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大学语文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以下简称“专转本”考试）

是普通高校全日制专科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高校全日制本

科的选拔性考试。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德、智、体、美、劳

全面衡量，按确定的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因此，试卷应具

有较高的信度、效度以及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作为“专转本”考试的文科类专业考试课程之一，大学语

文注重对考生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的考查，

引导考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从而有利于专科院校以

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为重点的大学语文教学，有利于本科院

校培养学养深厚的专业人才。

二、命题原则

根据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对于文化素质的要求，大学语文

“专转本”考试命题将以江苏省普通高校《大学语文》（专科）

课程标准实施情况为基础，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语文》（本

科）课程标准为要求，参考教育部《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

考试大纲》（2011版）对专科起点《大学语文》考试的规定，

结合江苏省近年来“专转本”考试命题的实际，依照“有利于科

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命

制本课程试题。



三、考查内容

【考查目标】

1.考查学生在专科阶段应掌握的汉语言文字基础知识，

重点考查学生对汉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引导学生在学习中

注重知识的转化，提高对母语的应用能力，提升对母语的认

同感和自豪感。

2.考查学生在语境中理解句段和文本的能力，重点考查

学生自主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进行文

本分析和赏析。

3.考查学生应用文的写作能力，即通过任务驱动，结合

生活和学习现实，撰写应用类文章的能力，引导大学语文在

厚基础的同时，加强对现实的关注，增强课程教学的实用性。

4.考查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想、情感表达的综合能

力，引导大学语文教学在重视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同时，实

现课程的育人价值。

【考查内容】

1.语文基础知识

1.1语言文字运用

1.1.1识记：识记现代汉语常用字词的音、形、义。

1.1.2表达应用：根据不同语境，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成

语），辨析语意；正确运用常用修辞手法；依据现代汉语语

法和语用规则，判断语句表达的规范性、逻辑性以及感情色

彩等；根据句段的整体性概括大意或主旨。

1.2文学和文化常识

1.2.1识记：识记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名号、国



别、时代、代表作及文学成就；识记中国文化知识，识别不

同文化现象的类别和意义。

1.2.2分析综合：辨析诗词名句的思想或情感内涵；归纳、

对比作品的体裁、题材和风格；分析、概括作品中的人文精

神内涵；运用文学史知识的综合和迁移，判断和评价有关文

学或文化现象。

2.阅读理解

2.1.现代文阅读

阅读鉴赏文学类文本或阅读评价论述类文本。文学类文

本包括小说、散文等。论述类文本包括杂文、论文、评论等。

2.1.1理解：理解文中重要词语、概念以及句子的含意。

2.1.2分析综合：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

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和文中的观点；分析文章的主要写作

手法。

2.1.3鉴赏评价：分析作品形象，阐发作品内涵，领悟作

品艺术特色；解析文章的写作手法；评价文章的价值判断或

审美取向。

2.1.4探究：从特定角度和层面挖掘文章所包含的文化内

涵、人文精神或时代意义；探讨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发掘文章在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等方面的价值；对文本

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2.2文言文阅读

阅读文质兼美的文言文。

2.2.1识记：识别古今意义有所不同的词语；了解文言词

语一词多义现象；识别常见的通假字和古今字。



2.2.2理解：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常见

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

和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2.2.3分析综合：辨析句或段的意义；归纳句或段的内容

要点，概括文章中心意思；分析文章使用的写作手法。

3.古诗词鉴赏

阅读鉴赏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的古典诗词作品。

3.1 理解：理解作品中的词、句的意思；辨别作品中所

运用的修辞手法和诗词艺术手法。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比

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诗词艺术手法包括：

押韵、对仗、用典、象征、赋、比、兴等。

3.2 分析综合：理解并阐释作品中重要的字、词、句的

艺术效果；分析重要意象的情感内涵；把握全篇的情感与思

想。

3.3 鉴赏评价：赏析作品形象和思想感情，领悟作品艺

术魅力；评价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

4.写作

4.1.应用写作

了解各种应用文的文体规范，选用恰当的文体，撰写应

用类文章。

要求：符合文体要求，达到所设定的写作目的；中心明

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通顺；标点正确，不写错别

字。

4.2.基础写作

能运用适当文体样式，撰写记叙类、议论类和抒情类文



章。

分为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

基础等级：符合题意和文体要求；思想健康、感情真挚；

中心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通顺；标点正确，不

写错别字。

发展等级：深入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揭示其内在的逻辑

关系，观点具有启发性；材料丰富，论据充实，形象丰满，

意境深远；用词贴切，句式灵活，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文句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见解新颖，材料新鲜，构思新巧，

推理想象有独创之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考查内容 分值 占比

语言文字知识和应用 15-18分 10%-12%

文学知识和文化常识 6-9分 4%-6%

文本思想情感理解和探究 12-16分 8%-10.7%

文本主要手法辨析、作品艺术性鉴赏理解 12-16分 8%-10.7%

应用文体知识和应用 20-21分 13%-14%

基础写作 70分 46.6%

（四）试卷题型结构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五、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单选题 1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5分。 10%

阅读理解
约 10小题，共 30分。其中选择题 6小题，

每小题 2分；简答题 4小题，共 18分。
20%

古诗词鉴赏题 3小题，每题 3~6分，共 15分。 10%

写作题
2 小题，共 90分。其中应用写作 20分，基

础写作 70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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