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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专插本考试

《基础写作》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

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信度、

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主要参考书

《基础写作》，姚国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08、ISBN：9787040353204

三、考试内容

绪论

一、写作的作用

二、写作行为的特点

三、提高写作能力的基本途径

综合训练

上编 写作基本能力训练

第一章 观察与感受

第一节 观察能力

一、观察的含义

二、观察的类别

三、观察的方法

四、观察的要求

第二节 感受能力

一、感受的含义

二、感受在写作中的作用

三、训练感官的敏锐性

综合训练

第二章 想象与联想

第一节 想象能力

一、想象的含义

二、想象的种类

三、创造想象在写作中的要求

四、想象在写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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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联想能力

一、联想的含义

二、联想的种类

综合训练

第三章 思维与素养

第一节 思维能力

一、思维的含义

二、思维的特征

三、思维在写作中的作用

四、创造性思维与写作能力训练

第二节 作者素养

一、生活素养

二、知识素养

三、思想素养

四、审美素养

综合训练

第四章 选材与炼意*

第一节 材料的选择和使用

一、材料的含义

二、材料的作用

三、选择材料的原则

四、材料的使用要求

第二节 主题的提炼和要求

一、主题的含义及对主题的认识

二、与主题相关的几个概念及

主题的特点

三、主题的提炼

四、提炼主题的要求

综合训练

第五章 运思与结构*

第一节 运思

一、运思的含义

二、运思的要求

三、几种常见的运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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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构

一、结构的含义

二、结构的原则

三、结构的基本形态

四、结构的内容

综合训练

第六章 选词与炼句*

第一节 选词炼句的意义和要求

一、选词炼句的意义

二、语言运用的要求

第二节 句子的锤炼和运用

一、长句和短句的运用

二、肯定句和否定句的运用

三、常式句和变式句的运用

综合训练

第七章 表达方式*

第一节 叙述

一、叙述的含义

二、叙述的人称

三、叙述的方法

第二节 描写

一、描写的含义

二、描写的类别

三、描写的方法

第三节 抒情

一、抒情的含义及类别

二、抒情的要求

第四节 议论

一、议论的含义和要素

二、论证的方法

第五节 说明

一、说明的含义

二、说明的方法

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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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写作技巧*

第一节 传统技巧

一、比兴

二、对比

三、衬托

四、悬念

五、巧合

六、误会

七、象征

八、通感

第二节 现代技巧

一、意识流

二、黑色幽默

三、蒙太奇

四、陌生化

五、反讽

六、变形

七、意象的随意组合

第三节 辩证技巧

一、动与静

二、断与续

三、抑与扬

四、张与弛

五、虚与实

综合训练

下编 文体写作训练

第九章 新闻写作

第一节 消息

一、消息的含义

二、消息的分类

三、消息的特点

四、消息的写作

第二节 通讯

一、通讯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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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讯的分类

三、通讯的特点

四、通讯的写作

第三节 报告文学

一、报告文学的含义

二、报告文学的分类

三、报告文学的特点

四、报告文学的写作

综合训练

第十章 文学写作

第一节 诗歌

一、诗歌的含义

二、诗歌的特点

三、诗歌的分类

四、诗歌的写作

第二节 散文*

一、散文的含义与分类

二、散文的特点

三、散文的写作

第三节 短篇小说

一、短篇小说的含义

二、短篇小说的特点

三、短篇小说的写作

综合训练

第十一章 理论文体写作

第一节 社会评论*

一、社会评论的含义和作用

二、社会评论的特点

三、社会评论的写作

第二节 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含义和种类

二、文学评论的作用和要求

三、文学评论的写作

第三节 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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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论文的含义

二、学术论文的特点

三、学术论文的写作

综合训练

第十二章 实用文体写作(不作考试要求)

四、考核形式

（一）考核方法

考核类型：闭卷

考核方式：笔试

考核时间：120 分钟

（二）成绩评定

实行百分制，满分：100 分。其中，写作基本知识占 40%，作文占 60%。

（三）试卷的题型结构：选择、简答、阅读理解与分析、写作。

（注：带有星号的部分是重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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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专插本考试

《现代汉语》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

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信度、

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主要参考书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上册 ISBN 号：

9787040469882，下册 ISBN 号：9787040465938。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

一、什么是现代汉语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三、现代汉语方言

附录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语音主要特点表

四、现代汉语的特点

五、汉语的地位

附录 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位置

思考和练习一

第二节 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第二章 语音

第一节 语音概说

第二节 辅音与声母

第三节 元音与韵母

第四节 声调

第五节 音节

第六节 音变

第七节 音位

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

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

第三章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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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字概说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第五节 使用规范汉字

第四章 词汇

第一节 词汇和词的结构

第二节 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第三节 义项和义素

第四节 语义场

第五节 词义和语境的关系

第六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第七节 熟语

第八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

第五章 语法

第一节 语法概说

一、语法和语法体系

二、语法的性质

三、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思考和练习一

第二节 词类（上）

第三节 词类（下）

第四节 短语

第五节 句法成分

第六节 单句

第七节 检查、修改语病的方法和原则

第八节 复句

第九节 句群

第十节 标点符号

第六章 修辞

第一节 修辞概说

第二节 词语的锤炼

第三节 句式的选择

第四节 辞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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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辞格(二)

第六节 辞格(三)

第七节 辞格(四)

第八节 辞格的综合运用

第九节 修辞常见的失误与评改

第十节 语体

四、考核方法

（一）考核方法

考核类型：闭卷

考核方式：笔试

考核时间：120 分钟

（二）成绩评定

实行百分制，满分：100 分。各部分所占比例大致为：绪论 5%；语音 20%；文字 5%；词汇 20%；语法 40%；

修辞 10%。

（三）试卷的题型结构：判断、选择、分析题、综合运用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