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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8_AD_E5_9B_BD_E5_c67_158674.htm 以（二）为例第一

，了解该课程性质与学习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必修的基

础课，课程内容包括宋代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学作品

，跨越了宋、金元、明、清四个历史阶段，包含诗歌、辞赋

、散文、骈文、词、散曲、戏剧、小说等多种体裁。这些作

品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置本在线

教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方便地帮助自考生系统全面地学

习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希望通过在线助学的方式，使

自考生培养和提高自己阅读、鉴赏、分析、评价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的能力，重点掌握文学史上主要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品

，大致了解各个时期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流派，为学习中国

文学史打下比价坚实的基础。学习本课程，对于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学遗产，培养高尚情操，增进

爱国热情，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有益

的。 使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徐中玉 金启华主

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年9月版第二，课程安排和考核规范 本助学课程跨越宋

、金元、明、清四个时期，学习内容也从时间段上分为宋、

金元、明、清四个单元，化整为零，便于考生学习中按部就

班，循序渐进。 四个单元在同一份试卷中的考核比例基本上

是：宋代35％，金元20％，明代20％，清代25％。 每单元内

容从学习对象上分为作家作品知识、泛读作品、精读作品三



个部分。考试命题以精读篇目为主，泛读篇目为辅，两者在

同一份试卷中所占的比例一般在7：3左右。 每单元一般要求

考生从记忆能力、理解能力、简单运用能力、综合运用能力

四个层次来掌握课程内容，培养自己的分析论说问题的能力

。 记忆能力层次分识记和背诵两种。识记，要求识记主要作

家作品和文体知识；背诵，要求背诵优秀代表作，熟悉其中

的名句警句。每单元俱列背诵篇目。 理解能力层次，主要要

求理解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概括、归纳作品主

旨，划分作品段落层次，认知作品的某些总体特征。 简单运

用能力层次，要求考生能够对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具体艺

术手法进行简明扼要的说明，对主要的文体、作家作品的并

称、重要的概念名词作简要的解释说明。综合运用能力层次

，要求能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和理论，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特色，进行带有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分析和评价。 四个

层次的考核在同一份试卷中的比例为：识记20％，理解30％

，简单运用30％，综合运用20％。 每单元内容重在培养考生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以阅读、鉴赏、分析、评价古代

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考核时主观性试题的比重应该大于客

观性的试题。两者的比例大致为：主观性试题60％，客观性

试题40％。 每单元内容难易不等，考核时一般有比较合理的

组合。在同一份试卷中难易度的比例一般为：易20％，较

易30％，较难30％，难20％。 本课程考试命题规定的题型，

有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阅

读理解题六种。 本课程考试采取闭卷笔答方式，考试时间

为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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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