以下信息：

①“奉和”表明了诗歌是和朋友的唱和之作，“奉”为敬辞；

②“袭美”交代了写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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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见寄”，寄给“我”，交代了写作缘由，此诗是作者收到朋友来信后的

酬和之作；

④“次韵”表明是依次用所和诗中的韵作诗。

（2）由诗题可引发读者联想，进而找到解读的路径：陆龟蒙通过这首次韵

奉和诗对“袭美”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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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作者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创作风格，把诗歌和作者、时代结合起来，

知人论世，有利于我们把握诗歌内涵。遇到我们比较熟悉的诗人作品，我们就可

以借助我们对诗人生平际遇和思想性格的了解，以及我们对这首诗词创作的时代、

背景的推演，从而揣摩出诗人的心境、情绪。

举例：

琅琊溪①

[宋]欧阳修

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②。

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

【注】①此诗写于作者被贬滁州（今安徽省境内）期间。〔琅琊溪〕在今滁

州狼牙山。②〔槎（chá）〕这里指拼扎而成的简易木桥。

解析：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如果仅看到注释①的内容，就会认为此诗是表达被贬后的失意之情。但是，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对他比较熟悉，尤其是我们学过他的《醉翁

亭记》，也写于被贬滁州期间。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

人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这里又有令人陶醉的山水，使欧阳修感到

无比的快慰。从诗歌内容上来看，这首诗也确实是描绘琅琊溪的佳作，表达了作

者对这种美景的喜爱之情。

3．品诗句

（1）消除文字隔阂，读懂“诗家语”。

“诗家语”是诗人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和诗歌格律的要求，对诗歌的语言所

做的艺术化的处理，是诗人语言智慧在诗词上的体现。

省略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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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雨丝丝欲网春，落花狼藉近黄昏。（李弥逊《春日即事》）

省略主语。下句应为“落花狼藉（天色）近黄昏”。

②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省略谓语。上句应为“五陵年少争（送）缠头”。

改变语序：

①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

主语后置，应为“竹喧浣女归，莲动渔舟下”。

②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王维《春日上方即事》）

宾语前置，应为“春山映柳色，夕鸟藏梨花”。

③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其八）》〕

主宾互换，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改变：

风软一江水，云轻九子山。（查慎行《早过大通驿》）

形容词“软”“轻”的使动用法，把动态的水和静态的山写得可触可托。

(2)抓景、事、情，推导诗作主旨。

任何类别的诗歌都离不开“景”“事（典故）”“情”三要素，其中

“景”“事”是表象，“情”是内核。

类别：抓景、事、情推导主旨

举例：

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

[唐]刘长卿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

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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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解析：

抓住诗中出现的“莓苔”“白云”“静渚”“春草”“闲门”等重要意象，

特别是其中的形容词“静”“闲”和动词“闭”，会很容易地明确常山道人隐居

地周围环境的最大特色就是“幽静”。

(3)抓关键字词，定位情感基调。

抓关键字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抓“诗眼”“词眼”，因为这些字词往往

直接表达诗的主旨、情感；二是抓诗歌中显示情感的“情感语言”；另外，诗歌

中的细节描写常常涉及对形象的塑造、情感的抒发，阅读时切不可一晃而过。

举例：

①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陆游《书愤》）

②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③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独坐敬亭山》）

④缓步春山春日长，流莺不语燕飞忙。桃花落处无人见，濯手惟闻涧水香。

（黄公度《暮春山间》）

解析：

①陆游《书愤》中的“空”是诗眼，流露出作者自许塞上长城、满腔报国热

忱，一直到老却报国无门的惆怅。

②杜甫《登高》中的“悲”字就是情感语言，它表明作者客居他乡又逢秋时

不尽的伤感。

③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的“尽”“孤”“独”“闲”皆为情感语言，表达

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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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黄公度《暮春山间》诗中“缓步”一词，已写出诗人迈步于暮春山间时的

优游闲适之态；“濯手闻香”这一细节更加传神：一个人漫步山间，看着眼前的

流莺飞燕，然后到涧水边洗手，洗完之后还不忘闻自己的手，这个人不是心情愉

悦闲适又是什么呢？

(4)借助语境，推测主旨、情感。

要读懂难句，就要依靠上下语境，推测语法、句意、情感；把握主旨、情感；

多注意尾联，诗人往往先写景叙事，后抒情议论。

举例：

阮郎归·西湖春暮

[南宋]马子严

清明寒食不多时。香红渐渐稀。番腾妆束闹苏堤。留春春怎知。

花褪雨，絮沾泥。凌波寸不移。三三两两叫船儿。人归春也归。

解析：

词中“花褪雨”较难读懂，花怎么会褪去雨呢？但若将之与它的下句“絮沾

泥”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句的结构是一样的，不妨借助对“絮沾泥”的理

解进而理解“花褪雨”。“絮沾泥”是柳絮沾到泥土上了，写出了暮春之景，那

么“花褪雨”也应表现暮春之景，当是“花儿在雨水的浇打中凋落”的意思。

4.看注释

注释往往含有丰富的信息。注释的内容有：介绍写作背景，暗示主旨情感；

介绍作者生平经历，暗示思想情感、写作风格；解释重点词语，帮助理解诗句；

注解典故，点化如何理解等。

注释信息：

①介绍写作背景，暗示思想主旨。

②介绍作者，暗示思想感情或写作风格。

③解释重点词语，帮读懂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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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介绍相关诗句，暗示本诗中的用典或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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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链接他人评价，暗示艺术特色或思想内容。

举例：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①

[唐]白居易

一篇长恨②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③。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③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注】①〔元九、李二十〕分指作者的朋友元稹、李绅，即诗中的“老

元”“短李”。李绅身材矮小，时称“短李”。②〔长恨〕指作者的长诗《长恨

歌》。③〔秦吟〕指作者的讽喻组诗《秦中吟》。〔正声〕雅正的诗篇。④〔伏〕

服气。

解析：

从注释①看，李绅身材矮小，时称“短李”。白居易在诗中称呼李绅为“短

李”是一种戏谑。从注释②③看，首联是写作者的诗歌成就；从注释④看，颔联

写自己的诗歌被元稹模仿、让李绅服气。

 当然，读懂古诗还应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因为古代诗歌也是古代历史文

化的重要载体，天文地理、礼仪民俗、气候时令、人物典故、称谓官职、饮食器

用、音乐娱乐等各种知识常常在古代诗歌中有所体现和反映。

（2024 年·新课标Ⅰ）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下面小题。

宿千岁庵听泉

刘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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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庵前一脉泉，襥衾来此借房眠。

骤闻将谓溪当户，久听翻疑屋是船。

变作怒声犹壮伟，滴成细点更清圆。

君看昔日兰亭帖，亦把湍流替管弦。

原第 15 小题．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的开头交代，诗人之所以会到千岁庵借宿，是出于对庵前泉水的喜爱。

B．诗歌主要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泉流，与题目中的“听泉”二字相切合。

C．诗人雅趣与古人相通，在听泉的时候，联想到昔日曲水流觞的兰亭雅集。

D．诗人与兰亭诸贤一样，都把对音乐之美的追求寄托于山水而摒弃了乐器。

原第 16 小题．本诗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颈联写泉水的声音既响亮又微小，请结

合诗句简要分析。

                                                                                             

                                                                                             

                                                                                             

（2024·山东·一模）阅读下面这首明诗，完成小题。

因雨和杜韵

王阳明

晚堂疏雨暗柴门，忽入残荷泻石盆。

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

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唯怜菊尚存

却忆故园耕钓处，短蓑长笛下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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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上疏论事，得罪宦官刘，被贬贵州龙场驿

丞，途中写下此诗。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和韵”指依照他人诗作的押韵创作的诗，本诗既使用了杜甫诗工整端严的

“韵”，也写出了杜甫诗沉郁顿挫的“神”。

B．第三句的“生白发”用语新奇巧妙，既是拟人，也是比喻：秋雨打在江面上，

激起的水雾苍苍茫茫，就像是沧江生出的白发。

C．全诗皆从主观写景，意象丰富，笔触细腻，没有明诗常见的理学味道，以

情驭笔，充满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

D．整首诗综合运用了借景抒情、虚实结合、点面结合等手法，将客途所见之

景与由此引发的情感表达得细致动人。

2．《文心雕龙》中说，诗文应“情以物迁”，请据此简要分析本诗的情感变化。

                                                                                             

                                                                                             

                                                                                             

（2024·湖南郴州·一模）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去蜀

杜甫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注：《去蜀》作于公元 765 年（唐代宗永泰元年）。杜甫因友人去世，他在

蜀中失去依靠而离开成都，在乘船东下途中写下此诗。

3．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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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联写了成都客居的五年时间里，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度过的。通过“五

载”和“一年”回顾在成都生活的时间和短暂的变化。

B．从全诗看，颔联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

心他的亲友：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潇湘作客

呢？

C．颈联回顾平生万事，作者感慨自己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而

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白鸥一样到处漂泊了。

D．颈联中“黄发”与“白鸥”两意象形成对比，形象地表示作者行廉志洁如故，

绝不肯为穷困改节，这与屈原在《离骚》中表达的高洁志趣是相同的。

4．明末清初吴乔《围炉诗话》中评价《去蜀》的结尾：“眼中意中，无数过不得，

说不能尽。”试简要分析本诗尾联表达的丰富情感。

                                                                                             

                                                                                             

                                                                                             

（2024·安徽·一模）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①

韦应物

万木丛云出香阁，西连碧涧竹林园。

高斋犹宿远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

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②萧疏空掩门。

时忆故交那得见，晓排阊阖③奉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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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此诗作于诗人被免职闲居沣水善福寺时。精舍：出家人修炼的场所。

②生事：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务。③阊阖（chāng hé）：宫门，借指朝廷，

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联通过“万木丛云”和“碧涧竹林”等意象，生动地营造了一种幽静清雅的

氛围。

B．颔联中“远山曙”和“寒雀喧”运用视听结合，展现了诗人寓居环境的宁静与

生机。

C．颈联塑造了诗人不慕名利、淡泊自守的形象，他厌倦世俗纷扰、向往回归

自然的生活。

D．整首诗借景抒情，通过绘精舍周围环境，以表达诗人内心的孤独与对尘世

的淡漠。

2．请简要分析本诗如何通过对比手法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

                                                                                             

                                                                                             

                                                                                             

（2024·广西河池·一模）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小题。

西湖春日

王安国

争得①才如杜牧之，试来湖上辄题诗。

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

浓吐杂芳熏峨愕②，湿飞双翠破涟漪。

人间幸有蓑兼笠，且上渔舟作钓师。

〔注〕①争得：怎得。  ②峨愕（yǎn è）：指山峦。

3．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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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诗首联从虚处入笔，借羡慕杜牧的才情引出后文，侧面入题，振起全篇。

B．颔联从视觉、听觉角度入手，展现了西湖春烟袅袅，寺院酒家生机勃勃之

景。

C．颈联运用白描手法，描写了湖山花香四溢，湖面翠鸟灵动可爱的山水风光：

D．尾联收束全诗，也与首联呼应，虽难有杜牧之才，但驾舟垂钓，不失为乐。

4．西湖历来是文人墨客吟赏风光之地，请结合诗歌分析诗人王安国在游览西湖

时抒发了哪些思想情感?

                                                                                             

                                                                                             

                                                                                             

（2024·广东·一模）阅读下面这首词，完成下面小题。

水调歌头·颂李白

何靖鹏

千古诗坛英杰，太白独领风骚。豪情万丈，云涛尽泻笔端豪。刳巨鳌，舞

乾坤，气贯长虹，谁与争锋？

诗仙境界高远，超凡脱俗，心游物外。冥心入海，海神亦怖，骊龙不敢为

珠主。诗中有神，诗中有仙，诗中有我，诗中有天。

佳作千余篇，锵金铿玉，脍吞炙嚼，传诵千古。诗如酒，诗如剑，诗如龙，

诗如风。诗中有情，诗中有义，诗中有志，诗中有梦。

须知一一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太白诗，丈夫诗，英雄诗，壮志诗。

诗中有我，诗中有天，诗中有神，诗中有仙。

5．下列对这首词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上片“千古诗坛英杰，太白独领风骚”开篇即点明李白在诗坛的崇高地位，

用“英杰”和“独领风骚”等词赞美其卓越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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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刳巨鳌，舞乾坤，气贯长虹，谁与争锋？”这几句运用夸张手法，生动描

绘了李白豪迈奔放的诗风，表现了其诗歌的雄浑气势。

C．“诗仙境界高远，超凡脱俗，心游物外”几句赞美李白诗歌境界高远，超凡

脱俗，表现了其诗歌的深邃内涵和独特风格。

D．“须知一一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这两句表达了李白诗歌中的英雄气概，

与“绮罗儿女言”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其诗歌的阳刚之美。

6．结合李白的作品以及《水调歌头·颂李白》中的意象和情感，谈谈你对本词最

后两句中“丈夫气”的理解。

                                                                                             

                                                                                             

                                                                                             

（2024·北京通州·二模）阅读下面诗歌，完成各题。

水调歌头·赋傅岩叟悠然阁①

辛 弃 疾

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悠然政②须两字，长笑退之诗③。自古此山元有，

何事当时才见，此意有谁知。君起更斟酒，我醉不须辞。回首处，云正出，鸟倦

飞。重来楼上， 一句端的与君期。都把轩窗写遍，更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

万卷④有时用。植杜且耘籽。

注释；①此词作于词人闲居弧泉期间。傅岩叟：辛弃疾之友。悠然阁：傅

岩叟庭院中的亭阁。②政；同“正”。 ③退之诗：指韩愈写的《南山诗》，状南山

奇景，极力铺张雕绘。④万卷；指辛弃疾向朝廷提出抗金建议的《美芹十论》等

作品。

1．以下对本词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岁岁”二句，起笔便称赞千百年来只有陶渊阴真正领会与菊为伴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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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悠然”二句，借“悠然”二字笑韩愈不识南山的真正妙处，巧妙点题。

C．“自古”三句，写南山一直在，词人对陶渊明没能及早领悟其意深感遗憾。

D．“万卷”二句，表明作者既希望有朝一日能被重用，也流露出归隐之意。

2．以下对本词的赏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酒”在古诗词中有自由洒脱、排解忧愁等意蕴，本词取其借酒浇愁之意。

B．“云正出，鸟倦飞”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都表现出闲适的一面。

C．本词围绕“悠然”二字，上阕描写南山之景，下阕抒发对南山的向往之情。

D．不同于作者一贯的慷慨悲壮的豪放词风，本词读来细腻缠绵，有婉约风

格。

3．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作者运用了哪些手法来表达这种感

情？请结合诗句加以分析。

                                                                                             

                                                                                             

                                                                                             

（2024·广东·模拟预测）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望雪

李世民

冻云宵遍岭，素雪晓凝华。

入牖千重碎，迎风一半斜。

不妆空散粉，无树独飘花。

萦空惭夕照，破彩谢晨霞。

4．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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