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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7_A3_A8_E6_c64_96927.htm 中考文言文部分包括

了文言诗文默写、加点字解释以及课内、课外文言语段的阅

读理解，旨在考查学生对文言佳句的积累以及一定程度上的

理解，考查对文言文中常用实词及常见语言现象的把握，考

查对相关课内重点篇目文学常识、句子解释、阅读理解等知

识能力的掌握，考查对文言知识由课内向课外拓展和迁移的

能力。 文言诗文的默写 能背诵、默写规定的文言诗文篇目，

做到无错、漏、添、改；对其中的名言佳句要做到了然于心

，熟练掌握；对记诵内容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并能作恰当

运用。例如： 1、土地平旷，____ ，____ 。 2、“____

，____”。 两句诗写出了人们除旧更新的欣喜和对未来的憧

憬。 第1题的答案是“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本题为直接默写题，是传统而常用的测试形式。平时复习时

就要求学生对古诗文中写景、抒情等名句熟练记诵。第2题的

答案是“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此题为

理解性默写，需学生对诗文有较深刻的理解，能归纳出诗文

句子的一般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情感。所以，平时背默即应

该留意于此，只有读懂诗文，对诗文有一定的理解，把握了

命题指向，才能答好此类试题。 文言诗文默写的内容一般为

名言佳句，切忌粗枝大叶，错、漏、添字或语序颠倒均要失

分，此外也需注意书写习惯。 加点字的解释 要把握常用实词

的确切含义及其用法。要注重理解古今词义有所变化的词语

，确切把握其意义；要了解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等语言现象



；要注意认识通假字。值得一提的是，加点字的解释还应该

和具体的语言环境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正确求解。例如： 1

、香远益益清()2、扁鹊望桓侯而还还走走()()3、汗汗牛塞

屋()第1题的答案为“更加”，这是文言文中出现较多的一个

字，而《出师表》中有“斟酌损益”却作“增加”解，一词

多义，必须加以关注；第2题中“还”通“旋”，解释为“转

身”，通假字是古人写文章时所借用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用以代替表示本义的字，一般比较固定，须反复记忆；第2

题中的“走”则为古今异义，应理解为“跑”；第3题中的“

汗”是词类活用中的使动用法，应解释为“使⋯⋯出汗”，

词类活用在初中文言诗文中有一定数量，比如，名词作动词

、形容词作动词等用法，都是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加点词解

释，除了熟练掌握常用实词的意思和用法外，还要特别关注

词类活用等语言现象，反复记诵，举一反三。 课内文言语段

的阅读 课内文言语段的阅读着重考查学生以下相关知识和能

力：能用现代汉语解释(翻译)文言诗文句子的意思，熟悉一

些文言诗文遣词造句的特点和规律。能理清课内文言文(语

段)行文思路，概括大致意思；理解关键语句的含义和作用，

把握中心思想或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感受文章、语段的启

示意义。了解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文学常识。例如： 蒋氏

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

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

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蹩。殚其地

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徒，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

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

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

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

，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

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

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

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

敢毒耶？” 1、引文选自课文《 》，作者是 朝著名文学家 (

人名)。2、“向吾不为斯役”一句中“斯役” 指的是 。(用文

中的词语填空)3、把文言语句译成现代汉语。(1)号呼而转

徙(2)以尽吾齿4、选文中，作者列出了三组对比的内容：(1) 

和；(2) 和；(3) 和。以上三组对比是围绕选文中“ ”这句话

展开的。第1题考查的是本课的文学常识，选文出自课文《捕

蛇者说》，作者是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对于一些名家名

篇、以及相关的文化知识和文学常识必须熟记。第2题考查的

是代词指代内容，指文中的“捕蛇”，文言代词“之”、“

其”、“是”等，也可以这样考查。第3题之(1)须理解“号

呼”对“转徙”的修饰作用，译作“哭喊着辗转迁移”；(2)

则要求对“齿”的含义“年龄”、“岁月”等有确凿的掌握

，虚词“以”理解为连词“来”，可译为“来过完我的岁月

”。第4题测试的是阅读理解语段的最大写作特点对比，以时

间段和句内包含的时间因素为着眼点，找出三组对比分别为

“蒋氏以捕蛇独存”与“乡邻非死则徙”、“乡邻之旦旦有

是”与“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乡邻鸡狗不宁”与“蒋

氏弛然而卧”，而后半题的答案：“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

复吾赋不幸之甚也”理所当然是该语段的中心句。 文言句子

的解释要在掌握重要实词的基础上，学会调整词序和适当地



增删相关句子成分，了解常用的文言句式。对文言诗文中的

句子进行理解时，要把句子放到语段中去，理清句子间的相

互关系，把握语段的结构和行文的特点，并且还要关照作者

的感情和观点，琢磨句子的言外之意。 课外文言语段的阅读

2003年中考开始出现课外文言语段的阅读理解，今年仍将保

持相对的稳定。课外文言语段一般选择篇幅较为短小的、有

一定的情节、蕴含某些道理的篇章，重在考查学生运用相关

文言知识、从课内向课外拓展迁移知识的能力。以2003年上

海市中考课外文言语段的阅读为例： 楚人学舟楚①人有习操

舟者，其始折旋②疾徐，惟舟师之是听。于是小试洲渚之间

，所向莫不如意，遂以为尽操舟之术。遽谢舟师，椎③鼓径

进，亟犯④大险，乃四顾胆落，坠桨失柁⑤。 ［注释］①楚

：古国名。②折：调头。旋：转弯。③椎：用椎敲。古代作

战，前进时以击鼓为号。④亟：突然。犯：碰到。⑤柁：同

“舵”。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1)其始折旋疾徐

徐()(2)乃四顾顾胆落()2、用现代汉语解释文中句子。(1)遂以

为尽操舟之术。(2)椎鼓径进⋯⋯ 3、本文告诉人们的道理是

： 。第1题中“徐”、“顾”等词，在现代仍频频被用，如

“徐徐上升”、“瞻前顾后”等，“徐”且与“疾”相对，

理解为“慢”是题中之义，“顾”是“看”的意思。第2题⑴

中只要懂得“尽”意为“完全学会”，句意“于是认为已完

全掌握了驾船的方法”就不难表达。⑵解的“椎”名词用作

动词，注释已有说明，“径”即“直”，故句子应解释为“

径直向前驶去”。第3题答案可有多个角度，从工作学习不能

“浅尝辄止”、“不能自满”或“应该不断进取”等方面理

解均可。 上述课外语段中考查的加点实词“徐”、“顾”对



学生来讲并不生疏，例如，“顾”曾在《狼》一文中出现，

“顾野有麦场”的“顾”即作“看见”解；而句子解释“椎

鼓径进⋯⋯”中的“椎”正是考查文言文中词类活用的语言

现象。因此课外文言语段阅读理解和课内文言诗文的理解以

及相关知识的掌握有着密切的关系。 模拟练习 (一)课内文言

文阅读：《曹刿论战》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语。 ⑴肉

食者鄙鄙( )⑵牺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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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