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培正学院 2023 年普通专升本退役士兵综合考查 

《大学语文》考试大纲 

 

Ⅰ.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课程考试的基本要求是：学生能够正确掌握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能准确地阅读、理解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读懂难度适中的文言文，并能解释常见的字词和语言现

象；能够比较准确地分析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

掌握常用文体写作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能自觉地学习并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具备良

好的人文素养。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考核知识点：分布于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第 11 版），其中

重点篇目为： 

1.原君（黄宗羲） 

2.容忍与自由（胡适） 

3.谏逐客书（李斯） 

4.过秦论（上）（贾谊） 

5.我有一个梦想（[美]马丁·路德·金） 

6.祖国土（[苏联]阿赫玛托娃） 

7.蒹葭（《诗经》） 

8.长恨歌（白居易） 

9.断魂枪（老舍） 

10.吃饭（钱钟书） 

11.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12.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 

13.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 



 

14.苦恼（[俄国]安东·契诃夫） 

15.张中丞传后叙（韩愈） 

16.赤壁赋（苏轼） 

（二）考核要求：了解、掌握、应用 

1.汉语基本知识 

（1）了解文言文一词多义现象，理解文言实词古今意义的不同。掌握那些在现代汉语中仍具

生命力的文言词语不同的用法。识别文言文中常用的通假字和古今字，并理解其含义。 

（2）理解文言文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

名词作动词以及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等，并能将其正确地译成现代汉语句式。 

（3）了解比喻、比拟、对偶、排比、夸张、层递、反复、设问、反请等修辞格及其用法。 

（4）掌握并规范使用现代汉语字、词、句。 

2.文学基本知识 

（1）了解原文作者的姓名、字号、朝代或国别、代表作与作品集名称、文学主张、文学成就

及其他重要贡献。 

（2）识记指定篇目中的经典名句。 

（3）了解教材中涉及的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如唐宋八大家等。 

（4）了解教材中涉及的各类文体知识。 

①议论文 

议论文是指以议论说理为主的文章，包括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论点是作者的观点或

主张；论据是证明论点的根据，可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一般

分为立论和驳论两大类型。论证的方法有归纳论证（例证论证）、演绎论证、比较论证（类比论证、

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驳论的方法有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等。 

②记叙文 

记叙文是指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的文章。它以叙述为主，往往间用描写、抒情、议论等多

种手法。 

③诗、词、曲、赋 

诗、词、曲都属于诗歌的范畴。诗歌以丰富的情感反映生活；对生活作高度集中的概括；语言



 

凝练而富有形象性；富于节奏感和韵律美。中国古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词有词牌，写词必须受词调的限制，句式以长短句为主，押韵比较灵活。 

曲可分为散曲和剧曲。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之分。散曲句句押韵，一韵到底。 

赋是汉代形成的特殊文体，讲究铺叙、文采、对仗和韵律，一般采用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结

构方式。 

④小说 

小说一般具有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的情节一

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小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 

3.人文素养 

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故园情结、礼赞爱情、洞明世事、敬畏自然、关爱生命、天

地正气、诗意栖居。 

4.阅读 

（1）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 

（2）分析作品的结构、体裁特征及使用的主要表现手法。 

（3）赏析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品味作品的语言及审美风格。 

（4）概括作品的主旨，领会作品的情感。 

5.作文 

掌握常用文体的写作知识，能根据所给题目或材料撰写不少于 800 字的议论文、记叙文及其

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要求中心明确，思想健康，内容充实，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句通畅，标点

正确。 

 （1）主题和题材。主题要求正确、深刻、鲜明、集中，题材要求真实、典型、新颖。 

（2）结构。结构包括层次、段落、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要求完整、清晰、严谨。 

（3）表达方式。叙述要线索清楚，详略得当，有变化有波澜；描写要有的放矢，突出特征，

富于情感；抒情的方式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抒情要自然真挚；议论要做到论点正确鲜明，

论据真实典型，论证严密充分，要与叙述、描写、抒情融为一体，和谐统一，画龙点睛；说明是对

事物、事理的特征、性质、形状等进行介绍、解释和阐述，要准确、科学、客观。 

（4）语言。语言是文章的第一要素，文章的语言要准确、生动、简洁。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90分钟，试卷分为 100分。 

2.考试内容比例:汉语基础知识 20%、文学基础知识 20%、阅读 20%、写作 40%。 

3.试卷题型比例：选择题 10%，填空题 10%，古诗文阅读 20%，现代文阅读 20%，写作题 40%。 

4.试卷难易比例：易、中、难分别为 30%，50%，20%。 

 

Ⅲ.参考书目 

《大学语文》（第 11版），徐中玉、齐森华、谭帆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12月 

 

Ⅳ.题型示例 

一、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10分） 

   示例：1.西汉政治家贾谊告诚当世之君臣记取秦朝覆亡历史教训的政论文是      。 

  A.《过秦论》  B.《谏逐客书》  C.《原君》   D.《谏太宗十思疏》 

二、 填空题（每空 2分，10分） 

示例：1.             ，便胜却人间无数。 

三、 古诗文阅读题（共 20分） 

示例： 

诗文选篇…… 

翻译：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 

四、现代文阅读题（共 20分） 

示例： 

文章选篇…… 

1.请归纳本文的中心思想。 

 五、写作题（共 40 分） 

示例：我国著名女子跳水运动员高敏在回答记者“你的对手是谁”的提问时说∶“是我自己，

我首先要战胜自己”。以《战胜自己》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