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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6_87_E5_86_B2_E5_c65_177762.htm 【预测内容1】 紧抓

形象，关注景境情 【预测理由】 历年的《考纲》都要求学生

能鉴赏形象。所谓形象，指的是诗歌所描绘的、融合着诗人

情感的人、景、物，也包括诗歌抒情主人公自身，此外还应

指诗歌所借助的特定意象。 1.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回答后面

问题。 望江南（苏 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

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

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2）

试分析下阙内容，说明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 【预

测内容2】 理性思考，品悟思想感情 【预测理由】 近几年，

诗歌命题从关注文字走向关注情感，从推敲语言到考查观点

态度，从感性逐渐步入理性。2007年的诗歌考查，体悟思想

感情、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一定会成为重中之重。 2. 阅读下

面两首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西 施（罗 隐） 家国兴亡自有

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西

施滩（崔道融） 宰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

不平声。 （1）新颖的立意是两首诗歌的共同之处，请你谈

谈这两首诗歌思想内容上的相同点。 （2）两首诗的艺术手

法各具特色，试分析说明。 【预测内容3】 检测基础，考查

表达技巧 【预测理由】 夯实基础，扎扎实实地把一首诗歌的

形象、语言、表达技巧吃透，是2006年大部分省市高考命题

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新的课程标准以及考纲并行不悖，必将



为2007年所采纳。 3. 阅读下面一首元曲，然后回答问题。 朝

天子秋夜客怀（周德清） 月光，桂香，趁着风飘荡。砧声催

动一天霜，过雁声嘹亮。叫起离情，敲残愁况，梦家山，身

异乡。夜凉,枕凉，不许愁人强。 （1）诗中哪些意象体现了

游子思乡的离愁别恨? （2）试从写景抒情的角度赏析本诗。 

【预测内容4】 开放作答，言须成理 【预测理由】 随着新课

改的逐步展开，学生的个性化鉴赏，自主性探究必将成为诗

歌阅读的重要标准。 4. 阅读下面一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清平乐（黄庭坚）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

解，因风飞过蔷薇。 （1）末句“百啭无人能解, 因风飞过蔷

薇”在全词中起什么作用? （2）对黄庭坚的词，历代毁誉不

一。宋代陈师道说：“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黄庭坚）

耳，唐诸人不逮也。”清代陈廷焯说：“黄九词，直是门外

汉。”请你对此诗作出评价，不少于50字。 参考答案 1. （1

）护城河里流着半壕清水，满城又处处万紫千红，多少人家

被烟雾笼罩着的春意盎然的景象。 （2）下阙以抒情为主，

先写时间“寒食后”又写酒醒咨嗟，不愿思故国，表达思乡

怀人的心情。最后两句作者把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富有诗意的

生活场景中，借一个“新”字洗去烦忧，表达了超然旷达的

思想情感。 2. （1）两首诗歌对西施的观点相同：国家的兴亡

成败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不能将亡国的罪责加在一个

女子身上。 （2）罗诗以议论为主，开头摆明自己的观点，

后两句运用反向证明的手法，推出世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崔

诗也是议论开篇，但是后两句借春水之急来为西施鸣不平用

的是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 3. （1）秋夜的月光、桂香、砧声



、雁声 （2）本诗运用了写景抒情的手法。写景主要写动景

，月光桂香在随风飘荡，砧声雁声打破了秋夜的沉寂。它们

从视觉、听觉、嗅觉上勾起了游子的离愁别绪。 4. （1）末句

写黄鹂不住地啼叫着，打破了周围的寂静，动静结合的描写

使诗人惊觉，春天已经逝去。 （2）略。结合形象、语言、

表达技巧等方面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