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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A4_A7_E9_c67_153176.htm 本次大学语文（专科

）非选择题部分包括词语解释、简析题以及作文，考核内容

多为基础知识，考生只要注意教材学习，取得理想成绩不是

难事。可从阅卷来看，一些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有待提高

。下面对词语解释题和简析题的答题情况作简要分析。 词语

解释题共5个小题，其中古代汉语解释三题，现代汉语解释两

题。现代词语含义的学习要靠平时积累。所考核的这些词语

都在教材中，考生只要认真仔细，取得理想成绩不是难事。

从阅卷情况看，考生的答案五花八门，说明考生对这些基本

知识的学习有待提高。第1题解释“笔墨之经济”中“经济”

的含义，大多数考生回答的是“实惠”，虽然提到“经济”

会联想到“实惠”，但这样解释是错误的。这句话出自《茅

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意为“节省”。可见考生的

语言基础不扎实。 第2题要求解释“何许子之不惮烦”中“

不惮烦”的含义，很多考生不理解“惮”的含义是“害怕、

担心”的意思，误答为“麻烦”，如“不厌倦麻烦”，“不

喜欢麻烦”等等。这句意为“不害怕麻烦”。第3题要求解释

“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中“明哲”的含义

，这句出自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在这里是名词，意为“

贤明而有智慧的人”。而很多考生回答成“圣贤”“明白”

“聪明”等形容词，还有的考生误答为“明哲保身”。说明

考生没有理解这个句子的含义，或者是学习教材时没注意细

节，导致失误。第4 小题要求回答“简朴而别具匠心”中“



别具匠心”的含义，这句话出自叶圣陶的《苏州园林》一文

，意为“另有巧妙的构思”。不少考生误答为“别有用心”

，情感色彩完全错了。而回答为“独具匠心”等于没有回答

，还有些考生误答为“别出心裁”，可是多数考生把“心”

写成“新”，也是错误的。第5题要求考生回答“左右欲刃相

如”中“左右”和“刃”的含义，考生的答题正确率较低，

很多考生把“左右”误解为方位名词，“两边”“旁边” 之

义。把“刃”误解为名词“刀”，或者动词“用刀”。这句

话出自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其真实含义一个是“

身边的人”，另一个是“用刀杀”之义。 简析题共给出三段

节选的文字。从阅卷来看，考生答题不容乐观，不少考生不

知道段落出处，更有考生误以为抄写全部段落就是答题，这

种答题方法不可取。第31题选自竺可桢《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共有两个问题，第一题“这段文字的说明中心是什么”

，考核考生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少数考生只是将最后一段抄

下来，说明考生对全文缺乏整体把握，出现了断章取义的现

象。其实这段文字讲“鸣沙现象的成因。”第二题要求举 出

说明方法。虽然大部分考生都知道说明方法，但有的考生列

举的例子与说明方法不对应，这种失分很是可惜。还有的考

生列出了几乎所有的说明方法，这种心存侥幸的学习方法不

可取。 还有少数考生混淆了说明文方法和议论文方法。 第32

题是唐代王昌龄的《出塞》（其一），共有三个题目。第一

小题要求考生回答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用了什么修辞

手法，能答出“互文见义”的考生寥寥无几。第2题要求回答

第一二句的含义，多数考生能正确给出答案，但文不对题的

答案也不少，如误答为“万里长征的艰辛”、 “修筑长城的



苦难”等，说明没有理解诗歌的意思。第3题要求考生回答第

三四句的含义，不少考生没有把飞将军理解成李广而是“诸

葛亮”“杨广”等等，说明有些考生没有认真读书，知识面

太窄，李广是汉朝的“飞将军”，与三国的诸葛亮、隋朝的

杨广风马牛不相及。 第33题节选自鲁迅《白莽作〈孩儿塔〉

序》，题目要求考生找出5个比喻句及其喻义，多数考生能找

准比喻句，但是比喻义的回答不尽如人意。这一题要求考生

掌握本文的总体意义基调，并且要联系鲁迅的文章风格写作

笔法，最重要的还有本文的写作背景，深刻理解文章内涵答

题。东方的微光，比喻革命的光明前景。林中的响箭，比喻

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冬末的萌芽，比喻在冰冷的世界中透露

出春天的信息。进军的第一步，赞美革命先驱，鼓舞人们继

续斗争。爱的大纛，比喻爱人民，恨敌人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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