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 盘点
高考语文复习文言文答题方法及技巧(精

选8篇)
学期总结是对整个学期学习和成长进行回顾和总结的重要方
式。大家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些考试总结范文，或许能够对大
家的学习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一

口诀：务求甚解，又不求甚解

一、怎么去读

(1)先读最后一道题目，了解大致内容和主要事件。(此题如
果要求“选择正确的一项”则除外)

(2)然后带着“何人?”、“何时何地做何事?”、“结果怎
样?”、“为什么?”等问题对文段用心地默读文章，以“事
件”为依据对文章分层，理清文章思路。

(3)遇到实在不懂的字词，不必着急，同时必须用?或其他记
号来提示自己放放先读下文，也许过后联系上下文进行推导
自然能明白，或者可以到题目中去找答案。

二、官位变迁及官吏行为词：

1.表被任以官职的：征、辟、察、举、召、荐、进、称、补、
作、表、为、就

2.表官职变化的：

(1)表任命的：授、拜、除、封;



(2)表提升的：擢、拔、陟、升、迁。

(3)表调动的：调、徙、转、改、放、出、出官;

(4)表降职的：左迁、迁谪、谪、逐、贬、诎(黜)

(5)表罢免的：夺、黜、罢、免、去、废、蠲;

(6)表恢复的：复、还

(7)表兼代的：兼(表兼任);领(兼代);权，行，假,署(代理);

(8)表辞去的：辞、致政、告退、退、归故里

(9)跟俸禄有关的：俸、禄、秩、饷

(10)知(典、主)、视事、用事、下车(伊始)、掾丞、洗沐、
乞骸骨、致仕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二

纵观近十年的高考文言题，“归纳概括”题一般以“找出符合
(或不符合)原文义思的选项”的方式出现。究其各选项的出
错方式，可归纳为“误用因果”、“事件杂糅”、“无中生
有”、“颠倒是非”和“词语误解”几种类型。

(一)误用因果。这类错误是指原文上下两件事不构成因果关
系，而选项却以因果关系处理。

(二)事件杂糅。这类错误是指把两件事或三件事合在一起表
述，混淆了状语、定语或其他条件。

(三)无中生有。这是指原文无此意，而选项中虚添了内容。
如高考题第19题c项中说“(狄仁杰在劝谏时)使得高宗感到十
分为难，为此不得不接受狄仁杰的谏劝。”这里又有两处不



符合原文，即“为难”和“不得不”，高宗“为难”原文并
无表述，而“高宗意乃解”一句充分说明高宗在接受谏劝时
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题的错误就属于无中生有。

(四)颠倒是非。这类错误是指原文有相关的表述，但选项中
的表述恰恰与原文相反。

(五)词语误解。这类错误很细小，因为往往仅是一个词解错
了，而其他表述完全无误。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
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
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
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
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报任安书·司马迁】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
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
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
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
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
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
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



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过秦论(上)·贾谊】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
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
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
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
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
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
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
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
周最、陈轸、昭滑、楼绥、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
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
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
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
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
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
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
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
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
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
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
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
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
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
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
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
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
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
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
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
异也。

【礼运·《礼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
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
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陈情表·李密】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
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
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
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
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
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
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
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
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
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
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
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
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
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
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
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
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潜】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
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
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
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
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
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
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



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
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
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
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
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
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
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
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
奚疑!

【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
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
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
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
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
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
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



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
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
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
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
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
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
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
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
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
为官戒。

【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
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
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
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
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
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
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
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
传》。



【石钟山记·苏轼】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
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
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
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
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
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
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
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
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
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
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
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
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
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
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
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登泰山记·姚鼐】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
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
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
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
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
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



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
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
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
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
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
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
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
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
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
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
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
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小编精心为您推荐：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四

一、通假字

1.今老矣，无能为也已(通“矣”)

2.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通“供”，供给)

3.秦伯说(同“悦”)



4.失其所与，不知(同“智”，明智)

二、古今异义

1.夫人(古义为“那个人”，今义为“妻子”的'尊称)

2.行李(古义为“出使的人”，今义为“出门时所带包裹”)

三、特殊句式

1.状语后置(介词结构后置)

a.以其无礼于晋

b.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c.佚之狐言于郑伯

2.省略句

a.晋军(于)函陵,秦军(于)汜南(省略介词“于”)

b.()许君焦、瑕(省主语“晋惠公”)

c.敢以(之)烦执事(省略介词宾语，以之)

d.夜缒()而出(省宾语“烛之武”)

e.(烛之武)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省略主语)

3.宾语前置

夫晋，何厌之有(“之”作宾语前置的标志)



四、词类活用(例句)

1.晋军函陵、秦军汜南(名词用作动词，驻扎)

2.既东封郑(封，疆界。名作动，使…成为疆界;东，名作状，
在东边)

3.若不阙秦(使动用法，使……削减)

4.且贰于楚也

5.越国以鄙远(鄙—名词边邑，意动，把……当作边邑;远—
远地，形作名)

6.若亡郑而有益于君(使动，使…灭亡)

7.烛之武退秦师(使动，使…撤兵)

8.不仁，不知(智)，不武(仁—不符合仁道;智—不算明智;
武—不是英武)

9.臣之壮也(壮―壮年人)

10.今老矣(老—老年人)

11.邻之厚，君之薄也(厚—雄厚的势力，薄—单薄的力量)

12.共其乏困(乏用—缺少的东西)

13.君亦无所害(所害—害处)

14.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赐—恩惠，好处)

15.与郑人盟(盟—订(建)立同盟)



16.唯君图之(图—计划、考虑)

17.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形容词作动词，损害)

五、一词多义：

“之、夫、以、而、焉、其、若、说、辞、鄙、微”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五

壬戌(，)举酒属客()一苇()窈()窕()冯()虚御()风扣舷()桂棹
()溯()嫠()妇袅袅()不绝如缕()愀然()潜蛟(，)和之()挟()
山川相缪()舳舻(，)旌旗()酾酒()横槊()渔樵()江渚()麋
鹿()匏尊()蜉蝣(，)粟()须臾()愀然()枕藉()洗盏()更酌()
肴核()杯盘狼籍()

(二)指出下列句子中的通假字

1、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通“凭”，乘

2、杯盘狼籍也写作“狼藉”

(三)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含义

1、七月既望农历十五

2、举酒属客这里指劝人喝酒

3、徘徊于斗牛之间移动

4、纵一苇之所如纵：任凭;如：往。

5、凌万顷之茫然越过

6、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驾驭



7、桂棹兮兰桨一种划船工具，形似桨

8、击空明兮溯流光逆流而上

9、倚歌而和之依循;唱和

10、其声呜呜然……的声音

11、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声音婉转悠长;缕：细丝

12、苏子愀然容色改变的样子

13、正襟危坐危：正

14、山川相缪缭绕，盘绕

15、方其破荆州当

16、下江陵攻下

17、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斟酒

18、固一世之雄也本来

19、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江中的小舟

20、举匏樽以相属酒杯;劝酒

21、哀吾生之须臾时间短暂

22、知不可乎骤得数得;屡次得到

23、托遗响于悲风余音，指箫声

24、盈虚者如彼,满;缺



25、而卒莫消长也最终

26、相与枕藉乎舟中(互相)枕着垫着

(四)词类活用

1、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使动;使……起舞，使……
哭泣。

2.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名词作状语，向南

3、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名词作状语，向西，向东

4、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形容—动，攻破;名—
状，向东行进

5、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名词作动词，打渔砍柴

6、侣鱼虾而友麋鹿意动用法，把……作为伴侣，把……作为
朋友

(五)翻译下列句子,注意画线处的译法

1.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介宾短语后置句)

苏轼和客人在赤壁山下泛舟游览

2.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定语后置句)

任凭小船飘去，越过那茫茫的江面

3.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定语后置句)

有吹洞箫的宾客，依照着歌曲的声调和节拍同声唱和节拍



4.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宾语前置
句)

苏轼容色改变的样子，整理衣襟端坐，询问客人说：“曲调
为什么这样悲凉呢?”

5.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介宾短语后置句)

这不是曹操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

6.而今安在哉?(宾语前置句)

而现在在哪里呢?

7、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判断句)

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

8、.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介宾短语后置句)

在小船中，互相枕着垫着睡着了，不知道东方的天空已经演
出白色了。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六

1、_______________，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
怀》）

2、博学而笃行，_______________，仁在其中矣。（《论
语》）

3、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_______________。（诸葛亮
《诫子书》）

4、无欲速，无见小利。________________，见小利则大事不



成。（《论语》）

5、度德而处之，______________。（《左传》）

6、知者不惑，____________，勇者不惧。（《论语》）

7、______________________，故将愁苦而终穷。（屈原《涉
江》）

8、操千曲而后晓声，___________________。（刘勰《文心
雕龙》）

9、可怜身上衣正单，_______________。（白居易《卖炭
翁》）

(2)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遗之。

(3)高祖亲临数之，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

写作素材：百年老屋几度兴废，离开家园年月已久，亲人多
辞世，家庭多变故。但她们的举止动作、言语神情以及生活
琐事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七

高考文言文复习技巧在句法上，句式的把握和梳理同样重要。
在常见句式中，仍有不少同学对宾语前置句式和定语后置句
式感到难以把握，这固然与不注重涵咏、缺乏语感有关，但
与理不清这些句式的语法结构的规律也不无关系，可见对有
关例句的归纳梳理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对一些习惯句式的
把握和梳理也须引起足够重视。诸如“无乃……
乎？”、“其……之谓也”、“何……为？”等结构较固定
的句式务必非常熟悉。今年上海高考中“奈为医者戒余勿食
何？”一句的翻译，使许多考生失分。其原因是对“奈……



何？”的句式毫无感觉，只能妄加揣测，胡乱作答了。

高考语文文言文答题技巧总结归纳篇八

，七月既望，。清风徐来，。举酒属客，，歌窈窕之章。，
月出于东山之上，。白露横江，。纵一苇之所如，。浩浩乎
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于是饮酒乐甚，。歌曰：“，击空明兮溯流光。，望美人兮
天一方。”，倚歌而和之。，如怨如慕，，余音袅袅，。舞
幽壑之潜蛟，。

，正襟危坐而问客曰：“?”客曰：“‘，乌鹊南飞’，?西
望夏口，，山川相缪，，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下江陵，
，舳舻千里，，酾酒临江，，固一世之雄也，?况吾与子渔樵
于江渚之上，。驾一叶之扁舟，。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
之须臾，。挟飞仙以遨游，。知不可乎骤得，。”

苏子曰：“?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盖将自其变者而观
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而又何羡乎!，物各有主。，虽
一毫而莫取。，与山间之明月，，目遇之而成色，，用之不
竭，，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洗盏更酌。，杯盘狼籍。，不知东方之既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