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论语》十二章（一）比喻——辨识一

答 案：

基础训练

一、文学常识填空

1．《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为主，

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共二十篇。

2．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被后世统治

者尊为“圣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二、略

三、解释加点词语

1. 学而时习．．之（按时复习）2.有朋自．远方来（从 ） 3.人不知．而不愠．（了解）（生气，发怒 ）

4.不亦君子．．乎（指道德上有修养的人） 5.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反省 ）

6.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真诚，诚实）7.传．不习乎（老师传授的知识） 8.三十而立．（站立，站

得住，这里指独立做事情） 9.四十不惑．（迷惑，疑惑）10.不逾矩．．（ 越过，超过）（规矩，

规范）11.温故．而知新．．（学过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12.学而不思则罔．（迷惑，

意思是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13.思而不学则殆．（有害）14.可以为．．．师矣（可以）（凭借）（做，

当作）15.人不堪．其忧（忍受）16.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懂得）（代词，……的人）（喜欢，爱

好）17.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以……为乐趣）18.饭疏食．．．饮水．（吃饭）（粗粮）（冷水）

19. 曲肱而．．．枕之（弯曲胳膊）（承接连词）20.不义．．而富且贵（不正当的手段）21.于．我如浮云

（对于）2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泛指多个，几个）（于此，意思是“在其中”）23.择其善者．．

而从之（好的方面，优点）24 子在川上．．曰（河流上，河边）25.逝．者如斯．夫（流逝）（这，

指河水）26.不舍．昼夜（舍弃）27.三军．．可夺帅也（军队的通称）

28.匹夫．．不可夺志也（普通的人，男子汉）29.博学而笃．志（忠实，坚守）30.切问．．而近思．．（恳

切地提问）（多考虑当前的事）

四、通假字

1.不亦说乎 说 通 悦 ，意思是 愉快

2.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有 通 又 ，意思是 古人在两位数的整数和零数之



间常常加“有”字

五、古今异义词语

1.学而时习．．之 （时，古义：按一定时间；今义：时间。习，古义：复习；今义：学习）

2.吾日三．．省吾身（日，古义：每天；今义：一日。三，古义：泛指多数，今义：数词，三）

3.温故．而知新（古义：旧的知识；今义：过去的，老的）

4.择其善者．．而从．之（善者，古义：优点；今义：善良的人。从，古义：跟从（学习）；今义：

跟从。）

5.可以．．为师矣（古义：可以凭借；今义：可能，许可）

六、一词多义

1.为：为人谋而不忠乎（替）

可以为师矣（成为，做）

2.而：人不知而不愠（转折连词，却）

温故而知新（顺承连词，不译）

3.知：人不知而不愠（了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懂得）

温故而知新（得到）

4.乐：不亦乐乎（愉快，快乐）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以……为乐）

拓展提升

一、词语活用归类



1.学而时．习之（名词作状语，按时）

2.吾日．三省吾身（名词作状语，每天）

3.传．不习乎（动词活用为名词，老师传授的知识）

4.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喜欢，爱好；乐：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以……

为乐。）

5.饭．疏食饮水（名词活用为动词，吃饭）

6.择其善．者而从之（形容词活用为名词，指优点长处）

7.温故．而知新．（故：形容词作名词，旧知识；新：形容词作名词，新的知识）

二、成语归类

1.不亦乐乎 2.温故知新 3.择善而从 4.三人行，必有我师

5.逝者如斯 6.匹夫不可夺志 7.富贵浮云 8.箪食瓢饮

二、《论语》十二章（二）比喻——作用

答 案：

（二）基础巩固

1．阐述“学”和“思”辩证关系的句子是：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

2.求学应该谦虚，正如《论语》中所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3.复习是学习的重要方法，且对学习者有重要的意义：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当别人不了解自己、误解自己时，孔子提出不要焦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5.孔子赞叹颜回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的句子是：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6.孔子在《述而》篇中论述君子对富贵的正确态度是：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7.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论语》中孔子的话：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二、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

1.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译文： 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

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译文： 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

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译文： 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能独立做事情，四十岁能通达事理。

4.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译文： 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与贵，对于我来讲就像那天上的浮云一样。

5.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呢？跟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

是复习过呢？

6.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译文： 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7.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译文： 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而且能忠实地记住，恳切地提问，多考虑当前的事，仁德就在其

中了。

（三）拓展提高

1、解释：

桓荣初 值仓卒与（早年）（ 遇到 ）族人桓元卿同饥厄（ 穷困 ）

元卿哂荣曰（ 嘲笑）荣笑而不应（ 回答 ）及荣为太常（ 等到 ）（ 担任 ）

元卿恨曰（ 遗憾 ）岂意学之为利若是哉（料想 ）（ 像 ）

2、用现代汉语翻译句子

而荣讲诵不息

但是桓荣一直读书不停止

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

只是自讨苦吃罢了，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处呢

岂意学之为利若是哉

哪里料想读书的好处竟是像这样啊

3.古语有“学而优 则仕 ”



四、论语十二章（三）：比喻、作用

答 案

1．儒。2．（4）。3．围绕“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呢？跟朋友往来是不是诚实呢？老师

传授的学业是不是复习过了呢？”回答即可。4．围绕“只读书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得。

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有害。”回答即可。5．围绕“选择他人长处学习，（看到自己也有）

他们那短处就要改正”回答即可。6．围绕“自己所讨厌的事情不能施加在别人身上”或“推

己及人，以仁爱之心待人”回答即可。

7．围绕“默默地记住知识，勤奋学习而不满足；爱好古代文化，勤勉求学；勤奋好学；谦

虚诚恳；温故而知新，日积月累”回答即可。

8.D 9.C

10.不亦乐乎温故知新 三人行，必有我师 择善而从 吴下阿蒙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待）

（写出“刮目相看”也可）11.( “愠”1 分，省略成分补出 1 分) 别人不了解（我），（我）

却不恼恨，不也是君子吗？ （“辞”1 分，句式 1 分 ）吕蒙拿军中事务繁多为理由加以推

辞。

12.（开放题，能陈述自己的观点，语句通顺即可）

示例：我的体验是，既要广泛涉猎，也要学思结合。对一般文章要广泛涉猎，才能拓展知识

面，开阔视野；对文化经典要边读边思，认真品味，才能领会其中精要。这样，才能做到学

有所获。

13. B

14. C

15. B

16.(1)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罔”、“殆”

字 1 分，句意准确 1 分）

(2)在沂河边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家。（倒装句式 1 分，句意准确 1 分）

17.解释加点字。

（1）如渔鸣．榔 （使……发出声响 ） （2）以伺．雨 （ 等待 ）

18.翻译句子

然蕉何尝有声，声假雨也。

然而芭蕉哪里会有声音？声音不过是借助雨水滴落罢了。



19.作者在第①段写下了对“雨打芭蕉”这一现象的思考。你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只有芭蕉和雨滴互相配合，才能产生美妙的声音。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只有依靠彼此

的合作，才能将各自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将事情做好。



十二、《古代寓言》（一）词义和语境

答案

1.愚公在九十高龄的情况下率子孙移山，并非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他有远大的抱负（直通豫南，达于汉阴），他移山的目的是要造福千

千万万的人和后世子孙。有这样的抱负，他才能不顾年迈体衰，不顾劳动的艰辛，

毅然担负起这一伟大的事业。他对移山的坚定信念来自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

的正确认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懂得人力是无穷的。移山的事业尽管不可

能在一代两代人手里完成，但只要世世代代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完成的希望。晋

人张湛从哲学的角度对本文作了解释：“世咸知积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损多可以

至少。夫九层起于累土，高岸遂为幽谷；苟功无废舍，不期朝夕，则无微而不积，

无大而不亏矣，”他认为大和小，多和少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含有朴素

的辨证观点。）

2.课文开头写太行、王屋既高又大，而愚公仅以全家的力量来移山，这在一般人

看来，已经是“愚蠢”的了；接着写运土石，地点是“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路程如此遥远，往返一趟需时两年，这又进一步显示了愚公的“愚”。到智叟前

来阻止移山，愚公说出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的道理，他的形象

霎时高大起来——原来他的见解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愚公真是“大智若愚”啊！

这种由表及里地塑造愚公形象的方法类似于散文的‘欲扬先抑”。

3.愚公和智叟，一愚一智，具有强烈的对比作用。愚公有实现“直通豫南，达于

汉阴”以造福大众和后世子孙的伟大抱负，对人力的无穷无尽有坚定的信念；智

叟只看到自然的威力，看不到人力的伟大，认为移山是“不惠”之举。两相对比，

一个高尚，一个平庸。在命名上特意加以颠倒：以愚公的大智大勇而命名为“愚”，

一智叟的鼠目寸光而命名为“智”，加重了对比的色调，增强了讽刺效果。另外

以太行、王屋二山的高大，运土石路程的遥远衬托愚公的气魄和移山之艰巨，以

操蛇之神的‘惧“和天帝的‘感”，衬托愚公不可动摇的决心。

4愚公是一个有远大的抱负，对克服困难有坚定的信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正

确认识的智者形象。他大智若愚，坚信移山的事业尽管不可能在一代两代人的手

里完成，但只要世世代代坚持干下去，就一定有完成的希望。在移山的过程中，

他站得高，看得远，考虑问题十分周密，驳斥智叟有理有据，令人可亲可敬。

智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愚者形象。他轻视愚公，反对移山，目光短浅，无所作为

而又好为人师，令人可厌可憎。

5. 第一种看法：我认为愚公不愚。因为愚公深知人力可战胜自然的道理，并决

心将它付诸实践。绕山而行或者干脆搬家则是害怕困难、停滞不前的表现。人世

间艰难和险阻无处不在，人们不可能时时、事事、处处都能回避得了。愚公的决

心和精神，代表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就这一点来说，愚公不但不

愚，相反是大智大勇。

第二种看法：我认为愚公的言行是智者的言行。他移山，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对移山的过程和结果都作了通盘

考虑。试问；这是愚者能做到的吗？今天发展中的中国，尤其需要这种“愚公移

山”的精神。至于搬家、绕山开路等行为都属于偷懒的行为。一见困难就退缩，

社会怎能进步？自古至今，就是因为有那些不怕困难、敢为天下先的“愚者”，

才有了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才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



十三、《古代寓言》（二）

答案

（一）1、解释下列加点词在文章中的意思：

（1）溺．而不返（淹死） （2）故．为精卫（所以）

（3）常衔．西山…（用嘴叼） （4）东．流注于河（向东）

2、女娃死后为什么叫精卫？（用自己的话概括）

答：①其鸣叫声音像“精卫”； ②因为他是炎帝女儿，游东海溺水而亡，变成这种鸟。

3、请你评价一下精卫的行为。

答：①精卫意志坚决，不畏艰难；②精卫自不量力。

（二）1.C 2．A 3．D

（三）1.①y n ②zhu n ③zh  ④h  ⑤ji o ⒉c 3.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大龟的四

只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4.《红楼梦》

十四、《聊斋志异》（一）品味动词（二）

答案

一、zhuì jiǒng shàn bì yi shù bì suì kāo 弛 眈眈 瞑 暇 黠 寐

二、填空。

1、《狼》选自《聊斋志异》，原文共三则，这里选的是第二则。作者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

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人，清代文学家，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

“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是奇异的故事。

遇狼 御狼 杀狼

三 。填空

2、用原文语句回答

①最能表现屠户当机立断的性格的句子是：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

②表现狼狡猾的句子是：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

其后也。

③表现二狼与屠户势均力敌，各不相让的语句是狼不敢前，耽耽相向。

④表明“一狼洞其中”的目的的句子是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

⑤点明故事主题的句子是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⑥从文中找出表现狼贪婪、凶恶本性和狡诈阴险的句子。

贪婪凶恶：a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b后狼止而前狼又至；c 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狡诈阴险：

a 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b久之，目似瞑，意暇甚。c 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

四、解释下列加横线的字。



（1）目似瞑（ 闭眼 ） （2）意暇甚（ 空闲 ）

（3）屠自后断其股（ 大腿 ） （4）乃悟前狼假寐（ 才）

（5）缀行甚远（ 紧跟着走 ） （6）两狼之并驱如故（ 旧 ）

（7）一狼仍从（ 跟从 ） （8）屠大窘（ 困窘急迫 ）

（9）顾野有麦场（ 看 看见 ） （10）屠乃奔倚其下（ 跑过去依靠 ）

（11）乃悟前狼假寐（ 醒悟 ） （12）屠暴起（ 突然 ）

（13）恐前后受其敌（ 担心） （14）一狼洞其中（ 打洞）

（15）其一犬坐于前（ 像狗一样） （16）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钻洞 ）

（17）狼亦黠矣（ 狡猾） （18）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多少）

五、解释下列一词多义。

（1）之：①而两狼之并驱如故（助词，主谓间取消独立性，无实义。 ）②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它，

代狼。 ）

③久之，目似暝，意暇甚。（ 助词，补充音节，无实义） ④又数刀毙之（ 它，代狼。）

⑤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结构助词，“的”。）

（2）敌：①恐前后受其攻（ 敌人，名词。）②盖以诱敌（ 攻击，动词 ）

（3）止：①一狼得骨止（上前，动词。）

停止，动词。） ②止增笑耳（ 通“只”，只有，副词。）

（4）意：①目似瞑，意暇甚（ 神态，名词 ） ②意将隧以攻其后也（ 打算，动词。）

（5）前：①恐前后受其攻（ 前面，名词。）②狼不敢前（ 上前，动词。 六、

请选出下列各句中含有通假字的一句（ C ）

A、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 B、屠乃奔倚其下，驰担持刀

C、担中肉尽，止有剩骨 D、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4、“投以骨”的正常语序应该为（以骨投）屠户这样做的目的是 （对狼迁就、退让，报有幻想，希望能退

狼。）

5、“屠大窘”说明此时屠户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丢掉幻想，准备抵抗。

七、选择题

1．下列是对本文的寓意的说明，请选出正确的一项（A）

A．对待像狼一样的恶人，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B．不要被像狼一样的人的假象所迷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C．胜利是斗争换来的，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

D．勇敢，坚决，果断，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2．下面是对本文文体的说明，请选出正确的一项（A ）

A．本文是一篇寓言故事。

B．本文是一篇随笔札记。

C．本文是一篇笔记体小说。

D．本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

3．下面是对《聊斋志异》的分析，把对的选出来。（B）

A．《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

B．《聊斋志异》是以谈狐说鬼的手法，隐晦地对当时黑暗、腐败社会进行批判的小说。



C．“聊斋”，是作者的书房名，“志”，表明作者的理志，“异”，是与众不同。

D．《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八、用“/”标示下列句中的语音停顿。

1、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2、其一犬坐于前 3、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1、后狼止/而前狼/又至 2、其一/犬坐/于前 3、禽兽之变诈/几何/哉
九、翻译句子

⑴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⑵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⑶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苫蔽成丘

（1）路上遇到两只狼，紧随着走了很远。

（2）骨头已经扔完了，可是那两只狼还像原来一样一起追赶着屠户。

（3）他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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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说明了狼的贪婪的性情，也说明了屠夫面对狼这样凶残的动物存有幻想

十一、请用简练的语言分别概括屠户和狼的特点。

狼:贪婪,狡黠,团结 凶残.

屠夫:勇敢,机智.
十二、结尾两句的含义是什么？它在文章中起了什么作用？

结尾两句是作者对狼的评价,它是文章的主旨句,点明中心,总起全文.
十三、狼很狡猾，可终于自取灭亡，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给了你哪些启示？

即使狼再狡猾,始终是邪恶的,邪不胜正.启示:面对狼一样的恶势力,不能存有幻想,不能妥协让步,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才有取得胜利.

1、解释句中加点的词语。（4 分）

有屠人货肉归（卖） 屠思狼所欲者肉（想要）

不如悬诸树而早取之（“蚤”同“早”，早晨）示以空担（把）

2、翻译下面的句子（6 分）

①屠惧，示之以刃，则少却。屠夫恐惧了，就用刀对狼显示，（狼）稍微退后了。

②逡巡近之，则死狼也。（屠户）担心地徘徊着靠近树看，却是（一头）死狼。

③时狼价昂，直十余金，屠小裕焉。当时狼皮价格昂贵，值十几两黄金，屠夫小小地富裕了。

3、本文是《聊斋志异·狼》中的第一则，课本中所学的是第二则。本文中的屠户是如何摆脱狼的？狼又是

如何死去的？这两则故事的结尾有何相同之处？（6 分）

屠户知道狼想要的是肉，就把肉挂到树上，以此摆脱了狼。狼跳着去吃挂在树上的肉，被钩子挂住了上腭

而死。这两则故事的结尾都对狼进行了嘲笑。（点拨：抓住原文中的句子回答。）

1、解释下列加点的词语。（4 分）

惟有小刀不盈寸 ( 满 ) 遂负之以归 ( 背 ) 方缚以带 ( 捆绑 ) 非屠，乌能作此谋也! ( 计策 )

2、翻译下列句子。（4 分）

①但思无计可以死之。但想不出办法来杀死狼。

②股直不能屈，口张不能合。大腿笔直不能弯曲，嘴巴张开不能合上。

3、从本文中找出一个比喻句。（2 分）出视，则狼胀如牛，股直不能屈，口张不得合。

4、对文中屠户的性格特点总结正确的一项是 (C ) （2 分）

A.勇敢、机智，胆识过人。 B.善于斗争，深谋远虑。

C.不正面硬拼，善于斗争。 D.胆小怕狼，侥幸获胜。

5、比较三则故事中刻画的狼有什么不同。（3 分）

三则故事中刻画的狼不尽相同。第一则重在表现狼的贪婪，第二则重在表现狼的狡猾奸诈，第三则重在表

现狼的愚蠢。



十五、《聊斋志异》（二）

答案

二、类文选读

1.①等到②一会儿

2.①小房子里外都听不到响动声息。②以为她们真的都是神仙，惊讶不已。

3.九姑、腊梅

4.借之以售其术耳。或：借助口技来推销自己的草药。

5.奇。

三、对比阅读

1．（2分）

A．觉：睡醒。 B．走：逃跑。

C．叩：问。 D．鼓：弹奏。

2．（2分）D

3．（2分）里面（中间）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房屋倒塌声。

4．（3分）第一个场面：一家四口由睡而醒；

第二个场面：一家四口由醒而睡；

第三个场面：失火、救火。 （意对即可）

5．（2分）开放性试题。（能围绕文章内容回答，言之成理即可）

6．（2分）例子：凄禽寒鹘，相和悲鸣。好处：有力地烘托了乔山人弹琴技艺的精湛。

【练习】

9、(1)正巧(恰逢)；(2)都(全)；(3)缓慢(迟缓)

10、C

11、(1)老鼠体型很大，横行宫里，鼠害肆虐；

(2)大鼠一次次吃掉了企图捕食它的民间佳猫；

(3)大鼠不等狮猫吃掉它便主动多次进攻狮猫，不依不饶，很凶悍。

十六、诸葛亮《诫子书》

答案

一、 《诸葛亮集》 诸葛亮 孔明 政治家、军事家

二、1、夫/ 君 子 之 行，静/ 以 修 身，俭/ 以 养 德。

2、非 淡 泊/无 以 明 志，非 宁 静/ 无 以 致 远。

3、非 学/无 以 广 才，非 志/无 以 成 学。

4、淫 慢/ 则 不 能 励 精，险 躁/则 不 能 治 性。

5、年/ 与 时 驰，意/与 日 去，遂/ 成 枯 落，多/ 不 接 世，悲 守/穷 庐，

将/ 复 何 及！

三、1、摒除杂念和干扰，宁静专一 2、内心恬淡，不慕名利

3、宁静：集中精神、不分散精力 致：达到 远：远大的目标 4、 立

志

5、险：轻薄 治：修养 6、 使……广博，增长 7、淫：放纵 慢： 懈怠

励： 振奋 8、疾行，指迅速逝去 9、 又 10、诫：告诫、劝勉 书：



书信

四、1、用宁静专一来修养身心，用节俭来培养品德

2、（如果）内心不恬淡就不能明确自己崇高的志向，（如果）做不到精神集中就

不能达到远大目标。 3、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立下志向就不能在学习

上有所成就。

4、放纵懈怠就不能振奋精神，轻薄浮躁就不能修养性情。

5、 年华随同时光疾速逝去了，意志随同时光而消失了，最终凋落、衰残。

6、 又怎么来得及

五、1、 学习（治学） 做人（修身） 对比论证

2、 告诫儿子勤学励志，修身养性，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不要懈怠、浮躁。

3、宁静 节俭 超脱（淡泊名利）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答：画出文中提到“志”的语句是：（1） 非淡泊无以明志（2） 非志

无以成学

对文中“志”与“学”的关系的理解： 文章很重视“志”的作用，一方面要靠

淡泊、宁静以“明志”，也就时时将“志”放在眼前，不断磨砺；一方面强调无

“志”则不足以“成学”，没有志向，则学无目标，必然学习庞杂，不能专一。

（志和学都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既要立志，更要学习。）

6、 本句话强调 淡泊和宁静的重要性。淡泊和宁静看似无所作为，实则为了将

来能有更大的作为。本句话表明诸葛亮对儿子很高的期望。

7、立志、学习、惜时

8、示例： 1、一个人要想成才成学应该要具备多个条件：立志、学习、惜时

2、一个人要修身 养德，就要淡泊名利，培养宁静的心态。

9、 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三顾茅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

练习

（一）1.（1）见闻广博，记忆力强 （2）增长（3屋子）（4）辅佐（5）在（6）
因为（7）发语词，无实意

2. 要立德、修身 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

3. (1)不追求名利，生活简单朴素，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向；不追求热闹，心境

安宁清静，才能实现远大目标。

(2)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

4. (1)生病(或生重病) (2)多次(或屡次)
5. (1)这个地方的土地贫瘠(不好)，而且地名十分凶险(不好、不吉)。
(2)孙叔敖的智慧，在于知道(懂得、明白)不把世俗利益看作利益(不把一般人认

为好的看成是好的)。
6. 【解析】此题考查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从“寝之丘”含有陵墓之意，再结

合文中“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思考作答。

7. 答案：因为“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选择地名不吉的封地就不会被楚人越

人惦记抢夺。(或：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
【解析】此题考查整体感知、概括文意的能力。从孙叔敖不接受封赏和让儿子“请

寝之丘”的角度思考作答。

答案：“孙叔敖之知”表现在两个方面：楚王多次封赏他，他却不受；让儿子不

受利地，而“请寝之丘”。让我们明白了：做人不可贪心不足(或：做事要有远见；



吃亏是福；别人看不上的东西才能长久保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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