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文言文阅读专题训练解题技巧及经典题型及练习题(含答案) 
 
一、中考语文文言文阅读 

1．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

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

肖，知我不遭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① 死

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鲍子也。 

（注释）吾：即管仲，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贾：gǔ 做买卖。穷困：困厄，窘迫。

公子纠：齐国公子，当时与另一位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争夺王位。其时，管仲与

后文的“召忽”同为其辅臣。 死之：为公子纠而死。 

（1）解释划线的词   

① 鲍叔不以我为贪________ 

② 三战三走 ________ 

（2）文中划线句翻译，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尝试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国君罢免                      B. 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看见有人追逐国君 

C. 我曾经多次做官又多次被国君罢免                      D. 我尝试三次做官三次看见有人追逐国君 

（3）管仲早年的所作所为，在别人看来是“贪”、“________”、“不肖”、“________”和

“________”，而鲍叔则用不同的眼光看到管仲的另一面。     

（4）鲍叔是一个________的人，文章表达了管仲对鲍叔“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     

【答案】 （1）是；跑 

（2）C 

（3）愚；怯；无耻 

（4）识人大体（或察人准确）    

【解析】【分析】（1）考查重点词语。① 鲍叔不以我为贪：鲍叔并不认为我是贪财。

为：是。② 三战三走：我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走：跑。 

 （2）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我曾经多次作官多次都被国君驱逐。尝：曾经。三：多次。

逐：驱逐。见：免职。于：被。故选 C。 

 （3）考查内容理解。结合原文“鲍叔不以我为愚……鲍叔不以我怯……鲍叔不以我为无

耻……”归纳答案：愚、怯、无耻。 

 （4）朋友相交，贵在知心。“管鲍之交”之所以被传为佳话，就是因为在管鲍之间存在着

一种真诚的宽容和谅解。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帮助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鲍叔牙

的胸怀，管仲可能很难在历史上留名；如果没有管仲的雄才大略，鲍叔牙也许永远只是一

个商人。所以，天下人都赞扬管仲的才能，但更赞扬鲍叔牙能够了解举荐贤人。 

 故答案为：⑴是；跑； 

 ⑵ C； 

 ⑶愚；怯；无耻； 

 ⑷识人大体（或察人准确）。  

【点评】⑴作答本题，重点在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同时也可以借助整个句子的意思来判



断。学生一要注重平时的积累，结合所学课文语境积累常用的实词的意思和所运用的具体

语境以及所属词性或语法功能；二要关注所做试题选文的语境，以及所给比较选项的语

境，在具体语境下理解比较，即可得出答案； 

 ⑵本题考查重点句子的翻译。翻译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通

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⑶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找出相关的语句即可。答题时应注意，准

确把握文章大意，然后锁定目标句。既可作答； 

 ⑷本题考查分析人物形象。解答此题需在通晓全文大意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语句来分析。 

 【附参考译文】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买卖，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鲍叔并

不认为我贪财，而是知道我家里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却使他更加困顿不堪，陷

于窘境，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多次作官多次都

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机。我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

鲍叔不认为我胆小，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而我宁愿在

牢中受到羞辱，鲍叔不认为我没有羞愧之心，他知道我不因小节而感到羞耻，而以功名不

能显扬于天下为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2．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关中书院学程① （节选） 

（清）李颙 

    每晚初更，灯下阅《资治通鉴钢目》。阅讫②   ， 仍静坐，默检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

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之稍失，即焚香长跽③   ， 痛自责罚。如是，日消月汰④   ， 

久自成德。即意念无差，言行无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几善，有则便是“日新”，无则

便是“虚度”。昔有一士自课，每日必力行数善，或是日无善可行，晚即自恸曰：“今日又空

过了一日。”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摘编自《中国历代书院学记》商务印书馆） 

【注】①“关中书院学程”是由书院主讲李颙制定的，对书院学者每日学习、修身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的准则。② 讫：终止、完毕。③ 跽：长跪。④ 日消月汰：每天都改掉自己身

上的一些缺点。⑤ 课：督促。 

（1）解释文中划线词语的意思。   

① 默检此日意念之邪正________ 

② 即意念无差________ 

（2）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吾人苟亦如此，不患不及古人也！ 

（3）选文对书院的学者提出了什么要求？     

【答案】 （1）查验，检讨；差错，错误 

（2）我只要像这样，就不用担心我的品性不能达到古人那样。 

（3）每晚静坐反省此日言行之得失，每晚反思今日行善有几。    

【解析】【分析】（1）根据对文言词语的积累并结合句意理解词语意思，① 这句话的大



意是：默默地检讨今日思想是否端正，故“检”的意思是查验，检讨。② 这句话的意思是：

即使思想没有差错。故“差”的意思是差错、错误。 

 （2）翻译文言文句子,首先要是否为特殊句式，然后再把关键词语翻译准确，最后再根据

现代汉语的规范翻译。① 人：每个人；苟：假如，如果；患：担心。故此句可以翻译为： 

我只要像这样，就不用担心我的品性不能达到古人那样。 

 （3） 因为作者每晚都静坐，默检此日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这样做的结果是： 日消

月汰，久自成德。即使意念无差，言行无失，亦必每晚思我今日曾行几善，如果长久这样

做，就不患不及古人也。据此理解概括答题为：每晚静坐反省此日言行之得失，每晚反思

今日行善有几。  

故答案为：⑴查验，检讨；差错，错误 

 ⑵ 我只要像这样，就不用担心我的品性不能达到古人那样。 

 ⑶ 每晚静坐反省此日言行之得失，每晚反思今日行善有几。 

【点评】⑴本题考查理解文言实词含义的能力。理解词语的含义时要注意文言词语的特殊

用法，如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要能结合具体语境来准确辨析即可。 

 ⑵本题考查的是重点句子的翻译，做此题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

文要顺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 

 ⑶本题考查对文章主要内容的概括能力。要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需要在文章各个部分寻

找关键的词语，提取关键的信息来组织表达。 

 

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小题。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

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

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无所知名。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来得知名。信数与萧

何语，何奇之。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至

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信曰：“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

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

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

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

魏、河南  ， 韩、殷王皆降。 

（节选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注】① 蓐食：蓐，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② 下：即为胯下。③ 蒲伏：同“匍”。 

（1）下列对文中划线词语的相关内容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布衣，即为布制衣服，为古代庶人之服，这里借指平民，如“布衣之怒”。 

B. 拜，在这里表示授予官职，“拜大将”就是“授予大将军”。 

C. 三秦、河南，古地名。随着时间推移，古今词义所指有的有变化，如“三秦”；有的没有

变化，如“河南”。 



D. 列传，是《史记》中的一种传记的体类，内容是记叙人臣的事迹，以便流传后世。 

（2）为文中画线的语句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B.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C.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D.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韩信为布衣时，很穷困而且无所事事，经常去亭长家蹭饭，因饭不好，最后大怒而去。 

B. 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就亲自把他追回来，后来韩信得到重用，被授予大将军一职。 

C. 韩信受到汉王重用后，趁机指出要充分利用民心，并献计汉王向东出击，最后让汉王一

举平定三秦。 

D. 本文在人物塑造上很有特色，运用一些典型小故事，把主人公塑造得栩栩如生，如“胯下

之辱”。 

（4）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 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②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 

【答案】 （1）C 

（2）C 

（3）A 

（4）① 整个集市上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小。② 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萧何认为韩

信是奇才。    

【解析】【分析】⑴C：“有的没有变化，如“河南””表述错误，古时的“河南”是以河南为中

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跟现在不同。故选 C。 

 ⑵首先要疏通文意，然后结合意思进行断句。“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翻译为“你果真

不怕死，就用剑来刺我，怕死，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据此断句为：信能死/刺我/不能

死/出我袴下。故选 C。 

 ⑶A：文中“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

去。”意思是：“亭长的妻子对这事也很头疼。于是就早早地在床上把饭给吃了。到吃饭的

时候韩信来了，就不再给他准备饭了。韩信也明白他们的用意，很生气，从此就和他们断

绝了关系，离开了他家。”，并不是嫌饭不好。故选 A。 

 ⑷在翻译句子是首先要注意重点的实词、虚词、通假字、古今异义词和词类活用的情况，

先把按照原句子的顺序翻译，然后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进行语序调整。①“一市人皆笑

信，以为怯”句中“市”指的是集市上，“以为”意思是“认为”。②“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句

中“数”意思是“多次”，“语”意思是“谈话”，“奇”意思是“认为……是奇才”。两个句子语序正

常，据此翻译。  

故答案为：⑴C；⑵C；⑶A； 

 ⑷ ① 整个集市上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胆小。② 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萧何认为韩信

是奇才。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语文知识文化常识的掌握和辨析。答题时应注意，把各个选项对照



相应相关的语文知识或文学文化常识，找到关键语句，比照辨析正误。 

 ⑵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答题时应注意，文言文断句、标点最根本的方法是多读多背，形

成语感,把握准语意，根据语法结构、逻辑规律作出判断，首先明白语句大意。 

 ⑶本题考查理解内容和筛选信息。答题时应注意，准确把握给我给我选项的意思，把各个

选项对照相应语段，找到关键语句，然后结合文章内容、写法、感情等方面，比照辨析正

误。 

 ⑷本题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答题时应注意，遵循“一一对应，字字落实”的原则，把文言

文句子对换成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的句子，做到字字准确，忠于原文，通顺规范。 

 【参考译文】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家里贫穷又放荡不检点，未能被推选为

地方官吏，又不会做生意维持生活。经常依靠别人来糊口度日，人们都讨厌他。他曾多次

到下乡南昌亭亭长家里去要饭吃，一吃就是几个月，亭长的妻子对这事也很头疼。于是就

早早地在床上把饭给吃了。到吃饭的时候韩信来了，就不再给他准备饭了。韩信也明白他

们的用意，很生气，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关系，离开了他家。 

        淮阴的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是

很胆怯的。”并且当众侮辱韩信说：“你果真不怕死就用剑来刺我，怕死就从我的胯下钻过

去。”于是韩信看了他很久，低下身子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

是个胆小鬼。 

        当项梁渡淮北上的时候，韩信带剑投奔了项梁，做了项梁的部下，没有什么名气。汉

王刘邦入蜀时，韩信又逃离楚军归附了汉王，也没有什么军功。韩信与萧何交谈过几次，

萧何认为韩信是个奇人，韩信估计萧何已经多次向汉王推荐过自己，汉王还是不重用，于

是也走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向其他人说明，自己去追韩信。等到拜将时，任命

的竟然是韩信，全军都很震惊。 

        任命韩信的仪式结束后，汉王就座。韩信说：“大王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

的苛酷法令，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秦地百姓没有不想要大王在秦地做王的。根据诸侯的

成约，大王理当在关中做王，关中的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大王失掉了应得的爵位进入汉

中，秦地百姓没有不怨恨的。如今大王发动军队向东挺进，只要一道文书三秦封地就可以

平定了。”于是汉王特别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就听从韩信的谋划，部署各路将领

攻击的目标。八月，汉王出兵经过陈仓向东挺进，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前 205），•兵出

函谷关，收服了魏王、河南王，韩王、殷王也相继投降。 

 

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回答问题。   

【甲】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  ， 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

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乙】 

    余食既，同陈氏二生霞轩、诒孙，亦出城荡舟为湖游。霞轩能洞箫，遂以萧从。月上吴



山，雾霭溟蒙，截然划湖之半。幽火明灭相间约丈许者六七处，画船也。洞箫于中流发

声，声微细，受风若咽，而凄悄哀怨，湖山触之，仿佛若中① 秋气。雾消，月中湖水纯

碧。舟沿白堤止焉。余登锦带桥，霞轩乃吹箫背月而行，入柳阴中，提柳蓊郁为黑影，柳

断处乃见月。霞轩著白袷衫②   ， 立月中，凉蝉触箫，警而群噪，夜景澄澈。画船经提下

者，咸止而听，有歌而和者。诒孙顾余：“此赤壁之续③ 也。” 

（节选自林纾《湖心泛月记》，有删改） 

【注】① 中：感染。② 袷衫：旧时衣领交于胸前的单衣。③ 赤壁之续：苏轼曾与友人月

夜泛舟于赤壁（今湖北黄冈）之下，其友人中也有一人吹箫，和作者这次游湖情景相似，

故有此说。 

（1）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词。   

① 念无与为乐者________ 

② 庭下如积水空明________ 

③ 仿佛若中秋气________ 

④ 咸止而听________ 

（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①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② 堤柳蓊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 

（3）【甲】文描写庭下月色与【乙】文写月有何不同？     

【答案】 （1）考虑，想到；形容水的澄澈；秋日凄清、肃杀之气；皆，都 

（2）① 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② 堤上的柳树郁郁葱葱形成黑影，成排

的柳树中间缺少柳树的部分才能看到月亮。 

（3）【甲】文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皎洁的月光比作清澈的积水，把竹子和柏树的影子

比作水草，使人感受到月光的澄澈。【乙】文则运用了白描手法，“雾消，月中湖水纯

碧”“堤柳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写出了雾气消退后，湖水和柳树在月色的映衬下形成的

美景。    

【解析】【分析】（1）考查对常见文言词（实、虚词）意义的理解及知识的迁移能力。解

答本题要词语在句子里的意思，词义可根据知识的积累结合原句进行推断。 

 ① 句意为：想到没有和我一起游乐的人。念，想到。 

 ② 句意为：大庭院里像积满了清水一样澄澈透明。空明，形容水的澄澈。 

 ③ 句意为：就像中秋时节。秋气：秋日凄清、肃杀之气； 

 ④ 句意为：都停住而听。咸：皆，都。 

 （2）本题考查的是重点句子的翻译，做该题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

容，译文要顺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义为辅。 

 ① 中重点词语：有但：只是；句意为：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② 中重点词语有 蓊郁 ： 郁郁葱葱 ；乃：才。句意为：堤上的柳树郁郁葱葱形成黑影，成

排的柳树中间缺少柳树的部分才能看到月亮。 

 ⑶【甲】文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描绘了一幅月光照在庭院里

像积满了清水一样澄澈透明，竹子和柏树的影子倒映在水中，如同纵横交错的水藻、荇菜

的画面。此句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月光照在庭院里透彻的样子比作积满清水一般，并



运用直接描写的手法写出了月光的清澈透明，随后通过对松、柏影子的描写，间接地写出

了月光的明亮。 

 【乙】文中“雾消，月中湖水纯碧”“堤柳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则运用了白描手法，间

接地写出了雾气消退后，湖水和柳树在月色的映衬下形成的美景。 

 故答案为：⑴考虑，想到；形容水的澄澈；秋日凄清、肃杀之气；皆，都； 

 ⑵① 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② 堤上的柳树郁郁葱葱形成黑影，成排的

柳树中间缺少柳树的部分才能看到月亮； 

 ⑶【甲】文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皎洁的月光比作清澈的积水，把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比

作水草，使人感受到月光的澄澈。【乙】文则运用了白描手法，“雾消，月中湖水纯碧”“堤

柳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写出了雾气消退后，湖水和柳树在月色的映衬下形成的美景。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作答本题，重点在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同时

也可以借助整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 

 ⑵文言文翻译首先做到直；为主，意译为辅，一定要字字落实，尤其是句中的重点词，如

实词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翻译重点语句是一项综合能力的体现，不仅要

求学生具有丰富的文言词汇知识储备，还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同时要求语言表达流畅

与优美。 

 ⑶本题考查对文言文句子的提炼和鉴赏能力。解答时，先通读全文，找出符合要求的句

子，并对其进行分析。 

 【附参考译文】 

     【乙】我吃完饭，和陈家的两个书生霞轩、诒孙也出城泛舟，到湖上游玩。霞轩会吹洞

箫，于是拿着箫去。月亮升上吴山，薄雾朦胧，水上的一带雾气将西湖从中间划开。幽暗

的火光闪烁，和我们相距大约一丈远的有六七处，都是画船。洞箫在水的中央开始吹响，

声音很小，被风一吹就像硬咽了，凄凉哀怨，湖山回应，就像感染了凄清肃杀之气。雾气

消退，月光下湖水纯绿，小船沿着白提停住。我登上锦带桥，霞轩于是吹着萧背对着月亮

前行。走入柳树的阴影中，提上的柳树郁郁葱葱形成黑影，成排的柳树中间缺少柳树的部

分才能看到月亮。霞轩穿着白衣衫，站在月光底下，秋蝉听到萧声，警醒并集体鸣叫，夜

景清晰。经过白堤的画船，都停住而听，有为箫声唱和的。诒孙回头跟我说：“这是东坡游

赤壁的延续。” 

 

5．阅读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 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① 而

弗牵，强② 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

思，可谓善喻矣。 

（节选自《礼记·学记》） 

【乙】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③ 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

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④ 以解；不善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

也。 



（节选自《礼记·学记》） 

【注】① 道：引导。② 强：劝勉。③ 庸：功劳，① 说：通“脱”，解脱。 

（1）解释下面句中划线的词，   

① 故君子之教喻也________ 

② 师逸而功倍________ 

（2）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②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3）说说【乙】文是怎样阐明“进学之道”的？     

（4）我们学过的《虽有嘉肴》也出自《礼记·学记》，你如何理解其中“教学相长”这一观

点？     

【答案】 （1）所以；闲适，轻松 

（2）① 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方法。② 引导而不牵制能使师生关系融洽，劝勉

而不压制能使学生学习时容易接受，启发而不说尽能使学生思考。 

（3）先以“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对比，强调善学者自我努力的重要性；再以“攻坚木”设

喻，强调善问者发问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4）“教学相长”是指学与教相互促进，通过学习，丰富学识，促进教学；在教学中，发现

不足，又会促进自己深入学习。    

【解析】【分析】（1）根据对文言词语的积累及句意理解词语意思，注意“故”，因此，所

以。“逸”，闲适，轻松。 

 （2）翻译文言文句子，首先看是否为特殊句式，然后再把关键词语翻译准确，最后再根

据现代汉语的规范翻译。① 既：已经；之所由：之所以……的方法 。故此句可以翻译为：

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方法。 ② 道： 引导 ；和：和谐，融洽；强： 劝勉 ；开： 

启发 。故此句可以翻译为： 引导而不牵制能使师生关系融洽，劝勉而不压制能使学生学习

时容易接受，启发而不说尽能使学生思考。 

 （3）结合选文内容分析，“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

又从而怨之 ”，这句话把“善学者”与“不善学者”进行对比，强调善学者自我努力的重要性。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这句话

把“善问者”和“不善问者”进行对比，并且以“攻坚木”设喻，强调善问者发问应先易后难，循

序渐进。 

 （4）结合文章内容分析，如果不去学习，也不能知道它的美好可贵。所以说：学习过后

才知道自己的学识不够，教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学识不通达。知道不够，然后才能反省，

努力向学。知道有困难不通达，然后才能自我勉励，发奋图强。因此教与学相互促进。  

故答案为：⑴所以；闲适，轻松 

 ⑵ ① 君子已经知道教育之所以兴盛的方法。② 引导而不牵制能使师生关系融洽，劝勉而

不压制能使学生学习时容易接受，启发而不说尽能使学生思考。 

 ⑶ 先以“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对比，强调善学者自我努力的重要性；再以“攻坚木”设喻，

强调善问者发问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⑷ “教学相长”是指学与教相互促进，通过学习，丰富学识，促进教学；在教学中，发现不



足，又会促进自己深入学习。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常见文言实词意义的理解能力。解答本题要借助于平时的知识积

累，因此平时要对文言词语归类记忆。如文言实词可从词类活用、古今通假、古今异义、

一词多义等多方面归类。解题时，如遇到课本中学过的，可运用联想法，结合语境分析比

较做出选择。 

 ⑵考查文言文句子翻译。在文言文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字字有着落，直译、意译相结

合，以直译为主”的原则。翻译文言语句要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汇，运用“增、删、调、

换、留”等译文的基本方法，做到译句文从字顺，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句意尽量达到完

美。 

 ⑶此题考查对论证方法及其作用的分析理解能力。解答此题，首先要了解常用的论证方

法：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对比论证，类比论证等；然后认真研

读所给内容，辨明其所运用的论证方法；最后围绕中心论点或本段论点，并结合这种论证

方法本身的特点，分析其作用。 

 ⑷本题考查的是对文言文内容的解读能力。文言文阅读与现代文阅读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要

读懂文章，准确的把握文章的思想内容，在读懂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理解。 

【译文】 

         君子知道了教育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也明白了教育之所以失败的道理，这以后就可以

做一个称职的老师了。所以，称职的老师在施行教育的时候，是善于告诉学生并且让学生

明白的。第一是只注重引导，而不是强行牵拉着学生走，去强迫学生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第二是督促勉励学生，但是不要过于严厉，而压抑了学生的个性思考，使他们丧失自己；

第三是适当给学生以点拨，但是不要直接把答案交给学生，不要代替学生思考。教师如果

只作引导，而并不去逼迫学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么，就能够亲和的处理好与学生

的关系，让学习过程愉悦和谐起来；教师如果严格要求学生，而并不去强制压抑学生的自

主性、创造性，那么，就能够让学生自由发挥，个性志趣都能充分发展；教师如果只加以

点拨提示，开启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兴趣，而并不是答案直接交给学生，使得学生学习

被动，那么，就能够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习惯了。能够在教育教学中使学生热

情上进，个性创新，独立研学，那么，就可以算作是称职的教师了。 

        对善于学习的学生，老师教得轻松，毫不费力，学生却学习得很好，并且跟老师一样

轻松，还能对老师教学有方非常钦佩。对不善于学习的学生，老师教得费力，非常劳累，

学生却学得不好，并且跟老师一样劳累，还会对老师严厉的督责心生埋怨。善于提问的老

师，向学生提问好像用斧头劈砍坚硬的木材一样，先从容易劈砍的地方砍起，最后才去劈

砍木材的关节、根部；等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难于劈砍的关节、根部就可以得心应手的

劈砍开了。不善于提问的老师呢，恰恰与此相反。善于回答问题的老师，对待问题的解

答，就好比和尚撞钟一样。如果，敲击钟所用的力气小，轻轻的敲，钟的响声就小；如

果，敲击钟所用的力气大，重重的敲，钟的响声就大；无论轻重，老师都要在从容把钟敲

打完了后，还要优游不迫的等待钟声慢慢消失。而不善回答问题的老师呢，恰恰与此相

反。这两点讲的都是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 

 

6．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① 房玄齡

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

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

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叉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迷在藩之功，捆

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勔④ 子弟，使

无恝过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思深者子孙，訾反，其故何也？”岑

本对日：“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

太宗曰：“然。” 

【注】① 司空：古官职名。② 宇文述：与后文的“化及”“玄感”“岑文本”都是人名。③ 擢：

提拔。④ 戒勖：劝诫勉励。⑤ 愆过：罪过；过失。 

（1）解释下列划线词。   

① 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________ 

② 皆反，其故何也________ 

（2）下列各句中的“而”与“颠而不扶”中的“而”字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有卖油翁释担而立      B. 足肤皲裂而不知      C.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D. 此不为远者小而

近者大乎 

（3）翻译句子。   

此非臣下之过欤？ 

（4）对于“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这种现象，房玄龄的观点让我们想起孟子说的

“________，________”。     

（5）通读全文，可归纳出太宗与侍臣对话的主要目的是________。     

【答案】 （1）品行；原因 

（2）B 

（3）这难道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 

（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5）想告诉臣子，应该尽心辅佐自己的君主， 应该好好培养自己儿孙们的君子之品    

【解析】【分析】（1）根据对文言词语的积累及句意理解词语意思，注意“行”，这里用作

名词，德行、品行。 

 （2） “颠而不扶”中的“而” 意思是“连词，表转折”。A表顺接；B表转折；C表修饰；D表

并列。 

 （3）翻译文言文句子，首先看是否为特殊句式，然后再把关键词语翻译准确，最后再根

据现代汉语的规范翻译。① 之：的。过：过错； 欤：语气词，相当于“吗”。这句话是一个

反问句，翻译时注意语气。故此句可以翻译为： 这难道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 

 （4）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结合房

玄龄对这句话的解释，可知这句话和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一致。 

 （5）结合文章有关内容分析，从“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勔子弟，使无恝过家国之庆也 ”等

语句可概括出太宗与侍臣对话的主要目的是 ：想告诉臣子，应该尽心辅佐自己的君主， 应

该好好培养自己儿孙们的君子之品。  

故答案为： ① 品行；② 原因 



 B  

 ⑶ 这难道不是做臣子的过错吗？ 

 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⑸ 想告诉臣子，应该尽心辅佐自己的君主， 应该好好培养自己儿孙们的君子之品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常见文言实词意义的理解能力。解答本题要借助于平时的知识积

累，因此平时要对文言词语归类记忆。如文言实词可从词类活用、古今通假、古今异义、

一词多义等多方面归类。解题时，如遇到课本中学过的，可运用联想法，结合语境分析比

较做出选择。 

 ⑵本题考查对文言虚词的理解能力。文言虚词的用法和意义相对来说较难，要求在平时学

习时一定要认真积累，答题时，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后再根据句意解释词语含

义。 

 ⑶本题考查的是句子的翻译能力。翻译时的要求是做到“信、达、雅”，翻译的方法是“增、

删、调、换”，具体到某一句子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情况，

如遇倒装句要按现代语序疏通，如遇省略句翻译时就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完整。 

 ⑷本题考查名句的运用能力。答题时首先要理解文中人物的观点，然后再根据平时积累选

择合适的句子答题。 

 ⑸本题考查对文章主要内容的概括能力。要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需要在文章各个部分寻

找关键的词语，提取关键的信息来组织表达。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

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

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

“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

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

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

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

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

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

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

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

说得对！ 

7．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

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泂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

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則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

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

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鱗游泳，岸芷汀兰，郁

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

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本文作者是________（朝代）的________。     

（2）下列选项中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 巴陵胜状/旗开得胜       B. 薄暮冥冥/日薄西山       C. 去国怀乡/忧国忧民       D. 把酒临风/临

危受命 

（3）在第二段中找出两个描绘景物的成语，并分别写出其描绘的景物特点。     

（4）文章结尾作者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慨叹，这句话有何言外之意？     

（5）人生难免会有失意和苦痛，学过本文后，你认为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

坎坷与挫折呢？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你的做法。     

【答案】 （1）北宋；范仲淹 

（2）B 

（3）① 浩浩汤汤，描绘洞庭湖水势浩大的特点。② 朝晖夕阴，描绘岳阳楼景色早晚阴晴

多变的特点。③ 气象万千，描绘岳阳楼之景雄伟壮丽、千变万化的特点。 

（4）作者一方面希望滕子京具有古仁人之心，志存高远；另一方面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愿

与古仁人同道的旷达胸襟和远大抱负。 

（5）应有旷达的胸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应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心怀远大的理

想，以天下为己任。    

【解析】【分析】（1）根据对文学常识的积累答题即可。 

 （2）A 优美的；胜利。B接近。C国都；国家。D 面对；挨着，靠近。 

 （3）根据对成语的积累可知这两段的成语有：浩浩汤汤、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浩浩汤

汤： 指水势壮阔的样子，这里指洞庭湖水势浩大的特点。 朝晖夕阴：或早或晚(一天里)阴

晴变化。这里描写岳阳楼景色早晚阴晴多变的特点。 气象万千， 形容景象或事物壮丽而多

变化，这里描绘岳阳楼之景雄伟壮丽、千变万化的特点。 

 （4）结合文章内容分析，“斯人”指古仁人，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

斯人，吾谁与归”，意思是如果没有古仁人这样的人，我与谁一道呢？言外之意就是我想要

像古仁人一样， 有旷达胸襟和远大抱负。 据此答题，意对即可。 

 （5）文中的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博大的胸襟及旷达的胸怀，我们也要学习古仁

人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能结合实际围绕这个观点答题即可。  

故答案为： 北宋；范仲淹 

 ⑵ B； 



 ① ② 朝晖夕阴，描绘岳阳楼景色早晚阴晴多

变的特点。③ 气象万千，描绘岳阳楼之景雄伟壮丽、千变万化的特点。 

 ⑷ 作者一方面希望滕子京具有古仁人之心，志存高远；另一方面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愿与

古仁人同道的旷达胸襟和远大抱负。 

 ⑸ 应有旷达的胸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应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心怀远大的理想，

以天下为己任。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名著常识的积累。一般考查经典篇目的出处及重要作家的资料和作

品有关内容。解答这类题目关键以课本的注释为主，注意平时的积累。最好的办法就是将

这些篇目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可按朝代和国籍编序，列出每一篇目的出处、作者、文章内

容要点以及相关的资料等。 

 ⑵本题主要考查一词多义。解答此类题目，一定要先翻译句子，知道句意后再根据句意解

释词语含义。 

 ⑶本题考查对成语的积累及理解景物特点的能力。答题时首先要根据平时积累找出成语，

然后再根据成语意思和描绘内容概括其特定。 

 ⑷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关键语句内涵的能力。答题时，首先必须理解文章内容和主旨，然后

再结合上下文理解，不仅要理解表面意思，更重要的是分析其深层内涵，文章中关键语句

的深层内涵要结合文章的主旨分析。 

 ⑸此题考查思维的拓展能力。解答此类题的关键需要学生深入把握文章主旨的基础上融入

自己的阅读体验、阅读感受。对于主观题，表达上的优劣会成为关键因素。要加强语言的

系统训练。对主观题的基本要求是：第一，简明；第二，条理清晰；第三，表达要富于美

感，自然流畅，有感染力。 

8．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甲】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

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

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选自韩愈《马说》） 

【乙】 

    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① 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

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②

死马而捐③ 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

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④   ， 千里之马至三。 

（选自《战国策·燕策一》） 

【注】① 涓人：国君的近侍。② 安事：何用。③ 捐：花费。④ 期年：满一年。 

（1）解释下列划线的词语。   



          策：________ 

② 其真无马邪            其：________ 

③ 臣闻古之君人          闻：________ 

④ 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    以：________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 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② 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 

（3）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而”与例句中的“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例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A. 潭西南而望                 B. 中峨冠而多髯者                 C. 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D. 学而时

习之 

（4）两文中“千里马”的命运截然不同，说说不同之处表现在哪里。     

【答案】 （1）鞭打；表示加强诘问语气；听说；用 

（2）① 只屈辱在奴仆的手里，（和普通马）一同死在马槽里，不以千里马而著称。② 死

马尚且要花五百金买，何况活马呢？ 

（3）C 

（4）【甲】文中的“千里马”因为不能得到伯乐的赏识、任用，最终“不以千里称”；【乙】

文中的“千里马”因为君主的渴求并能够采纳正确的建议，而得以脱颖而出。    

【解析】【分析】（1）此题注意一词多义词，如，策：鞭打，动词。其：难道，表示推

测。 

 （2）本题要解释清楚关键词语有：祇：只是。辱：这里指受屈辱而埋没的才能。奴隶

人：古代也指仆役，这里指喂马的人。枥：马棚、马厩。以：按照，介词。称：称颂，称

道。且：尚且。况：何况。（3）A 项，表修饰。B 项，表并列。C 项，与例句都是表示转

折。D项，表并列。故选 C。 

 （4）【甲】文因为世上没有伯乐，统治者不赏识、任用“千里马”，导致“千里马”的才能被

埋没，所以最终“不以千里称也”；【乙】文君主渴求得到“千里马”，所以“千里马”得以脱颖

而出，可见伯乐对于“千里马”的重要意义，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要意义。 

 故答案为： ① 鞭打 ；② 表示加强诘问语气 ；③ 听说 ；④ 用 

 ⑵ ① 只屈辱在奴仆的手里，（和普通马）一同死在马槽里，不以千里马而著称。② 死马

尚且要花五百金买，何况活马呢？ 

 ⑶ C 

 ⑷ 【甲】文中的“千里马”因为不能得到伯乐的赏识、任用，最终“不以千里称”；【乙】文

中的“千里马”因为君主的渴求并能够采纳正确的建议，而得以脱颖而出。 

 【点评】⑴本题考查理解对文言实词含义的辨析能力。理解词语的含义时要注意文言词语

的特殊用法，如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能结合具体语境来准确辨析即

可。涉及的词语都是常见的文言实词。解答时要联系上下文，根据语境作出判断。 

 ⑵本题考查文中重点句子的翻译。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

意思，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

到词达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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