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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热身1、阅读下面一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秋 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

临发又开封。这首诗写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试简要分析

。【答案】这首诗写法上的最大特点是借助于生动的细节描

写传递人物的思想感情。诗中“复恐匆匆说不尽”是人物的

心理活动，“临行又发封”是人的行动细节，也是人物心理

活动的反映。诗歌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对亲人的深切怀念。这

种生动的细节使抽象的思念变得具体可见。2、阅读下面一首

唐诗，回答诗后的问题 寒 食 孟云卿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

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试从景情

关系的角度简要分析诗中“满”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答案】“满”字描绘出了江南二月繁花竞丽的美好景象，

反衬下文“堪悲”之情。诗歌以乐景衬哀情。 3、阅读下面

一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武陵春 李清照风住尘香花已迟，

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

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载

不动、许多愁”历来为人所称道，这一句好在哪里？请结合

全词简要赏析。 【答案】“载不动、许多愁”好在用夸张和

比喻把抽象的感情化为具体的形象，使得前面展现的愁有了

重量和质感，造语奇特而有新意。 考点、难点、疑点考试

大www.100test.com1、考点解析表达技巧是指作者在塑造形象

、创造意境、表达思想感情时所采取的特殊的表现手法。它



的含义非常广泛，既可以包括各种修辞手法、表达方式的使

用，也包括各类表现手法和艺术构思上的巧妙使用。 对表达

技巧的鉴赏，就是辨识诗歌中所使用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

、表现手法或艺术构思，分析其本身的艺术效果，评价其对

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起到的作用。能力层级：E（1）古典

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夸张、对比、对偶

、反问、设问、反复、互文等。 对修辞手法的鉴赏，就是要

明确辨识和判断修辞手法是什么，掌握和了解各种修辞手法

的特点，分析和评价它们对于塑造形象、表现情感和体现主

旨的作用。①比喻 比喻能将抽象化为具体，能将无形化为有

形。例如写“愁”：李后主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以江水写愁，则使人想见愁意之漫长。②夸

张 夸张就是为了突出和强调某种事物或事物的某种特征，借

助于想象，对它进行夸大或缩小，以引人注目，烘托气氛，

增强联想，给人启示。如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诗中的“三万里”“五千仞”“上摩天

”“泪尽”都是夸张，正是这些夸张描写，把诗人对祖国的

热爱，对苟且偷安、不去收复失地的求和派的愤懑，以及对

遗民遭受的苦难的深切同情，表现得淋漓尽致。③拟人 把物

人格化，可以使描绘生动形象，表意更加丰富。如刘颁《新

晴》：“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

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中将“南风”人格化，通过一系

列动作描写，表现了久雨初晴后作者宁静恬适的心情，以及

对南风“恶作剧”的亲切喜爱之情。④对比 运用对比，可以

把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生活现象，不同的思想感情，区别得



更加鲜明。使美者更美，丑者更丑。如梅尧臣《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全

诗通过陶者和富家的强烈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

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表达了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2）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表达方式有：叙述、议论、抒情、描

写。考查的重点是抒情和描写。其中，抒情可分直抒胸臆（

直接抒情）、间接抒情(手法常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

言志等)。（3）诗歌中常用的表达手法有：对照、衬托、渲

染、烘托、用典、铺垫、象征、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借景

抒情、情景交融、借古抒怀、借古讽今、托物言志、以乐景

写哀情、以哀景写乐情等。①托物言志 诗人借自然界中的某

物自身具有的特征，来表达某种志向或情感，诗中的物带有

了人格化的色彩。如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此

诗以梅自喻，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表现了作者要像梅花

那样的高洁、淡雅，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②

渲染 本是一种国画技法，一般是在需要强调的地方浓墨重彩

，使画面形象的某一方面更为突出。用于艺术创作，就是从

正面着意描写。如赵师秀的《约客》中以“家家雨”“处处

蛙”渲染一种气氛，衬托夜的深和夜的静。③烘托 本是国画

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外面渲染衬托，使

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艺术创作，指从侧面着意描写，作为陪

衬。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

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中写到了花落、月出、鸟鸣这

些动的景物，既使画面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

动，更加突出了春涧的寂静。④动和静 艺术创作中离不开动



态描写和静态描写，或以动衬静，或以静衬动，或一动一静

，相辅相成。⑤虚和实 虚实结合的写法，可以使作品结构更

加紧凑、形象更加鲜明。如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诗中前两句泛说西湖六月的风光自有特

色，是虚写；后两句描写满湖莲叶荷花在朝阳的辉映下，无

边无际的碧绿和艳红和谐地搭配着，是实写。全诗虚实相生

，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⑥借景抒情 即诗人把自身所要抒发

的情感、表达的思想寄寓在景物之中，通过描写景物予以抒

发。如杜甫的《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

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全诗抒发了羁旅异乡的感慨，诗人

借清新美好的春光景色的描写，透露出了思归的感伤，以乐

景写哀情，别具韵致。⑦对照 又称对比，就是把对立的事物

（或景，或境，或人，或情），前后相叙，以增强艺术效果

的表现手法。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的一、二句中

，霜天、残月是冷色，江枫、渔火是暖色，这是色彩的对照

。这一对照营造出了一种孤寂的意境。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

的抒情效果。2、疑难突破（1）高考对古代诗歌鉴赏的考查

着眼于“读懂”诗歌。备考应以“读懂”作为基本点和突破

口。对于本课时考点的复习，应注意：全面了解古典诗歌的

表达技巧的分类和具体手法的内涵；同时，还要注意区别容

易混淆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其中的修辞手法，如借代和借喻

、对比与衬托、比喻和比拟等。（2）答题的思路应全面、明

确。表达技巧是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的，因而，在答题时

，不仅要考虑该手法对句意呈现的作用，还要特别关注其对

诗歌感情、意趣等表现的促进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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