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新高一重要篇目预习 1
【课内重点】

《沁园春·长沙》

1、长调 2、 看 3、追赶时代 谁主沉浮

《梦游天姥吟留别》

1．C 2．D 3．D

4．①天姥山高耸入云，连着天际，横向天外；山势高峻超过五岳，遮掩过赤城山。②怎么

能够卑躬屈膝去侍奉权贵，让自己不能有舒心畅意的笑颜！

【拓展运用】

《沁园春阅·雪》

1、A 2、俱往矣 3、 略

《桂枝香·金陵怀古》

1．半山

2．D，非“直抒胸臆”

3．作者化用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意，指出

六朝亡国的教训已被人们忘记了。（1 分）这三句借古讽今，（1 分）委婉地劝告宋统治者莫

蹈六朝灭亡覆辙，应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抵御外患。（1 分）用此三句作结尾，寓意深刻，

催人警醒。（1 分）

第二讲：新高一重要篇目预习 2
【课内重点】

《登泰山记》

1．C 2．B 3．D 4．B

5．（1）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路滑，石阶几乎无法攀登。

（2）山上的石头都呈青黑色，大多是平的、方形的,很少有圆形的。

6．参考答案示例：（以“云海”为例）在手法上，《登泰山记》运用白描（描写），简笔勾勒；

《泰山日出》则运用细致的描写、比喻的修辞来写云海的特点。景物特点：二者都写出云海

浩瀚无垠的特点，《泰山日出》还写出云海柔软的感觉、局部的形状。在情感上，二者都抒

发了震撼、赞叹之情。但《登泰山记》情寓于景，抒情含蓄；《泰山日出》除借景抒情外，

还直抒胸臆，震撼、赞叹之情更加强烈。



《前赤壁赋》

1．①属：劝。②如：往、到。③东：东下。④适：享有、享用。

2．D

3．①本来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现在又在哪里呢？

②何况天地之间，万物各有自己的归属，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4．A

5．句式工整，对称，运用短句，读来朗朗上口。

【拓展运用】

略

第三讲：新高一重要篇目预习 3
【课内重点】

《劝学》

1．D 2．C 3．D 4．A

《师说》

1．C 2．B 3．C 4．D 5．C

6．(1)人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谁会没有疑惑呢?

(2)因为爱他的孩子，就给孩子找一个好老师来教。可对于自身的学习，却以从师学习为耻。

这真是糊涂啊!

【运用】

1.A 2.B 3.B 4.（1）C（2）C（3）B（4）D 5.D

6.C 7.D 8.B 9.C 10.C 11.A 12.B 13.B 14.A

15.A 16.B 17.B 18.C 19.D 20.B 21.C/D 22.B 23.B 24.D

第四讲：语言运用

【拓展训练】

1.【解析】题目的要求、对上下文语境的理解是补填内容的关键，如第①处一定要理解题目

的要求，写出礼貌的问话。第②③④处则主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填写。

【答案】①余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文化名人专访》

②虽然我也算得上有点名

③我觉得要做到先生所说的，很难啊

④健康、快乐地生活更重要



2.B 3.D 4.B 5.D 6.B 7.C 8.A 9.C

10. C11.D 12.(1)B (2)B 13.A 14.D 15.D

16. B 17.(1)C (2)D 18.C 19.D 20.C21.D

22. D 23.C 24.D 25.A26. D 27.D 28.D

29.B 30.C 31.A 32.B 33.A 34.C 35.B

第五讲：古代诗歌知识

例题 1：
（1）平曠的田野上，从远处吹来的微风轻轻拂过禾苗。长势良好的禾苗，焕发出勃勃生机。

（2）诗人躬耕田园、避世隐逸的宁静淡泊之情。济世与归隐相矛盾的复杂情感。

例题 2：
10.表现：把酒当春，绕道送客，常去赏花。原因：长期得不到升迁，怀才不遇；喜欢自然

山水。

11.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钦佩之情；对刘禹锡目前境况的同情之感；对自己能感知对方心意

的知音之许。

例题 3：
意为凛冽的寒风终将过去，和煦的春风拂绿枯柳，缀满嫩绿的柳条好像轻烟笼罩一般摇曳多

姿；表达了诗人虽感叹不遇于时，但不甘沉沦的乐观、自勉之情。

例题 4：
“送君多暮情”句点出了伤别之情。“淹留野寺出”至“梦里金陵城”十句，层层铺写暮景，

满篇幽淡惆怅，字字都是“暮情”，有力渲染烘托了离情。结尾“叹息此离别”再次点明别

离之情，“悠悠江海行”表达对朋友孤身远去的不舍。

第六讲：古代诗歌赏析（1）

【练习一】

1.陶渊明

2.A

3.角度选择 1 分，结合文本内容具体分析 2分，评价 1 分。

【练习二】
14.B 项，不是“引用”，而是“化用”。

15.作者的心态是“喜”，“喜”字是全诗的中心，发觉凉冷是一喜，看到溪流涨水是二喜，

设想稻花秀色、桐叶佳音是三喜，百姓收成有了保证是四喜，这一“喜”字贯穿了始终。

（答出心态“喜”1分，答出四点“喜”各 1 分，答出“喜”字贯穿全诗 1分。）

【练习三】

1.送别（1分）



2.D（3 分）

3.前三联想象友人到吴地的所闻所见，尾联“遥知”一转，变换为对友人情感的猜测，写友

人在吴地思念家乡，余味悠长。“未眠”、“乡思”的愁怨与前三联极尽笔墨描绘吴地人文历

史和秀美风光的轻快笔调构成反差，引人遐想，既突出了游子必然思乡的深情，又暗含我在

家乡的守望和祝福，情感的表达曲折丰富。（4 分）

【练习四】

1. 田园诗

2．D（尾联诗人直抒胸臆，非是对武陵源的赞美，而是对武陵源隐居生活的赞美与憧憬。）

3. 略

【练习五】

14.B（2 分）

15.C（3 分）

16.前三联以铺陈手法，层层渲染蒲剑的锋利神威，尾联陡然一转，写出蒲剑受到西风摧折

的悲惨命运，前后对比，卒章显志，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凄凉身世）的感叹。（将“铺陈”、

“对比”理解为“铺垫”、“反衬”也可）（3分）

第七讲：古代诗歌赏析（2）

【练习一】

1.②；清新淡雅；（或：明丽生趣、天朗气清）。（2 分）

2.D（2 分）

3.本句是此词的画龙点睛之笔。（1分）“殷勤”是拟人化的手法：天公有情义，昨夜下了一

场好雨，使人度过了凉爽的一天。（1 分）但细细品味，这个“凉”字，却含有自嘲的辛酸，

隐藏着作者的人生感慨（2 分）。（4 分）

【练习二】

1.小令（1分）

2.C（3 分）

3.情景关系：寄情于景。（1 分）少女寂寞而孤独地斜倚在曲栏杆畔，苍茫的暮色下远山连

绵不绝（1 分），创设了一种哀怨悲凉、凄楚动人的意境，（1 分）表达了少女无尽的思乡之

情。（1分）

动静结合：第二句“山展暮天之际”中用一“展”字，化静为动，把少女远望时看到的山势



连绵不断一直铺展到天际的情景表现出来，生动地表达了山岭阻隔、不能回归家乡的悲愁。

（4 分）

【练习三】

14.A

15.C

14.从意象、情景关系、拟人、人格化等角度答题。如诗人采用移情的写法，芭蕉本来是植

物，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这里写芭蕉顿生黄昏到来时的寒冷，写出抒情主人公心绪的悲凉，

使无情之芭蕉赋予人的情感，微妙而耐思，辞婉而情深，令人回味无穷。

【练习四】

1.元曲；元散曲；小令等均可。（1分）

2．B（3 分）

3.“巡”，意为往来视察或到各处视察。在这里准确细腻地写出了诗中人物在漫天的冰雪世

界中努力探寻“春”的细微信息的情状，／含蓄地展示了人物内心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4

分）

【练习五】

14.（1 分）元曲；元散曲；小令等均可。

15．(3 分)B

16.（4 分）“巡”，意为往来视察或到各处视察。在这里准确细腻地写出了诗中人物在漫天

的冰雪世界中努力探寻“春”的细微信息的情状，／含蓄地展示了人物内心积极乐观的心理

状态。(2+2)

第九讲： 文言基础知识 1

练习一

1、 D解析 率，统率

2、 C解析 A形容词副词词尾，……的样子；B语气词，无义；C介词，表方式，用；连词

表原因，因而；D句中的语气助词

3、 D解析 例句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稻禾致死；A形容词活用为一般动词，认真从事；

B名词的意动用法，以三江为襟 C名词作状语，亲手；D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完整。



4、 A解析 A本文语言华丽，用语精工错误，应为语言质朴平淡。

文言文参考译文

乾符年间的己亥年，震泽东方的地方叫吴兴，那里从三月开始就不下雨，一直到了七月。那

个时侯低洼潮湿的地方都扬起了尘埃，被派划船来的人进到洼地，鞋上连污泥都没有沾。农

民转而从远处引来流水浇灌稻田，每天像用乳液喂孩子一样，这样少的水连给人解渴都顾不

上，仅能得到一些干裂的花和干枯的稻穗，有实穗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没多久，又有大批老

鼠晚上出没，啃噬而使稻禾致死，任其在晚上把粮食吃干净，即使晚上守护用拍击木板，击

打来吓它们，都不能奏效。如果有官员主管督察责任，不缴纳粮税的就应该受到刑罚。在那

个时候，索要催逼赋税更加迫切，以棘木和木板作为刑仗，责打人时不论壮年或者老年。

我听说《礼记》上记载：把猫迎来以捕食田鼠。是因为礼仪缺乏不兴时间太长了。田鼠知道

的晚了吗？事物按照天时而被损害吗？政务有了贪污而被荒废吗？《国语》上说：吴国的稻

和蟹都没有留种(吴国在灭亡的前一年曾经田地绝收)。难道是吴国的土地里，田鼠和田蟹更

替侍候稻谷而尽力，才使它的民众受到伤害吗？况且《诗经。魏风》里以巨大的老鼠而讽刺

严重暴敛民财，借用巨大的老鼠斥责他们的国君。有老鼠的名字，但没有老鼠的事实。诗人

还说：发誓从此离开你，到那理想新乐土。更何况官员在上面收集人民的财物，在下面掠夺

人民的食物，统帅全民而像两种老鼠（田鼠和家鼠。这样人民不四处流浪奔徙，聚集在一起

成为盗贼，还能做什么呢？《春秋》上说虫彖成灾在大灾大祸之年都有记载，这就是圣人能

够明察丰收凶祸先兆的原因。我学习《春秋》，又亲身经受那里的灾难，就在那里把事情记

下来了。

练习二

1．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意义”的能力。贾：价。

答案：D

2.解析：本题考查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第④句意思是“追求清廉与高洁，

本来就是古人隐居的原因”，不属于讽刺。

答案：C

3.解析：本题考查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的能力。从开头来看，求取书斋之记，是

娄公本意，作者说“予意士大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是作者委婉地批评娄公。

答案：D

4.答案：(1)像盗跖一样行事，(却像)伯夷一样说话，说“我是隐者”，行吗？

(2)(追求)清廉与高洁，本来就是古人隐居的原因，您怀疑什么呢？

(3)语言，是一个人的文饰罢了，自身将要隐居了，哪里还用得着文饰呢？这是追求显扬啊。

参考译文：



我的朋友李生对我说：“我游历长安时，住在娄公家中。娄公，是一位隐者，住在长安城

三十年了。家中有一个小书斋，称为‘市隐’，和他交往的大夫、士人，很多替它题诗的，

他想要您写一篇记，您还是因我的缘故写一篇记吧。”

我说：“你懂得隐的含义吗？所谓隐，就是与世隔绝之意。古人隐于农、工、商、医卜、屠

钓，以至于赌徒、卖酒人、守关吏、酒家伙计，无处不在，不只(生活)在深山之中、蓬蒿之

下，然后才算隐者。前人之所以有大隐、小隐的区别，是说那些刚学道的人，对道的信仰还

不够坚定，不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使自己的心不乱，所以把隐居山林称作小隐。那些既能

坚守(操行)又能应付(世事)的人，不被外物所诱惑，他们或出仕或退隐，喧嚣与寂静全都忘

记了，所以(人们)把隐居于朝廷与市肆的人称作大隐。依我看来，小隐在山林的，或许有，

但在朝廷与市肆中隐居的人未必都是大隐。自从‘山人’(李渤)以隐士为名索要高位以后，

欺骗松桂云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更何况是居住在朝市的人呢？现在那些投机牟利之人，敛

缩肩膀出入市肆，翘着双腿操纵、把持集市，以牟取高利，用利嘴长爪，争强好胜，谋求功

名，以至于与佣夫商人为一点微末小利争得头破血流。挂羊头，卖狗肉，像盗跖一样行事，

(却像)伯夷一样说话，说‘我是隐者’，行吗？我冒昧地问，娄公隐居的原因是什么呢？”

(友人)说：“他卖书来换取食物，求饱罢了，不妨害他的清廉；凭诗酒与各位士大夫交往，

求得融洽罢了，不妨害他的高洁。(追求)清廉与高洁，本来就是古人隐居的原因，您怀疑什

么呢？”

我说：“我知道了，我替你写这篇记。即使如此，我对于这件事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请让我

用韩伯休之事来说清我的看法。伯休在都市中卖药，他的药没有两种价格。一个女子来买药，

伯休坚持不肯改变(降低)价格。女子生气地说：‘你是韩伯休吧？为什么不肯改变价格呢？’

于是韩伯休叹息说：‘我本来不求名声，现在(我的名字)却被一个小女子知道了！’他丢了

药，径自离开了，至死也没再回来。娄公本来是隐居的人，可是与外界隔绝的想法，恐怕与

伯休不同吧？语言，是一个人的文饰罢了，自身将要隐居了，哪里还用得着文饰呢？这是追

求显扬啊。(娄公)用这篇记做什么呢？我猜想，是那些喜欢娄公的大夫士人勉强要替他求名

罢了，不是娄公的本意吧。你回去试着用我的话问问他吧。”

贞祐丙子年十二月日，河东人无好问作此记。

第十讲：文言阅读赏析 1

答案 1．D．彰：明显，显著。

2．解析 A．都是连词，表示转折关系；B.都是副词，“为什么”；C.都是连词，表目的，“来”；

D.第一个介词“和”，第二个动词“结交，亲附”。答案 D
3．解析 ①④⑤⑥均直接表现封伦“揣摩之才”，②间接表现，③封伦感到羞愧。

答案 C
4.(1)皇上生性俭朴，因此当初一见宫殿的宏大华丽就发怒，但是皇上向来听从皇后的话。

(2)杨素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举荐封伦，因此封伦被破格提升为内史舍人。

(3)和宇文化及结成同党(勾结宇文化及)而历数炀帝的罪状，也许有惭愧的容颜；巴结依附宇

文士及而归顺唐朝，却完全没有羞愧的脸色。



【参考译文】

封伦字德彝，观州蓚县人。祖父封隆之，任北齐的太子太保。父亲子绣，是隋朝通州的刺史。

封伦年少时候，他的舅舅卢思道常常说：“这孩子聪明见识超过一般人，将来必定官至卿相。”

开皇末年，江南发生叛乱，内史派杨素前去征伐叛军，委任他当行军书记官(记室)。杨素将

要(负责)营建仁寿宫，(被)召回担任土木工程建筑监督。随文帝来到仁寿宫住所，看到宫殿

规模宏大，奢侈浪费，大为恼怒，说：“杨素是不忠诚老实的，用尽百姓的财力，装修宫殿，

替我在天下百姓中结下怨恨。”杨素非常害怕，担心将(因此)遭到贬谪。封伦说：“你应当不

要担心，等到皇后来到，对你必定有所恩赐。”第二天，果然杨素被召入宫对话，独狐皇后

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们夫妻年老，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散心，隆重地装修了这座宫殿，难

道不是对我们的孝顺吗？”杨素退朝下来问封伦道：“你凭什么知道皇后会恩赐我？”封伦

说：“皇上生性俭朴，因此当初一见宫殿的宏大华丽就发怒，但是皇上向来听从皇后的话。

皇后是一个妇人，只喜好华丽，皇后内心如果高兴，皇上的心思也一定因此而改变，这就是

我知道的原因。”杨素叹息佩服道：“揣摩推求的才能，我是比不上的。”杨素依仗荣贵和有

才能，对人大多欺凌侮辱，只有对封伦十分赏识，送给财物。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举荐封伦，

因此封伦被破格提升为内史舍人。

大业年间，封伦看到虞世基受到隋炀帝宠幸，而虞世基又不娴熟政务，常常接受皇上的诏令，

但办事大多失误。封伦就又依附虞世基，暗中替虞世基指导谋画，宣布执行皇帝诏命，谄媚

顺从皇上。下面如有违背皇上心意的奏章，都扣压下来不上奏。判决刑事案件，措词严厉，

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极尽诬陷；记录功勋，实行奖赏，一定要抑制和削减。因此，虞世基

日益得到皇上的宠幸，日益尊贵，而隋朝的政治日益败坏，都是封伦所干(而造成的)。宇文

化及发动叛乱，逼迫皇帝逃出皇宫，指使封伦列举皇上的罪状加以责备。皇上对封伦说：“你

是一个出来求官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封伦羞愧地退回来。化及不久就委任(封伦)当内

史今，让他跟从到聊城。封伦看到化及的势力日益窘迫，就暗中勾结化及的弟弟士及，请求

到济北运粮来观察情势的变化。待到化及失败，和士及一起来向(唐军)投降。唐高祖因为封

伦是前朝的旧臣，就派出使臣来迎接慰劳他，授予他内史舍人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为内

史侍郎。萧瑀曾经向唐高祖推荐封伦，唐高祖任命封伦为中书令。唐太宗继位时，萧瑀升调

为尚书左仆射，封伦升调为右仆射。封伦向来阴险心术不正，和萧瑀商量好可以向皇上上奏

的事，到了太宗皇上的面前，全都改变原议，因此和萧瑀有了矛盾。

史官说：“封伦有揣摩推求他人心意的才能，又有随机应变依附别人的聪明。和化及结成同

党而历数炀帝的罪状，也许有惭愧的容颜；巴结依附士及而归顺唐朝，却完全没有羞愧的脸

色。当建成执政之时，办事举旗不定，持两种态度；背负萧瑀的恩义，上奏时有太多不同的

意见。唐太宗，是一代圣明的主上，没有发现他的私心；房玄龄，是一代贤明的宰相了，尚

且还容允他的谄媚。狡猾的谋画、可耻的行为，死了之后才彰显出来，如果没有唐临的弹劾，

唐俭等人的奏议，那么奸狡之人的阴谋就能够得逞了。

【练习二】

15.（2 分）（1）向来，平素 （2）主持，掌握（执掌）

16.（2 分）（1）B（2）A

17.（2 分）B

18.（6 分）如今孤立无援地守卫（1 分）这与外界隔绝（被围困）的城池，（1 分）事情已

经很危险紧急了，（1 分）如果再表示软弱，（1分）一定被他们屠杀，（1分）只能够表现得

强一些来等待他们了。（1分）



19.（4 分）通过宋文帝两次下诏书欲提拔萧承之，（1 分）从侧面表现（1 分）其治理（和

守战）才能（1分）与忠诚勇猛（1 分）。

20.（2 分）有勇有谋 刚直不阿

参考译文：①太祖的父亲名承之，字嗣伯。年轻時就有远大的志向，才智勇力超乎常人，

同族的丹阳尹萧摹之、北兖州刺史萧源之都很器重他。起初是做建威府参军，善于安抚。

②元嘉七年，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胡人乘胜攻占青州所属各郡国，偏帅安平公进犯

济南，太祖父亲率领八百名士兵对战，击退了敌军。敌军聚集，太祖父亲按兵不动，打开城

门。众人进谏说：“敌众我寡，怎么能这样轻敌！”太祖父亲说：“今天我们困守孤城，事情

已经非常危急，如果再示弱，一定会被敌人所宰割，只有表现强大来应对他们罢了。”敌人

怀疑城内有伏兵，于是撤退离开。宋文帝认为太祖父亲有保全城池的功绩，亲自写信给长沙

王萧义欣说：“承之治理百姓有方，才能不在武略之后，现在准备任用为兖州刺史，让檀道

济谨慎处理（考察）这件事。”太祖父亲与檀道济无旧交，事情于是终止。

③氐族统帅杨难当进犯汉川，梁州刺史弃城逃跑，太祖父亲率领轻骑军前进，在黄金山

攻打氐族伪魏兴太守薛健。薛健部队溃散之后，太祖的父亲就占领了黄金山。氏族伪梁、秦

二州刺史赵温先是占据州城，听说太祖的父亲到了，退而据守小城，薛健后退到下桃城驻守，

设立营寨。太祖的父亲率领军队与他们对垒，相距二里。薛健与冯翊太守蒲早子全力出战，

太祖的父亲大败敌军，薛健等关闭营门自守，不敢出战。杨难当又派儿子杨和率领步兵骑兵

一万多人援助赵温，逼近太祖的父亲。双方相持四十多天。贼兵都披着犀牛皮甲，刀箭无法

伤身。太祖的父亲命令部队将槊截断成几尺长，用大斧捶其后身，贼兵难以抵挡，就焚烧军

营撤退，梁州得以平定。皇帝下诏说：“承之奉命先行进军，冒着危险深入敌军，保全军队

屡屡战胜，发挥忠勇果敢的精神，可以封为龙骧将军。”

④文帝因为太祖的父亲平定氐的功劳，在青州（职位）空缺的时候，准备想任用他。（当

时）彭城王萧义康把持朝政，太祖的父亲不阿附他，于是被调任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元

嘉二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第十一讲：现代文基本阅读 1
【练习一】1、纯粹性

2、公众群起而攻

3、因幼年读得太熟而使心灵变得麻木，缺乏鲜明的感受力。

【练习一】1、答案：第④段通过父亲数钱的细节（动作）描写，第⑦段通过对父亲衣着（外

貌）描写，表现父亲挣钱不易，生活节俭，却对儿子很慷慨，凸显了父亲对儿子无私的爱。

2、文中多处描写这把“锈了”、“有许多伤痕凹凹扭扭”的喇叭，它隐喻着老人命运的坎坷

和思乡的悲苦；“喇叭”吹奏的骊歌渲染了老人的乡愁，也预示着老人命运的凄凉结尾，凹

锈的喇叭与老人的命运互为映衬塑造了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

第十一讲：

（一）答案（5 分）本文开篇简述孔孟的相同之处，然后从处世态度、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在

“礼”的方面详细辨析二人的不同；



在论述二人不同的原因时，作者又略写前两个原因，详写了“局势变化”这个原因；

做到了读者熟知的略写，未知的详写；次要的略写，主要的详写，可谓恰到好处。

（二）答案第⑨段之前主要从生活、生存的角度表现人和树的密切关系，它荫泽家族的繁衍

生息，在荒年为人们提供果腹的食材，成为人离乡返乡时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为女孩的终身

陪伴。而对于岜沙人来说，树和人的整个生命是密不可分的。它不仅伴随人降生，还伴随人

离世，乃至伴随生命再次启程。把岜沙见闻放于文末，不仅清晰地体现出了文意的推进，还

能在指出当今人树关系疏远的沉痛现实之后，给人以更直观的比照和更深的启示，从而自然

地引出结尾的深思与呼告。所以，这样的构思是合理而巧妙的。4分

第十二讲：现代文基本阅读 2

(一) 1. 答案示例：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2. BPF 制作 3. 答案示例：“法官”式的文学批评预存标准评判作品美丑，用反省

的理解，冷静而不杂 个人情感 4. C 5. B 6. 答案示例： 相同之处：文艺作品

的欣赏者应通过直觉让自己的情感与作品形象产生交流，由此得到真正的美感经验 不同

之处：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是纯粹个人的，全凭直觉。而作者认为文学批评不是纯粹个人的，

还应结合考据；也不能全凭直觉，还应说出美丑好恶的道理

(二) 7. 答案示例：第①段用“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来比喻“站在干涸的湖”，

表现出 痛感的切身、剧烈；用“骨头”突出湖的干涸；骨头是身体的一部分，隐含湖与人

不可分割的意思。这一比喻贴切形象，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8. 以记忆中艾比湖难以忘怀

的美丽来反衬现实中艾比湖的残败，表达痛惜之情 9. 答案示例：在抒情散文中列举数

据和年份，能具体确切地表现出湖泊消失数量之多、速 度之快、地域之集中，更好地抒发

了作者痛苦无奈的情感，也能带给读者触目惊心的感觉 10. 答案示例：题目中的“湖”

不仅指艾比湖，还指向众多境遇相似的湖；“殇”为非正常 死亡，隐含了作者悲伤、担忧、

谴责等复杂情感 11. 答案示例一：作品善用情绪色彩浓重的词语，如“泯灭”“呐喊”

“挖掘着墓穴”“悲哀” 等；多用整齐的句式，如第⑫段以四个字数一致的“那些„„”描

绘四幅图画，既有形象的美感，也有形式的美感；多处运用了比喻、拟人等手法，如比喻有

“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鱼缸里的鱼”等，贴切而富创造性。这些语言运用上的特点，

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 答案示例二：作品多用情绪色彩浓重的词语，

如“泯灭”“呐喊”“挖掘着墓穴”“悲哀”等；多用整齐的句式，如第⑫段以四个字数一致

的“那些„„”；多处运用了比喻、拟人等手法，如比喻有“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鱼缸

里的鱼”等。以上这些与作者的强烈情感是一致的。

第十三讲：现代文精炼（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