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高二语文淮阴侯列传教案 苏教版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常见文言实词虚词的用法与含义以及文言句式宾语前置句等相

关文言常识
2、把握《史记》叙述历史事件时采用的起伏跌宕的叙事特色
3、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激发学生的丰富的想象力
4、让学生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待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提出独

到的见解
教学重点：
1、复习巩固并积累文言常识
2、体会叙事的跌宕起伏的行文特色
教学难点：
1、体会叙事的跌宕起伏的行文特色
2、体会司马迁借助《淮阴侯列传》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教学方法：
1、引导学生由旧知往新知的延伸
2、设计相关的问题切入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设想
其一本选段故事情节紧凑， 学生容易读懂， 所以梳理文章不作为重点， 但与

必修教材中涉及的文言知识点比较丰富， 所以把积累文言知识作为教学重点； 其
二司马迁借助《淮阴侯列传》要表达一种独特的历史观：统治者心狠手毒，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1）功高震主；（ 2）单枪匹马（ 3）恃才放旷，君王对他早
有猜忌；（ 4）杀功臣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的现象。要引导学生体会。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课前布置预习
1、《淮阴侯列传》叙写了哪几件事？
2、自己疏通文章，找出必修教材里出现的文言文知识点在本文的落实点。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中甘愿受宫刑， 然后卑贱屈辱的苟活着的

原因是有比尊严更加尊贵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因为屈辱地受胯下之辱而青史留名
的人物是谁？他为什么会这样？要想了解真相， 我们就来研读《淮阴侯列传》吧。

二、介绍韩信：
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陈胜、吴广起义后，韩信始投项

梁，继随项羽，后从刘邦。汉高祖元年（前 206），经丞相萧何力荐，始为大将，
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

楚汉战争期间，韩信率兵数万，开辟北方战场。破魏之战，针对魏
军部署，佯作正面渡河之势， 暗从侧后偷渡， 攻其不备，俘获魏王豹。井陉之战，
背水为阵，使将士死地求生，人自为战，大破赵军。淮水之战，借助河水，分割
楚军，将齐、楚联军各个击灭。四年二月，被封为齐王。参与指挥垓下（今安徽
灵璧南）决战，击灭楚军。韩信熟谙兵法，战功卓著，为汉王朝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其用兵之道，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刘邦虽用韩信而心存疑忌，故在项羽



败亡后，即夺其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吕后知刘邦疑忌韩信，乃与
萧何定计，于汉高祖十一年正月诱韩信至长乐宫， 以谋反罪名杀之。 韩信著有兵
书三篇，已失传。

三、检查预习
（一）解释下列加点的实词
1、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   2 、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3、韩信使人间．视    4 、背水陈．   5 、有生得者购．千金

6、顾．诸君不察耳    7 、信由此日夜怨望．
8、弟．举兵，吾从此助公     9 、不伐己功，不 矜．其能

10、于汉家勋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二）解释下列加点的虚词

1、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乃．敢引兵遂下 大王乃．肯临臣 此乃．信

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2、食时信往，不为．具食 为．陛下所为 淮阴人为．余言 必为．二子所禽

3、辞于．淮阴侯 信钓于．城下 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

4、诈令人从上所．来 为陛下所．为

5、信与张耳 以．兵数万

（三）本文叙事曲折，情节起伏有致，你的根据什么？
（师）先叙述韩信窝囊无用， 再叙写韩信指挥对赵国德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卓

越的军事才能，后叙述韩信郁郁寡欢以及被夷三族的悲惨境遇。 时时刻刻揪着读
者的心。

四、研读文本 1----3 节
补充三个故事的结局： （韩信被封为楚王）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
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 “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
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五、研读文本 4---7 节

（一）先研究文本 P138中“阅读与探讨”部分的“萧何追韩信”“登坛拜
将”，提问：这是从正面还是侧面写韩信的卓越才能？（师）侧面表现

（二） 4——7节是写与赵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给这场战争取一个名称，并
且说说是从正面还是侧面表现韩信的军事才能。

（师）井陉之战。正面表现。
（三）问题探究：
（1）韩信能取得井陉口这场战斗胜利有哪些主要原因？
（师）背水而阵，迷惑赵军；引蛇出洞，骑兵偷袭，内外夹击；关键是抓住

了成安君迂腐、轻敌的弱点，做到知己知彼。
（2）作者在描写井陉之战时主要运用了什么手法？
（师） A．对比。成安君和广武军进行对比，广武君较机智，但计策没被采

用；成安君和韩信进行对比；
B．衬托。如“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反衬其料事如神；以赵军

望见他的背水阵大笑，反衬出他的智谋；活捉广武君以后，对广武君的态度，衬
托其胸襟气度；打完仗后对诸将的解释，反衬他高人一等的用兵机智。

六、研读文本 8——10节



总结关键语句
第 8节写刘邦忌讳韩信
第 9节舍人得罪韩信，“舍人弟上变”不足信；
第 10节蒯通劝韩信反他没有反
问题探究：
（1）有人说韩信是被吕后等设计陷害死的；也有人认为他造反证据确凿，

咎由自取；还有人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 对此你怎么看？请认真研读课文， 收集
有关资料，说说你的看法。

（师）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关键是联系文本，言之成理。一般多赞成“陷害
说”。主要依据是：韩信临刑前的遗言：“恨不用蒯通计”（“恨”意思是“遗
憾”，不是“怨恨”），蒯通的话： “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 “不用”、
“自夷”，反过来说明韩信不可能谋反。另外，与陈豨密谋叛逆，以及和在京城
的内应，也显得很小儿科，一代大英雄竟如此小儿科，不大可信，所以有人说这
是吕后等人的诬告。密谋造反与事实不合。参照《陈豨传》中记载，陈豨并没有
谋反，而是被逼迫造反。还有其他种种理由。

韩信，一代名将，旷世功臣。他在困境中挣扎，在草莽中崛起，在战斗
中奋进，在胜利中沉沦。 他在最能够背叛刘邦的时候忠贞不贰， 却在最不可能反
叛时涉嫌谋反。正如司马迁所说： “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因此，有人认为韩
釜底抽薪谋反并不可能， 也有人认为其造反证据确凿， 还有人认为他是被逼上梁
山。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信作为我们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忍
辱负重，他的自强不息，他的叱咤风云，甚至他的犹豫狐疑、患得患失，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记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见易中天《汉代风
云人物·韩信成败之谜》）

（2）韩信墓前有对联曰：“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联中“一知己”
和“两妇人”分别指代什么人？

明确：“一知己”指萧何， “两妇人”指的是漂母和吕后。不仅概括了韩信
一生，而且点出成败之由。

七、研读文本 11节
议论表达司马迁的看法 ,有钦佩有惋惜
八、总结全文的行文思路：

略写微时的三件事情，详写井陉之战的经过（战前、战时、战后）表现卓越的军
事才能，详写被灭族的经过，暴露许多的漏洞。

第二课时
教学步骤：

一、检查复习
1、注音
商贾（ ） 晨炊蓐（ ）食 漂（ ）染 井陉（ ） 裨（ ）益
偏裨（ ） 辎（ ）重
答案：商贾（ gǔ） 晨炊蓐（  r ù）食 漂（  pi ǎo  ）染 井陉（   x íng ）
裨（bì）益 偏裨（  pí ） 辎（  zī ）重
2、翻译文本中的几个文言句子
①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

②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③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

④水上军开入．之，复急战。

河边的军队打开营门让他们进去，继续与赵军激烈地作战。
3、总结一下出自文本的成语
（师）一饭千金 背水一战 多多益善 胯下之辱 逐鹿中原
二、阅读高考文言文语段，完成旧知到新知以及阅读能力的迁移的任务。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

高祖购求布千金，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髡钳季布，衣褐衣，之鲁朱家所卖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因谓曰： “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
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
之不广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 滕公心知朱家大侠， 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
“诺。”待闲，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

单于尝为书嫚 ②吕后，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
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面欺！且秦以事于胡，
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愈， 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 ”是时殿上皆恐， 太后罢朝，
遂不复议击匈奴事。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
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
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
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
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楚人曹丘生，辩士，事贵人赵同等，与
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 “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
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
遂行。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
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 何足下拒仆之深也！ ”季
布乃大悦，引入为上客。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节选自《史记·季
布栾布列传第四十》）［注］①为气任侠：任性使气霸见义勇为。②嫚（ màn）：
用言辞轻侮。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季布匿．僕阳周氏 匿：隐瞒。    B ．意．季布匿其所 意：料想。

C．上乃赦季布，拜．为郎中 拜：授官。     D ．诸将皆阿．吕后意 阿：迎合。

2．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现季节“任性使气“的一组是 (     ) 
①季布为项籍用，职耳。 ②樊哙可斩也！
③高帝将兵四十余力众，困于平城。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⑤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 ⑥季布乃大悦，引入为上客。
A．①③⑤ B．①④⑥ C．②③④ D．②⑤⑥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季布本为项籍旧将，打仗时屡次陷汉王于困境。项羽灭后，汉高祖悬赏缉捕
季布，鲁人朱家通过汝阴侯滕公劝说高祖，季布才最终得到赦免。
B．汉惠帝时，单于写信侮辱吕后，吕后极为气愤，樊哙表示要率军痛击匈奴。
季布动引历史故事，铁证如山地认为出兵难以取胜，说服吕后收回成命。
C．汉文帝时，有人称赞季布贤能，文帝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季布到京后，在
住所滞留一个月，拟议却未见实行，季布说起此事，文帝无言以对。



D．曹丘有口才，他听说季布不喜欢自己，仍然坚持前往拜访。见面时，他热情
地对季布拱手作揖，尽力与之联络感情，终于使季布改变看法而善待自己。
4、画横肉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分）
（1）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
下也。
译文：

（2）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译文：
三、完成小论文《韩信英雄末路的原因分析》
提示：可以从客观原因角度和主观原因角度多角度作分析。
附例文 (略) 

2019-2020 年高二语文游褒禅山记备课资料 人教版

让学生来分析 ——《游褒禅山记》“华”的读音的解决
在教《游褒禅山记》时，我要求学生集体朗读第一段，其中“褒禅山亦谓之华
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两句话中的“华”的读音很不一致，
又请学生单独朗读，也在此处卡壳，大家都望着我，等着我的指正。我没有马上
说明，只是告诉大家，答案就在文中，只是要大家去动动脑而已，一听如此，学
生马上去默读课文了， 还有的翻起工具书来， 一会儿，学生就慢慢地有了说法。
生一：应读“今言‘华’ （huā）如‘华 (huá)实’之‘华’ (huá)者”，因为“华
实”来自成语“华而不实”，意思是只开花不结果，比喻外表好看，内容空虚，
其中的华就读 huá。
生二：说不通啊，词典里“华山”的“华”读 huà。
生三：那是指西岳华山，在陕西的华山才读第四声。
生四：我同意生一的读法，文中的“华山”应读“华（ huá）山”，从倒下的石
碑上的文字来看，该山原叫“花山”，后因古书之不存，以讹传讹，人们也没有
进一步考证，也许觉得华（ huá）山来得顺口，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生五：我也同意生一的读法， 生四的解释也说得通， 还有一点，成语“华而不实”
的“华”是开花的意思， 与“花”有相通之处， 是名词“花”的活用， 所有才有
可能混读。
综合起来就明确了：“华山”的“华”读 huá，“今言‘华’（（ huā）如‘华
(huá)实’之‘华’ (huá)者。
至此，大家意见趋于统一，我觉得问题已经解决，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分析：一是
晓得根据教材利用教材，能分析问题；二是晓得充分利用工具书帮助解决问题。
这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又开始了齐读。
《游褒禅山记》 ------- 倒着教，好！
上来的整整一节课， 我就让学生读书。 要求很简单：多读，读熟。什么也没讲。
第二节课，我问：哪些是重点段？学生说三、四段。那好，就从重点段讲。第四
段很简单，一提而过。第三段怎么办？还是读背。我找读背好的学生示范，问：



你们为什么背得快？他们说：“我是分几个层次背的。”我说：“具体说说层
次。”下面就是他们说的大概意思。
1、“于是余有叹焉。”这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2、主要写古人“往往有得”的原因：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3、写现在一般“世人”的做法：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4、重点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奇伟、瑰
怪、非常之观）呢？主要是“三有”： 有志、有力、有物。为了加强论述的力度，
作者用了很多否定的句子：非有志不能至，力不足不能至，无物相不能至。
5、最后说：尽吾志，可无悔。
学生说完了，我觉得老师就不用讲了。再有同学不理解，鼓励他们去读书、背书
去就是了。
第三段“讲”完，讲第二段。
我让学生翻译第三段的第一个句子。 问“于是”的“是”什么意思？让学生在第
二段中找“是”所指代的“这种情况”都包括哪些语句？学生最后找到了：从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到“火尚足以明也。 ”找到了，一边让学生翻译， 一边提
炼要点，这层就解决了。
我又问：这段写了作者游览的经过， 那他和同伴游览的具体地点在哪？游览后的
心情如何？学生说游的是后洞， 后来的心情是“悔”。 这样，第二段层次层意基
本解决了。
最后，我提问“其下平旷”中的“其”指代什么？学生说是华山洞。 这样就过渡
到对第一段的理解。一边读第一段，一边找出说明的几处主要景物：褒禅山，禅
院，华山洞，仆碑。这样就差不多了。
课后想想，这真是千古名文。 第二段首句一“其”字紧紧承一段而来， 第三段首
句一“是”字又紧紧承二段而来。“其”说“禅院”，“是”说“游华山洞”。
最后，第四段还没忘记把第一段中的“仆碑”也说上几句！ 真真难为作者如何想
来！
也谈褒禅山——《游褒禅山记》教学随笔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褒禅山有名无仙。
唐贞观年间，全国四大高僧之一慧褒结庐修炼于华山， 圆寂后其弟子将此更名为
褒禅山，并建褒禅寺。而今过去千载，慧空禅院早已灰飞烟灭。现于其址修筑庙
宇，只是今人复活过去的历史，续写昨天的故事。无论如何，褒禅山也是一座相
当平淡的山。登泰山而翻阅历史长卷， 游桂林而观看水墨山水， 攀黄山坐叹造化
神工，览九华心熏佛国烟香。褒禅山无此佳境。幸而由于历史的偶然，宋王安石
到此一游，留有一记，山遂以文名。
褒禅山的精华在华阳洞。 现由含山县人民政府开发为旅游景点， 对游人开放。原
我校王汉俊老师写过一篇 《今日褒禅山》（载《中学语文教学》 1981年第七期），
时隔二十年，洞已前后贯通，风景殊异，有记述的必要。
褒禅山距县城北 15里。从新建的褒禅寺院向东二三里，至前洞。距洞百余步，
竖有一碑，上写“有碑仆道”，牌下二断碣，无字，为今人仿制。洞前有碑刻，
为游记全文。洞口左侧有白龟泉， 表明“有泉侧出”， 水清洌。过石桥，至洞口，
旁刻书法家舒同写的“天下第一名洞”。洞口大而平。向里 40余步，有一小河
长约 50米，水流淙淙。荡舟而过，经“梅花 渡口”，闻声如雷，乃“莲台瀑
布”。曲径通幽。忽有巨石挡道，弯腰几近地而过， 终于到了“荆公回步”之处。
这是王安石“有悔”的地方， 也是今人暇想的地方。 旁镌有王安石的“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隶书，深厚凝重。继续向前后洞进发，窄
处仅容一人，称“锦绣峡谷”。穿“警钟厅”，拾阶而上，至“灵霄宫”。宫宽
大如殿，有一柱擎天， 柱四周众多石笋围坐如佛， 称得上王安石所谓的“其见愈
奇”。至后洞。全长约 1600米。
以上对山略作描述，下面就本文教学谈一点看法。
我教此文，五次三番，每每有疑惑。褒禅山说不上“险远”， 风景更谈不上“奇”
字。就洞而言，与“七星岩”、“仙人洞”不可同日而语；就文而言，与《岳阳
楼记》、《石钟山记》相比，文中几乎没有景物描写。那么，此文价值究竟体现
在何处？我们联系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生活经历， 不难发现，文章精髓处尽在议
论。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卒谥文，江西临川人。仁宗庆历二年（公
元 1042年）进士，时年二十二岁。我们推算王安石大约在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游褒禅，年近三十五岁，正年富力强。王安石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
想而斗争。年青时曾上万言书，慨然有矫时匡世之志，留心民生疾苦，建议兴利
除弊，以舒民困。这思想同他十五年后百折不挠地实行变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神
宗熙宁二年（公元 1069年）被擢升为参知政事，两度为相，积极变法，以期国
家臻于富强。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他的文学创作与其政治活
动密不可分。他认为，文要“有补于世”，辞“以适用为本”。这就不难理解，
作者只不过借游山之事抒发心中早就有的思想罢了。因而，文章重点不在记游，
深邃处在因事见理。 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文章的价值取向在此昭然若揭。 游记所议
论的“志”、“力”、“外物”与王安石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对现实政治“改
易更革”的骨力以及当时保守迷雾的浓厚自然相对应。 不能不说，此文从某种意
义上是王安石别一风味的政论篇章，同时文中也为我们突现了一个既“深思慎
取”又战斗不息的议论主人公的形象。
《游褒禅山记》教案
一、导语：
以前我们写游记主要写哪些内容？
学生答：旅游的时间地点和谁一起去， 然后写所见， 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或者抒
发对古代文明遗迹的赞美， 对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赞颂以及由此引发的作为炎黄
子孙的民族自豪感等等，可这篇游记却不是如此，它通过作者的亲身游历探险，
发幽微之思，阐发深邃的哲理， 那么作者为我们阐发了那些哲理呢？他的观点给
我们那些思考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学习这篇文章。 （板书课题，然后通读全
文）
二、简介作者并解题
记是一种文体， 可说明、议论、描写、叙述。 游褒禅山记： 是游褒禅山后所记，
所以它是一篇游记。 作者要游历褒禅山， 作者是怎样介绍褒禅山的？好， 我们
先看第一段。
三、研读第一、二段（一）
1、指名朗读、口译。如有疑难则请其他同学回答或由教师点拨。
重点掌握以下词、句：
一词多义：

A.“卒”：①死。“卒葬之”。②终于。“卒相与欢”。（《廉颇商相如
列传》）③士兵。“夫以疲敝之卒⋯⋯”（《赤壁之战》）

B“文”：①碑文，整篇文章。“其文漫灭。”②文字。“独其为文”。、③



华美、有彩饰。“舍其文轩”。（《公输》）
C．“道”：①道路。“有碑仆道”。②说、讲。“何可胜道也哉”。③道理。
“传道受业”（《师说》）④正确的方法。“策之不以其道”。（《马说》）。
D．“极”：①尽，－尽情享受。“极夫游之乐”。②至多，最多。“亦极七八
万耳”。（《赤壁之战》）
词性活用：

A．“舍”：筑舍定居。名词活用为动词。“始舍于其址”。
B．“名”：①命名，称呼。名词活用为动词。“名之曰褒禅”。②说清楚，说
明白。名词活用为动词。“而莫能名者”。
C．“穷”：穷尽，走到头。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好游者亦不能穷也”。

“⋯⋯者⋯⋯也”表示判断的两种形式：
①表示单纯的判断， “者”前是主语，“者”后是谓语。如“今所谓慧空禅院者，
褒之庐家也”。“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②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合判断， “者”在②这里除了表示停顿语气外， 还有提示原
因的作用。如“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 盖音谬也”。 “吾所以为此
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些词语的掌握揉进翻译通课文时。

2、然后试以华山洞作为参照物，根据文中的方位，画出虚拟示意图。
（提示：禅院在距华山洞五里的西面， 因为华山洞“距其院东五里”； 仆碑在华
山洞西面百余步的地方， 因为仆碑是作者从禅院东去华山洞的路上看见的； 前洞
就是华山洞，前洞的“前’是相对于后洞的“后”而言的； 后洞在华山洞北面五
六里的地方，因为华山洞在“华山之阳”，“由山以上”则是北面了。）

3、作者游褒禅山，介绍褒禅山的由来引出慧空禅院，又引出要游华山
洞，可写那些仆碑以及仆碑上的文字好似可有可无， 好象作者的闲笔， 是不是因
该删去呢？
（如果学生答不出， 先留下来到后面解疑） 对“花”和“华”的辨析体现了王安
石爱钻字眼的习惯， 他也因此而尚受时人讥笑， 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个习惯的？
（讨论）
引领学生背诵这一段。 本名→别名由来及证明→华山洞名来由→从仆碑看出本名
→指出音谬。

（二）研读第二段
1、二段略写什么？详写什么？运用了哪些对比？有哪些作用？提示：略写前洞
（19字），较详细地写了后洞特点及游后洞的所见所感。这一段中有那些对
比：

①前洞的平旷与后洞的幽深对比； “其下平旷”——“有穴窈然， 入之
甚寒”
②前洞“记游者甚众”与后洞“来而记之者已少”、 “其至又加少”对比；
③“余所至”之浅与“好游者”所至相比；
④进洞时“其见愈奇”的欣喜与出洞后因“不得极夫游之乐”的懊悔相比。 作用
是为第二部分的议论作铺垫。
2、作者游洞后出来后的心情怎样？“后悔”为什么后悔？因为余之力尚足以入，
火足以明也，却随之出，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实意在说明自己意志不坚定。 以“悔
“结束记游，为下文抒发议论作铺垫。



（三）指导背诵：
师生共同讨论本段层次划分：
第一层（开头到“遂与之俱出”）记游洞经过；
第二层（“盖余所至”至段末）追记后洞中所见并表示遗憾心情。
前洞（平旷、记游甚众）——后洞（窈然、寒、深）——进入（深、难、奇）怠
——俱——追记洞中所见 （盖余所至⋯⋯又加少矣”） ——追记自身， 伏“悔”
字（方是时⋯⋯火尚足以明也”）——以“悔”结束记游（既其出⋯⋯游之乐
也”）

四、研读第三四段
（一）指名朗读、口译第３段：

①“古人之观于天地⋯⋯”意思就是“古人观察天地”。 “之”，助词，
无义，有舒缓语气作用。“于”，这里表示观察的对象， 译成现代语时可省略。
②“险”，这里用的是本义，即“高山”，因为后洞在山上。“夷”，指平地，
说的是前洞地势。
③“至于幽暗昏惑”中的“至于”是实词性词组，意思是“到了⋯⋯的地
方”。
④“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中的“也”， 在一般情况下可省， 但此处不能省， 它
表示肯定的语气，意思是确实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⑤“此余之所得也”：这是特殊形式的判断句，读时“此”后应作一顿。

要提示学生注意
“焉”“也”“夫”“则”“而”“故”“矣”“然”“其”“乎”等虚词在
表达语气上的作用
1、“于是余有叹焉”承上启下， 进一步具体阐述作者后悔心情背后的思索。
2、作者先说古人“古人之于⋯⋯而无不在也” 作者为什么先说古之人？答曰：
以古人为标准，另外可以使作者的立论更有说服力
3、然后作者写一般人惧险远“夫夷以近⋯⋯则至者少”（照应前洞），所以他
们就不能见到“世之奇伟、 瑰怪、非常之观”，这让我想到毛泽东的七绝诗——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
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文中“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
于险远”就为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句话做了注脚。
4、欲得非常之观，就必须有志（而世之⋯⋯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5、然后说到有志无力（有志者⋯亦不能至也）；有志有力，还要有外物（有志
与力⋯⋯亦不能至也）；
6、最后两个分句再次说明只要有志， 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 即使不能达到目的，
也可以“无讥”、“无悔”。
作者说“不能至”是指什么说的？ （不能至洞的深处， 不能见“非常之观”。 ）
这本来是件“有悔”的事， 为什么作者又说“可以无悔”呢？ （因为已经“尽吾
志”了。）
“尽吾志”是什么意思？（为实现自己的愿望作最大的努力。）
总结：作者揭示了“志”、“力”、“物”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强调了“力”
与“物”这两个客观条件的作用， 又强调了“志”这个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 强



调只要尽己之志，虽然不能达到目的，亦可“无悔”、“无讥”，作者在这儿所
论述的既是游山之所得， 又是治学处事之理， 也是成就一切事业之道。 从这里大
家受到了什么启发？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学习谈一下。
（二）研读第四节这一段有写到仆碑上的文字， 和第一段中的有关仆碑的描述相
应。（前面的描写为后面的议论埋下伏笔。）
写这些仆碑表达了作者什么观点？（治学必须“深思慎取”）
思路：作者从第一段的“有碑仆道， 其文漫灭”，联想到“古书之不存”， 从“音
谬”联想到“谬其传”的情况不可“胜道”， 自然地得出治学必须“深思慎取”
的结论。

五、讲析第五段这一段是补叙， 交代同游者籍贯、姓名和写作本文的时间并署名。
思考：同游者的姓名没有出现在正文里， 而是记在这段文字中， 这样写有什么好
处？
提示：能使行文简洁，避免横生枝节。

六、问题讨论。本文的记叙部分和议论部分是怎样紧密联系的？
（试从①过渡衔接； ②两部分在文字上的前后呼应； ③游山与治学处世两者的内
在联系这三方面思考）
提示：
①两部分之间使用了过渡句： 第二段最后一句“不得极夫游之乐”开启下文， 第
三段第一句“于是余有叹焉”紧承上文，领起全段，使文章前后衔接，过渡自
然。 ②文字上前后呼应，意思贯通，起照应作用的句子有“夫夷以近，则游者
众”和“其下平旷⋯⋯记游者甚众”； “险以远，则至者少”和“有穴窈然， 入
之甚寒，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来而记之者已少”；“奇伟、瑰怪、非
常之观”和“其见愈奇”； “非有志者”和“怠而欲出者”； “随以止”和“遂
与之俱出”；“可讥”和“人咎”； “在己为有悔和“悔其随之”； “仆碑”和
“有碑仆道”； “古书之不存”和“其文漫灭”； “谬其传”和“音谬”。 前文
的记叙正是为议论部分埋下伏笔， 使议论有依据。 议论部分是记叙的深化， 是从
具体事物中悟出来的含有哲理的感想。
③作者把治学处世比作游山， 抓住它们之间的共同点： 都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

意志和深思慎取的态度。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指定一人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编订的
“前后两部分对照表”，其他同学补充订正。
《游褒禅山记》同步练习
一、选择题：
1选出加点字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 ）

A．庐冢（ zhǒng） 何可胜道（ shèng） B．窈然（ yǎo） 有碑仆道
（pū）

C．音谬（ miù） 既往不咎（ ji ū） D．王深回父（ fǔ）无物
以相之（ xi āng）
2．选出加点“之”的用法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 （ ）

A．古人之观于山川、草木、虫鱼、鸟兽
B．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C．后世之谬其传
D．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3．选出各句加点的词与例句活用现象不同的一项（ ）
例：火尚足以明也
A．素善留侯张良 B秋毫不敢有所近

C．且天天下非小弱也 D以乱易整，不武
4．下列句子的句中停顿，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
B．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C．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
D．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5．选出与“其孰能讥之乎”中“其”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一项（ ）
A．距其院东五里
B．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C．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D．一之谓甚，其可再乎？
6、选出下列句中加点词活用不同类的一项（ ）
A．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 B．沛公欲王关中
C．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 D．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7．下列句式与例句不同的一项是 （ ）

例句：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A．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 B．是非贿得之。
C．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D．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8、下列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
A．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B．于是余有叹焉
C．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D．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9．下列各组中加点的词，词义全不相同的一项是 （ ）
A 、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烟雨空蒙，鸥鹭灭没，极登临之胜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B、唐浮图慧褒站舍于其址，而卒葬之
五万兵难卒合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C、以故其后名之日“褒禅”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
D、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10．与“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中“所以”的意义不相同的一项
是（ ）

A、臣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B、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C、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D、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着急高义也
11．选出句中“者”字的用法不同于其他三项的一项 （ ）

A．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B．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

C．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
D．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12．选出对句中加点的字词解释错误的一项 （ ）

A、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南面）名（命名，名词用作动词）
之也

B、唐浮图慧褒始舍（筑舍定居，名词用作动词）于其址（山脚），而
卒（终于）葬之

C、其下平旷（平坦空旷），有泉侧（从旁边）出，而记游者甚众
D、余之力尚（还）足以（用来）入，火尚足以明（照明，形容词用作

动词）也
13．下列各个句子在文中的意思，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
它是在华山的南面而这样称呼它。

B．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进洞越深，那前进就越困难，
然而那见到的景色也越奇特。

C．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我也后悔自己随从他们，以
致体会不到游览者的极大乐趣。

D．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我的体力还足够继续前进，火
把还足够继续照明。
阅读下面文段，完成 14－19题。

于是余有叹焉。 古人之观于天地、 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
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
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世。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已为有
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何可胜道
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14、对下列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于是余有叹焉 叹：感慨 B．夫夷以
近 夷：平坦

C．而人之所罕至焉 罕：少 D其孰能讥之
乎 孰：怎么
15．选出不是判断句的一项 （ ）
A.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B.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C.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D.不出，火且尽
16对下列句中加点向的分类，正确的一项是 （ ）

①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②夫夷以近



③不随以止 ④至于幽暗昏
惑而无物以相之

⑤然力足以至焉 ⑥又以悲夫古书之
不存

A 、①⑥ /②/③/④⑤ B 、①②③ /④/⑤/⑥
C、 ①④ /③⑤ /② /⑥ D、 ②③④ // ①⑤ /⑥

17、对下列句子的翻译，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因为他们探求思考得深入而且广泛
B．有志矣，不随以止也——有了志向，又不盲目地跟随他人而停止前

进
C．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至于那些幽深昏暗使人迷惑的地方

却没有外物帮助他
D．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后人弄错了它流传的（文字）而没有

人能够说明情况
18、“此余之所得也”一句， 总括了作者的游览体会， 不属于“所得”的一项是
（）

A、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
者不能至也。

B、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C、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D、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

也哉！
19、对这段文字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作者认为要到达奇伟、瑰怪和非常之观的地方，需要志、力、物，三者
之中，志最重要。

B、作者认为只要尽了“吾志”，即使不能到达奇伟、瑰怪和非常之观的地
方，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

C、作者对古人求思之深作了赞扬，但古人没有得出自己这样深刻的结论，
也可惋惜。

D．平坦和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多，但这些人看不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二、填空题：
20、写出下列句子的上句或下句。（ 8分）
①余与四人拥火以入， ， ，
而其见愈奇。
②夫夷以近， ；险以
远， 。

，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
焉， 。
③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 ；尽吾志也，而不
能至者， ，其孰能讥之乎？
④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
存， ，何可胜道也
哉！ 。
三、文言句子翻译：



21、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22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23、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
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游褒禅山记》参考答案：
1、B（A胜 shèngC咎 ji ùD相 xi àng） 2、B 3、D 4、B 
5、D（A那 B他们 C自己） 6、D（ABC都是名词作动词， D动词作名
词） 7、A 
8、A 9、B（分别是“死”、 “仓猝”、“终于”的意思； A项前两个“极”
是“尽情享受”，第三个“极”是“直达”， C第一个“名”是“命名”，二三
两个“名”是“说出”； D项一二两个“加”是“更”，第三个“加”是“增
加”）
10、C 11、A 12、B（“卒”，死） 13、C 14、
D（孰，谁） 15、D 16、A 17、C 18、D 
19、C 20（1）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2）则游者众，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
瑰怪、非常之观（ 3）而在己为有悔，可以无悔矣（ 4）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
者 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21、已经出洞了，便有人责怪那要求退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自己随从他们，以至
不能尽情享受那游览的乐趣。
22、但世上的奇妙雄伟、 珍贵奇特、不同寻常的景观， 常常在那险要僻远的地方，
而且是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
23、对于这种情况，我有感慨了。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
往有心得，因为他们探究、思考得非常深入而且广泛。
《游褒禅山记》复习测试

一、文学常识
王安石：北宋（ ）、（ ）、（ ）
字（ ），晚号（ ），世称（ ），谥号（ ）。
在文坛上是个革新派，反对北宋出面浮靡的文风，主张文章“务惟有补于世”。
他的散文雄健峭拔， 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 诗歌遒劲清新； 词虽不多而风格
高峻。著有（ ）。
王安石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 11世纪的改革家。
二、基础知识
1、注音
慧褒（ ）庐冢（ ）音谬（ ）窈然（ ）瑰怪（ ）无物以相之（ ）
何可胜道也哉（ ）有碑仆道（ ）
2、通假字
长乐王回深父（ ）
3、古今异义
而卒葬之（ ）



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
此所以 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
于是余有叹焉（ ）
4、词类活用
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
唐浮兔慧褒始舍于其址（ ）
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
火尚足以明也（ ）
则或咎其欲出者（ ）
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
而余亦悔其随之出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
三、选择题
1、对下列句子中画线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阳：水之南，山之北
B、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穷：走到尽头
C、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观：景观、景象
D、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 相：帮助
2、下列画线的词语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庐冢：文中指屋舍和坟墓。
B、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窈然：深远幽深的样子。
C、盖余所至，比其好游者不能十一。十一：十分之一
D、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昏惑：迷乱。
3、下列各组句子中画线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
A、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
也。

此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
B、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C、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

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D、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 .......  
四、下列加黑词的含义中两两相同的居多， 请选出与两两相同的词义不同的句子。
1.A. 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
址

B.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
C.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

也 D.其孰能讥之乎
E.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F.距其院东五

里 （ ）
2.A. 而卒葬



之
B.卒廷见相如

C.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
曲

D.初，鲁肃闻刘表卒
E.疑畏卒不敢
取

F.以疲病
之卒御狐疑之众
G.五万兵难卒
合

（ ）
3.A. 则其好游者不能穷
也

B.其人家有好女者
C.若备与彼协心⋯⋯则宜抚安，与结盟
好 D.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
E.有好事者船载以
入

（
）

4.A.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往往有得 B.此则岳
阳楼之大观也
C.今以蒋氏观之，犹
信

D大王见臣列
观 （

）
5.A. 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
也

B.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
C.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
实

D.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E.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

F.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
G.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
也

（
）

6.A. 不出，火且
尽



B.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C.有泉侧
出

D.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E.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F.出类拔萃
G.汪然出
涕

H.出珠授
之 （

）
7.A.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B.牺牲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C.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D.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E.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
赵 F.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
G.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著
远

（
）

8.A. 无物以相
之

B.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C.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D.大丈夫相时而动
E.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
也 F.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
G.卒相与欢，为刎颈之
交

（ ）
9.A. 入之愈深，其进愈
难 B.
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C.是进亦忧，退亦
忧

D.余船以次俱进
E.于是相如前进
缶

（
）



10. A.险以远，则至者
少

B.江山险固，沃野万里
C.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
矣 D.此乃荣贼心计险极
巧极之处
E.吾与汝毕力平
险

（
）

11. A.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
也 B.老年人如夕照，
少年人如朝阳
C.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
济 D.阳奉阴
违 ( 

）
12.A. 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
址 B.而操舍鞍马，
仗舟楫
C.舍相如广成传
舍

D.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E.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
F.客舍青青柳色

新 ( ）
五、用“⋯⋯者⋯⋯也”表示判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表示单纯的判断， 另一种
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合判断。请按照这个说法，把下列表判断的句子分为两组。
A.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B.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C.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D.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者也。
E.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
F.子瑜者，亮兄瑾也。
G.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
H.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1.单纯判断句有
2.表因果的复合判断句有
六、翻译下列句子 1、补上必须补出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 2、有特殊句式的
请标明
（1） .于是余有叹焉。



（2）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3）.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
哉！

（4）、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

（5）、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6）、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

七、课内阅读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

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于四人拥火
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其好游者尚不能十一， 然视其左右，来而记游者已少。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 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
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1、选出词类活用与“好游者不能穷也”相同的一项（ ）
A、其下平旷，有泉侧
出。

B、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C、其进愈难，而其见愈
奇。

D、火尚足以明也。
2、选出“之”字用法与其他各项不同的一项（ ）
A、有穴窈然，入之甚
寒。

B、则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
C、余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D、遂与之俱出。
E、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
少。 F、余之力尚足以
入，火尚足以明。
G、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只乐也。
3、选出与“所谓前洞也”中“所”用法不同的一项（ ）
A、置人所罾鱼腹
中

B、盖余所至，比好游着尚不能十一
C、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 D、载舟覆舟，所
宜深慎



答案
一、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介甫、半山、荆公、文、《临川集》
二、1.略 2、父 3、卒：古（终于，死）；今（士兵，完毕）。十一：古
(十分之一 )；今（数目，十一）。非常：古（不平常）；今（程度副词，很，十
分）。所以：古（相当于“ ....... 的原因”）；今（表因果关系的连词）。学
者：古（泛指求学得人） ；今（特指有专门学问得人） 。于是：古（对于这件事）；
今（连词）。 4、穷：形容词用作动词，走到尽头。舍：名词用作动词，筑舍定
居。名：名词用作动词，命名。明：形容词用作动词，照明。谬：使动用法，使 ......
弄错。名：名词用作动词，说明白。极：形容词用作动词：尽情享受。

三、1、A（阳：山之难，水之北）。 2、无。 3、A（A项中的“乃”均为副词，
表判断，“是”； B项中，前一个为连词，表示递进，后一个也为连词，表示转
折；C项中，前一个是助词，无实义，后一个是代词，指自己。 D项中，前一个
是连词，“因为”的意思，后一个是“以之”的省略，可译为“因此”）。
四、
1.CD 2.G 3.B 4.BD 5.ADE 6.BF 7.ABD 8.ADE 9.C 10.D 11.BD 12
.AE  
五、1.A C D F 2.B E G H  
六、1.于是我对这件事有许多感慨。

2.然而力量足够到达那里 （却未能到达省了一个分句） ，在别人看来是可以
嘲笑的，而在自己看来也免不了懊 悔。

3.我对这倒在路边的石碑很惋惜省谓语） ，又因此而感叹那些古书 不复存
在，后代人弄错了它流传的文字， 没有人能说明白古书的原貌 ,（类似的情况 省
主语）哪里能说得完呢！

4.判断句。 5.状语后置。 6判断句
七、1D；2F；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