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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
》是必备图书！
    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    “知识点精析与应
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
；    “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
成绩。
    同步学习使用：    《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
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
    中高考复习：    “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
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    “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
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
    “万变不离其宗！
”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
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
    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    知识点
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    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
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
    “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
个小部分：    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    典型例题导析：最具
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    思维拓展
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
    “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
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
    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
习效率。
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
项复习节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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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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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古代诗歌鉴赏　　第一章　鉴赏诗歌中的形象　　考纲解说　　自2002年起，高考取消了
对现代诗歌的考查，把诗歌鉴赏纳入“古代诗文阅读”的范畴。
但在2002年高考中古诗又以新的测试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第一次以主观笔答题的形式测试，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感觉，直到2008年这种简答的考查方式在高考命题中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可见稳定性相当
强。
　　古代诗歌的鉴赏要求明确为：①鉴赏文学作品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②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诗歌中的形象，包括事物形象、景物形象、人物形象。
考查时通常设置这些问题：诗歌中描写了什么景物（事物、人物）？
它有什么特点？
此形象寄寓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诗歌属于什么类型？
⋯⋯这就要求考生要把握形象的特征，分析寓于形象中的思想感情，理解形象的典型意义。
也就是既要知其“表”，又要知其“里”。
命题方式一般是填空题或简答题。
　　重点难点　　解题方略　　1．遵循诗歌形象鉴赏考题解答的一般规律：①看清题干；②整体阅
读；③筛选信息；④比较确定。
　　2．明确诗歌形象鉴赏考题解答的基本要求：①把定其表；对诗歌中的景与物，我们要抓住形、
色、声等作具体分析，从而把握景与物的特点；对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应通过语言、动作、神态等来感
知。
②深入其里：对诗歌中反复出现的表达特定情趣和意味的意象，要熟悉其特殊的内涵；把景、物与人
联系起来理解，由景及情、由物及人，由表及里，深入地理解诗歌内在的思想感情。
③知人论世：掌握作家的生平和诤歌的风格，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风貌。
④运用术语：情感载体类（杨柳-惜别、圆月-思念、落叶-失意、春风-得意、大海-开阔、流水-叹惜、
古迹-怀旧、梅花-傲骨）；意境类（恬淡闲适、华美壮丽、清新自然、安谧娴静、雄伟壮阔、明快高
旷、深化意境、意境深远、意境优美）。
　　误区警示　　1．不能只注意形象的局部，要能整体把握形象，要能整合关键词语。
　　2．诗歌传统意象比较固定，但具体诗歌有变数，有的意象正好与传统意象相反。
　　3．不应该用某个诗人的整体风格套其所有诗歌作品，作品要注意诗人多样化的风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

编辑推荐

　　龙门品牌，学子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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