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道题说开去：

题目：⑶小刚在他创作的历史小说《正气歌》中写道，文天祥月下独

步于江边，眼前壮阔的景象使他不禁吟诵起前人的写景名句

“         ，        ”。

①月下：不能写白天之景，如甲同学“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写的就是傍晚时候的景物，不能得分。

②江边：不是江边的景色不能写。如“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

如霜”，这是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里的名句，写的是大漠之景。

③眼前：不能写想象之景，如“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是诗人的发问，是由月而生发的联想，不能得分。

④壮阔：不“壮”不“阔”的景物不行，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这里是写儿女情长，意境不够阔大。

⑤前人：不能是文天祥写的，如考生乙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过零丁洋》诗里的句子，不行。

⑥写景：考生乙写的不是写景名句，而是抒情名句。还有我看到的“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不能得分，因为前一句写的不是月下

景，第二句虽然有“明月”，但这里的“明月”并非眼前景，而是诗人抒

发思乡之愁的想象之物。

（一）情境式默写常见设题四角度角

度一：把握诗句意思

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对于原句的大意的呈现，相当于翻译；二是

概括原句思想内容。

1.呈现原句意思

(1)(2018·全国卷Ⅱ)苏轼《赤壁赋》中描写明月初升的句子是：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2)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宋文帝刘义隆草率出师

北伐，结果落得北望敌军而惊慌失措的三句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2.概括原句思想内容

(1)白居易《琵琶行》中“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两

句，写的是演奏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过程。

(2)(2020·天津卷)同学们在“停课不停学”期间的云班会上讨论

“学习和思考的关系”，你想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可以引用荀子《劝学》

中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角度二：分析思想情感



(1) 李煜《虞美人》词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两句，以江水比喻自己的愁绪，抒发亡国之君无尽的痛苦之情。

(2) 苏轼在《赤壁赋》中，熔情、景、理于一炉，生发“人生短

暂，人类渺小”的慨叹的诗句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角度三：明确表达技巧

包括对景物以及景物特点的概括、修辞或表现手法等表达技巧的赏

析、对意境的鉴赏品评等。此种考查方式往往结合对文句内容或思想情

感的理解。

(1) (2017·山东卷)曹操《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辍)”两句，把贤才比作光照宇内、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月，表达了对贤

才的渴望。

(2) (2016·全国卷Ⅱ)杜牧《阿房宫赋》中以“一肌一容，尽态

极妍”描写阿房宫宫人的美丽，她们伫立远眺，盼望着皇帝到来。

角度四：判断结构作用

包括句子本身在全文结构中的作用、上下文文意或技巧的呼应。

1.句子本身在全文结构中的作用

(1) (2016·全国卷Ⅱ)李白《蜀道难》中“其险也如此，嗟尔远

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两句，以感叹的方式收束对蜀道凶险的描写，转入

后文对人事的关注。

(2) 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两

句，收束了对赤壁雄奇景物的描写，引起后面对历史的缅怀。

2.上下文文意或技巧的呼应

(1) 《阿房宫赋》中，作者情不能禁，接连慨叹，用两个假设指

出爱民与长治久安息息相关：如果六国各自爱护它的人民，“则足以拒

秦”；假使秦王朝又爱护六国的人民，“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

(2)《荀子·劝学》中强调了积累的重要。以积土成山、积水成渊

可以兴风雨、生蛟龙设喻，引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的观点。

（二）情境式默写常见注意事项

默写题范围的大和小
1.题干中关键词的大小

不同的默写题往往指向同一个答案。设题的技巧就在于题干中

关键词的变化。在针对《离骚》名句的默写考查中就出现过这样的

题目：《离骚》中用大鸟和小鸟不合群来比喻说明自己绝不随波逐

流的两句是“            ，        ”。

此题中关键词“鸟”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也可以扩大范围以

达到模糊答案的效果。



如题干可以写成：屈原在《离骚》中

“            ，          ”两句，借动

物比喻自己与群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扩大关键词的外延后，考生写错的概率就增加了。如果要减低

难度，把鸟干脆说成“鸷鸟”，那么答案就更明显了：“鸷鸟之不

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2.默写答案范围的大小

2024 年保留了答案不唯一的默写题。如新课标Ⅰ卷今年用“借

汉喻唐，以古方今”的提示延续了往年在“唐宋诗词”中默写名句

的考法，弹性明显增大了，

考生除了从背诵篇目中回忆答案外。还可以从教材以外想到其

他符合要求的答案。答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当然，默写答案范

围的扩大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默写难度的降低和考生得分率的提高，

但却能防止死记硬背！

3.命题设置角度的大小

如 2024 年新课标Ⅰ卷的默写题：唐代诗人写时事，常常托之于

汉代，如“           ，         ”,就是

借汉喻唐，以古方今。

题干中“唐代诗人……托之于汉代……就是借汉喻唐，以古方

今”与答案“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对照，题干提示

角度和答案的角度一致，互相映照，紧紧扣住了“唐”和“汉”两

个关键字，有人把这种小角度命题方式归为关键词提示型默写题也

不无道理。这种小角度默写题具有暗示性强答题难度小的特点。

当然，上面的小角度默写题答案还有“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等。

有了“唐”“汉”这两个比较小的角度，解题的抓手就有了。

如果把角度变大一些就会增加默写的难度。上述高考题如果要调整

一下角度，可以从修改暗示性词语（“唐”“汉”等）入手以扩大

一下考生搜索答案的范围，从而增加默写难度。

情境设置的虚和实

1.题干“虚”而答案“实”。



虚和实是相对的，往往表现为前后对应，在题目中可以看到隐

藏的并列关系。如 2024 年新课标Ⅰ卷：作文课上，房老师使用《屈

原列传》中“              ，

           ”两句话，引导学生描写寻常事物以表示

宏大意旨，列举浅近事例来传达深远意蕴。

由题干中“描写寻常事物”“列举浅近事例”可见前后两句为

并列关系,语句的前面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实在，提示具体，接近原文

（与原句翻译距离较近），考生默写时感觉轻松不少。考生读到“宏

大意旨”和“深远意蕴”，提示比较空，是为“虚”。

有同学可能因此紧张或茫然，但是如果明白这是由两组虚与实

的对比构成的并列关系语句,准备充分的考生就能轻松地写出答案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种情景设置方式令人

真切地领略到默写题的虚实之妙。

2.题干“实”而答案“虚”。

2024 年北京卷，出现了这样的默写题：《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和《小雅》的情感特点，其中《国风》

是“               ”,《小雅》是

“              ”。

这种命题形式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有人称之为锁定型默写题，

也有人认为是题干和答案紧密联系性默写。题干中的书名号比较多，

《史记》《离骚》和《国风》《小雅》接连出现，联系紧密。更重

要的是这些书名都是考生明明白白的“实”事。

再看答案：前者是“好色而不淫”；后者为“怨诽而不乱”。

两句都有一个“而”字，都是高度评价《诗经》的结论，语义十分

抽象，明显为“虚”。平时学习不踏实的考生确实写不准。因为题

干“实”而答案“虚”，此题不容易顺利得分。

3.前“虚”而后“实”。

这种情境设置是按照题目位置来分析的，前面部分（先出现的

填写空格）是背诵篇目中的名句，即考生需要填写的答案，因为暂

时没有明确具体诗句，姑且看作“虚”；后面的提示可以让考生锁

定要写的名句，我们当作“实”。这样看来整个题目就相当于前“虚”

而后“实”。



如：鲍照的《拟行路难(其四)》当中以

“              ，           ”起兴,

从日常平凡的生活现象引出自身的感慨。如果考生能正确理解后半

部分“实”的提示，又熟悉比兴手法的话，应该不难写出答案：“泻

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如此默写，即是前“虚”后“实”

的命题方式。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看作是采用了题干“虚”而答

案“实”的设题技巧。

4.前“实”而后“虚”。

有一种生活化情境默写题，最近横空出世。这种默写题运用生

活实例设置题目，考查考生对背诵内容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能力。

如 2024 年新课标Ⅰ卷：乡村民宿“爱陶居”开业了，房屋周围

按照陶渊明《归园田居》中“         ，

             ”的句意，栽种了多种树木，受到游

客喜爱。这种默写题乍看似乎是先“实”再“虚”后“实”，其实

属于前“实”后“虚”的方式。

后部分题干要求写“……句意……游客喜爱”的句子。提示很

“虚幻”，答案似乎有多种选择。如果不顾及“栽种了多种树木”，

答案就难以锁定在特定的两句。而题干给出了“实实在在”限制,即

“房屋周围”“陶渊明”“栽种树木”等，

当然，“……句意……游客喜爱”属于虚无缥缈的东西，好在

有“实”及“虚”。由此判定答案为“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这个答案写到“榆柳”和“桃李”，很实在，本身为“实”。这种

情境设置既有暗示性，又有排他性。难怪受到命题者的青睐。

5.全“实”或全“虚”设置。

默写题陷阱防不胜防，考生极易中招。

2024 年新课标Ⅱ卷：同学们到郊外春游，阳光下树木葱郁，水

流淙淙，小慧不禁想起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文句：

“             ，       。”题干和答案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所有字词都很实在，此题当之无

愧为全“实”型默写。

全“实”型默写对考生比较友好，答案往往呼之欲出，有“送

分”之嫌。但是意象分析型默写题往往冷不丁地就会来一个“温柔

一刀”。



如新高考Ⅰ卷曾经考过：自然界鸟类的啼鸣有时会引发人们的

悲思愁绪,这在唐宋诗词中屡见不鲜,如

“             ，           ”。题干

中无作品提示，可谓“虚”矣。

意象“鸟类的啼鸣”似乎实一些，但因其范围太大而仍然显得

“虚”。此题答案可以是《蜀道难》中“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

绕林间”两句，也可写“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两句。这种不唯

一的答案让考生很为难。

很多考生会囿于“鸟类的啼鸣”而忽略“悲思愁绪”，或者顾

此失彼，又忽略了“唐宋诗词”的范围限制，虽然写出了诗句，却

丢掉了分数。甚至，还有一些不唯一的答案打破了背诵篇目的限制，

就更“虚”，也更“狡猾”了。全“虚”，有效地扩大了默写题的

考查范围。这样的创新无疑是十分可取的，也是有益的。

6.虚实融合，分类并用。

词有虚实之分。虚词因为没有实际意义，背诵时容易被忽略，

尤其是句末助词。

如《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的“矣”

“也”。还有一些较长的句子中有多个虚词，要采取适当断句、分

类记忆的方法加强记忆，比如《师说》中的“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等，默写时要尤其注意。虚实并用还

体现在语句的理解上。有一些对偶句，默写时容易颠倒顺序。

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

业有专攻”。前两句为实，后两句是虚。命题者完全可以从实和虚

两个方面设置题干语句。还有一些句子中的词语容易混淆顺序，

如《琵琶行并序》中“秋月春风等闲度”容易记成“春风秋月

等闲度”“秋月春风”是写实，借代美好的时光（虚）。“等闲度”

也是虚，这类名句需要通过虚实并用的方法加深理解。

关联生活的默写

近年高考出现不少紧密联系实际生活的运用型默写题，它既体

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又能有效地考查默写。

1.抒发现实情思，读写紧密结合。

如果从语言交际延伸到写作方向，默写的天地一定会非常广阔。



如：我们即将告别难忘的高中生活,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和

同学,心中有不舍,日后会思念。未来，相隔两地的我们会同望一轮

明月，希望在追逐月光中将思念寄予对方，这便是张若虚《春江花

月夜》中“（1）            ，”两句表达的动人情

感。新的人生之路上，希望大家记住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有

善始者实繁，            （2）”的告诫，像《劝学》中

“            （3），功在不舍”那样坚持学习,永不懈怠。

当我们遇到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不要像《石钟山记》所反诘的“（4）

       ，            ，可乎”，要亲身实

践，求得真知。

这个题目简直就是一篇表现高中毕业生展望未来的短文。答案

可以依次写出：（1）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2）能

克终者盖寡；（3）驽马十驾；（4）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

2.古今情感交融，巧妙引用诗句。

如 2024 年新课标Ⅱ卷：快过年了，于老师牵挂在成都旅行的女

儿，给她发短信息时用了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

“         ，          ”，希望她不要贪

玩，早点儿回家。

由此可见，古人的感情可以与今人的情感交织在默写题中。题

干很接地气，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考生可以从指定篇目中找到

答案。考生填写平时熟悉的“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就能得分。

默写题要发挥好理解感情的优势，考生完全可以做到应付自如、伸

缩有度。

3.情境考验人情，务必书写准确。

人情练达即文章，情景默写也考验着我们的学习态度。近几年，

高考试卷多以情境填空的形式考查名篇名句默写，落实到卷面上往

往就是考查字形的正确书写。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对要求背诵的古诗文篇目要以最终的书写为

目的，要做到“三清”“两准”：“三清”即卷面清洁，字迹清楚，

笔画清晰；“两准”即字形准确，句型准确。平时要辨析通假字、

辨析形近字、识记生僻字，等等。

考生不仅要理解作者的喜怒忧思悲惊恐，而且要善于表达自己

丰富的情感世界，勤书写，强记忆。再说，考生书写本身也是一种

学习态度的表现。



正确把握情境默写的有效方法



我们可以“大小虚实情思绕”七个字三个方向来把握情境默写

题的答题技巧。

从大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

1.写景状物的句子。

如 2024 年北京卷：春光旖旎，佳客临门，杜甫诗兴盎然：“舍

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

君开）这里“佳客临门”的小角度值得你关注。

2.充满想象力的句子和蕴含情思的句子。

2024 年新课标Ⅱ卷：古代诗人在写离情时，经常在诗的上下两

句中分别表达离别双方的情思，如唐诗“            ，

      ”就是如此。答案可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

心在玉壶”；也可以是“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

个题目的角度比较大。

3.抒情言志的句子，注意志向角度的大小。

4.前后衔接的句子，注意过渡角度的大小。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两句，收束了对赤壁雄奇景物的描写，引起后面对历史的缅怀。

5.富有文化内涵的句子。

一般来说，以考查写景状物、蕴含哲理、抒情言志的句子为主，

角度有大有小。

从虚实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以下几点：

1.给出名句大意，要求填写与之相对应的句子。



2.给出上句或下句的大意，要求答出相关联的下句或上句原文。

如 2024 年北京卷：优美的神话传说常成为诗人灵感的来源，如秦观

《鹊桥仙》：“柔情似水，       ，       ！”

（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3.梳理文意，探求原因、结果、条件等。

前者具体实在，后者就比较“虚”了。如 2024 年全国甲卷：行

至群山深处，见到一挂瀑布飞泻而下，水石激荡，轰鸣作响。于老

师回头对学生们说：“这不就是古诗中写的

‘             ，        ’嘛！”（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4.指出艺术手法（往往较虚），要求答出相对应的句子（多写

实）。

如《阿房宫赋》中以一连串的排比夸张表现阿房宫的奢华，如

写架起房梁的椽子“多于机上之工女”，嘈杂的音乐声“多于市人

之言语”。

5.创设现代生活情景，要求答出相关句子。

如 2024 年全国甲卷：小慧为朋友家的农家乐餐厅写宣传横幅，

直接使用了陆游《游山西村》里的“             ，

       ”两句诗，朋友看了觉得很贴切。（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虚和实的对应往往需要联系感情因素才能准

确作答。因为考查的诗文不再全部是前后紧密相连的两个名句，而

有可能是从两组相连的句子中各取一句，通过一些语句衔接起来。

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发议论说，江水不停地流去，“而未尝

往也”；月亮时圆时缺，“而卒莫消长也”。这样就打破了以前“读

上句知下句”的熟悉感，而要切切实实理解作者的感情世界才能正

确作答，对考生的要求更高。

还有一种情形：相同句子因多角度解读而形成不同的考题。题

干不同，但答案是相同的。有的从文句意思的角度出题，有的从文

句所表达的感情的角度出题。由于情感的介入，也出现把两篇作品

合在一起考查的情况，即每篇只考一句（形成感情的比较）的情况。



这样可以扩大考查面。甚至有可能把多篇整合在一个文段里考

查。如设定了一个主题——“古人的襟抱与情怀”，后面要答的句

子都是与之相关的，并且给出相对应的具体解读。这种类型的题增

加了一些阅读量，并给部分心理素质不过关的考生造成一定的心理

冲击，使他们见到新题型发慌。

实际上，该题从形式上来看属于创新题，从内容上来看却是最

传统的“给上句，接下句”或“给下句，补上句”的题，考生在答

题时只要稳住自己的情绪抓准作品抒发的情感即可。

如 2024 年北京卷：孔子重视从心理角度阐说君子人格。《论语》

曰：“知者不惑，        ，      。”此题题干

前一句“心理角度”有点难度，但后面立即“柳暗花明”了。由“知

者不惑”的提示，考生可以轻松地写出“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这样的题，你还会害怕吗？其实很多默写题属于“纸老虎”，看起

来可怕，做起来不难。

理解了大小虚实情思绕的特点，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出题，变被

动为主动。重点注意写景状物角度的大小和虚实以及感情深挚的句

子。在复习时要注意把这些句子勾画圈点出来，重点识记。

注意诗文的文化内涵及与现代生活情景的联系。举一反三，加

以联想，学以致用，主动为古诗文创设运用情景。多练习，多接触

新题型。多练则化生为熟，熟能生巧，做到胸有成竹，遇变不慌。

三、情景式默写 8 大陷阱

陷阱 1：生僻难写字掌握不准造成错误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李白的《蜀道难》中，

“　　　　　　　　　　，　　　　　　　　　　”两句描写了飞流直

下、瀑布喧嚣、水石激荡的动人场景。(2)屈原在《离骚》中，运用互

文、比喻、象征等手法来写自己精勤修德、践行忠善长久之道的句子是：

“　　　　　　　　　　，　　　　　　　　　　。”(1)飞湍瀑流争

喧豗　砯崖转石万壑雷　(2)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陷阱:2：

句子或词语顺序颠倒造成错误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1)“大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间的潮水洗尽历史铅华，让曾经

辉煌的人事渐次淡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类似的句子是：

“　　　　　　　　　　，　　　　　　　　　　，　　　　　　　　　　

。”(2)苏洵在《六国论》中建议要厚待、礼遇人才，先

“　　　　　　　　　　；　　　　　　　　　　”然后再“并力西

向”，就会让秦国寝食难安。(1)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2)

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　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陷阱:3：虚词用错

或漏掉造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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