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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和最新教学大纲要求编写的。
本书突出新课标、新大纲、新教材和《高考大纲》中的知识、能力、素质三元合一教学理念，重视高
中语文基础知识的解读和能力的训练，以帮助学生达到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模块修习评价及学分成绩
认定的要求，是一本突出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文化性的高中语文学科工具书。
　　当前，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要加大高中生学习文言文的力度。
有许多人认为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的国粹，高中阶段必须学习文言文知识，而且必须大大提高其在高中
语文内容上的占有量。
　　本书一共分为九讲：第一讲先从文字讲起，介绍了东汉许慎的“六书”理论，又讲解了汉字字体
的演变史和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的知识。
第二讲是古文词汇知识，先从文言实词入手，介绍词类活用等知识，再将文言文中经常运用的一些虚
词重点分析说明。
第三讲是古文句式，重点讲解特殊句式、固定句式和文言复句。
第四讲是古文句读知识。
第五讲是古文翻译知识。
可以说，前面这五讲是高中生学习文言文必须弄懂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后面的第六讲文体常识、第七
讲文学常识、第八讲文化常识则属于扩展性的知识。
最后设置了操练平台，作为高中生阅读本书后自测自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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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文字　一、造字法　二、演变史　三、古今字　四、异体字　五、通假字　六、异读字　七
、多音字第二讲　古文词汇　第一部分　文言实词　　一、单音词　　二、双音词　　三、古今异义
的词　　四、词类活用　　五、一词多义　第二部分　文言虚词　　一、代词　　二、副词　　三、
介词　　四、连词　　五、助词　　六、叹词附：新课标规定必须掌握的文言虚词　新课标规定必须
掌握的文言实词第三讲　古文句式　一、特殊句式　二、固定句式　三、文言复句第四讲　古文标点
　一、文言断旬　二、文言标点第五讲　古文翻译第六讲　文体常识　一、经史子集　二、韵文和散
文　三、诗词曲第七讲　文学常识　一、书籍第　二、历代著名作家　三、历代作品介绍　四、历代
著名流派　五、古诗文名言名句，第八讲　文化常识　一、古戏曲音乐知识　二、古天文历法知识　
三、古地理民族知识　四、古吏制官职知识　五、古教育科举知识　六、古姓氏称谓知识　七、古宗
法礼俗知识　八、古宗教传说知识　九、古法律刑罚知识　十、工具书知识第九讲　操练平台　一、
分析造字方式　二、分析造字方法与意义的关系　三、举例说明下列多音字的读音和意义的关系　四
、分析说明下列句子中的通假现象　五、查阅工具书，解释下列各组加点的多义词，　六、下列各组
繁简字均见于古书，请分析其意义用法之异同　七、写出与古义相对应的今义　八、查阅《辞源》，
写出“暴、疾”两字的解释和例句　九、根据义符（形旁）指出下列各词义中哪一个是本义（或比较
原始的意义）哪些是引申义或假借义　十、分析下列判断句的成分结构　十一、分析下列句中“是”
字的不同用法　十二、说明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与现代汉语的差异　十三、说明下列加点词在句
中的意义　十四、说明下列句中偏义复词的词义和在句中的意义　十五、写出与句中加点词相对应的
现代汉字，并说明其关系　十六、解释下列加点词的句中义和今义并说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十七、指
出下列句中的名词状语，并说日月其在句中的作用　十八、说明下列句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十九、分
析下列各组词类活用现象，并归纳判断的依据　二十、分析下列加点词的词性、意义和充当的句子成
分　二十一、指出下列句中的前置宾语，并说明其属于什么类型　二十二、说明下列加点词的词性和
用法　二十三、解释下列加点虚词的词性和用法　二十四、补出下列句中所省略的介词或动词宾语、
介词宾语　二十五、给下列文段加上标点符号，并译为现代汉语　二十六、2009年全国高考文言文试
题及解析　二十七、2010年全国高考文言文试题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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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字在殷商时代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此后字体经过多次演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有刻划的痕迹，就买回药店所有的龙骨，经过认真研究，认
定是商代的卜甲，是当时统治者占卜的记录，所以也叫卜文或占卜文字。
经过近百年的发掘与收集，现在已经得到十余万片甲骨，共发现单字4000余个，已认识的有1000个左
右。
甲骨文象形程度比较高，字体不规范，有的字方位可以颠倒，有的字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形体，有的字
偏旁可以不同。
　　（二）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在铜器上铸铭文，始于商代中期，两周则大为流行。
金文最初发现于钟鼎等器物上，所以又称作钟鼎文。
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比有很多不同，由于是范铸，多保存肥厚的笔法，甚至是充实的团块，而甲骨文
是刀刻，一般将圆形改为方形，团块则只勾勒轮廓金文的书写款式也比较规整，偏旁位置的变换比起
甲骨文来显著减少了。
　　（三）篆书　　篆书是大篆和小篆的总称。
西周末年，周宣王大史籀作《史籀篇》，作为教授学童之书，并用以统一周王朝的文字。
秦国占据周原故址，直接承袭了这种字体。
《说文叙》说：“（李）斯作《仓颉篇》皆取史籀大篆。
”因此大篆又叫籀文。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把大篆加以省改整理，便成了小篆。
秦王朝规定，凡是六国文字写法与小篆不合的都不用，小篆就成了当时的标准字体。
小篆的特点是形体规整匀称，笔画婉转流畅，象形程度降低了。
　　（四）隶书　　篆书笔势圆转，费力费时，人们书写时，为求快，多有草率急就之处，这就创造
出另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因起先多被“徒隶（办普通文书的小官隶）”所用而得名隶书是古代文字
和近代文字的一个分界。
它不但在笔法上用平直方折的笔画代替了圆转的笔画，而且在形体上大大地简化了。
隶书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发展，西汉时逐渐形成了波挑的笔势。
汉字字体从此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五）草书　　草书是隶书草写形成的一种字体，起于汉初。
先有章草，是尚有隶书章法的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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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中生学习、复习、高考必备工具书。
注重基础、注重创意，兼具课标与考纲，使用各种版本教材的学生均能使用。
　　《新阳光基础知识·高中文言文基础知识》还具备以下特色：　　重视基础性　　《新阳光基础
知识：高中文言文基础知识（第4次修订）》在介绍文言文基础知识方面内容丰富，能帮助高中生对
文言文的字、词、句准确理解。
　　注意实用性　　各章讲解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一般到特殊，知识点覆盖面大。
有利于举一反三。
　　内容广泛性　　针对文言文的文字、词汇、句式、标点、翻译以及文体常识、文学常识、文化常
识的特性进行通俗、生动、简明的讲解和介绍，为高中生学好文言文提供切实的辅导。
　　强调选择性　　着眼于学习的主题，强调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自主选择有关知识，弥补薄弱环节，
拓展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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