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诗歌阅读
    



(四)古诗文阅读

能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理解
(1)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2)理解常见文言虚词(何、之、为、而、则、以、其、于、乎、乃、者、也)在文中

的意义和用法。
(3)理解基本篇目中出现的通假字的含义。
(4)理解文言文的词类活用现象。
(5)理解文言特殊句式(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
2.分析综合
(1)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含义，并能翻译成现代汉语。
(2)分析概括文章表达的思想内容。
3.鉴赏评价
(1)鉴赏文章中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
(2)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考纲要求



【20年】

A.  首句点出友人去处，“接”字点明两地江河相连，给人以比邻相近之感。

B.  因为能够与友人一起观山间云雨，赏空中明月，所以诗人心中没有离愁别绪。

C.  末句“明月何曾是两乡”尽显情之恳切，与“千里共蝉娟”有异曲同工之妙。

D.  全诗通过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表达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谊。                                            

【21年】
A.  词人虽为“老夫”,但是插花起舞，把酒留春，仍具有少年人的心态与活力。
B.  “醉后少年狂” 与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意趣相同，表现词人的乐观旷达。
C.   这首词紧扣“送春”“留春”,景中寓情，情景交融，构思新巧， 一气呵成。
D.   语言质朴自然，明白晓畅，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流露出词人的率真性情。

【22年】
A.  前两句先写将士善于戎装打扮，再写日常军事训练，表现他们英姿飒爽的精神风貌。 

B.   后两句着重描写征人成守的西北边疆的壮美景象：歌声飘荡，鸿雁北飞，群马嘶鸣。 

c.   末句中的“绿”字描绘出原野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又一个春天不知不觉的到来了。
D. 全诗风格雄浑，感情奔放，表现了将士们征成生活的艰辛和思乡盼归的悲凉情绪。

          

考情回顾



考点总结

    能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鉴赏文章中的形象、语言、表现手法。
(2)评价文章的思想感情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1.写什么：形象(意象、景象、人物)、内容
2.怎么写：手法、语言风格、炼字等
3.为什么写：情感、观点、态度
4.联系教材所学比较鉴赏



10. 对下面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是 

送柴侍御   (唐)王昌龄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注：①武冈：地名。
A.  首句点出友人去处，“接”字点明两地江河相连，给人以比邻相近之感。
B.  因为能够与友人一起观山间云雨，赏空中明月，所以诗人心中没有离愁别绪。
C.  末句“明月何曾是两乡”尽显情之恳切，与“千里共蝉娟”有异曲同工之妙。
D.  全诗通过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表达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谊。

20年真题再现

沅江的波浪连接着武冈，送你不觉得有离别的伤感。
你我一路相连的青山共沐风雨，同顶一轮明月又何曾身处两地呢？



一、读懂诗歌



一：看标题

抓住五个切入点

二：看作者、注释，知人论世

三：找诗眼，把握“情感关键词”

四：看（典型）意象

五：借助选项



一：看标题，抓题眼

标题是诗歌内容和形式等信息的丰富载体
①揭示的写作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
②交代的写作缘由或目的；
③暗含的情感或奠定的作品感情基调；
④表明的诗歌题材；

20年《送柴侍御》
18年《颜神山中见桔》
15年《送李副史赴碛西官军》



二：看作者、注释，知人论世

    要真正读懂一首诗歌，必须“知人论世”。“知人论世”就是
说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生活经历、风格流派及其创作诗歌的时
代背景、目的等。读诗歌时，必须注意作者的遭遇、境况，注意作
者所处朝代的国势、朝政等方面的问题。知道了人与世，才能准确
把握诗歌的思想感情。这方面的信息有的诗歌考题会提供相关的注
释；有的属于名家名篇，则不再加注释，需要从平时积累的知识中
回忆提取。如：陶渊明淡泊名利，诗风恬淡；杜甫忧国忧民，诗风
沉郁；李白傲岸不群，诗风潇洒；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国难当头，
忧心如焚、慷慨悲壮。



在“知人论世”时要注意：
1．诗人不同，诗风各异。如李白——豪放飘逸(壮美、丰富多彩、变化万千、雄伟瑰丽、
奔放豪迈)，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杜甫——沉郁顿挫(情感的深厚、
浓郁、忧愤、蕴藉；语意的顿挫)，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2．境遇不同，诗情有别。如李清照前期与后期的作品就不同，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
暮)和《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所表达的情感明显不同。

3．时代不同，精神迥异。同为边塞诗，唐朝的与宋朝的就不同。王昌龄的《从军行》(青
海长云暗雪山)传达出的是豪迈和勇敢，陆游的《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传达出的是愤懑
和痛苦。

二：看作者、注释，知人论世



切入点三：找诗眼，把握“情感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歌大都篇幅短小，语言高度凝练、概括、含蓄而有跳跃性。因此，读诗歌不能匆
匆一扫而过，而应一个字一个字地品读，抓住诗歌中的关键词句，边读边想其意，力求还原诗
歌画面，迅速定位情感基调。
抓关键词，主要抓以下关键词：
类型 阐释 示例

显性
词语

可以明显看出诗歌情感类型的词语，
也叫“情感语”，多为动词和形容词，
表意功能明显，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了
诗歌抒情的方向和基调

“怨、恨、悲、愁、愤、忧、凄、喜、乐、悔、思、怜、泪、闲、
怅、怆、孤、独、寂寞”
独行穿落叶，闲坐数流萤。(“独”“闲”两字即是情语，揭示出
诗人的孤独、无聊之感)

隐性
词语

(1)描摹景、物、事、人等要素的词语，
他们虽然不是诗眼，但能暗示作者的
思想感情，这种词语叫“景物语”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首联借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并以急、高、哀、清、
白、飞等词修饰，指明了节序和环境，渲染了浓郁的秋意，给人以
沉郁苍凉、悲壮压抑之感)

(2)表情态、语气的虚词 如“但”“却”“惟”“仍”“又”“只”“徒”“空”
“尚”“犹”等词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犹”“只”两字将词人遥望金陵
时那种物是人非的无限怅恨的感叹传达了出来)



请找出后两句中的显性词语和隐性词语，并分析表达的情感。
闺　怨
王昌龄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三：找诗眼，把握“情感关键词”

1．显性词语： 悔  　表达情感：少妇让夫君长年征战的悔                         

                          

2．隐性词语： 忽   表达情感：将登楼时的兴冲冲到因柳色想起丈夫
而生伤感的这种情绪的变化，传达得淋漓尽致。



“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情感、意念。“象”，就是物象、形象
。“意象”就是意中之象，是客观物象经过作者的感情活动而创造
出来的独特形象。

切入点四：看（典型）意象



阅读下面这首诗，根据提示回答问题。
山居即事
王　维

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
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

1．抓意象：柴扉、落晖、松树、荜门、绿竹、红莲                                     

       

2．定情感：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以及陶醉于自然美景的闲适之情
，同时流露出落寞孤独之情。

切入点四：看（典型）意象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35313202302011143

https://d.book118.com/53531320230201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