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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8_AF_AD_E6_c67_152941.htm 从2001年开始，全

国统考课程《大学语文（专、本科）》的试题结构和内容作

了部分调整。调整后的考题更强调对考生能力的测试，特别

是应用能力的测试。《大学语文（专、本科）》作文试题由

过去的40分改为30分。部分解析题所提供的阅读材料取自指

定教材以外的作品，《大学语文（专科）》选取与课文难易

度相当的现代文，文体包括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大

学语文（本科）》选取与课文难易度相当的现代文，文体包

括议论文、古今记叙文、古今诗歌。考核内容限定在大纲所

规定的范围。另外，作文分数下降后，适当增加阅读的比重

，还增加了形式灵活的小题。可见，这次调整，加强了对学

生知识运用、迁移能力的测试，学生只有认真复习，巩固知

识才能顺利过关。本文拟就《大学语文》总复习提供一些思

路，并就每类题型谈谈答题技巧，供考生参考。 一、明确目

标。有的放矢。 命题是自学考试的核心，是实现专业考试计

划规定的专业标准的关键。对考生而言，首先就要了解命题

的原则与要求、题型、试卷的难易等等相关考试信息。在些

基础上把握考试重难点，确定考试对策，这样复习才会有针

对性的进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进行总复习前，最

关键的就是明白《大学语文》考什么，围绕目标才能针对性

制定复习策略。依据大纲，《大学语文（本、专）》题型共

有五种类型：即单项选择（20分），多项选择（10分）、词

语解释（10分）、简析题（30分）、作文（30分）。可见，



复习的重点可放在作文和简析题上，这两项分数的高低，关

系到考试的成败，但不能忽视对基础知识的学习。 其次，考

生如有可能应取得历次考试试卷。这既可熟悉题型，了解试

题难易度，又可作为自测、练习之用，找出差距，尽快补缺

补漏。由于自学考试试题大都来源于试题库，试题一般都覆

盖到考试大纲的各章，题量也比较大。根据考试经验，历次

考试的试题，大都出自试题库或者与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

，考生了解试题库的题型，可以大大增强复习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二、熟悉题型。寻找策略。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复习时了解考试题型，并辅之以有效的练习，才

能加深印象，巩固所学知识，收到最好的效果。 1.单项选择 

这部分20分，共20个小题，是考试中最容易拿分的题型了。

因此考生应尽量做到不失分。单项选择主要考文学史知识，

如作家生平、作品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中心论点、主要内

容、表现手法、修辞手法、文章体裁等等，四选一，无论知

不知道，都有25％的机率选到正确答案，相对容易得分。答

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自己的识记，直接选出正确答

案，既省时又有把握；二是把握不准时应采取比较的方法，

排除筛选，确定唯一正确的答案。如2001年4月份全国自考大

学语文（本）第9题： 李广死后，“百姓闻之，知与不知，

无老壮皆为垂涕。”对刻画李广形象来说，这种表现方法是

A、铺垫反托B、对比反托C、侧面烘托D、象征暗示（答案

：C） 这道题考的是迁移能力。考生并不一定要熟悉原文，

只须运用平时所学知识就可以做出正确答案。 2.多项选择 这

部分共5题10分，多考综合比较的内容，在5个答案中选择2

至5个正确答案，多选、错选、漏选均不得分，难度较大。考



试内容与单项选择题差不多，只是在答案的设置上更多一些

，主要是看考生掌握知识是否全面，这是平时是否用功的最

直接证明。答题只能根据自己对教材知识点的熟悉掌握，采

取比较法、排除法一一甄别，凭感觉来猜题、押题是行不通

的。以2001年4月份全国自考大学语文（本）为例：第21题“

下列文章，总体上运用对比方法来表达主旨的有（）”、22

题“下列作品中通过对话形式展开的有（）”、第23题“下

列诗篇属于用乐府旧题的有（）”、第24题“苏轼《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中运用白描手法的词句有（）”第25

题“鲁迅《风波》的主要艺术特点有（）”，这五道题都有

一定的难度。21、22、23题考艺术手法，23题考文体知识，

第25题考艺术特点。根据这些考试内容，考生在复习时就要

注意从这几个方面去把握重点课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