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师范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823 综合 

考试方式 闭卷 

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考试总时长及总分 180 分钟； 150分。 

考试范围、要求、主要内容： 

一、考试范围 

    （一）古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与文字，词义古今演变与异同，古代汉

语语法与修辞，古书注解及特殊文体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主要研

究方法及其应用能力。 

    （二）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主要研究方法及其应用能力。 

（三）文学理论：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读者论等内容。 

 

二、考试要求 

    （一）古代汉语：熟练掌握古代汉语相关语言与文字的基础知识，能够

利用相关知识分析古汉语中的语言现象，具备理解、分析古代汉语的能力。 

    （二）现代汉语：熟练掌握相关语言基础知识，能够利用相关知识分析

语言现象，具备理解、分析、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 

    （三）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知识、原理，要求考生比较系

统地掌握本科阶段所学相关内容，具有初步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主要内容 

（一）古代汉语  

1．文选 

文选中经典篇目的标点、实词、虚词、句式及其今译。 

2．古代汉语常识 

（1）古汉语的常用工具书和字典辞书。 



（2）汉字的结构和发展，古今词义，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3）古代汉语词类的分类、活用，各词类的功能，古汉语的词序与特殊

句式。 

（4）古书的注解、标点和今译。 

（5）骈体文的构成，辞赋的构成，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 

（6）上古音常识，古今音的异同，古书的读音问题，诗律。 

3．常见词语的词义分析举例 

（1）古今词义不同辨析例。 

（2）词的本义探求例。 

（3）词的引申义分析例。 

（4）同义词辨析例。 

（5）同源词探求例。 

 

（二）现代汉语 

1.绪论 

（1）现代汉语概说。 

（2）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2.语音 

（1）语音概说。 

（2）辅音与声母。 

（3）元音与韵母。 

（4）声调。 

（5）音节。 

（6）音变。 

（7）音位。 

3.文字 

（1）汉字概说。 

（2）汉字的形体。 

（3）汉字的结构。 



（4）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5）使用规范汉字。 

4.词汇 

（1）词汇概说。 

（2）词义及其性质和构成。 

（3）义项和义素。 

（4）语义场。 

（5）词义和语境的关系。 

（6）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7）熟语。 

（8）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 

5.语法 

（1）语法概说。 

（2）词类（上）。 

（3）词类（下）。 

（4）短语。 

（5）句法成分。 

（6）单句。 

（7）单句语病的检查和修改。 

（8）复句。 

6.修辞 

（1）修辞概说。 

（2）词语的锤炼。 

（3）句式的选择。 

（4）辞格（一）。 

（5）辞格（二）。 

（6）辞格（三）。 

（7）辞格（四）。 

（8）辞格的综合运用。 



（9）修辞常见的失误与评改。 

（10）语体。 

 

（三）文学理论 

1.本体论 

（1）文学的内涵。 

（2）文学理论的内涵。 

2.作品论 

（1）文学语言。 

（2）文学性。 

（3）文体。 

（4）审美性。 

3.创作论 

（1）文学写作的规律。 

（2）文学写作的文化内涵。 

4.读者论 

（1）接受理论相关知识点。 

（2）文学批评。 

 

 

 

 

参考书目 

（明确书籍名称、作者、

版本、出版社等信息） 

一、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修订本）（上下册），郭锡良等



主编，商务印书馆，2019年。 

二、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下册），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三、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新编》（第四版），童庆炳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其他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