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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辅导

� � � � 文言文距今时间跨度大，是学生语文学
习的一个难点。 对于即将面临中考的考生，
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复习
好已学过的文言文， 并将课内知识内化、迁
移为解决课外文言文的能力，从而顺利地应
对中考文言文试题，适当的方法就显得尤为
重要。

实词的知识和复习方法

文言文中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
和量词，因代词用法和作用比较特殊，一般
归到虚词中，这一点与现代汉语不同，对此
同学们要注意。

1．关于通假字。文言文中的通假字很多，
通俗地说古字通假就是用一个读音相同或
相近的字代替另一个字使用的现象。 ①“本
无其字”的通假字。 古代文字少而所记事物
多，文字常常不够用，想记一事而无其字，只
有借一个同音字来代替。 ②“本有其字”的
通假字。古人写作时，不用原字或“仓促无其
字” 而写成了另外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这
就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字。

常见的通假字，如：“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 ”（通“悦”，愉快，《论语》六则）；“风吹
草低见牛羊”（“见”通“现”，呈现，露出，《敕
勒歌》）；“政通人和，百废具兴”（通“俱”，全，
皆，《岳阳楼记》）等。

2．关于古今异义字。 随着社会和人们认
识的发展，语言在不断变化，文言文中有的
词语意思几千年来没有变化，如水、火、日、
月等，有的则有相当大的变化，大致有以下
几种：

①词义扩大：如“秋”字，本指一年四季
中的“秋季”，后扩大为一年、时刻，如“一日
不见，如隔三秋”。②词义缩小。如“丈夫”，古
义是男子的统称，如“大丈夫能伸能屈”，今
义则专指“妻子”的配偶。 ③词义的转移。 即
由原来的意义转为另一种意义，如“牺牲玉
帛”中的“牺牲”，本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祭
品，是名词，转移为今义是为了某种目的而
舍去自己的生命或权利，属动词。 ④词义感
情色彩的变化。 即词的褒贬意义的转化，如
《出师表》中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的“卑鄙”，
古义是出身低微，见识浅陋，是中性词，而现
在则指“品质不好”，是贬义词。 ⑤单音词变
多音词。 如“祖父”古义为“祖父和父亲”，今
义为“父亲的父亲”。

3．关于一词多义。即同一个词，在不同的
句子里意义不同，但各个义项间都有一定的
联系。 如“夫”在①“荷担者三夫”（《愚公
移山》），②“其夫呓语”（《口技》）中的意
思分别是“成年男子”和“丈夫”，有一定的
意义上的联系。 因此，在复习文言文时要特
别重视并力求掌握这类多意的常用词，根据
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判断语词的本义、引申义
和假借义。

4．关于词类活用。所谓活用，是指有些词
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改变它的词性，起了另一
类词的作用。 请看下列加点词：

①名词活用为动词。 如：“公将
·
鼓之。 ”

（击鼓，《曹刿论战》）。 “妇扶儿
·
乳。 ”（喂奶，

《口技》）。 ②形容词活用为动词。 如：“
·
亲贤

臣，
·
远小人。 ”（亲近，疏远，《出师表》）；“欲

·
穷

其林。 ”（走尽，《桃花源记》）。 ③动词活用为
名词。 如：“退而甘食其土之

·
有。 ”（出产的东

西，《捕蛇者说》）。 “惧有
·
伏焉。 ”（伏兵，《曹刿

论战》）。 ④形容词活用为名词。 如：“此皆
·
良

·
实，志虑忠纯。 ”（善良诚实的人，《出师表》）。
“吾与汝毕力平

·
险。 ”（险峻的大山，《愚公移

山》）。 ⑤名词作状语。 如：“其一
·
犬坐于前。 ”

（像狗一样，《狼》）。 “
·
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

（用箕畚，《愚公移山》）。
从上例可以看出， 这种作状语的名词译

成现代汉语时， 常要在它的前头加上 “像”、
“用”、“以”、“于”等介词构成介词结构，这类
情况一定要留意。

5．使动用法。 即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
语怎么样”的意思，它是用动宾结构表达使
令式的内容。 如：“无案牍之劳形”（使身体劳
累，《陋室铭》）。“汗牛塞屋”（使……流汗，《黄
生借书说》）。 需要注意的是，古文中，动词的
使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
词本来不带宾语， 用于使动时， 后面就带宾
语。

6．意动用法。是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
（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它仅限于形容词
和名词的活用，动词本身没有意动用法。 如：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以……为耻，《论
语》）。 “渔人甚异之。 ”（以……为异，《桃花源
记》）。

虚词的知识和复习方法

文言虚词主要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
词、助词、叹词和兼词。 中学阶段常用的虚词
大致有以下四类：

1．起指代作用的，如“其”、“之”。 “其一犬
坐于前。 ”（其中，《狼》，）；“公与之乘，战与长
勺。 ”（ 他，《曹刿论战》）。

2．起组合作用的 ，如 “以 ”、“于 ”、“为 ”。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凭借，《曹刿论战》）。

3．起连接作用的 ，如 “而 ”、“则 ”、“乃 ”。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并且，《捕
蛇者说》）。

4．起语助作用的，如“也”、“乎”、“哉”等。“使
人索扁鹊，已逃秦矣。 ”（了，《扁鹊见蔡桓公》）。

常见文言句式的知识和复习方法

为了复习好文言文，除了掌握字词外，还
必须了解文言文的句式与现代汉语的区别，
以期对文意有确切的理解， 尤其是以下几种
特殊的文言句式：

1．倒装句。 文言文中有时修饰语在中心
语后，宾语放在谓语前，如“何罪之有？ ”即
“有何罪”，“战于长勺”即“于长勺战”。 译
时需调整语序才能符合现代汉语习惯。

2．判断句。 现代汉语中的判断句主要用
“是”来表示，如“他是一个学生”，而文言文
中的判断句主要有“……者，……也”，如“陈
胜者， 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者，……”如“天下者，高祖天下”（《史记·魏其
武安侯列传》）；“……，……也”，此庸夫之怒
也，非士之怒也（《战国策·唐雎不辱使命》）；
“……者也”，如“莲，花之君子者也”（《爱莲
说》）；也有用“为”、“乃”表示判断的。

3．省略句。在文言文中经常出现的省略句，
在译成现代汉语时，常常需要补充出来（用括
号表示）。 如：坐潭上，（潭）四面竹树环合。

4．被动句。文言文中常用“于”、“见”表
示，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被”字。如“劳心者
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滕文公上》）
“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 ”（《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

� � � �上海每年除杨浦区外，其余各
区都将在 4 月底前结束第

二次模拟考试，有些区二模考试后学
生细到可以知道自己在全区的大体
排名。 这对下一步第三轮、也是最后
一轮的复习能起一个定位作用，即在
自己的各学科复习重点之间做一个
调整，也可以就每门课在难易度的把
握上做一下调整，下面就数学学科做
一些简单的分析。

每年各区县（包括 5 月 22 日的
全市模拟考） 的试卷有近 17 套，估
计每个学校都会以此为重点对这 17
套题目 “通吃通做”。 在这一过程
中， 各校老师们会通过每年各区的
二模卷探探中考的“动向”，对比难
易度是否有所改变， 几何题型是否
会有变化； 学生也可以在二模后的
复习中就此找出自己的薄弱点，进
行横向的专题训练。 所以，二模后的
复习既要认真地把所有区的题目做
一遍， 又要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考试
技巧和节奏。

第一部分：数学中考 1-18 题，共
72 分。 根据这几年的题型模式，填空
选择，基本上都只涉及 1 到 2 个知识
点，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拐弯的题，都
是最基本的概念和图形，所以学生在
做这一部分的题目时，要求“不加思
考，直接下笔”。而第 17、18 题一般会
涉及到图形的运动， 因而产生多解，
所以在做到填空第 17、18 题的时候，
同学们要学会“停一停”把重心放到
画图这个环节来———准确地画图直
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求解、 不丢解。
如有一年的中考题， 第 18 题为含一
个 45 度角的菱形，沿一条边折叠，求
折叠部分与原图形公共部分的面积，
这个题目不少学生都随意画图，结果
角度画得过大，致使折叠部分画在了
菱形内，公共部分的图形由四边形变
成了三角形，而这样的错误学生在考
场上极难自己检查出来。

第二部分：19 题—22 题， 共 20
分。 这部分简答题仍然注重基本概念
和运算， 只是比填空题多了一层要
求：用数学语言将数学思维进行规范
表达。 这部分在训练过程中是要争取
拿满分的，而同学们的丢分多以运算
粗心和几何证明过程中跳步说理为
多，尤其是几何证明。 所以，这一部分
的训练不是以“会不会”为着重点，
而是以“简答题要详写”为技巧来训
练。

第三部分：23 题，12 分。 这是一
个比较独特的部分，近几年都是几何
证明题， 而且一般分为 2 到 3 个小
题。 这部分建议同学们要做一个横向
训练， 就是将所有模拟卷中的 23 题
放到一起来做，自己总结找到一些规
律，诸如，小题之间的台阶性、添加辅
助线的“尝试通法”、几何证明中“两
头出发，中间搭桥”等，还会用到一些
基本几何图形，如 A 字形、逆 A 字形、
8 字形、逆 8 字形、射影定理图形及子
母相似图形等。

第四部分：24 题、25 题。 毫无疑
问，这是两考合一考后为拉开距离进
行选拔而设置的题目， 第 24 题为代
数类综合题， 第 25 题为几何类综合
题。24 题在数形结合的解析思想中注
重计算，尤其考核学生代数式的化简
与计算能力，同时考察学生能否用初
中的几何方法来解决解析几何的简
单问题。 在这道题目中，学生一定要
注意第一题的计算问题， 第一题错，

那么这道题接下来即使方法都对，也
几乎一分都得不到了，我和学生把这
个注意点叫 “严防死守多米诺第一
张”。最后就是 25 题，这道几何题目，
蕴涵的都是基本背景图形，如何把复
杂图形分解为基本图形，这个功力是
逐渐练成的。 在这道题目中我们提到
的方法是“相似优于勾股，三角优于
相似，面积搭桥有奇效”。 至于 25 题
的第三小题，则是给奔着满分去的那
些有极强构图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学
生准备的，这也是展现“平时百般兵
器浓缩，限时功力大比武”的平台题
目。 在这道题目上，不必刻意为求定
义域等进行专题训练， 而是考一次，
认真解答一次，订正一次，尤其做好
订正本，这个“病例”对自己的帮助
会非常有效。

至于答题技巧和节奏，我认为不
能按统一标准，而应因人而异。 一般
来说，1 到 23 题平时训练掌握在 50
分钟，24、25 题 50 分钟。

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学生，则可
把 1 到 23 题的答题时间延长到一个
小时， 索性把 25 题的第三小题一开
始就放弃掉，这样能节省出不少时间
来解答前面的题目。 我一般不主张学
生考试时养成检查的习惯，而是一遍
过， 从第一道题开始就怀 “敬畏之
心”认真审题、认真答题，做完就不再
回头，一是因为在考场上出现的盲点
类错误， 考生自己几乎很难检查出
来，哪怕是出了考场“一拍脑袋就大
叫”的简单错误；二是做到最后一大
题，大部分学生都会逐渐陷在若隐若
现的思路火花中，激动地尝试不同的
“彼时灵感一现”思路，很难回头静
心检查出错误。 所以，在答题技巧上
要逐渐训练成 “敬畏之心， 一气呵
成”。

高效复习中考文言文
■闵行第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许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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