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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考，考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因此阅读理解日益受到重视，而文言文所占的分值近
年来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目前已经占据了高考语文阅读部分的半壁江山，与现代文阅读平分秋色，
随着二期课改的全面推广和不断深入，对文言文的考查力度还将会逐步加大。
    文言文的阅读较之现代文有一定难度，从高考试卷得分率情况来看，文言文也是考生们失分最多的
部分。
而且，由于学习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学生在文言文学习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我们组织一些具有高考阅卷经验和多年辅导高三毕业班的老师，编写了这
本《文言文高考必备》，目的是帮助大家梳理要点、点拨方法、解读“考纲”、分析考点，让大家有
备而战，提高应试能力。
        根据高三阶段的复习进程、内容与方法，本书在编排上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上篇：基础知识课
课练。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在高三复习阶段，很多学生只重视课外习题的训练而不重视课本知识的复习，这
是有失偏颇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握课本知识不够牢固的学生而言，在复习时一定不要轻易舍弃课本
，反而还要加强对课本的复习。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历年的高考试题就会发现，每年的文言文试题都和中学阶段学习的文言文课文有着
密切的联系，尽管选的文段我们没有见过，但考查的所有的知识点都可以在课本中找到，也就是说都
是课文中学过的内容。
因此，总复习的第一阶段一定要立足教材，重视课堂，加强对课本的复习。
    有鉴于此，本书上篇的内容就是帮助大家温习、梳理课文中的要点，并做了归纳、分类、比较，让
大家做到温故而知新。
为了加强记忆与运用，每一课还设置了“能力训练”，以供课堂练习。
    中篇：考点全解。
这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本书的特色内容。
有高三教学经验的老师都有同感，那就是学生们高三复习一定要从熟悉考点开始。
《考纲》对文言文的要求大致是：“能解释常见的文言词语，识别常见的文言句式，能用现代汉语翻
译文言句子；能默写一定数量的文言名篇、名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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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必修一　　沁园春长沙　　作者与作品简介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韶
山冲（今属韶山市）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
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本词选自《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这首词作于1925年，当时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
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
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
在国共合作创造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革命应该由哪个阶级来领导，成为党内外斗争的焦点。
这年深秋，毛泽东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这首词。
　　中心思想与写作特点　　这首词写的虽是寒秋景物，诗人的情感却是豪迈昂扬的，是一派“万类
霜天竞自由”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青年毛泽东抒发了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的浩叹，为“寒秋”景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情感。
表现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派，改造旧世界的革命战斗精神。
　　在写作上，本词的突出特点是：1．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上片虽然也是一般地写秋，但这秋景却全是诗人眼中景，打上了诗人鲜明的情感烙印。
无论是树叶经霜变红似染过的“万山”，还是湘江中百舸争流的场面，或是搏击长空的雄鹰和水中自
在来往的游鱼，都是经诗人眼睛筛选过的景物，并经过诗人眼光折射出来，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作者的
思想感情，不像古人眼中的秋景，给人的感觉不是“悲”，不是“愁”，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
热烈、喜人的场面，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乐观、昂扬、向上的情绪。
2．用语精当、形象，极富表现力。
如“万”字摹出了群山叠嶂之态，“遍”字绘出了红色的彻底，“漫”字写出了江水满溢之状，“争
”字活现出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
用“击”而不用“飞”，准确地表现了雄鹰矫健翱翔的姿态；用“翔”而不用“游”，精当地描绘出
游鱼在水中轻快自如、像鸟二样盘旋的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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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春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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