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语文上册文言文阅读测试题试卷 

 

一、七年级语文上册文言文阅读 

1．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

驰，意与日去  ，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1）解释下列划线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①诫子书________ 

②淫慢则不能励精________ 

③险躁则不能冶性________ 

（2）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②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明了“淡泊”“宁静”是“明志”的前提。 

B.全文的中心论点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C.文章以骈句为主，句式对称，整齐和谐，富有韵律美。 

D.文章只概括了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

比鲜明。 

2．课外阅读   

蔡洪赴洛 

    蔡洪①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②  ， 采贤俊于岩穴。

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③  ， 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

盈④握之璧⑤不必采于昆仓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⑥

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⑦  ， 得无诸君是其苗裔⑧乎？” 

（选自《世说新语》） 

（注释）①蔡洪：字叔开，三国时吴人，吴亡入晋，有才名。②仄陋：同“侧陋”，指出身

卑微。③亡国之余：亡国的遗民。蔡洪为吴人，西晋灭吴，所以这样说。④盈：满，满

满的。⑤璧：圆形的玉。⑥常：通常的、固定的。⑦邑：城市、县。⑧苗裔：后裔、后

代。 

（1）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采贤俊于岩穴/贤哉，回也 

B.亡国之余/亡处亡气 

C.有何异才而应斯举/逝者如斯夫 

D.何必常处/将复何及 

（2）请用三条“/”给文中画横线句子断句。   

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3）选文中的蔡洪和《陈太丘与友期行》中的陈元方，面对无礼的刁难都能有力回应。请



分析两人的回应方式有什么不同？     

3．阅读下面甲、乙两段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

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

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乙）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

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

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1）用“/”给下面的句子断句。（限断三处）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2）解释下列句子中画线的词。   

①非宁静无以致远________ 

②淫慢则不能励精________ 

③遂成枯落________ 

④以负陛下________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①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②及卒,如其所言。 

（4）甲文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一句，请从乙文中找出表明诸葛亮“淡泊”的相关内容，并

用自己的话加以概括。     

4．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论语》十二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学而》 

    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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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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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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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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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1）给下面画线的词注音。   



学而不思则罔 ________        思而不学则殆 ________ 

（2）解释下面画线的词。   

人不知而不愠 ________             博学而笃志 ________ 

（3）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   

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4）“吾日三省吾身”曾子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个方面反省自己，从中可以

看出古代治学的人非常重视品德修养。     

（5）一天晚上，小明因和同学玩耍而没有完成作业，遭到妈妈的严厉批评。小明不服气而

与妈妈辩驳。请你引用《<论语>十二章》中的话劝说小明。（50字左右）     

5．阅读《狼》，完成下面小题。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

之并驱如故。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苦蔽成丘。屠乃奔倚

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

刀毙之。 

    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

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1）解释文中加下划线的词语。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②久之，目似瞑，意暇甚。 

（3）请用词语概括狼的形象特点。     

6．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诫子书 

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谈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

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乙】金忠待人以宽 

（明）焦竑 

    金忠①于人有片善心称之，虽有素与公异者，其人有他善，未尝不称也。里人有数窘辱

公，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或日：“彼不于公有感②乎？”曰：

“顾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长？” 

（选自《玉堂丛语》） 

（注释）①金忠：人名，明代鄞（今浙江鄞县）人。②感：通“憾”，怨恨。 

（1）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词语。   



①淫慢则不能励精________              ②险躁则不能治性________ 

③年与时驰 ________                   ④非宁静无以致远________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②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3）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于人有片善心称之／择善而从 

B.虽有素与公异者／素昧平生 

C.顾其才可用／元方入门不顾 

D.奈何以私故／并驱如故 

（4）请用三条“／”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 

公 为 尚 书 时 其 人 以 吏 来 京 师 惧 不 为 容 公 荐 用 之 

     

（5）金忠是一个怎样的人？请阅读全文概括。 

     

7．阅读选文，回答问题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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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昔吴起①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起曰：“待公而食。”故人

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起之不食以俟②者，

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③？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  

[注释]①[吴起]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②[俟]等待。③[欤 yú]句末语气词。 

（1）解释下列划线字   

①尊君在不 ． （________） 

②下车引之（________） 

③故人曰  （________） 

④明日早  （________） 

（2）翻译下列句子。   

①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②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 

（3）根据语句意思，下列句子朗读停顿正确的一项是：（    ）             

A.君与家君期日/中 

B.下车引/之 

C.起不/食待之 

D.令人/求故人 

（4）读了[甲]段和[乙]段之后，你一定对“守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请结合文段内容并谈



谈你对“守信”的看法。     

8．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学而》 

    ②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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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③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④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⑤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⑥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1）解释划线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不亦说乎________ 

②为人谋而不忠乎？________ 

③温故而知新________ 

④博学而笃志________ 

（2）翻译下列句子。   

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按要求用原文填空。   

①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由此可以联想到《论语》中孔子的话：

________，________。 

②《<论语>十二章》中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请写出其中的两个：________、

________。 

（4）如果从文中选出一个句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你选哪一句，请说明理由。     

9．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咏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

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

将军王凝之妻也。 

（1）解释下列句中画线字词的含义。   

①俄而雪骤________ 

②俄而雪骤________ 

③差可拟________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②未若柳絮因风起。 

（3）对文章的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结尾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表明了作者赞赏谢道韫的聪颖和才气。 

B.谢太傅认为后一喻比前一喻好。 



C.公大笑中的笑意有讽刺兄子胡儿“撒盐空中差可拟”不恰当。 

D.“柳絮”一喻给人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正如英国大诗人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有深刻的意蕴。 

10．文言文阅读   

《论语》十二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 不亦君子

乎？” 

    （《学而》） 

    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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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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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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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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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张》） 

（1）解释划线字。   

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________ 

②人不知而不愠         ________ 

（2）翻译下列句子。   

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②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3）孔子称赞颜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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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表现了颜回怎样的精神品质？     

（4）《论语》这本书，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真言，学习完《<论语>十二章》这篇文章，

结合课文说说你有什么收获？说出一点即可     

11．阅读选文，回答问题    

陈太丘与友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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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便怒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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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解释下列划线的词。   

①与友期行________ 

②尊君在不 ________ 

③元方人门不顾 ________ 

（2）翻译下面的句子。   

①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②元方人门不顾。 

（3）对文意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A.陈太丘是从“无信”“无礼”这两方面反驳父亲的朋友的。 

B.选文主要是批评那些不守信用、没有礼貌的人。 

C.面对客人的责骂，文中运用语言和动作描写表现地方的不卑不亢，有礼有节。 

D.“怒”与“惭”写客人被陈元方反驳前后的神态变化，不仅使文章语言生动，同时也表明客人

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12．阅读下面《论语》节选语段，按要求答题。   

    子路①曰：“卫君②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③乎!”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日：“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④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

⑤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⑥而已矣!”（《论

语·子路》） 

【注】①子路：孔子的弟子仲由，字子路。②卫君：卫国国君。③正名：使名正，纠正

名与实不相符合的情形。④阙如：空缺的样子。⑤错：通“措”。放置。⑥所苟：苟且的

地方，马虎的地方。 

（1）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卫君待子而为政/为人谋而不忠乎 

B.则刑罚不中/过中不至 

C.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温故而知新 

D.君子于其言/于我如浮云 

（2）请用三条“/”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   

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3）结合文段内容，谈谈孔子为什么要提出“正名”，他又是如何看待“正名”的。     



1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意思。   

①不亦说乎________    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________ 

③温故而知新________    ④诲汝知之乎________ 

⑤学而不厌________    ⑥见不贤而内自省也________ 

（2）请用“／”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三处）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3）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子的意思   

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4）关于学习，孔子提出了哪些观点？请结合实际谈谈你获得的启示。     

14．课内阅读   

狼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

狼之并驱如故。 

    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

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暝，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

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以半入，止露尻

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1）画线字词解释   

①屠大窘，恐前后受其敌 ________    ②乃悟前狼假寐 ________ 

③屠暴起________                  ④止增笑耳________ 

（2）下列各组句子中画线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俭以养德            以刀劈狼首 

B.屠乃奔倚其下        屠自后断其股 

C.友人惭，下车引之    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D.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3）用现代汉语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 



（4）读了《狼》这个故事，你得到什么启示？     

15．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穿井得一人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 

    有闻而传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

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选自《吕氏春秋》） 

【乙】犀怪 

    余乡延溪①有石犀牛，其来颇久。近岁居民艺②。麦，被邻夜食几尽。牛主惧其讼己，

乃故言曰：”早见收儿，吉石犀牛汗如喘，又口有余青。食邻麦者，殆是乎？”众皆信然，

谓石犀岁久成怪。于是艺麦家持石往断犀足不复疑邻牛云。嗟夫，邻牛食麦，石犀受击。

石犀之形，以一击坏，而名亦以众口神。凡事何可不揆诸理？ 

【注】①延溪：地名，在湖南桃源东。②艺：种植。 

（选自《雪涛小说》） 

（1）解释下列句子中划线的词。   

①及其家穿井________ 

②闻之于宋君________ 

③乃故言曰________ 

（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   

食邻麦者，殆是乎？ 

（3）用“/”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限断 2处）     

（4）【甲】、【乙】两文讲述了一个类似的道理，请结合文章内容作简要分析。     

16．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

曝①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②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③入两股间。

今乃④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苏轼《东坡志林》） 

【注】①曝：晒。②拊（fǔ）掌：拍手。③搐（chù）：抽缩。④乃：却。 

（1）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词意思不相同的一项（    ）             

A.好书画/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B.尾搐入两股间/屠自断其股 

C.处士笑而然之/舍然大喜 

D.不可改也/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2）给下面的句子断句。   

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 

（3）这则故事给人的启示是什么？     

17．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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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便怒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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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解释下列划线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①陈太丘与友期行________ 

②相委而去________ 

③下车引之________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②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3）下列对文章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借元方责备客人的语言，从正面强调“信”

与“礼”的重要性。 

B.“期行”是指陈太丘与他的朋友约好一起出行，交代了故事的起因。 

C.“怒”与“惭”写客人被陈元方反驳前后的神态变化，不仅使文章语言生动形象，同时也表明

客人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D.这个故事表明守信对于处世立身的重要性，告诫人们要做一个守信之人。 

18．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小题   

    （甲）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

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

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狼

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乙）有富室，偶得二小狼，与家犬杂畜，亦与犬相安。稍长，亦颇驯，竟忘其为狼。

一日，主人尽寝厅事，闻群犬呜呜作怒声，惊起周视，无一人。再就枕，将寐，犬又如

前。乃伪睡以俟，则二狼伺其未觉，将啮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杀而取其革。 “狼

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  ， 更不止于野心矣。兽

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 

（1）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字。   

①目似瞑________ 

②将舐其喉________ 

③信不诬哉________ 

④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________ 

（2）下列各组句子中划线字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以刀劈狼首/乃伪睡以俟 

B.久之  ， 目似瞑/犬阻之  ， 不使前也 

C.更不止于野心矣/所欲有甚于生 

D.乃杀之而取其革/乃重修岳阳楼 

（3）下列句子中划线词语意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不相同的一项是（    ）             

A.然野心不过遁逸耳 



B.中间力拉崩倒之声 

C.叫嚣乎东西  ， 突乎南北 

D.而顷刻两毙 

（4）甲、乙两段文字写出了狼的什么共同特征？作者对狼分别持怎样的态度？     

（5）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①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 

②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 

19．阅读文言文，回答问题。   

张千载高谊 

    千载字毅甫，庐陵人，文山①之友也。文山贵显，屡以官辟②  ， 皆不就。文山自广还，

至吉州城下。千载来见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侧近，日以美食奉之。

凡留燕三年潜③造一椟④文山受刑后即藏其首。后，火其尸，拾骨置囊。南归，付其家葬

之。 

    千载高谊，亦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 

【注】①文山：文天祥自号。②辟：征召。③潜：偷偷地。④椟：木匣。 

（1）下列划线词语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             

A.至吉州城下/过中不至 

B.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尊君在不 

C.凡留燕三年/吾日三省吾身 

D.文山之友也/下车引之 

（2）请用三条“/”给文中画线的句子断句。   

凡 留 燕 三 年 潜 造 一 椟 文 山 受 刑 后 即 藏 其 首 

（3）结合文章上下文，用自己的话概括张千载高谊“高”在何处。     

20．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后面小题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

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

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选自《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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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陈太丘与友期行》） 

（1）下面句中，加下划线字的意思相同的一组是（      ）             

A.君与家君期日中/吾日三省吾身 

B.公大笑乐/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C.元方时年七岁/学而时习之 

D.日中不至，则是无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2）翻译句子。   



①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②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3）下面对文章内容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咏雪》中“儿女”的含义与今天不同，这里的“儿女”犹言子侄辈，指家中年轻的一代人。 

B.谢太傅“欣然、大笑乐” ，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的轻松和谐。 

C.陈太丘指责友人“日中不至”，可见他是办事讲诚信、正直不阿的人。 

D.友人由“怒”到“惭”，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无信与无礼。 

21．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

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1）解释下列加下划线字的意思。   

①文侯与虞人期猎________ 

②天雨 ________ 

③公将焉之 ________ 

④乃往，身自罢之________ 

（2）翻译下面的句子。   

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 

（3）给这则短文拟写一个标题。     

22．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小题。   

《〈论语〉十二章》（节选） 

    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学而》 

    ②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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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③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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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 

    ④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⑤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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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 

（1）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词的意义相同的一项是（    ）             

A.温故而知新            学而时习之 

B.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公大笑乐 

C.可以为师矣            为人谋而不忠乎 

D.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匹夫不可夺志也 

（2）翻译下列句子。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自述其人生经历时说自己到七十岁时做事才能不随心所欲，不越过法度。 



B.“三省吾身”“三人行”的“三省”“三人”分别指“三次进行反省”和“几个人”。 

C.孔子认为在与人交往中即使别人不理解自己也不要动怒。 

D.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可以看出孔子具有安贫乐

道的君子精神。 

23．文言阅读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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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陈寔①  ， 字仲弓，为太丘长。有人伏梁上，寔见，呼其子训之曰： “夫不喜之

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 ”俄闻自投地，伏罪。寔曰： “观君形状非恶人

应由贫困。 ” 乃遗布二端，令改过之，后更无盗。  

【注释】①陈寔（shí）：东汉人，做过太丘县令。 

（1）用“/”给下面句子断句，限断一处。   

观  君  形  状  非  恶  人  应  由  贫  困 

（2）解释加点的字   

①期日中________ 

②尊君在不 ________ 

③呼其子训之________ 

④乃遗布二端________ 

（3）将下列句子译成现代文   

①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②乃遗布二端，令改过之，后更无盗。 

（4）文中陈氏父子的所为令我们钦佩，请结合文章内容，说说我们应向他们各学些什么？     

24．阅读下面的文段，回答问题。   

    （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

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

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 

    （乙）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

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①。可

长有者，其为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  ， 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

敖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已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孙叔敖戒子》 

【注释】①禨:(jī):迷信鬼神，向鬼神求福。 

（1）下列加下划线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王数封我矣        多次，屡次 

B.必无受利地        一定 

C.知以人之所恶      恶劣 



D.孙叔敖之知        通“智” 智慧 

（2）用“/”给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两处）   

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 

（3）翻译句子。   

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②孙叔敖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 

（4）这两篇文章同为劝解儿子的书信，但是目的不同。甲文诸葛亮写信的目的是劝诫儿子

________，________   乙文孙叔敖写信的目的是劝诫儿子________ 。     

25．文言文阅读   

《论语》十二章选段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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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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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

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军》）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下划线的词语。   

①不逾矩________ 

②人不堪其忧________ 

③好之者不如乐之者________ 

④逝者如斯夫________ 

（2）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的意思。   

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②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6．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论语十二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 

    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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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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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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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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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1）   孔子名________，字仲尼，________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2）解释加下划线词语在句中的意思。   

①三十而立 ________ 

②为人谋而不忠乎________ 

（3）本文所选内容是围绕哪两个方面展开的？     

（4）孔子认为对别人的优缺点应如何正确对待呢？用自己的话说说。     

（5）孔子及其弟子在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上有很多观点，请选择其中一点谈谈你的体会？     

27．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各题。   

【甲】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乙】 

    孔子观于周庙，有敧①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②

之器。”孔子曰：“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敧，中③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

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敧。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④有满而不覆者

哉！” 

（《韩诗外传》） 

【注】①敧（qī）：倾斜。②宥（yóu）座：座位右边。“宥”通“右”。③中：这里指装水

到一半。④恶（wū）：哪里，怎么。 

（1）给下面两个句子划分停顿。   

①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②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 

（2）解释下列划线的字词。   

①好之者不如乐之者________ 

②择其善者而从之者________ 

③孔子观于周庙________ 

④虚则敧________ 

（3）将下列句子翻译成汉语。   

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②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4）这几段文字内容都与学习有关，谈的都是学习________方面的问题。【乙】文中孔子

“恶有满而不覆者哉”的感叹给了我们的启示是________。     

28．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狼 



蒲松龄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

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屠大窘，恐前后

受其敌。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

眈眈相向。少时，一狼径，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

首，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

止露尻尾。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1）解释下列划线的字或词。   

①乃悟前狼假寐________ 

②狼亦黠矣________ 

③止有剩骨________ 

④耽眈相向________ 

⑤意暇甚________ 

（2）翻译下列句子。 

①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②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3）请找出点明文章主旨的句子。（用原文句子回答）     

（4）这个故事给了你什么启示？     

29．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后面小题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

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

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选自《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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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陈太丘与友期行》） 

（1）下面句中，划线字的意思相同的一组是（    ）             

A.君与家君期日中/吾日三省吾身 

B.公大笑乐/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C.元方时年七岁/学而时习之 

D.日中不至，则是无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2）翻译句子。   

①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②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 

（3）下面对文章内容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咏雪》中“儿女”的含义与今天不同，这里的“儿女”犹言子侄辈，指家中年轻的一代人。 



B.谢太傅“欣然、大笑乐” ，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的轻松和谐。 

C.陈太丘指责友人“日中不至”，可见他是办事讲诚信、正直不阿的人。 

D.友人由“怒”到“惭”，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无信与无礼。 

30．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论语》十二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学而》） 

曾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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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而》） 

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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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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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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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1）下列句子中划线词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学而时习之。时：时间 

B.人不知而不愠。愠：生气、恼怒 

C.吾日三省吾身。省：反省 

D.思而不学则殆。殆：疑惑 

（2）下列划线词与“可以为师矣”一句中“以”字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先帝不以臣卑鄙 

B.可以一战 

C.可以调素琴 

D.皆以美于徐公 

（3）下列说法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认为，只要温习了学过的知识，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当老师。 

B.“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谈论的是学习方法。 

C.《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D.“四书”指的是《尚书》《论语》《大学》《中庸》。 

（4）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的句子。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5）两千多年来，孔子闪烁着哲理光彩的语录，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请

从文中选择一则，谈谈你的感悟。     

 

【参考答案】***试卷处理标记，请不要删除 

 

 

一、七年级语文上册文言文阅读 

 

1．（1）告诫、劝勉；懈怠；轻薄 

（2）①不能内心恬淡，不慕名利，就没办法明确志向，不能宁静专一，就没办法达到远

大目标。②年纪随同时光而疾速逝去，意志随同岁月而消失。 

（3）D    

【解析】【分析】（1）涉及的词语都是常见的文言实词。解答时要联系上下文，根据语境

做出判断。“诫”，告诫 、劝勉；“慢”，懈怠。 

 （2）要求学生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句子的整体意思，要找出关键实词、

虚词，查看有无特殊句式，如判断句、倒装句（宾语前置、状语后置）、被动句、反问句

等。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义为辅。重点字词：“明”，明确；

“致”，达到；“去”，消失。 

 （3）D 项错误。应改为：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

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故答案为：⑴① 告诫、劝勉 ；② 懈怠 ；③ 轻薄 

 ⑵ ①不能内心恬淡，不慕名利，就没办法明确志向，不能宁静专一，就没办法达到远大

目标。②年纪随同时光而疾速逝去，意志随同岁月而消失。 

 ⑶ D 

 【点评】⑴本题考查理解文言实词含义的能力。理解词语的含义时要注意文言词语的特殊

用法，如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能结合具体语境来准确辨析即可。 

 ⑵本题考查重点句子的翻译。翻译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通

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特别是文言特殊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

为辅。 

 ⑶本题考查文章内容的理解，注意通读全文，把握文意，揣摩选项正误。 

2．（1）C 

（2）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3）蔡洪:连举事例，从侧而回应，给对方有力的反击，运用类比或比喻的手法，增强语

言气势。陈元方:针锋相对，从正面直接回应友人的无信无礼。    

【解析】【分析】（1）A. 贤：名词，才能、德行好的人/形容词，贤德；B. 亡：灭亡/同

“无”（wú），没有；C. 斯：代词，这；D．何：代词，为什么/副词，怎么；故选 C。 

 （2）本句意思是：“夜明珠不一定出产在黄河里；一手握不下的壁玉也不一定非要采自昆

仑山中。这是两个并列的分句，故“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与“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

之山”之间首先要断开。其次，从语法上看，“夜光之珠”是主语，“不必出于孟津之河”是谓



语，中间要断开；“盈握之璧”是主语，“不必采于昆仑之山”是谓语，中间要断开。故本句

停顿为：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3）《陈太丘与友期行》中，陈元方面对友人“非人哉”的怒骂，直接反驳到：“日中不

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他的反驳是针锋相对，有理有据；《蔡洪赴洛》

中，蔡洪面对洛中人“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这样的讥讽，并没有

直接反驳，而是先用“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来进

行类比说理，然后举了“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的事例来进行有力证明，最后以“昔

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巧妙有力地反击了对方。 

 故答案为：⑴C； 

 ⑵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 

 ⑶蔡洪:连举事例，从侧而回应，给对方有力的反击，运用类比或比喻的手法，增强语言气

势。陈元方:针锋相对，从正面直接回应友人的无信无礼。 

 【点评】⑴本题考查辨析一词多义，文言词语的用法和含义是中考的常考题，一词多义现

象在文言文中相当常见，有些词所包含的意义不只一个，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表示不同的

意思； 

 ⑵本题考查文言文断句的能力，断句前，先要通读全文理清文段思路，尤其是把握文章中

涉及的人物及关系。也可借助文段的一些特征巧妙断句，比如借助虚词，借助句式，借助

对话词“曰”、“云”等，根据句子的结构成分等，读出含义，然后断句； 

 ⑶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概括能力。答题时需要通晓全文大按要求概括

作答即可。  

【附参考译文】 

    蔡洪来到洛阳，洛阳当地的人对他说：“官署刚刚成立，百官都在招募下属，在出身卑微

的人当中寻找英俊奇特的人才，在山野隐士中征俊杰。你是吴楚之地的读书人，亡国之

人，有什么特殊才能来参加征召呢？”蔡洪回答：“夜明珠不一定出产在黄河里；一手握不

下的壁玉也不一定非要采自昆仑山中。大禹生在东夷，文王生在西羌。圣贤之士的诞生

地，不必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从前武王讨伐纣王，把商朝愚顽的百姓迁到了洛阳，莫非各

位就是那些刁顽之民的后代吗？” 

3．（1）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2）达到；放纵；最终，终于；辜负 

（3）①不学习就难以增长才干，不立志就无法学有所成。    

②到了他死的时候，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 

（4）①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家产只是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②诸葛亮在外做官，不

做其他兼职营生增加自己的收入。③诸葛亮死时，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和物品。    

【解析】【分析】（1）本题考查学生划分文言句子节奏的能力。一般来说，主谓之间应该

有停顿，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顿，几个连动的成分之间也应该有停顿。这句话的

大意是：等到我死的那天，不要让我家里有剩余的丝绸，外面有多余的财产，以至于辜负

了陛下。故停顿是：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2）这道题考查的是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课内重点文言实词需要平时的积累识记，并且活

学活用，学会从课内到课外的迁移。作答时，可先理解整句话的大意，再来推断加下划线



词的含义。①大意：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致：达到。②大意：放纵懒散

就无法振奋精神。淫：放纵。③大意：最终枯败零落。遂：最终、终于。④大意：以至

于辜负了陛下。负：辜负。 

（3）这道题考查的是翻译文言语句的能力。翻译时，必须遵循“字字有着落，直译、意译

相结合，以直译为主”的原则。翻译文言语句要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汇。第一句重难点词语

有：广才，增长才干。第二句重难点词语有：及，等到。如，果如、果真像。 

（4）这道题考查对文段内容的理解。“非淡泊无以明志”意思是：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

向。乙文中表现诸葛亮淡泊名利的语句有“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不别治生,以长尺

寸”“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家产只是

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诸葛亮在外做官时，不做其他兼职营生增加自己的收入；诸葛

亮去世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和物品。 

故答案为：⑴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⑵达到；放纵；最终，终于；辜负 

⑶ ①不学习就难以增长才干，不立志就无法学有所成。②到了他死的时候，果真像他所

说的那样。 
⑷ ①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家产只是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②诸葛亮在外做官，不做

其他兼职营生增加自己的收入。③诸葛亮死时，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和物品。 

【点评】⑴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断句能力。句子间的停顿要注意：1.要通读全文，仔细

体会词、短语以及句子之间的联系；2.要先易后难，把会断的句子先断开，逐步缩小范

围，直到把所有的句子都断开；3.要重视内容，断完后根据句子的含义、文章的内容再核

对一遍。据此分析，该句可断为：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⑵2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言词语的理解能力。要求学生在识记文言词语基本意思的基础上，

根据上下文去判断。尤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等特殊现象。平时学习中，

对于文言虚词、多义词要多加比较，知道它有几个意思，并分别举出例句，积累下来。遇

到多义的文言虚词、实词后一定要加以联想，想一想在其它句子中该词是什么意思，这样

熟能生巧。考试时再遇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别开了。 
⑶本题考查学生翻译文言文的能力。文言文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两种。所谓直译，是指用现

代汉语的词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地对应翻译，做到实词、虚词尽可能文意相对；所谓意

译，则是根据语句的意思进行翻译，做到尽量符合原文意思，语句尽可能照顾原文词义。

中考时常采用直译，所以当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要求具有落实重点词语的能力，不能

遗漏，同时要与上下文连贯，有时还要补出省略的主语，同时要抓住其中的关键字。 
⑷本题考查学生把握文段内容要点、语言的表达能力及筛选文本重要信息的基本能力。解

答此类题目需要学生准确翻译理解文言内容，特别是侧重于对文章要点的具体把握，这是

解答本段文字的关键所在，在解答的时候要突出这一点内容。我们要在理解课文的基础

上，大胆地从文中提取，并用通顺的语句概括出内容。 

【参考译文】 

【甲】 

    君子的行为操守，从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

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学习。



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无法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无法振奋精

神，急躁冒险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终枯败零落，

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那穷困的居舍，其时悔恨又怎么来得

及？ 

【乙】 

    初，诸葛亮上书给后主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不肥沃的田十五顷，供给家人的

衣食还有结余。至于我在外任职时，没有另外征集赋税，随身衣食都靠政府供给，也不另

外经营产业来增加自己的丁点财富。等到我死的那天，不要让我家里有剩余的丝绸，外面

有多余的财产，以至于辜负了陛下。”到了他死的时候，真的像他所说得那样。 

4．（1）wǎng；dài 

（2）生气、发怒；忠实、坚守 

（3）①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可以凭借（这一点）做老师了。    

②懂得学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 

（4）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不习 

（5）孔子教导我们要“学而时习之”，你没有按时做作业，怎么巩固当天所学的知识呢？何

况第二天老师要检查作用。妈妈也是为你好，赶快向妈妈认错，并完成功课吧。    

【解析】【分析】（1）本题考查字音。“罔”不要读成 mǎng，“殆”不要读成 tái。 

 （2）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平时注意多积累归纳，加强对文言文中重点实

词、重点虚词、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通假字等现象的理解与识记，并学会迁

移运用。“愠”，本义即为“生气、发怒”；“笃”，一词多义，忠实、坚守。做题时要结合语

境，认真分析，确认词义。 

 （3）本题考查的是理解并翻译句子的能力。解答时一定要先回到语境中，根据语境读懂

句子的整体意思，然后思考命题者可能确定的赋分点，首先要找出关键实词、虚词，查看

有无特殊句式，运用“留”“删”“调”“换”“补”的方法，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并按现代汉语的

规范，将翻译过来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达到词达句顺。此句中重点的词有：①故，学过

的知识；可以，可以凭借。②之，代词，代指学问和事业；乐，以……为乐。 

 （4）本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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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我每日多次进行自我检查：替人谋划事情是否竭尽自己的心力了呢？同朋友

交往是否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可知从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不

习三个方面反省自己。 

 （5）本题考查的是口语交际中的劝说他人的能力。解答此类题，第一步要分析情景，明

确题意。本题根据题意，可知是劝说“小明因和同学玩耍而没有完成作业”，第二步要正

确、得体地表达。首先要礼貌地称呼对方；然后结合题意，说明不完成作业的危害，要求

引用《<论语>十二章》中的话，找到对应的句子即“学而时习之”“传不习乎”，讲明复习的

重要性；还要注意应向妈妈道歉的情节。注意语气要委婉。  

故答案为：⑴ wǎng ；dài 

 ⑵ 生气、发怒；忠实、坚守 

 ⑶ ①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可以凭借（这一点）做老师了。 ②懂

得学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 



 ⑷ 为人谋；与朋友交 ；传不习 

 ⑸ 孔子教导我们要“学而时习之”，你没有按时做作业，怎么巩固当天所学的知识呢？何况

第二天老师要检查作用。妈妈也是为你好，赶快向妈妈认错，并完成功课吧。 

【点评】⑴本题考查考生对汉字字音的识记能力。考查的大多数是生活中常见的、容易读

错的基础字，学生在平时要重点识记和积累，注意对形声字、形近字、同音字的辨析。 

 ⑵本题考查对常见文言词语意义的理解及知识的迁移能力。解答此题要结合句子进行理

解，词语的意思可根据知识的积累结合原句进行推断，考生在平时要注意对常见文言词语

进行积累。 

 ⑶本题考查的是重点句子的翻译。解答此题要遵循翻译的原则，掌握翻译的方法，要忠于

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顺畅，翻译时要注意重点词语和常见句式的正确

理解。 

 ⑷本题考查考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解答此题要求考生读懂文章，理解文意，结合题

干要求进行作答⑸本题考查考生语言表达能力。要求考生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进行表

达，注意说话的语气要委婉，注意观点的明确，知识的运用。 

【参考译文】 

    孔子说：“学了知识之后时常去温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

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是有才德的人吗？” 

    曾子说：“我每日多次进行自我检查：替人谋划事情是否竭尽自己的心力了呢？同朋友交

往是否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便小有所成，四十岁能（通达事理）不被

外物所迷惑，五十岁能知道上天的意旨，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做事能

随心所欲，不会超过规矩。”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当（别

人的）老师了。” 

    孔子说：“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适从;只空想却不学习，就会疑惑而无

所适从。” 

    孔子说：“多么贤德啊，颜回！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

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爱好学习）的乐趣。多么贤德啊，颜回！” 

    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快乐的

人。”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枕着它睡，乐趣也在这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

的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孔子说：“在多个人的行列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的优点向他学

习，发现他的缺点（如果自己也有）就对照着改正自己的缺点。” 

    孔子在河岸上说：“逝去的一切像河水一样流去，日夜不停。” 

    孔子说：“军队的主帅可以改变，平民百姓的志气却不可改变。” 

    子夏说：“博览群书并广泛学习，而且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多思考当前的

事，仁德就在其中了。” 

5．（1）①止：只,仅仅的意思；②“犬”是名词,这里作状语,“像狗一样”的意思；    



③意：神情；④黠：狡猾,狡诈。 

（2）①两只狼不敢上前，瞪眼朝着屠户。②过了很久，它的眼睛好像闭上了，神情十分

悠闲。 

（3）狡猾、聪明、贪婪    

【解析】【分析】（1）①句意： 只剩下一些骨头。止：只，仅仅。②句意：另一只狼像

狗似的蹲坐在前面。犬：名词作状语，“像狗一样”。 ③句意：神情很悠闲。意，此处为神

情。④句意：狼也太狡猾了。黠：狡猾，狡诈。 

 （2）本题关键字有：①“前”的意思为上前，动词。眈眈相向 ：注视着；眈眈：(瞪着眼）

注视的样子；相：彼此，互相。两只狼不敢上前，瞪眼朝着屠户。②久，很久；之，没有

实在意义。瞑（míng），闭眼。暇（xiá），悠闲。 

 （3）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

故”表现了狼的贪婪；“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表现了狼的聪明狡猾。 

 故答案为：⑴ ①止：只,仅仅的意思；②“犬”是名词,这里作状语,“像狗一样”的意思； ③

意：神情；④黠：狡猾,狡诈。 

 ⑵ ①两只狼不敢上前，瞪眼朝着屠户。②过了很久，它的眼睛好像闭上了，神情十分悠

闲。 

 ⑶ 狡猾、聪明、贪婪 

 【点评】⑴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理解能力。作答本题，重点在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同时

也可以借助整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 

 ⑵本题考查重点句子的翻译。翻译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通

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特别是文言特殊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

为辅。 

 ⑶本题考查狼的形象。回答本题要结合语句具体分析狼的形象。 

 【附参考译文】  

    有个屠户天晚回家，担子里的肉已经卖完了，只剩下一些骨头。路上遇到两只狼，紧随

着走了很远。 

    屠户害怕了，拿起一块骨头扔过去。一只狼得到骨头停下了，另一只狼仍然跟着。屠户

又拿起一块骨头扔过去，后得到骨头的那只狼停下了，可是先得到骨头的那只狼又跟上

来。骨头已经扔完了，两只狼像原来一样一起追赶。 

    屠户很窘迫，恐怕前后一起受到狼的攻击。看见野地里有一个打麦场，场主人把柴草堆

在打麦场里，覆盖成小山似的。屠户于是奔过去倚靠在柴草堆下面，放下担子拿起屠刀。

两只狼都不敢向前，瞪眼朝着屠户。 

    过了一会儿，一只狼径直走开，另一只狼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时间长了，那只狼的眼

睛似乎闭上了，神情悠闲得很。屠户突然跳起来，用刀劈狼的脑袋，又连砍几刀把狼杀

死。屠户正要上路，转到柴草堆后面一看，只见另一只狼正在柴草堆里打洞，想要钻过去

从背后对屠户进行攻击。狼的身子已经钻进一半，只有屁股和尾巴露在外面。屠户从后面

砍断了狼的后腿，也把狼杀死。这才明白前面的那只狼假装睡觉，原来是用来诱惑敌方

的。 

    狼也太狡猾了，可是一会儿两只狼都被砍死，禽兽的欺骗手段能有多少呢？只不过给人



增加笑料罢了。 

6．（1）振奋；修养；疾行，指迅速逝去；达到 

（2）①不下苦功夫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就不能使学

业成功。②用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用节约来培养自己的品行。 

（3）B 

（4）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 

（5）正直无私，胸怀宽广，用人唯贤。 

【解析】【分析】1）①句意：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励：振

奋。②句意：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情。治：修养。③句意：年华随时光而

飞驰。驰：疾行，指迅速逝去。④句意：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致：达到。 

（2）本题注意以下关键词语的意思：“广才”，增长才干；“成”，达成；“修身”，个人的品

德修养；“养德”，培养品德。 

（3）A．善良/好的方面；B．平时/平时；C．考虑/回头看；    D．缘故/原来的。故选 B。 

（4） “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句意：他当尚书时，那个人来京城

作官，担心金忠不能容他，金忠仍然推荐任命他。根据句意停顿为：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

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 

（5）从文中内容来看，“虽有素与公异者，其人有他善，未尝不称也”，表现金忠正直无

私；由“里人有数窘辱公，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或曰：

‘不于公有感乎？’曰：‘顾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长？’”看出其胸怀宽广，善用人才。 

故答案为：⑴① 振奋 ；② 修养 ；③ 疾行，指迅速逝去 ；④ 达到 
⑵ ①不下苦功夫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就不能使学业

成功。②用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用节约来培养自己的品行。 
⑶ B 

⑷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 

⑸正直无私，胸怀宽广，用人唯贤。 

【点评】⑴本题考查文言词语的辨析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先理解词语所在句子的含

义，然后结合句意来推断词语的含义，进行比较，得出答案即可。 
⑵本题考查重点句子的翻译。翻译时要忠于原文，不遗漏、不随意增减内容，译文要通

畅。注意重点字词以及常见句式的翻译，特别是文言特殊句式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

为辅。 
⑶本题考查一词多义的理解，注意结合语境理解是否相同。 

⑷本题考查文言断句的能力。文言语句的节奏划分一般以句意和语法结构为划分依据。结

合语句的内容来划分即可。划分节奏主要依据句子的结构，一般是主⑸本题考查人物形象

的分析。解答此题关键是了解文章内容，找出描写人物的语句与相关事件，然后结合具体

内容来分析。 

【附参考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人，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

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

干来自勤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



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养性

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逐渐消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

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破舍里，到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7．（1）同“否”；拉，牵引；旧的，原来的；第二天 

（2）①和别人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我）先离开了。②想要使军队信服,（作为将领）

不守信用是不行的。 

（3）D 

（4）参考答案：守信，是为人之道。守信之人，可使三军信服……不守信之人，则连七岁

小儿都瞧不起他……    

【解析】【分析】（1）本题注意：尊君在不（fǒu）：你父亲在吗？尊君，对别人父亲的

一种尊称。不，通“否”，句末语气词，表询问。明日：第二天。 

 （2）①重点词有：相，偏指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代词，通“之”，我；委，丢下，舍

弃。②重点词有：服：使……信服。信：守信用。 

 （3）A. 君与家君/期日中。B. 下车/引之。C. 起不食/待之。D.正确。故选 D。 

 （4）在疏通文意，分析文章内容，理解主旨的基础上，结合【甲】段或者【乙】段发表

对“守信”的看法。可从正面说，可从反面说。可就【甲】段来谈，可就【乙】段来谈，也

可两段联系起来谈。示例：守信是最大的礼貌，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有时并不在意，

可是那确实实实在在我们应该学会守信，否则我们在朋友那里很难得到真正的友谊。 

 故答案为：⑴同“否”；拉，牵引；旧的，原来的；第二天； 

 ⑵①和别人相约同行，却丢下别人（我）先离开了。②想要使军队信服,（作为将领）不

守信用是不行的； 

 ⑶ D； 

 ⑷参考答案：守信，是为人之道。守信之人，可使三军信服……不守信之人，则连七岁小

儿都瞧不起他……。 

 【点评】⑴解答本题要借助于平时的知识积累，因此平时要对文言词语归类记忆。如文言

实词可从词类活用、古字通假、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等方面归类。解答此类题目时，如遇

到课本中学过的，可运用联想法，结合语境，分析比较； 

 ⑵翻译文言文句子要遵循“一一对应，字字落实”的原则，把文言文句子对换成符合现代汉

语表达习惯的句子，注意翻译出来的句子要做到字字准确，忠于原文，通顺规范； 

 ⑶本题考查学生划分文言句子节奏的能力。文言语句的节奏划分一般以句意和语法结构为

划分依据。一般来说，主谓之间应该有停顿，句中领起全句的语气词后应该有停顿，几个

连动的成分之间也应该有停顿。所以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要考虑

句子的结构； 

 ⑷答题时应注意抓住文段中心，理解文段含义，结合中心作答，结合自己或社会实际情

况， 引发感悟，注意遣词造句讲究三美：运用古诗文、名言警句；恰当运用比喻等修辞；

成语。偷梁换柱把作者的在该文章中的观点、体验换成自己的话再重新演绎一遍。 

 【附参考译文】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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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他而离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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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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