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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师范学院“专升本”选拔 

《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总体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考试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和《基

础写作学》三个科目，主要考查考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程的基本知识与基

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分析、解决相关问题的能

力。 

二、考试方式及时间：闭卷笔试、120 分钟 

三、考试科目及各科目分值 

考试总分 100 分，其中科目一：中国现当代文学（40分）、科目二：现代汉

语（30 分）、科目三：基础写作学（30分）。 

四、试题类型 

填空题、选择题、辨析题、分析题、简述题、论述题、写作题等。 

五、各科目考试要求 
 

科目一：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考试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学生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主的白话文作品的掌握程度，识记大量作品

相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分析文学思潮现象和赏析不同风格作品

的能力。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1.识记：是指学习本课程后，对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并且能够准确

地表述。 

2.理解：在识记基础上，能系统、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有关

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能进行正确的解释。 

3.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去说明、分析和解决现

当代文学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初步掌握分析作品的能力。 

二、考试方式及分值 

1.采用闭卷笔试； 

2.试题分值为 40 分。 

三、考试范围及题型 

1.考试范围：《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第三版上下册）。 

2.试题类型：填空题、选择题、简述题、分析应用题等。 

四、参考教材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第三版上下册），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五、考核内容 

 

上编（1917—1949） 

 

导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第一节人的观念与文学史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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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 

第三节文学观念变革 

第四节文体叙述创新 

第五节近代市民通俗文学勃兴 

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 

第一节《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 

第二节白话文学与“人的文学” 

第三节五四文学论争 

第四节五四文学革命实绩和历史意义 

第二章 20年代小说 

第一节 2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郁达夫 

第三节叶绍钧许地山 

第三章鲁迅 

第一节鲁迅文学道路 

第二节《呐喊》《彷徨》 

第三节《野草》 

第四章 20年代新诗 

第一节 20年代新诗概述 

第二节郭沫若 

第三节徐志摩闻一多 

第五章 20年代散文戏剧 

第一节 20年代散文概述 

第二节周作人朱自清 

第三节 20年代戏剧概述 

第四节田汉 

第六章 3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节左翼文学思潮 

第三节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思潮 

第七章 30年代小说（一） 

第一节 3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张爱玲等 

第三节新感觉派小说 

第八章 30年代小说（二） 

第一节茅盾小说创作 

第二节《子夜》 

第九章 30年代小说（三） 

第一节老舍小说创作 

第二节《骆驼祥子》 

第十章 30年代小说（四） 

第一节巴金小说创作 

第二节“激流三部曲” 

第十一章 30年代小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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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沈从文小说创作 

第二节《边城》 

第十二章 30年代新诗 

第一节 30年代新诗概述 

第二节戴望舒卞之琳 

第十三章 30年代散文 

第一节 30年代散文概述 

第二节鲁迅杂文林语堂 

第十四章 30年代戏剧 

第一节 30年代戏剧概述 

第二节曹禺戏剧创作《雷雨》 

第十五章 4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节国统区文学思潮 

第二节解放区文学思潮 

第十六章 40年代小说 

第一节节 4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围城》 

第三节张爱玲 

第十七章现代通俗小说 

第一节节现代通俗小说概述 

第二节张恨水 

第十八章 40年代新诗 

第一节 40年代新诗概述 

第二节艾青 

第三节九叶诗派 

第十九章 40年代戏剧散文 

第一节 40年代戏剧概述 

第二节《屈原》等 

第三节 40年代散文概述 

第二十章解放区文学 

第一节节解放区文学概述 

第二节赵树理 

 

下编（1949-2013） 

 

第一章 1949-1976年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第二节 “文化大”十年文学思潮 

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 《创业史》《青春之歌》 

第三节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 

第三章 50年代、60年代诗歌戏剧 散文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诗歌概述 郭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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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50年代、60年代戏剧概述《茶馆》 

第三节 50年代、60年代散文概述 

第四章 50-70年代台港文学 

第一节 台湾文学概述 

第二节 小说 白先勇等 

第三节 香港文学概述 

第四节 通俗小说金庸 

第五章 50-70年代台港诗歌 戏剧 散文 

第一节 诗歌余光中等 

第二节 戏剧 

第三节 散文 

第六章 80年代、9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80年代文学思潮 

第二节 9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七章 80年代小说 

第一节 8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 王蒙 陆文夫 高晓声 

第三节 谌容 张贤亮 

第四节 汪曾祺 

第五节 探索小说 莫言 

第八章 90年代小说 

第一节 90年代小说概述 

第二节 贾平凹 陈忠实 

第三节 王安忆 陈染 

第四节 王小波 王朔 余华 

第九章 80年代、90年代诗歌 

第一节 80年代、90年代诗歌概述 

第二节 朦胧诗 

第十章 80年代、90年代散文 

第一节 80年代散文概述 《随想录》 

第二节 90年代散文概述 《文化苦旅》 

第十一章 80年代、90年代戏剧 

第一节 80年代、90年代戏剧概述 

第二节 沙叶新高行健 

第十二章 80年代、90年代台港文学 

第一节 小说 

第二节 戏剧 

第三节 散文 

第十三章 2000-2013 年小说（一）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概述 

第二节 精英写作的坚守 

第三节 莫言 

第十四章 2000-2013 年小说（二） 

第一节 通俗小说 



5 

 

第二节 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 

第三节 “80 后”青春写作 

第四节 新媒体与文学新形态 

第十五章 2000-2013 年诗歌 戏剧 散文 

第一节 诗歌 

第二节 戏剧 

第三节 散文 

 

 

科目二：现代汉语 

一、考试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学生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分析语言现象和纠正语

言运用中的错误的能力。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1.识记：是指学习本课程后，对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并且能够准

确地表述。 

     2.理解：在识记基础上，能系统、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有

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能进行正确的解释。 

     3.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去说明、分析和解决

现代汉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初步掌握分析语言的能力。 

二、考试方式及分值 

1.采用闭卷笔试； 

2.试题分值为 30 分。 

三、考试范围及题型 

1.考试范围：《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三版。 

2.试题类型：填空题、选择题、辨析题、分析应用题等。 

四、参考教材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上下册，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五、考核内容 

 

绪论 

一、考核知识点 

1.语言的性质和功能 

2.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及方言 

3.现代汉语的特点 

二、考核要求 

第一节  语言 

识记：语言；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功能。 

第二节  现代汉语 

了解：什么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七大方言简况 

理解：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第三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理解：现代汉语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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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现代汉语的特点 

掌握：汉语语音的特点；汉语词汇的特点；语语法的特点。 

 

第一章   语音 

一、考核知识点： 

1.语音的性质 

2.全面掌握"发音器官示意图" 

3.语音单位：音素、辅音、元音、音节、声母、韵母、声调 

4.记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认识与现代汉语有关的国际音标 

5.21 个辅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及声母辨正；39 个韵母的分类、发音原理、舌

面元音舌位唇形图、韵母结构分析、韵母辨正；调值、调类及声调辨正； 

6.普通话音节的结构、声韵配合规律、音节的拼写规则 

二、考核要求： 

第一节   语音概说 

识记：音素；音节；元音；辅音 

理解：语音三大性质，即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其中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

属性；语音的四要素及其作用；音素、音节、音位、元音、辅音等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声母 

识记：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类 

应用：21个辅音声母的描述；声韵配合的规律 

第三节   韵母 

识记：韵母的分类 

理解：韵母的结构及发音特点 

第四节  声调 

识记：声调；调值；调类；调号 

理解：声调的性质；调值、调类、调号间的关系 

第五节    音节 

识记：音节结构特点 

应用：音节结构分析；声韵调的配合；音节的拼写；纠正错误音节 

第二章   汉字 

一、考核知识点： 

1.汉字的特点 

2.汉字的结构系统和结构方式 

3.汉字的正确书写和运用  

二、考核要求： 

第一节   汉字的形成 

识记：文字；字体；汉字字体演变过程； 

第二节   汉字的特点和结构 

识记：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汉字是记录音节的文字；汉字是方块字；笔画；偏旁；

部件；部首 

理解：笔画、偏旁、部件、部首的联系与区别 

应用：掌握汉字的笔画和笔顺；分析汉字的构造方式；说明现行汉字中形声旁的表音作

用和形旁的表意作用的局限性。 

应用：使用规范字，不写错别字，不写已被废除的异体字，不滥用繁体字，不生造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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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简体字。 

 

第三章   词汇 

一、考核知识点： 

1.语素和词 

2.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3.多义词和同音词 

4.同义词和反义词 

5.词汇的构成系统；熟语 

二、考核要求： 

第一节   语素、词和词汇 

识记：语素；词 

理解：语素的分类；语素和词与汉字和音节的关系。 

应用：分析联绵词的语音特点；语素、词的判断。 

第二节   词的构造 

理解：单纯词和合成词的区别。 

应用：合成词构成方式的分析。 

第三节   多义词和同音词 

理解：词的理性意义、感性意义和语法意义；多义词的基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多义

词和同音词的区别。 

第四节   同义词和反义词 

理解：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别；同义词的作用；同义词的辨析方法；绝对反义词和相对

反义词；反义词的作用。 

应用：同义词辨析。 

第五节   词汇的构成部分 

识记：基本词；新造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社会惯用语；熟语；词汇吸收各种

成分的原则。 

理解：基本词汇的特点、性质；成语的特点；成语的来源和构造。 

应用：成语的误读、误写、误用的辨别。 

第四章    语法 

一、考核知识点： 

1.现代汉语语法和语法学 

2.划分词类的依据标准 

3.现代汉语的实词 

4.现代汉语的虚词 

5.词的兼类 

6.词组的结构分类 

7.词组的功能分类 

8.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 

9.句子的结构分类 

10.句子的特殊成分 

11.常见句式 

12.单句的分析 

13.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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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常见的语法错误 

15.句子的语气分类 

16.标点符号 

二、考核要求： 

第一节   语法和语法体系 

识记：语法；语法学 

第二节   词的分类（上） 

理解：词的语法功能；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各类词的语法特点。 

应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区分；副词和形容词的区分。 

第三节   词的分类（下） 

识记：虚词的语法分类；介词的语法性质和类别；连词的语法性质和类别；助词的语法

性质和类别；语气词的语法性质和作用；叹词的语法性质和类别。 

理解：词类与词性的区别；什么是词的兼类 

应用：介词和动词的判断；连词与关联副词的判断；助词与语气词的判断。 

第四节   短语和句法分析 

识记：短语的八大结构类型；短语的功能类别 

理解：偏正短语和结构助词“的”；联合短语和连词“并”、“而”、“和”、“或”；

复杂短语的分析方法。 

应用：短语结构类型的判断；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 

第五节   句子和句子分析（上） 

识记：句子；主谓句；非主谓句；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理解：句子主语和谓语的构成；施事主语和受事主语。 

应用：主谓的判断；非主谓句的判断 

第六节   句子和句子分析（下） 

理解：双宾语；施事宾语和受事宾语；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关系；宾语和补语的区别；补

语的类型。 

应用：连谓句、兼语句、“把”字句、“被”字句的判断。 

第七节   句子的成分分析 

识记：全句状语；提示语；独立语。 

理解：独立成分的表义作用。 

应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单句。 

第九节   复句（上） 

识记：复句；关联词语 

理解：复句与单句的区分；复句与关联词语的联系；联合复句的类型；分句间关系的确

定。 

第十节   复句（下） 

理解：偏正复句的类型；偏正复句的紧缩形式。 

应用：多重复句的分析分析多重复句，分析层次、指明关系；改正句子中的错误并说明

错误的原因。  

第十一节   标点符号 

识记：标点符号；标号和点号的种类名称 

理解：标点符号的作用；标点符号和语气的关系；标点符号的相互关系。 

 

第六章 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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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知识点： 

1.修辞的含义，原则，修辞与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 

2.修辞的内容：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 

二、考核要求： 

识记：修辞；辞格 

应用：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分析和运用。 

 

科目三：基础写作学 

 

一、考试总体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学生对写作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这些基本理

论与基本知识对写作活动的一般规律与方法技巧的学习、理解、把握与灵活运用。 

二、考试方式及分值 

1.采用闭卷笔试；  

2.试题分值为 30 分。 

三、考试范围及题型 

1.考试范围：《现代基础写作学》。 

2.试题类型：填空题、选择题、分析应用题、写作题等。 

四、参考教材 

梁中杰，梁冀，陈正平编主编，《现代基础写作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五、考核内容 

 

上编 写作基本理论 

第一章 写作材料的内化 

第一节 写作材料概述 

一、写作材料的界定 

二、写作材料的类型 

三、写作材料的积累 

四、写作材料的使用 

第二节 观察与生活 

一、观察与生活的界定 

二、观察与生活的关系及作用 

三、观察的要求 

四、观察的方法 

第三节 阅读与体会 

一、阅读与体会的界定 

二、阅读与体会的关系及作用 

三、阅读的要求 

四、阅读的方法 

第四节 感受与情感 

一、感受与情感的界定 

二、感受与情感的关系及作用 

三、感受的要求 

四、感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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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写作思维的深化 

第一节 写作思维概述 

一、写作思维的界定 

二、写作思维的作用 

三、写作思维的类型 

第二节 写作思维的运用 

一、抽象思维在写作中的运用 

二、形象思维在写作中的运用 

第三节 写作构思的基本要求 

一、确立主旨 

二、规划结构 

第四节 创造性思维的运用 

一、创造性思维的界定 

二、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三、创造性思维的类型 

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第三章 写作语言的外化 

第一节 写作语言概述 

一、写作语言的界定 

二、写作语言的作用 

三、写作语言的符号 

第二节 写作语言的运用 

一、写作语言的基本要求 

二、写作语言的创新 

三、写作语言的类型 

四、写作语言的风格 

第四章 写作方式的优化 

第五章 写作成果的美化 

第六章 写作手段的现代化 

 

下编 文体基本理论 

第七章 诗歌 

第八章 散文 

第九章 小说 

第十章 杂文 

第十一章 报告文学 

第十二章 新闻报道 

第十三章 公务文书 

第十四章 事务文书 

第十五章 日常应用文书 

第十六章 经济文书 

第十七章 文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