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高三语文诗歌鉴赏二轮复习教案教师

第一课时  诗歌鉴赏之形象教案

一、考纲解读

 鉴赏古代诗歌中的形象是高考命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也是高考试题中一种最为常见的题

型。诗歌鉴赏考查的形式主要是主观题。

从命题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人物形象的概括与赏析、意象的赏析以及诗歌所描绘的景象图

画赏析等。

从命题形式上看，考查的试题多种多样，主要有：概括诗歌中的人物形象、

概括景物特征、赏析景物描写的作用以及比较两首诗中描写的景物形象或塑造的人物形象

的异同。

二、知识归纳

古代诗歌中的“形象”，既指叙事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指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更

多的是指诗歌中所描写的融合了诗人思想情感的景或物。

人物形象分析

1、概括诗歌中人物形象的特征  2、赏析诗歌中的人物形象

3、分析人物形象在诗歌中的作用 4、赏析诗歌中人物的外貌、动作、心理描写等对刻画人

物形象的作用

景物形象分析

1、概括景物特征 2、赏析景物形象 3、分析景物描写的作用

三、例题剖析及方法指导

例：阅读下面两首宋诗，回答问题。（11分）

寻诗两绝句 陈与义

  楚酒困人三日醉，园花经雨百般红。

   无人画出陈居士①，亭角寻诗满袖风。

   爱把山瓢②莫笑侬, 愁时引睡有奇功。

醒来推户寻诗去,乔木峥嵘明月中。

［注］①居士：指文人雅士。②山瓢：天然粗陋的酒器。

（1）“园花经雨百般红”与“乔木峥嵘明月中”两句所描写的景色特点有何不同？请作简

要分析。（5分）

（2）诗中“陈居士”的形象特点是什么？请结合两首诗加以分析。（6分）

(1)、答案： ①艳丽   ②清幽

①“园花经雨百般红”描写的是雨后园林的美景，一场雨后，园中姹紫嫣红，色彩艳丽。

②“乔木峥蝾明月中”描写的是月夜下的美景，明月高照，树木高耸峭拔，意境清幽。

分析景物形象方法指导

1、概括景物特征  2、分析意象，感知意境。

3、注重想象，补充空白  4、分析手法，概括形象

(2)、  ①行为洒脱   ②情趣高雅

①“楚酒困人三日醉“”爱把山瓢莫笑依”，从陈居士喜欢喝酒可以看出他洒脱的性格特

点 。



②“亭角寻诗满抽风““醒来推户寻诗去”，白天寻诗，夜晚寻诗，表现了陈居士沉迷于

诗歌创作的高雅情趣。

分析人物形象方法指导

1、概括诗歌中人物形象的特征。2、知人论世，感知环境与处境

3、赏析诗歌中人物的外貌、动作、心理描写等对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

4、重视转换，概括形象。

四、巩固练习

1、阅读下面一首明诗，然后回答问题。

  登盘山绝顶  戚继光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

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①舞剑台。

⑴本诗描绘了一幅怎样的图景？结合诗句简要赏析。

答：首联描写登盘山所见所闻：军营号角凄厉悲鸣，仿佛漫山草木也枯黄凋落了；云海之

中，陡峭的山峰像洞开的石门。描绘了一幅典型的北方边塞风光图。颔联描写了霜天，衰

草，朔风，落叶，归鸦。渲染了边塞的肃杀、悲凉的氛围。

⑵结合全诗赏析，这首诗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

答：本诗通过对盘山山顶的描写，刻画了一位保家卫国、渴望建功立业的军人形象。颈

联，写诗人的决心，只要自己手中的兵器能够遏制战争，哪怕一生守卫边疆也没关系。尾

联，勒名峰、李将军舞剑台等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

2、阅读下面一首清诗，然后回答问题。

邯郸道上 宋荦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木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注：唐《枕中记》载，少年卢生在邯郸客店中自叹穷困，却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及醒，

店主所蒸黄粱尚未熟。后人称此为“邯郸梦”或“黄粱一梦"。

（1）诗歌前两句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营造了怎样的氛围？

答：通过秋风、古木、荒祠、雨水等意象，描绘了一幅秋风阵阵、古木沧桑、祠庙破败的

古道秋景图（2分），营造了萧瑟凄凉的氛围。

（2）简析“卢生”在诗中的作用。

答：借用卢生“黄粱一梦”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对步卢生后尘、热衷功名利禄的“名利

客”的讽刺。

五、教学反思：

第二课时  诗歌鉴赏之语言教案

一、考纲解读

1、考点解读：鉴赏古代诗歌的语言主要从遣词造句、语言风格等方面考查，要求学生理解

关键词句的意思，揣摩诗歌的语言风格等。

2、考查内容：鉴赏诗歌的语言主要包括准确理解词语的特定意义、隐含意义、暗示意义；

准确理解重要语句的深层含义和言外之意；赏析诗歌语言所描绘的形象、表达的情感、营

造 的 意 境 等 。



3、考查形式：炼字炼词。赏析“诗眼”。赏析炼句。赏析语言风格。

二、知识归纳

品析诗歌中在表情达意上最贴切、最富表现力的字词。赏析诗歌中最凝练、最传神的字

词，赏析全诗中最能点明诗歌主旨的字词。品析诗歌中简练精美、形象生动、含蓄深刻的

句子。品析诗歌的语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所显示出的格调和特色。

理解诗歌中关键诗句的含义。赏析诗歌中关键诗句使用的表现手法。赏析诗歌中关键诗句

描写的画面。赏析诗歌中关键诗句刻画的人物形象。赏析诗歌中关键诗句营造的氛围。赏

析诗歌中关键诗句表达的诗人情感。赏析诗歌的语言风格、意象语言、象征语言和情感语

言以及语言特色。

三、例题剖析及方法指导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早  发  罗邺

一点灯残鲁酒醒，已携孤剑事离程。

愁看飞雪闻鸡唱，独向长空背雁行。

白草近关微有路，浊河连底冻无声。

此中来往本迢递，况是驱羸客塞城。

1、这首诗是如何表现“早发”之“早”的？请作简要分析。

2、请赏析“独向长空背雁行”中“背”字的表达效果。

答案解析：

1、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凸显“早发”：宿酒初醒，残灯未灭，长夜未尽，诗人已携孤剑登

程。第三句写诗人在路上听到雄鸡唱晓，也可见出行之早。塞外风雪路，本来行人稀少，

而“早发”就更无路人，只有诗人独行，故“独”与“早发”之“早”有关。飞雪白草，

道路本已难辨，早行就更加微茫，故“微”字也在表现“早发”之“早”。

2、“背”是背着，也就是方向相反。诗人独自一人朝着与返乡的大雁相反的方向前行，用

返乡的雁反衬出客居边塞的诗人孤独寂寞的飘泊之感和浓重的思乡之情。

诗歌语言鉴赏方法指导

1、理解词语意义，关注字词用法。

2、品味诗句句式，赏析表现手法。

3、把握景物特征，体会诗人情感。

四、巩固练习

（一）阅读下面一首明诗，回答问题。

三岔驿 杨慎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

    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1、赏析诗中“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的意蕴。

2、请简要分析“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的语言特色。

答案：



1、这两句的意思是，古往今来无数追名逐利之徒，升沉出没，荣辱变化，往往一梦醒来，

黄粱未熟。这两句话既是诗人宦海沉浮、遭遇坎坷的辛酸自白，更是诗人推己及人、对古

今文人官场沉浮的概括。表现了诗人对物是人非的感叹，表明了名利不过是一时之荣，繁

华只是瞬间，只有时空才是永恒的哲理。表现了诗人不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2、对比。两句诗用朝与暮、来与去相对比，描写了诗人当年看到的某些官员极盛时的洋洋

自得之态和衰落时的寂寞清冷、颓唐丧气之境。叠词。用“扬扬”与“寂寂”表现某些官

员宦海沉浮的状态，生动形象。

（二）阅读下面一首宋诗，回答问题。

哭陆秀夫 ①方凤

 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

 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

   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②

  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

注：①南宋恭帝降元后，陆秀夫等先后立赵晸、赵昺为帝，继续抗元。后被围攻，陆秀夫

背着幼帝跳海殉国。②周最后分为西周和东周，封于巩的东周最后为秦所灭，而后曹丕废

刘协称帝，汉亡，而刘备建元章武，史称蜀汉，四十三年后，灭亡。

1、本诗首联的诗眼是什么？请结合诗歌简要赏析。

2、本诗的后两联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答案：

1、首联的诗眼是方和尚。方是刚刚的意思。因为南宋恭帝降元，南宋倾覆，此时陆秀夫在

危难拥立幼主，以延宋祚。方字一方面表现诗人的赞誉之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无力回天

的悲哀。尚字，是还仍然的意思。在国家局势这般险峻的时候，他还拥立幼主，坚持抗

元，表现了他的浩然正气。

2、亡国的哀伤之情。就像周室、蜀汉灭亡一样，从此宋室沦陷、不复存在。对陆秀夫的赞

美之情。国家破忘了，但独有这一片皎洁的丹心伴随这高悬于海上的红日，将永远照耀着

千秋万代。

五、教学反思

第三课时  诗歌鉴赏之表达技巧教案

一、考纲解读

“鉴赏古诗的表达技巧”属于《考试大纲》“古代诗文阅读”、“鉴赏评价”中“鉴赏文

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方面的内容，能力层级为Ｅ级。高考设题中被称为“表

现手法”或“艺术手法”。

表达技巧鉴赏是高考古诗鉴赏命题的重点，命题形式上有单独设题，也有结合形象、语言

或思想内容和作者的感情态度等内容综合设题；同时，表达技巧又是古诗鉴赏中极为复杂

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把握一个基本原则既可：凡是能提高诗歌表达效果，增强诗歌表现力

的方法都属于表达技巧的范畴，一般包括表达方式、修辞方法和除此之外的其他表现手

法。

提问方式：这首诗（或哪一联）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

提问变体：



(1) 请 分 析 这 首 诗 的 表 现 技 巧 ( 或 艺 术 手 法 ， 或 手 法 ) 。



(2)诗人是怎样抒发自己的情感的?

(3)这首诗写法上有何特点? 这首诗是怎样表现------的？

二、知识归纳

表达技巧是指作者在塑造形象、创造意境和表达思想时所采取的技法，它的含义非常广

泛，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修辞手法、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

古诗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对比、借代、夸张、排比、用典、设问、反问等。采

用比喻、拟人等手法，可以使描写的事物更为形象生动;采用夸张、对比、设问、反问等手

法，可以突出诗的主旨;采用通感、借代、双关、叠字、对偶、反复等手法，可以使诗中字

句更为精巧。

表现手法又叫艺术手法，是指诗歌的章法和技巧，如借古讽今、用典、象征、对比、映衬

烘托、欲扬先抑、以小见大、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等。

表达方式是诗人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常见的有记叙、描写、抒情、议论。其中抒情

表现得尤其突出，抒情可分为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直接抒情又叫直抒胸臆，间接抒

情常见的有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

三、例题剖析

1、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移家别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问：该诗主要运用了何种艺术手法？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

答案：

（第一步）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

（第二步）“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欲别频啼四五声”赋予柳条藤蔓、黄莺以人的情

感，并使主客移位。

（第三步）巧妙而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湖上亭的依恋之情。

（或：借景抒情。通过柳条、藤蔓、黄莺的描写，表现惜别之情。） 

2、归纳答题步骤：

① 准确指出用了何种手法。

② 结合诗句阐释如何运用了这种手法。（分析）

③ 此手法有什么突出的效果和好处，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作用，主旨）

3、归 纳 总 结：

(1)、诗歌鉴赏三环节：读懂诗歌——审清题意——答出规范

(2)、答题三步骤：准确指出诗句运用了什么手法——结合诗句具体分析是怎样运用这一手

法的——运用这一手法表达了什么感情或起到了什么效果。

四、巩固练习

1、、阅读下面这首唐诗，按要求答题。（6分）

                  绝句漫兴九首（其三） 杜甫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衔 泥 点 污 琴 书 内 ， 更 接 飞 虫 来 打 人 。



（注）这首诗写于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公元 761年）

 请从表现手法的角度，对这首诗作简要赏析。

参考答案 1：这首诗景中含情（1 分）。 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

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的活动。（1 分）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可爱之态，又生动传

神地表现了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2 分）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

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2分）    

参考答案 2：这首诗借景抒情（1 分）。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

描写（1 分）。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2 分）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

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2分）

2、、阅读下面这首诗，按要求答题。

雨后池上  刘 敛

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

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请从动静结合角度说说这首诗的表达(构思)方式。

参考答案：前两句是静景，给人一种轻淡平和的心理感受。后两句，由静入动，给人强烈

的动感，好像是赏景进入了高潮(如同小说的高潮)，透露出作者内心由衷的喜悦与赞叹，

以静显动，以动衬静，相得益彰。

五、教学反思：

第四课时  诗歌鉴赏之思想感情教案

一、考纲解读

从近几年的高考真题看，古诗词鉴赏题中“情感型”试题特别受命题者青睐，而且分值较

高。只有准确感受作者在诗词中的情感，才能从更高层面品味、鉴赏诗词，故考生对这一

类型的试题不可小觑。该题型的命题形式一般分为三类：

1、简要分析作者在这首诗（词）中表达的感情；

2、这首诗（词）情感丰富，请简要分析；

3、某一情感在这首诗（词）中是如何体现的？

当然题目设置并不囿于上述类型，有时它和其它题型一起出现，有时也不需要去具体分析

这种情感。考生应根据试题的设置要求去准确作答。

二、知识归纳

诗歌就题材（内容）的不同，可分以下 10类，据此可了解诗歌主旨：

⑴咏史怀古诗:凭吊古迹古人来借古讽今；或感慨昔盛今衰，今不如昔；或渴望像古人一样

建功立业。（写古迹古人，多用典故）

⑵托物言志诗：不直接表露思想情感，而是运用比喻象征拟人手法把自己的理想和人格融

入一物象中。（常有松、竹、梅等意象）

⑶边塞征战诗：或抒写报国立功壮志；或征夫思家的思念；或对开边拓土穷兵黩武的统治

者的讽刺和规劝。

⑷羁旅思乡诗：写游子漂泊的羁旅愁苦；或所见所闻所感触发的思念故乡的乡愁。（常有

月、柳、雁、书信及梦境幻觉的描写

⑸送别留念诗：或表达别时留恋；或表达别后思念;或表白理想信念;或表达彼此勉励。



⑹田园山水诗：借写山林田园的闲适美好，表达对世俗与现实的不满、向往宁静平和的归

隐思想，或表达自己遗世独立，保持节操品性的情怀。

⑺即事感怀诗：或忧国忧民；或反映离乱；或渴望建功立业；或仕途失意闺中怀人；或讴

歌河山。

⑻闺怨闺愁诗：或表达对戍边丈夫的思念,或写春光(青春)易逝,光阴不再的感伤,或表达对

战争的厌恶。

三、例题剖析及答题指导

例：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关河令   周邦彦①

   秋阴时晴渐向瞑，变一庭凄冷。  伫听寒声②，云深无雁③影。更深人去寂静，但照璧

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注] ①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②寒声：

指秋声，如风声、落叶声、虫鸣声等。③雁：古人认为雁能传书。

简要分析作者在这首词中所表现的心情。

1、参考答 案 ：�

作 者 在 词 中 表 现 了 思 家 、 孤 寂 的 心 情 。（2 分） 上 阕 写 作 者 站 在 

庭 院 等 候 亲 人 的 消 息 � 但 盼 来的 只 是 “ 无 雁 影 ”； 下 阕 写 作 者 

本 想 借 酒 浇 愁 ， 酒 醒 之 后 ，却 愁 上 加 愁 ，于 是 感 叹 不 已 ，使孤 栖 

之 愁 更 深 一 层 。（3分）

2、答题指导

（1）、题目类型：“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怎

样的情趣”，“主旨是什么”或结合意境提问，或就某句某联发问。

（2）、解题格式：

一、所抒感情：通过什么内容+抒发(寄寓/揭露)什么感情

二、概括诗歌主旨：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诗歌各句分别写了什么+通过什么手法+抒发什么

情感+评价(总分总式)

（3）、答题要领：

    一是根据诗句描述内容，分析所涉及的诗句具体写了什么;

    二是揭示主旨，揭示情感。采用的作答形式是“描写了……抒发了……”。

3、答题要领

 1）、抓住诗题

古诗的诗题常常是诗眼或中心事件。许多古诗的诗题本身就透露出了感情基调，如李白的

《送友人》，一个“送”字，说明了此诗表现的是惜别之情。

2）、抓住关键词

    有些古诗，诗人在诗中用一两个词语来点明诗的感情，抓住了这样的关键词，也就能

够快速地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中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

不起故园情”一句，由“故园情”一语可推知此诗表达的是思乡之情。

3）、抓住题材类型

   



 人们常按题材把古典诗歌分成若干类，同类诗歌的感情基调有大体相同之处。因此，若能

判定一首所属的类型，便可快速把握该诗的感情基调。如思乡诗，毫无疑问要抒发思念故

乡、亲人之情；送别诗，多写离情别恨和深厚友情。

4）、抓住景物形象特点

景物形象可分为“乐景”（优美闲适、色彩明丽、壮观奇伟、气势雄伟）和“哀景”（冷

清凄凉、色彩暗淡、低沉萧瑟）两类。“乐景”表现“乐情”，“哀景”则表现“哀

情”。不过特别要留意的是古诗常用“以乐景衬哀情”的手法。如杜甫《旅夜书怀》中的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用境界雄浑阔大的远景（乐景）反衬诗人孤独寂寞的哀

情。

5)、抓住典型意象

意象是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所以必

须注意分析诗中意象来揣摩诗人情感。

6)、抓住注释

注释有时很短，却是命题者给考生的暗示，下面就注释分类及其所暗示内容作一表格：

注释分类       所暗示内容

介绍作者背景   暗示诗人的创作动机及本诗的思想内容

介绍相关诗句   暗示本诗的用典或意境

介绍作者       暗示本诗的写作风格，从中揣摩出本诗的感情基调

介绍别人评价   暗示本诗的艺术特色或本诗的思想内容

四、巩固练习

1、阅读下面这首词，分析这阙词的内容主旨：

采桑子  欧阳修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解。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解析指导】第一步认真阅读诗句，整体感知诗歌写的大致意思。第二步明确诗中提到地

点（西湖）、时间（月夜），人物（诗人）、事件（荡舟西湖）和主要景物（天容水色、

鸥鹭闲眠、风清月白），归纳时要善于摘录诗中词语组合。第三步，根据“卒章显志”的

特点揣摩诗人的思想主旨。抓住重点词语或短语“谁羡”、“便是仙”进行读解，诗句结

尾句不再描写，而发议论，这正是解读主旨的关键。前面景色描写非常宁静、美好，才会

有“人在舟中便是仙”的感觉。这种鉴赏题在解答时，通常“切分”为两点，一是根据诗

句描述内容，二是揭示主旨。采用的作答形式是“描写了……抒发了……”。

【参考答案】这首诗描写西湖月夜，湖水天光相映，柔风习习，夜鸟闲眠，一片宁静、美

好，好似人间仙境。抒发了诗人爱恋西湖风光和现实生活的美好情怀。

2、阅读下面这首诗，分析这首诗表达诗人怎样的思想情绪？

村夜  白居易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解析指导】第一步，找出诗中所描写的主要景物，“霜草苍苍”、“虫切切”；“月明

荞麦”、“花如雪”。第二步，仔细审视这些景物所体现的特点，想景语皆情语，以景传



情。你看前者冷清、愁苦；后者明亮，美好。第三步，抓住能体现人物心态的词语，如



“行人绝”“独出门”等，尤其从“独出门”可以发现诗人情感上有一个转变过程。表现

在首句和尾句上，尤其是“霜草苍苍”和“花如雪”，两种景象截然不同。

【参考答案】 这首诗抒发诗人由原先的孤独寂寞，到独出门后去排遣烦闷，看到了明丽景

色而感到特别喜悦的感情变化。

五、教学反思

第五课时  诗歌鉴赏综合训练教案

一、考纲解读

①鉴赏古代诗歌的形象、语言、 表达技巧；②评价古代诗歌的思想内容。

三、典例剖析:阅读下面的古诗，完成后面的题目。

夏日三首（其一）    张耒

  长夏村墟风日清，檐牙燕雀已生成。

  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角晴。

  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声。

  久斑两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一）从形象的角度

诗歌中描写了那些意象？营造了怎样的意境？（6分）

诗歌写了夏风、夏日、初生的燕雀、花枝的舞蝶、结网的蜘蛛，月光，疏帘溪声等意象，

营造了一种恬静和谐、生机盎然的意境。

变式 1:诗歌中描绘那些画面？营造了怎样的意境？（6分）

夏日的江村风日清丽，屋檐上栖息的小燕雀，蝴蝶展翅停在午间的花枝上，蜘蛛在屋角悠

然织网。月光照射在疏疏落落的帘子上，斜倚枕上，听着潺潺溪水声。 

变式 2：诗歌主要采用了怎样的写景顺序？营造出怎样的意境？结合诗句简要分析。（6

分）

“写景顺序” 角度：全诗景物描写的顺序是由白天到夜晚。（时间顺序）

二、知识归纳

人象 描绘画面
形象 景象 答题步骤 营造意境 （景---境----情---技）

表达情感
物象

释字义
答题步骤 绘形象

炼字 析效果

三鉴赏 语言 炼句

语言特色

修辞
表现手法 答题步骤 明手法

技巧 表达方式 阐运用

篇章结构 析作用

作品的思想情感
二评价

作者的观点态度



（二）从语言的角度：

颈联中最生动传神的是哪两个字？为什么？（6分）  

“邀”、“纳”二字运用精彩；“邀”,邀请之意， ；“邀”字采用拟人手法，把月光写

得很有情味，晃动的月影好像是疏帘请来的一样；“纳”，容纳之意， “纳”字展开想

象，化虚为实，溪声好像可以用虚枕装起来一样。这一联表现出诗人对月影、溪声的喜爱

之情，传达出作者的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写出心境的清闲。

变式：颈联中的“邀’和”纳“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为什么？

（三）从技巧的角度：

这首诗运用了哪种手法描绘夏日之景？（6分）

①动静结合、以动衬静或视听结合的手法。如：视角----夏日的江村风日清丽，屋檐上栖

息的小燕雀，蝴蝶展翅停在午间的花枝上，蜘蛛在屋角悠然织网。月光照射在疏疏落落的

帘子上；听觉----斜倚枕上，听着潺潺溪水声。 

变式 1：从动静的角度赏析这首诗？  变式 2：这首诗运用了哪些手法描绘夏日之景？

变式 3：这首诗写景最主要的手法是什么？请简要分析。变式 4：这首诗最主要的表达技巧

是什么？

（四）从情感的角度：

问：诗人是怎样抒发自己的情感的？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情感？

本诗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诗歌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描写表

现了诗人对清净、安宁的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

情怀。

四、巩固练习：

1、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

                          以事走郊外示友   陈与义

       二十九年知已非，今年依旧壮心违。 黄尘满面人犹去，红叶无言秋又归。

       万里天寒鸿雁瘦，千村岁暮鸟乌微。往来屑屑①君应笑，要就南池照客表。

 【注】①屑屑：劳瘁匆迫的样子。

 （1) 简要赏析颈联“瘦”和“微”两字的表达效果。(6分)

答：“瘦”表现鸿雁万里奔波，消瘦无力，是作者奔波劳碌的形象写照。“微”写出暮色

苍茫中昏鸦归去的寥落的景象，暗含作者前途迷茫之感(或：表达了作者漂泊孤寂之感)。

(2)本诗主要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结合全诗简要分析。(6分)

答：主要表达了诗人奔波劳碌、壮志难酬的无奈。首联直言多年来壮志难酬，岁月空逝。

中间两联融情于景，表现自己奔波劳碌、黄尘满面，秋日依然无法归去的迷茫。尾联以友

人“应笑”更显无奈。

3．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青玉案  欧阳修

 一年春事都来几？早过了、三之二。绿暗红嫣浑可事，绿杨庭院，暖风帘幕，有个人憔

悴。买花载酒长安市，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

归来是。



   （1）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结合全诗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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