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查的重点 

1.正确诵读，正确断句、停顿； 

2.理解常见文言文虚词的内涵； 

3.理解并掌握重点文言文实词，辨识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

异义等； 

4.翻译文言语句； 

5.整体感知文段的内容； 

6.围绕文章内容进行的拓展探究。 



文言文解题技巧  

第一步：快速浏览题目。 

第二步：仔细分析标题。 

第三步：结合注释速读全文。 

  （速读全文，不求完全读懂，能明白文章的大致意思就可

以了。碰到“拦路虎”千万别停下来苦苦思索，而应继续阅

读。) 

第四步：“对症下药”解答问题。 



A.实词 

一词多义 

例如：“名”字的用法 

1、作名词，名字 

   卷卷有爷名。（《木兰诗》）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核舟记》） 

一、词语解释题 



2、作动词 

      ①起名，命名：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醉翁亭记》） 

      ②叫，叫作：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 

                                                           （《山市》） 

      ③指出，说出：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 

                                                          （《口技》） 

      ④有名，闻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陋室铭》） 



3、作形容词，名贵的，著名的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马说》）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

叩问。 

（《送东阳马生序》） 



古今异义 

例如：《桃花源记》中有几个古今异义词： 

1、交通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古义：交错相通。 

 今义：主要用于称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  



古今异义 

2、妻子 

3、绝境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   今义：专指男子的配偶。 

  绝境---古义：与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无出路的境地 



4、鲜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古义：鲜艳美丽。  

  今义：指（食物）味道好。 

  通假字 

  例如：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马说》） 

  “食”通“饲”，喂。 

  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送东阳马生序》） 

  “支”通“肢”，肢体。 

  同舍生皆被绮秀。（《送东阳马生序》） 

  “被”通“披”，穿。 



词类活用 

      在古代汉语里，某些词，主要是实词，可以按照一定的

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在语句中临时改变它的功能，即改变原

来的词性。如《狼》中“一狼洞其中”的“洞”本为名词，

表示“洞穴”，这里临时改变了词性，用作动词作谓语，表

示“打洞”；又如《陈涉世家》中“将军身被坚执锐”中

“坚”和“锐”本是形容词，这里也临时改变了词性，充当

名词，作宾语，表示“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武器”。这

种现象就是词类活用。 

     古汉语词类活用，常见的主要有： 



1、名词活用为动词： 

  如：妇抚儿乳（《口技》）乳：喂奶。小信未孚，神弗

福也（《曹刿论战》）福：赐福，保佑 

2、名词作状语： 

  如：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狼》）犬：是用比喻

的方法修饰动词“坐”，表示状态，意思是像狗一样地坐。 



3、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如：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劳：形容词使动用法：

使……劳累。忿恚尉，令辱之（《陈涉世家》）忿恚：动词

的使动用法，使……恼怒。 

4、动词活用为名词： 

  如：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曹刿论战》）伏：意思是“伏兵”。 



5、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或名词： 

  如：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两章》威：威震、

威慑；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出师

表》）良实：善良诚实的人。 



6、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如：稍稍宾客其父（《伤仲永》）宾客：名词的意动用法，

把……当宾客。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翁亭记》）乐：

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乐。 

  此外还有数词活用为动词，数词的使动用法等等。不一一

举例了。 



练一练 
  

 
 
 
 
 
 
 

解释下面蓝色的字词。 

1.两狼之并驱如故（             ）  

2.桓侯故使人问之（       ）  

3.公问其故（           ） 

4.故余虽愚（            ） 

5.无丝竹之乱耳（                           ） 

6.吾日三省吾身（                   ） 

7.窥谷忘反（          ） 

8.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 

旧的，原来的 

特意  

原因，缘故  

所以，因此 

使耳朵扰乱，使动用法 

每日，名词作状语 

通“返” 

以--为亲，以--为子 



阅读课外文言文解释实词的方法 

1. 联系课内法 

2. 组词法(单音节组成双音节) 

3. 语境法 

4. 词性界定法 

B.虚词： 

中考试题中常见的文言虚词主要有“之、而、以、于、其等。 



这 

1、二世杀之（  ） 

2、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    ） 

3、宋何罪之有？（                         ） 

4、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    

5、顷之 ，一狼径去（                    ） 

6、（陈涉）辍耕之垄上（         ）  

7、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  

8、固以怪之矣（                ） 

 他    

 无实义，宾语前置的标志                                               

无实义，取消句子独立性 

无实义，补足音节 

去、往 

助词，的 

这件事 

“之”的用法 

一、中考真题：指出下列句子中“之”字的用法。 



二、“之”的用法归纳 

1、用作一般代词：可以代人、代物、代事。 

   译为“他”、（他们）、“它”（它们）、“这件事”。 

2、用作指示代词：（之+名词） 

   可以译为“这” 

3、结构助词 (定语+之+中心语) 

   可译为“的” 。 

4、助词（宾语+之+动词） 

   宾语前置的标志,无实义，译时省去。 



5、助词（主语＋之＋谓语）  

   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无实义，可不译。 

6、助词（时间词＋之）或（动词＋之）， 

   补足音节，无实义，可不译。 

7、动词（主语＋之＋宾语） 

  可译为：去、往、到。 



“而”字的用法 

一、中考真题： 

指出下列句子中“而”字的用法 

1、佣者笑而应曰（                    ） 

2、温故而知新（                      ） 

3、夺而杀尉（                       ） 

4、人不知而不愠（                    ） 

二、小结用法：“而”字通常用作连词，在句子中表现词与词

之间的并列、顺接、修饰、转折关系。 

译为“着”，表修饰 

译为“并且”，表并列 

译为“ 然后”，表顺接 

译为“却”，表转折 



练一练 

1.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 

2.属予作文以记之 （                          ） 

3.何陋之有 （                                  ） 

4.环而攻之而不胜 （                          ） 

5.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 

6.乃记之而去（           ） 

无义，取消独立性 

代“这件事” 

无义，提宾标志 

它，代“城” 

表并列 

表顺接 



“以”字的用法 

一、中考真题：指出下列句子中“以”字的用法 

1、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 

2、以君为长者（       ） 

3、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            ） 

4、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 

5、以塞忠谏之路也（      ） 

6、策之不以其道。（        ）  

7、臣以王之攻宋，为与此同类。（     ） 

用、拿 

把 

凭借、依靠 

因为 

以致 

按照 

认为 



“以”的用法归纳 

1、用作介词 

  ①表示工具、方式、方法，译为  “用、拿、把、按照”。 

  ②表示凭借，译为“凭、靠”。 

  ③表示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 可译为“因”“由于”。 

2、用作连词：表示目的，译为“来、用来”；表结果，译为

“以致” 。有时相当于 “而”。            

3、作动词，译为“以为、认为”。 



“于”的用法 

一、中考真题：指出下列句子中“于”字的用法。 

1、万钟于我何加焉 （         ） 

2、胡不见我于王（   ） 

3、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 

4、骈死于槽枥之间 （   ） 

5、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 

6、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 

7、不求闻达于诸侯（   ） 

8、皆以美于徐公。（         ） 

对，对于 

向 

跟、与 

在 

从 

到 

在 

比、胜过 



“于”字的用法归纳 

1、引出对象，译为“对、对于、向”。 

2、当于与“比”连用时，译为：“跟、同” 

3、引出处所、时间、范围，可译为“在、从、到”。 

4、表示比较，一般可译为“比”，有时可译为“胜过”。 



“其”字的用法归纳 

  1、 用作第三人称代词：译为“他（她）”、“他（她） 

的”、“他们”、“他们的”、“它”、“它们”、“它们

的”。例如： 

  ①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他的。) 

  ②恐前后受其敌。(其：它们的。) 

  2、用作指示代词：译为“那”、“那个”、“那些”、

“这”、“这种”等。例如：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那） 



“其”字的用法归纳 

  3、用作副词，放在句首或句中，表示疑问、猜度、反

问、愿望等语气：可译为“大概”、“或许”、“恐怕”、

“难道” 

等，或不译。例如：其真无马邪？（其：难道） 

  4、其中，其中的。例如：其一犬坐于前。(其：其中) 



1.以中有足乐者（             ） 

2.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 

3.曹操比于袁绍（     ） 

4.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 

5.百姓多闻其贤（                        ） 

6.其如土石何（                            ） 

因为 

凭、靠 

与 

在 

代词，代扶苏 

副词，加强反问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