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说：“各字应归入之字类，

必从其本用定之，而不从其活用定之，乃得谓之字论上之字

类，实用上方有相当之价值。盖凡字一义只有一质而可有数

用，从其本来之质而用之者，谓之本用”。由此可以看出，

本用是词的本意所体现出来的功用；而活用则不是其本意所

能体现出来的用法。也就是说，必须先明白一个字的本意及

本用，才能判断其某一用法是否为活用。 



古文专题之

  词类活用

中考复习



板块一

基 本 常 识



基
本

概
念

    词类活用是指某些词临时改变其基本语法

功能去充当其它词类或基本功能未改变而用法

比较特殊的现象。

       词类活用一般见于文言文，古代汉语

中的词类活用非常普遍，是古代汉语的重要语

法特点之一，其内容主要包括名词、形容词、

数词用作一般动词，名词作状语，使动用法和

意动用法等。



活
用

条
件

1、注意这个词的位置变化。

2、注意这个词的功能变化。

3、注意这个词的前后环境变化。



判
断

方
法

1、找出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主语、宾

语如果不是代词，就是名词；谓语是动词或形

容词，谓语如果带了宾语，那么谓语就必须是

动词。）

2、词类活用中比较特殊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

3、在检查前面两项的基础上，再看句子的状语。

4、区别名词活用做状语和名词活用做动词的现

象，关键在于判断句中有没有其他动词做谓语。



板块二

常 见 类 型



一、名词活用为动词

       名词活用为动词，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名词连用，必有一个名词作

动词;副词后面直接带名词，名词就活用为动词。活用后的意义仍和这个名

词的意义密切相关，只是动作化而已。因为只有动词能带宾语和介宾补语，

所以，如果名词后紧接代词或处所名词、介宾短语，即可判断它是活用成

了动词。例如：

     1、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穿着破旧的衣服）

     2、天下缟素（穿白色丧服）



二、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按一般语法，形容词不能带宾语，所以，如果形容词出

现在代词前面，就可以判断它活用成了动词；同理，如形容词

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前，而它和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之间又构不成偏正关系，那么这个形容词就活用成了动词。

如：1、安敢轻吾射（轻视） 

2、互相轩邈（往高出远处伸展）



三、名词作状语

        从句法关系看，谓语动词在句中总是出现在主语、状语

后，所以，如果名词出现在动词前，而句子已有明确的主语时，

即可判断名词活用成了状语。通常分为:

①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如"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在道路上)

②表示动作行为的依据、手段或工具。如"失期，法皆斩"(按照法律)。

③表示行为的身份或对待的方式。如"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用对待

兄长的礼节)

④表示动作行为的特征或状态。如"其一犬坐于前"(像狗一样) 



四、动词活用为名词

      从句法关系看，动词在句中常出现在主语、状语之后作

谓语，所以，如果在谓语动词前或后出现了动词，且具有明显

的表示人或事物的意义时，即可判断动词活用成了名词。这一

名词一般出现在句中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有时前边有“其”

字。如：1、恐托付不效（托付的大事） 

        2、传不习乎（老师传授对的知识）



五、形容词意动用法

      意动用法是指某些词用作动词充当谓语时其动作属于主观上的

感觉、看待或评价。这种谓语与宾语的关系是：主语认为宾语所代表的

人或事物有谓语自身所代表的性状，或者把宾语当作谓语所代表的人或

事物去看待、评价。一般可译为“认为……”“以……为……”“对

……感到……”等。

如：1、吾妻之美我者（认为……美） 

        2、固以怪之也（对……感到奇怪）



六、名词意动用法

      意动用法是指某些词用作动词充当谓语时其动作属于主观上的感

觉、看待或评价。这种谓语与宾语的关系是：主语认为宾语所代表的人或

事物有谓语自身所代表的性状，或者把宾语当作谓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去

看待、评价。一般可译为“认为……”“以……为……”“对……感到

……”等。

如：1、故人不独亲其亲（以……为亲）

        2、不独子其子（以……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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