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莫怀戚《散步》的课后题解答 

一 、朗读全文。题目"散步"是从文章主要事件的角度确定的，你觉得这个标题好吗？请你换

一个角度为本文拟一个标题，并说说你的理由。 

这个标题好，因为一切所见所闻所想都由散步而起，也就是说“散步”是全文的“线索”。 

换一个角度（从景物描写和抒情哲理的角度）：标题可为：《生命》，《幸福》，《希望》，

或是这三者合起来《生命，幸福，希望》....  

     理由：叙事加抒情散文寓意深刻，此篇文章写初春散步，而其实散步之中自有深奥的人

生哲理--通过散步，作者体会到了从来被忽视的日常小事中流露出的情感，从而生发出对生

命的渴望和对家人的珍惜之情。  

二 、"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

稳的，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说说你对这段话的理

解，并与同学交流。  

理解：这是三代人，“我”的一家三口和母亲；母亲是因为老了，累了，而作者也愿意

背负；儿子因为年龄小，妻子愿意背负；“我”和妻子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出于对

各自背上的亲人的关爱，出于对生命的赞美和爱护；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好像我背上的同她

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的确，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整个世界，母亲为自己操劳了一

辈子，到了垂暮之年，儿子应该好好让其享天伦之乐，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小心翼翼

地背着；儿子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生事物，是“我”的延续，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

这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2、《秋天的怀念》课后练习说明 

一、朗读课文，把握全篇的感情基调。说说课文几次写到秋天？为什么文章的题目叫“秋天

的怀念”？ 

课文两次写到了秋天，一次在母亲即将去世前，一次在母亲去世后多年，“我”和妹妹去

北海公园看花。题目为“秋天的怀念”，其主要寓意为在秋天怀念同样是在秋天去世的母亲，

也表明经过人生的“秋天”，母亲牵挂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懂得了怎样面对生活的困境。  

二、下面是课文中描写母亲的动作、语言、神情、心理等的句子，表现了母爱的伟大。试结

合上下文作具体分析。 

1.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面对“我”的“暴怒无

常”，母亲逆来顺受，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忍耐和宽容。“悄悄地”“偷偷地”等词语，形

象地表现出母亲的慈爱。） 

2.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面对厌世自弃的“我”，母亲尽其所能地劝抚、安慰“我”。“扑”“抓”等词语，表现

了母亲反应的强烈；“忍住哭声”说出的话语，字字沉重，句句贴心，读之令人怆然。） 

3. 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憔悴的脸”表明母亲积劳成疾，“央求般的神色”

见出母亲的耐心、慈祥。即使是“暴怒无常”的“我”，也不由得为之感动了。） 

4. 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仅仅因

为“我”勉强同意出游，母亲就“喜出望外”，展开话题，提起“我”儿时的趣闻逸事，她

有些“忘情”，忘乎所以，暂时忘记了眼前的烦恼，直到她突然意识到犯了“禁忌”，才从

“梦”中惊醒。) 

5.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母亲“忽然不说了”，

她意识到她说多了，因为现在的“我”，完全丧失了“跑”和“踩”的能力，母亲怕又勾起

“我”的烦恼。“她比我还敏感”，说明她的内心比“我”还沉重。)  

三、课文最后一段为什么详写各种颜色的菊花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结尾重复母亲“好

好活儿”这句话，有什么深意？ 

课文最后一段详写在“秋风中正开得烂漫”的菊花，象征了母亲菊花一样的精神品格，

也表明“我”和妹妹实现了母亲生前的遗愿，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结尾重复母亲“好好活儿”



 

 

的话，表明成熟的“我们”现在已经懂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不会再徒叹命运的无情，

会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磨难。 

四、阅读下面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一段文字，比较一下：同样是写母亲，这段文字的

写法与课文相比有什么不同？  

    这一段文字，写“我”因为突然返回，得以从一个客观的视角观察母亲凝思伫立的神

情，从而意识到母亲的精神压力绝不在“我”之下，她一定是为“我”熬过了不知多少个“空

落的白天”和“不眠的黑夜”，并作深层反思，阐发了“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

的”的道理。《秋天的怀念》以叙事为主，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这段文字以议论为主，多有

联想和想象。 

课内阅读 

1．这篇文章反复写“看花”这一内容的原因是：①“看花”是全文围绕的中心事件。②“看

花”是母爱的集中体现。③“看花”是“我”新生活的象征，是母亲愿望的达成。  

2．文中加点的“悄悄地”所要强调说明的是： ①母亲十分体谅儿子的苦衷。②母亲周到细

心，尽可能不去惊扰儿子。③母亲的心里更难受。  

3．文中有几处插叙的内容，请找出一处，用横线标出来，然后说说它在文中的具体作用。  

第一处：“母亲喜欢花……”。①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②母亲为儿子放弃了对生

活的享受。第二处：“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肝痛……”   ①补充说明母亲的病具体到

了哪步田地。②母亲做出的超常努力。第三处：“别人告诉我……”。说明母亲心里只为儿

女的幸福着想，从未把自己放在心上 

4．结合内容说说文中加点的动词“扑”和“挡”为什么用得好。 

答：母亲时刻为儿子着想，细节描写使人物性格刻画鲜明，感人至深。 

5．将第三段中加横线的“央求”换成”期待”好吗？为什么？ 

答：①“央求”反映出母亲既盼望儿子早日摆脱阴影，又怕自己支撑不到那一天的复杂心理，

若换成“期待”则不能突出母亲忍着巨大病痛仍一心为儿子着想这一特点。②从词义看，“央

求”含有最低要求的意思，“期待”则指较高要求。 

6．文章结尾说“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你认为文中的“我”懂了吗？请结合结尾段中

的描写内容具体说明。 

答：从结尾的描写内容看，“我”不仅懂了，而且已经像母亲期待的那样不再消沉了，和“妹

妹”一起相互扶持着积极地去面对生活了。 

7．如果将这篇文章标题中的“秋天”两字去掉好吗？为什么？ 

答：①“秋天”是背景和“引子”，文中写景、叙事、记人，都与“秋天”有关。②“秋天”

是“我”不幸遭遇、暗淡心情的写照，具有象征性。③“秋天”是“我”走出低谷、乐观生

活的象征。 

5、《世说新语》两则 

《咏雪》 

一、词语积累 

[内集]家庭聚会。内，指家人。集，聚集。 

 [儿女]指子侄辈，这里指家中年轻一代人。 

 [讲论文义]讲解诗文。义，道理，意义，文章表达的意思。  

[俄而]不久，一会儿。 

 [欣然]高兴的样子。 

 [似]相似，像。  

[差（chà）]大致、差不多。 

 [拟]相比。  

[未若]不如，比不上。 

 [因]由于。  



 

 

二、文学常识 

1. 《世说新语》：六朝志（记）人小说代表作。全书8 卷，分德行、言语、方正、政事、文

学、雅量等 36 门。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 

2.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笺（jiān）疏》中的“言语”一门。 

三、内容点击：《咏雪》讲的是晋朝文学世家谢氏家族里的故事。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少女谢

道韫表现了以柳絮咏雪的才能。 

四、阅读探究 

1. 文中“寒雪”“内集”“欣然”“大笑”等词语营造了怎样一种家庭气氛？轻松、温馨的家

庭气氛。 

2. 从上下文看，“儿女”的含义与今天有什么不同？ 

文中“儿女”即子侄辈，指家中年轻一代人。今天的“儿女”专指子女。 

3. 文章结尾交代谢道韫的身份有什么用意？暗示作者赞赏她的才气。 

4. 以“撒盐空中”和“柳絮因风起”来比拟“大雪纷纷”，你认为哪个更好？为什么？ 

第一种意见：“撒盐空中”好。它注重了形似，雪的颜色和下落之态都与盐比较接近；而柳絮

是灰白色，风中往往上扬，甚至飞得很高很远，与雪的飘舞方式不同。写物必须先求得形似，

而后达于神似。 

第二种意见：“柳絮因风起”一句好。好的诗句应有深刻的意蕴，“柳絮”句将物象与意蕴统

一起来，形成了诗句的意象，给人以春天即将来临的感觉；而“撒盐空中”仅有物象而无意

蕴。 

五、迁移拓展 

你还知道哪些以比喻描写飞雪的古诗佳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春雪》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

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非人哉！与人期行，

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

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译文 

  陈太丘和朋友相约同行，约定的时间在中午，过了中午朋友还没有到，陈太丘不再等候

他便离开了，陈太丘离开后朋友才到。元方当时年龄七岁，在门外玩耍。陈太丘的朋友问元

方：“你的父亲在吗？”元方回答道：“我父亲等了您很久您却还没有到，已经离开了。”

友人便生气地说道：“陈太丘真不是人！和别人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先离开了。”元方说：

“您与我父亲约在正午，正午您没到，就是不讲信用；对着孩子骂父亲，就是没有礼貌。”

朋友感到惭愧，下了车想去拉元方的手，讨好元方，元方径直走入家门，根本不回头看那人。 

字词解释 

  元方：即，字元方，陈寔的长子。 

  陈太丘：即陈寔（shí），字仲弓，东汉颖川（现在河南许昌）人，做过太丘县令。太丘，

县名；长，长官。古代常以地名称其官长。 

  期行：相约同行。期，约定，今义为日期，行，出行。 

  期日中：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日中，正午时分。 

  过中：过了正午。 至：到 

  舍去：不再等候而离开了。舍，丢下；去，离开 



 

 

  乃至：（友人）才到。乃：才。          戏：玩耍，游戏。 

  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一种尊称。不，通假字，通“否”。 

  家君：家父，谦词，对人称自己的父亲。 

  引：拉，这里是表示友好的动作。          顾：回头看。 

  信：诚信，讲信用。                      时年：这年（那时）。 

  相委而去：相委，丢下别人；相，副词，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委，丢下，舍弃。 而，

表示修饰。 

  君：古代尊称对方，现可译为“您”。      非：不是。 

  惭：感到惭愧。                          礼：礼貌。 

  不：不，“不”通“否”，语气词，无意   已去：已经 离开。 

  哉：助词，语气词，并无实际意义。       曰：说 

  则：就是                                信（则是无信）：信用 

古今异义词 

  1.去    古意：离开            今意：到、往 

  2.委    古意：丢下、舍弃      今意：委屈、委托 

  3.顾    古意：回头看          今意：照顾 

通假字 

  1、尊君在不   “不”通“否”读fou(三声)表示否定。相当于“吗？” 

词类活用 

  1、友人惭   意动用法，感到惭愧 

题目解说 

  陈太丘，汉朝人，字仲弓，原名叫做陈寔太丘县令。古代习惯将官员所任职的地名附在

姓氏后。“期”是约定的意思。标题概括交代了故事的起因。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

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

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 

文章鉴赏 

  该文选自刘义庆《世说新语》 

  陈太丘之友：急躁，无信，无礼，知错能改 

  元方：聪慧明理，有胆识，正直，爱憎分明 

  文章表现了陈元方的聪慧，懂得为人之道，明白事理、落落大方。 

  道理：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否则会丧失朋友，失去友谊。 

  1.通过元方的言行举止，让我们知道了要做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2.通过友人的行为，让我们知道了知错就改。而友人又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信用

的重要性。 

  3.通过陈太丘的行为，让我们知道了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6、我的老师（作者：魏巍） 

一  默读课文，画出文中所写的七件小事，然后用简要的语言加以概括。 

第一件事 蔡老师假装发怒 

第二件事 蔡老师教我们跳舞 

第三件事 蔡老师让我们观察蜜蜂 

第四件事 蔡老师教我们读诗 



 

 

第五件事 “我们”喜欢、亲近蔡老师 

第六件事 蔡老师排除“我”和伙伴之间的小纠纷 

第七件事 “我”睡梦里寻蔡老师 

二  记叙性文章常常有一条线索，写作思路就是围绕线索展开的。本文除叙事外，还有

一条情感线索贯穿其中，试结合文章内容作简要说明。 

本文的感情线索是回忆、依恋、思念“我的蔡老师”。 

文章以“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芸芝先生”一句开头，引出对蔡老师

的回忆。 

接着，文章列举有关蔡老师的七件小事，不仅写出老师爱学生、学生爱老师的真挚感情，

更表达了作者对蔡老师的深深依恋，“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

她接近呢？”“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她的老师的

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 

最后，文章以“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

等，直接抒发了对蔡老师的思念之情，与开头相呼应。浓厚的感情贯穿全文，使文章具有打

动人心的力量。 

三  本文的感情不是荡漾在字面上，而是蕴含在平实的字里行间，像一股涓涓细流，绵

长深远。结合括号中的提示，揣摩下边的语句，体会作者的情感。 

1、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

大伙笑了，她也笑了。（老师真的要打“我”吗？大家为什么都笑了？）这句话中，“好像”

和“轻轻”两个词语，把蔡老师假装发怒的情形形象地写出来，而“大伙笑了，她也笑了”

的“处罚”结果更是把老师的慈爱、儿童的机灵、师生间的亲密友善充分表现出来。 

2、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这里为什么用“狡

猾”一词呢？）“狡猾”本是贬义词，这里作者在它前面加了限制成分“儿童的”，这样它就

具有了“调皮”“淘气”的意思。作者这样用词，形象地写出了“我”天真调皮的神态，反映

了“我”与蔡老师非常亲近的心理状态。 

3、我们见了她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连她握笔

的姿势都急于模仿。（“不由得”“默默”“急于模仿”表现了“我们”怎样的感情？）学生对

老师的爱首先体现在学习、模仿上。“不由得”“默默”“急于模仿”表现了学生对蔡老师的喜

爱、依恋之情。 

4、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本文全篇用

第三人称指代蔡老师，这里改用第二人称“你”，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使用第二人称更便

于直接抒情。行文至此，文章改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蔡老师，可见，记忆唤醒了“我”

对蔡老师的强烈的思念，一个“你”字，把作者对蔡老师至今仍怀有的思念、崇敬的思想感

情充分表达出来。 

 

8、我的早年生活 

一  默读课文，梳理文章的结构，感受“我”在叙事中流露出的情感和态度，然后依

据提示，完成下面的表格。 

主要事件 具体内容 “我”的情感和态度 

“我”与考试（2） 
主考官总是考“我”不喜欢、不知道的东

西 

“我”苦恼而无奈，但坚持参加考

试 



 

 

入学考试（3） 
“我”交了白卷，却被哈罗公学的校长录

取了。 

“我”熬了两个小时，对录取我的

校长充满感激和崇敬。 

学习英语（5） 

“我”虽不像其他同学那样会说拉丁文、

希腊语，却能说流利的英文，并一字不漏

地背诵麦考利的 1200 行史诗。 

“我”坦然面对尴尬处境，认真学

习英语。 

征兵考试（6） 
“我”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却成功地通

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 
客观认识自己，自信而谦逊。 

军旅生涯（7-8） 
 “我”玩玩具锡兵的的同时，成就了“我”

的从军志向。 
坚持自己的兴趣，乐观面对未来。 

二  作者幽默的语言中充满了睿智，发人深思。结合上下文，说说你对下面语句的理解。 

1. 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 

2. 刚满 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 

3. 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英语，然后再让聪明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

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 

4. 但是我们制定了条约，不许他发展炮兵。这非常重要！ 

5.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父亲发现了我具有天才军事家的素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他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具备当律师的聪慧。 

设题目的是引导学生领悟语句的深刻内涵。 

1.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昆虫，都有其在世界上生存下来的独有的本领。而他自己也是昆

虫世界中的一员——一个萤火虫。虽然个头很小，光亮不强，但仍能为黑暗带去光明。作

者把这句话放在文章的开始，独立成段，从结构上看，总领下文；从内容上看，既表达了

“是金子就会发光”的这种自信，也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谦逊。尽管在写作自传时，丘吉

尔已经是英国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却仍谦逊地表示，自己就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 

2.因所考内容都不是“我”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考试的结果是“场场考试，场场失败”。

对于一个 12岁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小丘吉尔

面对考试的挫败感和无力改变的痛苦。 

4.丘吉尔“在几乎是全校最后一名的同时，却又成功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这真的是

因为“好运”吗？试结合课文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初读课文，你可能会觉得丘吉尔太幸运了：拉丁文考试完全不会，却被哈罗公学的校长

肯定；凭抽签猜中试题，也能成功通过第二天的征兵考试。他的成功真的是靠幸运吗？是结

合课文内容谈谈你的看法。 

(一)刚满 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这样一来，只能出现一种结果：场

场考试，场场失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二)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

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

这种惨境中整整熬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敢于担当，

坚持到底 

(三)我只管把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牢记在心──这是光荣的事情。几年以后，当我的那

些因创作优美的拉丁文诗歌和辛辣的希腊讽刺诗而获奖成名的同学，不得不靠普通的英语来

谋生或者开拓事业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脚踏实地，扬长避短 

(四)接着我就大用其功，将这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记得滚瓜烂熟。不料，第二天考试中的第一

道题就是：“绘出新西兰地图。”——偶然之中，藏有必然 

(五)不管怎样，小锡兵改变了我的生活志向，从那时起，我的希望就是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

事学院。再后来，就是学军事专业的各项技能。——志趣引领，勇于追逐 

(六)至于别的事情，那只有靠自己去探索、实践和学习了。——看似轻松，举重若轻 



 

 

 主题提升：“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 

1. 寓意理解：回过头来看这个题记，你觉得这只是一句调侃的话语吗？其中渗透了丘吉尔

怎样的态度和品格？有没有什么打动了你？ 

每个人都是昆虫：传递出一种谦卑，和对世界的尊敬； 

我是一个萤火虫：虽然微小，但是在黑暗中执着地发出光芒。自信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领域，

愿意照亮世界的哪怕一点点角落。 

1.结合语境，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一个个洗耳恭听这矮胖幽默的绰号叫“王几何”的老师到底还要说些什么有趣的话。 

洗耳恭听：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讲话。 

（2）这是我这辈子笑得最得意忘形、最舒畅、最厉害的一次。 

得意忘形：指因心意得到满足而高兴得失去常态。 

2．请用简洁的话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记述了王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几何课的情形。 

3．本文描写的是一节充满笑声的数学课，仔细阅读课文，说说这节课上令人发笑的源头有哪

些？（1）王老师哑笑。  （2）王老师公布自己的绰号。  （3）王老师让同学们到黑板

上画圆和三角形。   （4）同学们在黑板上画圆和三角形，却画成了鸡蛋、鸭蛋、苹果、

梨和丑陋的三角架。 



 

 

4．王老师在课堂上展示的绝活是什么？反手画圆和三角形   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用

原文语句回答） 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向大家说明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只要功夫深，铁杵

可以磨成针! 要大家牢记的是一种热爱知识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5．从人物描写的角度分析下列句子的表达作用。 

（1）矮胖老师站在讲台上，双目含笑，右嘴角微微斜翘，胖脸上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通过

神态描写，写出王老师的和蔼以及反手画圆和三角形后的自得心情。  

（2）大家弯腰，摇头，挤眉，弄眼，一齐哄堂大笑! 通过对同学们的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

突出表现王老师哑笑的喜剧效果。 

6．“同学们对王老师第一堂课的评价只有两个字：痛快!”结合课文内容，说说你对“痛快”

的理解。王老师通过富有感染力的微笑、绝活表演、公布自己的绰号、让学生到黑板上画圆

和三角形等，制造了喜剧效果，使学生身心彻底放松，情感得以自由发泄，充分享受了课堂

带来的乐趣。 

7．综合全文看，王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王老师是一位业务水平极高，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笑和严肃集于一身，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好老师。 

2013 年新人教版七年级《论语十二章》复习  

一、文学常识填空 

1．《论语》是 儒家 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 语录 体为

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论语》与  《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共二十篇。 

2．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名 丘  ，字  仲尼   ， 春秋 时期 鲁国  人，春秋末

期的 思想家 、  教育家  、 政治家  ，  儒家  思想的创始人。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者

七十二人。孔子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圣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 

二、解释加点词语 

1. 学而时习．．之（按时） 

2.有朋自．远方来（  从  ）        

3.人不知．而不愠．（了解（生气、发怒） 

4.不亦君子．．乎（道德上有修养的人）  

5.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进行自

我检查） 

6.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真诚，诚实） 

7.传．不习乎（ 老师传授的知识）  

8.三十而立．（ 站立，站得住）  

9.四十不惑．（ 迷惑，疑惑  ） 

10.不逾矩．．越过，超过）（规矩，规范） 

11.温故．而知新．．（学过的知识）（得到

新的理解与体会） 

12.学而不思则罔．（ 迷惑 ） 

13.思而不学则殆．（ 有害） 

14.可以为．．．师矣（可以）（用来（ 作为 ） 

15.人不堪．其忧（  忍受） 

16.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了解 ）（代

词，…的人）（喜欢，爱好） 

17.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以…为乐趣 ） 

18.饭疏食．．．饮水．（ 吃）（粗粮）（ 冷水） 

19. 曲肱．．而枕之（ 弯曲）（胳膊） 

20.不义．．而富且贵（ 不仁义 ） 

21.于．我如浮云（对，对于） 

2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几个）（于此，

意思是在其中） 

23.择其善者．．而从之（好的方面，优点。） 

24 子在川．上曰（河，河流 ） 

25.逝．者如斯．夫（流逝）（这，指河水） 

26.不舍．昼夜（ 舍弃） 

27.三军．．可夺帅也（军队的通称） 

28.匹夫．．不可夺志也（普通人，男子汉） 

29.博学而笃．志（ 忠实，坚守） 

30.切问．．而近思．．（恳切地提问）（ 多考

虑当前的事） 

四、通假字 



 

 

1.不亦说乎                说 通  悦  ，意思是  愉快*    

2.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有 通  又 ，意思是古人在两位数的整数和零娄之间常常加“有”字* 

五、古今异义词语 

1.学而时习．．之        （时，古义按一定时间；今义：时间。习，古义：复习；今义：学习） 

2.吾日三．．省吾身   （日，古义：每天；今义：一日。三，古义：泛指多数，今义：三，确数） 

3.温故．而知新        （古义：旧的知识；今义：过去的，老的） 

4.择其善者．．而从．之    （善者，古义：优点；今义：善良的人。 

从，古义：跟从（学习）；今义：跟从。） 

5.可以．．为师矣       （古义：可以凭借；今义：可能，许可） 

六、一词多义 

1.为：为人谋而不忠乎（  替   ） 

可以为师矣（ 成为，做   ） 

2.而：人不知而不愠（转折连词，却） 

温故而知新（ 顺承连词，不译） 

 

七、词语活用归类 

3.知：人不知而不愠（   了解   ）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懂得） 

温故而知新（得到） 

4.乐：不亦乐乎（愉快，快乐）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以……为乐） 

 

1.学而时．习之（名词作状语，按时）

2.吾日．三省吾身（名词作状语，每天  ） 

3.传．不习乎（动词活用为名词，老师

传授的知识） 

4.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形容词活

用为动词，喜欢，爱好； ）（乐：形

容词活用为动词，以……为乐。） 

5.饭．疏食饮水（名词活用为动词，吃

饭） 

6.择其善．者而从之（形容词活用为名

词，指优点长处） 

7.温故．而知新．（故：形容词作名词，

旧知识；）（新：形容词作名词，新的

知识） 



 

 

八、成语归类（写出文中成语，至少五个） 

1.不亦乐乎  2.温故知新     3.择善而从  4.三人行，必有我师 

5.逝者如斯  6.匹夫不可夺志 7.富贵浮云  8.箪食瓢饮 

九、按要求默写 

1．阐述“学”和“思”辩证关系的句子是：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  

2.求学应该谦虚，正如《论语》中所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复习是学习的重要方法，且对学习者有重要的意义：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当别人不了解自己、误解自己时，孔子提出不要焦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5.孔子赞叹颜回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的句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6.孔子在《述而》篇中论述君子对富贵的正确态度是：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7.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论语》中孔子的话：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十、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 

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 

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 矩。” 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能通达事理，不为（外物）迷

惑，五十岁的时候我知道哪些是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六十岁时能听得进各种意见；七十岁能随

心所欲，而不会逾越规矩。”  

4. 子曰：“饭  疏食  饮  水，曲  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  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

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5. 吾 日 三 省 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呢？跟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呢？老师传授

的知识是不是复习过呢？  

6.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7.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译文： 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而且能忠实地记住，恳切地提问，多考虑当前的事，仁德就在其中了。  

8、子曰：“学而时   习之，不亦说乎？ 

学习了（知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温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吗 

9、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到这里）来，不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 

10、子曰：“温  故  而   知   新，可 以  为  师  矣。”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后，能有新理解、新体会，就可以凭借（它）做老师了 。”  

11、子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只是）读书却不开动脑筋，就会迷惑；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有害。”  

12、子曰：“贤哉，回也！一 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 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 孔子说：“颜回（多么有）贤德啊！一竹篮子饭，一瓢水，

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困的忧愁，颜回却依然自得其乐。颜回（多么有）贤德啊！”  

13、子 曰：“知 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 之者。”孔子说：“（对于学习），知道怎么学

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不如以学习为乐的人。”  

14、子曰：“三  人行，必有我师  焉 ；择  其  善者  而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几个人在一块儿，在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我要选择他们的长处来学习，他们的缺点（如

果自己也有）就改正。”  

15、子在  川  上曰：“逝  者如斯  夫，不  舍  昼夜。” 孔子对着滔滔江水，（感慨地）说：“时

光就像这流去的江水一样，日夜不停呀！”  

16、孔子关于学习态度的主张有：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②学而不厌。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7、孔子关于学习方法的主张有：①学而时习之。②温故而知新。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春》阅读练习 

（一） 

小草偷偷地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

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  

1、想像一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描绘了怎样的画面？下面的诗句中哪一句描写的画面

与它最接近？（  C ） 

A、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州》） 

B、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C、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D、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2、赏析下面句中加点词语。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偷偷”二字写出不经意间，小草悄然而出的情态，也表现出作者的惊喜之情。“钻”则写出小

草破土而出的挤劲，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3、这一段写草，突出春草怎样的特征？表达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嫩、绿、多、软。表达作者对春草的喜爱之情。 

春草图中作怎样描绘小草的？ 

4、草的情态、质地、色泽、长势。 

5 这一段虽写春草，还写小孩嬉戏的画面，目的是： 

侧面烘托春草勃发给人带来的欢乐。 

（二）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b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

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

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她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晴，像星

星，还眨呀眨的。 

1. 全段共 5 句话，用最简洁的话概括句意。 

①百花争放 ②花色鲜艳③花味香甜 ④蜂蝶闹春 ⑤野花繁多 

2. 用两个成语概括“春花图”的特点。万紫千红、姹紫嫣红（或繁花似锦、花团锦簇等） 

3. 写春花的顺序是从  上  到下    ，写出了春花繁密茂盛(竞相开放)、色彩绚丽、香气浓郁的特征 

作者写树上的花，是从花多、花艳、花甜三个方面来写的。 

4、写“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这一句对写春花有什么作用？侧

面写春花，用蜜蜂、蝴蝶的繁忙表现了花朵多、花色艳，花味甜 

5、选出对这段话的内容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 

A、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春花图，主要是抓住花朵多，花色艳，花味甜的特点写的。 

B、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万木争春图，主要是抓住桃树、杏树、梨树的特点写的。 

C、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春意图，主要是抓住花、蜜蜂和蝴蝶的特点写的。 

D、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春园图，主要是抓住春天花园中的果树和动物的特点写的。 

6、赏析下面句中加点词语。 

1）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闹”字不仅有嗡嗡的声响，而且。现出一派喧嚣沸腾的热闹景象。 

2）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拟人，写出了春花竞相开放的情景。 

7、“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这个“闹”字用得极妙，不禁使人想起古代诗人宋祁的一句

诗：红杏枝头春意闹。 



 

 

2）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散”字生动地描绘出野花的多及分布的星星点点、不集中。“眨”字生动地描绘出野花随风摇动的

明丽之态 

3） “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上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一句中“仿佛”的作用是什

么？“仿佛”一词由实到虚，由春花联想到果实，表现花儿甜香得引人遐想，令人心醉(想到成语是:

春华秋实) 

（三）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

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

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

响着。 

1、春风本是无形、无味、无声、难以捉摸的，但作者笔下的春风却形、味、声俱全。第一句从  触  觉

的角度写春风轻柔温暖；第二句从 嗅  觉的角度写春风带给我们的气息；第三、四句从 视 觉和听

觉的角度写春风给人们带来的愉快和快乐。全段突出表现了春风轻和、 芳香、和 和悦  的特点。 

2、“吹面不寒杨柳风”一句出自_南宋志南和尚的《绝句》，杨柳风指的是吹动杨柳的春风，整个诗

句运用了引用的修辞方法，“杨柳风” 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方法。 

3、春风本是无形、无味、无声、难以捉摸的，但作者笔下的春风却形、味、声俱全。请给本语段划

分层次，并说说作者分别是从什么角度观察、描写春风的？.①‖②‖③④   触觉  嗅觉  听觉  

4、赏析下面句中加点词语。……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酝酿”这个词原意是造酒，文中形容春天的各种气息在空气中像发酵似的，越来越浓，越来越

醇。这一句从嗅觉的角度表现了春风的馨香与醉人。 

5、地描绘了春雨的特征，回忆你读过的古诗，写出一句能表现这种特征的诗句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或：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四）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

屋顶上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的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

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

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1、这段文字描绘的是春雨图。作者抓住了雨的特点是_多_、细_ 和__密___，从静景写到_动景_，从

__物_写到人，由近写到_远___。 

2．文中“密密地斜织着”的“斜”字，不仅明写春雨  ，还暗写了春风 ，而且也写了“织”字是承

上句像__花针_ 的比喻而来，准确地表现了其动态。 

3、用“别恼”一词的作用是（C  ） 

A、劝别人不要生雨的气。 

B、写出江南春雨的特点。 

C、表现作者将要把自己对春雨的喜爱之情传达给读者。 

D、从物写到人，由近写到远。 

4、文中“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三个喻体分别侧重描绘了春雨的特点是 细且密  、 

细且亮 、细且绵长  。 

5、“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用了比喻  修辞手法，写出了春雨细密迷蒙(轻盈) 的情状。 

6、本段描写的对象是春雨，为什么还要突出对小草儿和树叶儿的描写：  

正面与侧面相结合写出春雨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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