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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七年级语文下册 12《梅岭三章》同步练习 冀教版范文 

梅岭三章 

第一部分： 

1、解释下列词语在诗中的意思： 

⑴意如何： 

⑵阎罗： ⑶泉台： 

⑷旧部： 

2、用“／”划分下列诗句的节奏，用“·”标出重音： 断 头 今 日 

意 如 何？ 创 业 艰 难 百 战 多。此 去 泉 台 招 旧 部，旌 旗 十 万 斩 

阎 罗。 

3、填空： 

《梅岭三章》的作者是，三章的“章”就是 

，从古体诗的角度看，这三首诗可称之为。 

4、用四字短语概括《梅岭三章》每首诗的内容。第一章： 第二

章： 第三章： 

5、诗中运用借喻手法来表现共产主义理想得以实现的诗句是。 

6、诗中表现诗人至死不渝，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两句诗是。 

7、下列诗句中起到统领全篇作用的一项是（）Ａ、断头今日意如

何 

Ｂ、南国烽烟正十年 Ｃ、投身革命即为家 

Ｄ、创业艰难百战多 

8、下列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Ａ、这三首诗在形式上独立成篇，内容上却是一个整体。 

Ｂ、这三首诗中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引用阎罗的典故和取义

成仁的传说。Ｃ、“此头须向国门悬”运用典故表明心迹：大业未成，

诗人死不瞑目。Ｄ、这三首诗把现实与想象、理想完美地结合起来表

达思想感情。 

9、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Ａ、诗前小序说明作者在身临绝境时用诗的形式留下了自己的遗

言。Ｂ、小序和三首诗是作者在“虑不得脱”的艰难环境中一气写成

的。Ｃ、三首诗可看成一个整体，又各表达不同的意思。Ｄ、“血雨

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取义成仁今日事”这三句分别运

用了借喻、借代、引用的修辞手法。 

10、请将左右两边意思相同的诗句用线联结起来： 

①此去泉台招旧部，ａ、王师北定中原日，旌旗十万斩阎罗。 

家祭无忘告乃翁。②后死诸君多努力，ｂ、生当作人杰，捷报飞

来当纸钱。 

死亦为鬼雄。 

③取义成仁今日事，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间遍种**。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读选文，回答问题：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斩阎罗。 

11、“断头今日意如何？”从全诗看，这句起何作用？ 

12、“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两句诗紧扣“ ”，

申明此生若不见革命胜利，死后一定召集旧部英雄，继续与反动派战

斗到底，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气概？ 

13、体会下列句子中词语的含义。⑴此去泉台招旧部。⑵旌旗十

万斩阎罗。第二部分： 

（一）岳麓山顶眺望（陈毅） 

岳麓山头任我行，三湘眼底绝风神。。。 

终到山河澄清日，主持华夏是人民。 

14、横线处缺四句诗，它们排列的正确顺序是 

。Ａ、建设峥嵘定太平 

Ｂ、西南云气来衡岳 Ｃ、日夜江声下洞庭 

Ｄ、战争破坏归陈迹 

15、把《梅岭三章》和本诗作些比较： 体裁： 时代： 

16、简要说说该诗三、四句和五、六句各写了什么内容。三、四



句： 五、六句： 

17、本诗与《梅岭三章》都有一句表达了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分别把它们摘录出来。 

（二）无题 

生为革命死不哭，莽莽神州叹沉陆。魂兮归来大地红，小住人间

三十六。陈毅同志在梅山所作 

18、“大地红”是什么意思？ 

19、“三十六”在文中指 

。20、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21、这首诗与《梅岭三章》中哪首诗所表达的信念是一致的？是

什么信念？ 第三部分： 

22、从上下文连贯的要求看，下面句子的横线上应该入的一项是

（）周末，我最喜欢逛热闹的“花鸟市场”，这里简直是动植物的世

界：有色彩斑斓的金鱼，有欢快歌唱的小鸟。 

A、有散发着鲜花的阵阵清香 B．有鲜花散发着的阵阵清香 C．有

鲜花在散发着阵阵清香 D．有散发着阵阵清香的鲜花 

23．下面一段话，只要改动一句就连贯顺畅了，请将这句话改写

在下面。 

生命要是只有一种经历，就失去了它特有的美。有喜与忧的交织，

有泪也有笑，有叹息 2 也有欢歌，这才是生命。 

24．选出用词得体的一项（） 

A、星期天我登门拜访你，请你在家恭候。B．你们的服务质量不

错，下次我一定惠顾。C．我们一定提供最好的服务，欢迎再次光顾。

D．请你明天在家里等候，我会按时光临的。 

25．“为了表彰先进人物，我们调查了 事迹”句中“事迹”前的

修饰语是（）A、许多初三级的王老师的模范 B、初三级的许多王老师

的模范 C．初三级的王老师的许多模范 D．初三级的模范王老师的许

多 

《梅岭三章》答案 

1、略 



2、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

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重音：断头、意、百、泉台、招、

十万、斩 

3、陈毅；首；七绝 

4、视死如归；勉励战友；展望未来 

5、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6、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7、Ａ 

8、Ｂ 

9、Ｂ 

10、略 

11、起总领全篇的作用。 

12、“断头今日意如何？”生死不渝、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革

命精神。 

13、⑴旗帜鲜明，有声势，有号召力。⑵力度强，速度快，果断

干脆，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意近即可） 

14、ＢＣＤＡ 

15、都是现代人写的旧体诗，但《梅岭三章》是七绝，本诗是七

律；《梅岭三章》写的是红军时期，本诗写于新中国成立后。 

16、三四两句写景，写在山顶所见景象；五六句抒情，抒人民革

命胜利，前途一片光明之情。 

17、主持华夏是人民；人间遍种**。 

18、革命取得胜利。 

19、指三十六年，即三十六岁。20、表现出陈毅同志以下天为己

任，轻个人生死的伟大精神。 

21、与第三首一致，坚信共产主义必胜。22．D 23．将“有喜与

忧的交织”改为“有忧也有喜”（不能改为“有喜也有忧”）。

24．C 25．C 3 

第二篇：七年级上册《梅岭三章》教案设计 

教学目的 



1、体会这组诗篇回环递进、运用多种修辞方法抒写情怀的表现力

量。 

2、学习陈毅同志面临险境、生死不渝的革命精神。 

教学设想 

本课是由三首七言绝句组成的一组现代诗篇。面对当时的必死险

恶环境，虽死不渝；回首十年的革命战争，激励后死同志英勇斗争；

追溯参加革命的理想，坚信革命理想必将实现；三首诗之间构成了回

环递进的关系。诗中运用多种修辞方法抒写情怀，气势磅礴，壮怀激

烈，表现出诗人自身——陈毅同志英勇面对必死险恶处境，视死如归、

生死不渝的革命品质，和共产主义理想必能实现的坚定革命信念、乐

观革命精神。引导学生体会这组诗篇的艺术特点和表现力量，达到教

学目的。 

本课安排一个课时进行教学。 

教学过程 

1、由开始教学诗歌单元，引出《梅岭三章》（板书课题）。指出

这是由三首七言绝句组成的一组现代诗篇。 

2、要求学生阅读预习揭示，初步了解这组诗及其创作背景。 

3、要求学生参看注释阅读小序和诗篇，理解词义、句意、小序和

诗篇的大意。 

4、引导学生读准字音。 

旌（旗）：ｊīｎｇ悬：ｘｕáｎ当（纸钱）：ｄàｎｇ应（有）涯：

ｙīｎｇｙá（遍）种：ｚｈòｎｇ 

5、指定学生朗读小序后，引导学生口译、分析它的作用。 

(1)引导学生口译小序，教师明确： 

1936 年冬天，梅山被敌人包围了。“伏丛莽间”的“伏”，潜伏，

藏匿；我身负重伤，又患疾病，藏匿在树丛密草当中 20 多天。“得脱”

的“得”，能够；考虑到不能脱险，作成三首诗保留在衣服最里面。

不久敌人的包围解除了。 

(2)小序对这组诗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小序写出诗人自身——陈毅同志当时重伤患病被围，表明这组诗

是在“虑不得脱”的必死险恶处境中写出的绝命诗，写出了诗篇的创

作背景（板书：创作背景必死险恶处境）。 

6、指定学生朗读第一首诗后，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1)这首诗第一句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运用的句式在诗中起着

什么样的作用？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断头今日意如何”，“断头今日”即“今日断头”的倒装，前

置强调“断头”，表现出诗人觉察到必死的险恶处境，英勇地面对必

死的险恶处境（板书：英勇面对险境）。这个设问句式的开头句，振

起这一首诗乃至这一组诗的抒写情怀，慷慨壮烈。 

(2)第二句表述出了什么意思？具有什么样的含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创业艰难百战多”，表述出艰难创业中经历过了很多的战斗，

内含着对自己面临死境、尚未彻底打败敌人的憾恨感情。 

(3) 

三、四句运用旧时“泉台”、“阎罗”等迷信传说具有什么样的

表现力量？产生着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现出即使自己牺牲了，

死后还要招集旧部的英魂，和反动统治者血战到底。这两句运用了

“泉台”、“阎罗”这样旧时传说的诗句，把一定要革命到底的思想

形象化了，表现出了继续战斗，虽死不渝的革命精神（板书：继续战

斗虽死不渝）。“阎罗”这个阴间暴君又有影射世上反动头子的作用，

能够唤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仇恨。 

(4)诗句中的“招”、“斩”两个动词，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旌旗”，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招”这个动词，表现出把在不同战场、不同时间牺牲的部下的

英魂招集起来，空间广阔、声势浩大。“集”，空间较小；“收”，



缺少声势；“率”，不含招集之意。“斩”这个动词，表现出巨大威

力，毙敌干脆利落，褒意鲜明。“打”，没有毙敌之意；“杀”，褒

贬不明；“伐”，也无毙敌之意。“旌旗”，原指旗帜，这里运用借

代修辞方法，借代部队，表现出部队的昂扬士气、浩大声势。 

7、指定学生朗读第二首诗后，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1)这首诗第一句写出了什么？内含着什么意思？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南国烽烟正十年”，表述出回首十年的革命战争，内含着虽经

十年激烈战斗尚末彻底打败敌人的憾恨（板书：回首革命战争）。 

(2)第二句用了一个典故。《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为吴将，

屡建战功。他先劝吴王夫差乘打败越国之机灭掉越国，未被采纳；后

又谏阻夫差举兵攻齐，要他警惕越王勾践报仇，夫差听信谗言，逼他

自杀。伍子胥临死前说：“抉（剜出）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

之入灭吴也”。后吴果被越灭。这句诗引用典故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

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此头须向国门悬”，表现出即使死后仍然一心关注革命，死不

暝目，要眼看同志们怎样取得战斗的胜利，敌人怎样遭到失败（板书：

死不暝目）。 

(3) 

三、四两句表达出了什么样的感情？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表达出激励同志们英勇

战斗取得胜利和切盼得到胜利消息的强烈感情（板书：激励战斗）。

“捷报”当“纸钱”，把民族特点和时代色彩统一起来了。 

(4)诗句中的“飞”这个动词，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烽烟”，

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飞”这个动词，形象地表现出捷报轻快地传来，接连地传来，

富有感情色彩。“烽烟”，原指边境报警的烟火，这里运用借代修辞



方法，借代战争，表现出革命战争的如火如荼。 

8、指定学生朗读第三首诗后，引导学生进行分析。 

(1)这首诗前两句表现出了什么意思？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投身革命即为家”，追溯参加革命之时即以革命为家，“投

身”，表现出全部身心都献给了革命（板书：追溯参加革命）。“血

雨腥风应有涯”，坚信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应该有个尽头，表现出为推

翻反动统治而斗争。 

(2) 

三、四两句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取义成仁今日事”，表现出在今天面对必死险恶处境之时，决

心为真理，为人民解放而牺牲。“人间遍种**”，预言革命理想必将

实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乐观的革命精神（板书：实现理想坚

定乐观）。 

(3)诗句中的“应”这个副词，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血雨腥

风”、“取义成仁”、“**”，各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具有什么样

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应”这个副词，表现出反动统治应该有个尽头，信念坚定，感

情充沛。“该”虽与“应”的表现作用相似，但念起来不如“应”顺

口；“当”、“须”，则都力量较弱。“血雨腥风”，原指血色的雨、

腥味的风，这里运用借喻修辞方法，借喻反动统治，表现出反动统治

的无比残酷。“取义成仁”，是“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的

缩语，原为孔孟提出的道德标准，这里运用引用修辞方法，表现为真

理而牺牲。“**”，虚构的花名，这里运用借喻修辞方法，借喻革命

理想，表现革命理想实现。 

9、引导学生体会三首诗之间的关系及其表现力量。 

这三首诗之间怎样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力量？ 

学生回答，教师明确： 



这三首诗：第一首起于现在时间，面对当时必死险境，抒发死后

还要继续战斗，虽死不渝的强烈感情；第二首起于回首十年革命战争，

再面对当时必死险境，抒发死不暝目，激励后死同志英勇战斗的强烈

感情；第三首，追溯参加革命之时即为推翻反动统治而战斗，再面对

当时必死险境，表达革命理想必将实现的坚定革命信念和乐观革命精

神。三首诗之间构成了回环递进的关系，气势酣畅、淋漓尽致地抒写

出了壮烈情怀（板书：回环递进酣畅淋漓）。 

10、要求学生默诵这组诗，进一步体会艺术特点和表现力量。 

11、指定学生朗读这组诗。 

要求读出节奏韵律，读出壮烈感情。 

布置作业 

背诵这组诗，进一步体会艺术特点和表现力量。 

板书设计 

梅岭三章 

创作背景必死险恶处境 

英勇面对险境继续战斗虽死不渝 

回首革命战争死不暝目激励战斗 

追溯参加革命实现理想坚定乐观 

回环递进酣畅淋漓 

第三篇：七年级语文上册 第 22 课《为学》同步练习冀教版 

为学 

第一部分： 

1、填空：《为学》选自，作者是。 

2、给加点字注音： 

不逮人也（）久而不怠（）子何恃而往（）一瓶一钵（） 

3、解释下列句子中词语的意思： 蜀这鄙有二僧（鄙：） 

吾欲之南海，何如（之：）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恃：）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

能也（犹：）西蜀之去南海（去：） 

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顾：） 



4、说说下列句子的意思：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 

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5、辨别下列句子中加点字所表示的语气： ⑴天下事有难易乎 ⑵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⑶吾欲之南海，何如⑷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6、区别下列词语的不同含义： 

⑴去：一狼径去（）西蜀之去南海（）⑵明年：越明年（）明年

会有一个好收成（） 

7、本文写蜀鄙二僧时，用“贫”“富”二字，旨在从 角度论证

本文的论点。同时，“贫”“富”强调了二僧具备的 截然不同。 

第二部分：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

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

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

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

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

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8、解释加点字的意思： 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越明年，贫者

自南海还（）贫者语于富者曰（） 

9、选文第一段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作者意在说明什么道理？ 

10、富者两次说“子何恃而往”，语气有什么不同？ 

11、第一段交代了所讲故事的 和。 

12、第一段文字在全文中有什么作用？ 

13、第二段在全文中的作用是。 

14、贫富二僧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15、“从天下不有难易乎”到“人之为学有难易乎”是什么关系

（）Ａ、从一般之事到个别之事 

Ｂ、从具体之事到抽象之事 



用心 

爱心 

专心 

Ｄ、从一般之事到一般之事 用心 

爱心 

专心 Ｃ、从具体之事到具体之事 

《为学》答案 

1、略 

2、略 

3、边境；到；凭借；尚且；相距；难道 

4、我天资昏昧，赶不上别人；孔子的学问，最终是靠不怎么聪明

的曾参传下来的；既然这样，那么，对天资愚笨才能平庸和天资聪明

才能卓越的人的任用，怎么能永远不变呢？ 

5、⑴表疑问语气⑵表肯定语气⑶表询问语气⑷表反问语气 

6、⑴离开；距离⑵第二年；今年的下一年 

7、物质条件不起决定作用；物质条件 

8、雇船；从；告诉 

9、蜀鄙二僧去南海的故事；意在说明事在人为的道理。 

10、第一次是疑问的语气，第二次是鄙视的语气 

11、时间；地点 

12、为开篇的论点提供依据。 

13、总结全文，是全文的结论。 

14、说明了在困难面前，物质条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重要的是

主观的努力。 

15、Ａ 

用心 

爱心 

专心 3 

第四篇：部编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 2 课《梅岭三章》同步训练 

部编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 2 课《梅岭三章》同步训练（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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