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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文学史（一）》考试的试卷符合大纲要求，难度适中

，考生答题情况总体较好，但也在某些知识点上表现出相对

的欠缺，以及答题技巧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选择题总的来说难度不是很大，因此大

多数考生的得分率都较高。考生出错的地方往往集中在选项

相对较易产生混淆的题目上，如8题“下列作品属汉乐府民歌

的是：A《涉江采芙蓉》；B《上山采蘼芜》；C《陇头流水

歌》；D《子夜四时歌》”与9题“下列作品中，属于《古诗

十九首》的是：A《枯木期填海》；B《驱车上东门》；C《

北方有佳人》；D《艳歌何尝行》”，这一类题目考察的其

实是考生对于基础知识细节的掌握，如果对不同时代乐府民

歌的代表作和《古诗十九首》的基本篇目不够熟悉，这两道

题就很容易选错。再如多项选择题中的31题“《诗经》中的

社会政治诗有：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B.官吏对政治表

达不满的诗；C.抒发生活郁懑的诗；D.抒发人生忧伤的诗

；E.称颂执政者的诗”，该题的正确答案是5个选项均符合题

义，但若考生对《诗经》内容缺乏深刻的认识，而只是从题

干中“社会政治”一词望文生义，就很容易将C、D两个答案

排除在外，而实则“抒发生活郁懑”和“抒发人生忧伤”也

正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百考试题自考站，你的

自考专家！ 名词解释题目的在于考察考生对重要知识点的识

记和归纳概括能力，因此，在答题中，考生往往容易出现对



文学史上相对常见的知识点熟悉，而对一些稍偏的知识点陌

生的情况。如36题“《战国策》”和37题“建安风骨”，这

两道题目都是文学史的重点知识，得分率即较高；而38题“

贞观诗坛”则相对是稍显冷门的知识点，得分率就很低。很

多考生在回答38题时，将之归入盛唐甚至中唐，甚至举出李

杜、元白等诗人，以致无话可说，胡乱凑数，连基本的历史

常识（贞观为唐太宗年号）都遗忘了。这更提醒了考生们以

后在复习时，务必尽可能地全面细致，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只

看重点，容易丢分。39题“‘风尘三侠’”虽然不是重点知

识，但得分率较高，固然有考生认真复习的因素，但恐怕与

当代很多影视剧往往与“风尘三侠”故事有关也不无联系，

这也提醒了考生们，知识无处不在，善于汲取知识的人，并

不仅仅是从书本中获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某些考生在回

答39题时，“虬髯客”三个字中，“虬”字和“髯”字往往

写成错别字，这就暴露了语文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需要引

起重视。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简答题在于考

察考生的知识储备、论述总结和语言组织能力，顾名思义，

简答题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针对题义简要地叙述出答案即

可得分，但有些考生却将简答题当作论述题做，这其实是在

浪费宝贵的答题时间，。40题“简论晁错政论散文的特点”

，大多数考生都掌握较好，容易得分，但也存在部分考生读

题不明，理解错误，从题义看，本是要求答出文体上的特点

，而这部分考生回答的都是晁错散文的思想内容特点，如“

关心民间疾苦”、“维护汉朝统治”等等，这就答偏了题

。41题“简述《史记》人物塑造中心理描写的特点”，考生

得分率相对较低，这与考生对题义的理解不足有关。其实所



谓“心理描写的特点”，换个说法即是“心理描写的方法”

，从“方法”一词理解入手，这道题就会相对变得简单，心

理描写的方法不外乎就是“内心独白”、“侧面烘托”、“

直接议论”等等，这些也正是这道题的答案。42题“简述《

木兰诗》的艺术特点”的得分率较高，这与《木兰诗》从中

学到大学均是文学重点知识很有关系。考生普遍能够较好地

回答出“繁简得当”、“修辞巧妙”、“风格刚健清新”等

几个知识点，但对“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一点较少答

出，可见对教材中《木兰诗》后的分析还没能很好地领会

。43题“简述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点”，考生大多能答出岑

参边塞诗“善于表现边塞风光、奇伟壮丽”的特点，但“音

节宏亮而意调高远”这一点能答出的人就比较少，这说明考

生往往对诗人及作品中音节韵律方面的艺术手法关注不够。 

论述题在于考察考生们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所占分值最

大，要求也最高。一般来说，论述题考察的都是常见的重点

知识，只要对该知识点稍有掌握，也不致在面对题目时一个

字都写不出来，但还是有少部分考生论述题部分是一片空白

，这种失分就非常可惜。44题“论析楚辞产生的原因”，有

不少考生都从“屈原受逐”的角度回答。这是由于没有能够

分清“楚辞”和“屈原作品”的差异。楚辞中的主要部分固

然是屈原所作，但楚辞作为一种具有地方性、历史性的文体

，其外延要大于屈原作品，所以以上的回答是有问题的。应

该给出的答案需要针对这种文体：“楚歌、楚风的影响；巫

文化的影响；楚地地域特色；南北文化交流”等。这说明同

学在阅读文学史时还不够细致，基本功不够牢固。45题“论

述杜牧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这一题也不够理想，可能是



由于杜牧不算是一流作家，同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答案

多似是而非，有明显拼凑的痕迹，显得零乱无章。一般来说

，文学史教材论“艺术成就”有其规律性，一般包括“风格

、题材、体裁、技巧”等方面的内容，同学即使没能背下教

材中的评析，如果能熟悉该作家或流派的作品，也能根据自

己学的理论，做出一些简单的分析，而不至于完全失分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论述题都必须结合作品进行分析，绝不能认为只要答出知识

点即可得分。因此，考生需要对重要的作家作品熟悉掌握，

这样才能在回答论述题时能够左右逢源地举出例证。从本次

阅卷情况来看，考生们这一点做得还不够好，很多考生在举

例作家作品时经常张冠李戴，这就说明基础知识掌握得不牢

，需要多下苦功。随着考试的逐年推移，一些并非最重要的

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出现在考题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就

需要同学们在学习中摒弃侥幸心理，认真对待教材，尽量夯

实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总之，考试的目的只是考察，为考试

而记知识，只是最肤浅的办法，而真正掌握知识，一定会让

自己受益终生，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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