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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文史基础》考试说明

注：本考试说明仅作为 2026 年普通专升本考生复习参考，最终以当年公布的考
试说明为准。

一、科目简介

《文史基础》考试内容包括中国文学、现代汉语和中国近现代史三部分。中

国文学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

象等内容。现代汉语主要为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内容。中国近现代

史主要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等内容。按照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进行

考查。

二、具体内容与要求

（一）中国文学

1.中国文学发展历史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基本知识，认识

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文学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标志性成果。

（2）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流派和文学思

潮，认识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2.中国文学各阶段重要作家、作品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的文学发展概况；

（2）理解各阶段重要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概况，理解各阶段重要作品，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掌握《诗经》《左传》《史记》、四大名著等重要作品。

（4）掌握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柳永、

欧阳修、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老舍、朱自清、沈从文、曹禺、赵树理等重要作家作品。

3.中国文学作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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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基本常识、美学特征和阅读鉴赏的基

本方法；

（2）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赏析和解读，培养文学

鉴赏能力，坚定文化自信。

（二）现代汉语

1.语音部分

（1）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知识。

（2）理解现代汉语语音理论。

（3）掌握运用现代汉语语音知识分析语言使用过程中相关语音现象的方法，

能辨析不规范的语音现象。

2.文字部分

（1）了解汉字的基础知识。

（2）理解汉字的性质。

（3）掌握使用规范汉字，能辨析汉字使用的不规范现象。

3.词汇部分

（1）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知识。

（2）理解词汇的发展变化以及规律。

（3）掌握词汇的规范化，能规范使用现代汉语词汇，能辨析词汇使用的不

规范现象。

4.语法部分

（1）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2）理解句法失误的常见类型（搭配不当，残缺和多余，语序不当，句式

杂糅）。

（3）掌握检查、修改语病的方法，能辨析常见语病现象。能正确使用标点

符号。

5.修辞部分

（1）了解现代汉语修辞知识。

（2）理解修辞在语言表达和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3）掌握修辞在语言表达和语言交际中的使用原则，能合理运用修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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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语言表达和语言交际的具体问题。

（三）中国近现代史

1.导言

（1）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2）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具体历史阶段的划分。

2.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

（1）理解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掌握近代中国

社会如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掌握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掌握晚清中国

人民反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斗争。

（3）理解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

3.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掌握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早期出路探索的方案、特点、作用及局限。

（2）掌握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

4.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掌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2）掌握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5.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

（1）掌握新文化运动；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掌握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条件；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

命面貌焕然一新。

（3）掌握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6.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1）掌握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及其性质。

（2）掌握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

（3）理解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理解长征精神。

7.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了解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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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提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

（3）理解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掌握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和意义。

8.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掌握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2）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

选择。

（3）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

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掌握抗美援朝；掌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掌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3）掌握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0.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

（1）掌握伟大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2）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

架的确立；掌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3）掌握“一国两制”方针与实践。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2）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50 分。其中，中国文

学 70 分，现代汉语 40 分，中国近现代史 40 分。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从单项选择题、简答题、分析题、论述题等类型中选择，也可以采

用其他符合本科目考试要求的题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