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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大学语文科说明

一、陕西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考试
大学语文科说明

Ⅰ．考试范围

本说明根据我省普通高校在校专科生所开《大学语文》课程的情况和各普通高校所使用

的相关教材的特点，本着简明、求是的要求编写，所列的考试内容均在此次考试范围之内。

Ⅱ．考试要求

大学语文科要求测试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评价、表达应用五种能力。

１．识记　指识别和记忆。

２．理解　指认知领会并能作出正确解释。

３．分析综合　指运用所学语文知识对文章能够分析和归纳整理。

４．评价　指对阅读材料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

５．表达应用　指书面语言的表达应用。

Ⅲ．考试内容

一、语言知识

１．识记文言作品的常见实词，主要识别古今意义有所区别的词语，应特别注意在现代汉

语中仍具有生命力的文言词语和成语。

２．识记常见文言虚词的含义和用法，辨识同一个文言虚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含义

和作用。重点掌握“之、其、者、所、以、于、而、则、焉、乃”等文言虚词。

３．对于文言句式，主要认知常见的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法、意动

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作动词用、宾语前置，判断句和被动句。

４．理解古今作品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比拟、夸张、对偶、借代、用典、反诘、反语等。

二、文学知识

１．识记作家作品，包括作者姓名、笔名、所处时代、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创作风格、所属文

学流派及团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作品集名称。

２．认知领会古代诗文常见文体分类。散文，如语录体、纪传体、书信体、史论体、游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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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体；古诗，如楚辞、乐府、歌行、律诗、绝句、词、曲、赋等。

３．认知理解四种文体知识的具体内容：

（１）论说文

①论说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②论证方式：立论、驳论。

③论证方法：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对比法和类比法）。

④驳论方法：反驳论点、反驳论据、反驳论证。

（２）记叙文

①记叙文的概念及范畴。

②叙述概念、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分叙）。

③描写的概念、描写方法（肖像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景物描

写、场面描写）以及描写必须注意的三个方面。

④抒情方式：直接抒情、间接抒情（包括通过记人、叙事、写景、状物、说理等方式抒情）以

及抒情的三条基本原则。

（３）诗词曲赋

①诗歌的共同特点。

②中国古代诗歌的具体分类、主要特征，词在形式上不同于古代格律诗的主要特点，散曲

不同于词的主要特点。

③掌握铺叙、白描、比兴、用典、动静结合、叠字等表现手法。

（４）小说

①小说是一种散文体的叙事文学形式。

②构成小说世界的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

③小说文体的三大基本特点。

三、课文阅读分析

１．记忆教材规定背诵的篇目以及名言和名句。

２．识记每篇课文作者及其所属时代或国别；识记每篇课文所属文体类别及其主要文体

特征。

３．理解并归纳文章的主旨，认识其思想意义。例如，论说文的中心论点、记叙文的中心思

想、诗词的基本思想感情、小说的主题思想等。

４．分析课文的结构特点，能正确划分课文的段落层次，并归纳其大意。

５．理解并评价课文的主要创作特色，对各种文体常用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如对比、烘托、

铺垫、暗示、比兴、象征、白描、夹叙夹议、托物言志等，联系课文作简要分析。

６．识别和理解课文中常见的修辞格，如比喻、比拟（拟人或拟物）、夸张、对偶、排比、用典、

反语、反诘、设问、借代、反复、层递等，并能联系课文语境说明其修辞作用。

７．熟记课文中的关键词语和富于表现力的精彩词句，分析其含义和在课文中的表情达意

的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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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文

作文是对考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核，同时也是对其思想修养、语文水平、知识积累等

综合能力的全面测试。

作文考试的基本要求是：思想内容正确、中心明确、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标点正确、书写

整洁、字体及行款格式合乎规范。

文体以议论文为主。

Ⅳ．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１．闭卷、笔试。

２．试题共有５９道题，满分为１５０分，考试限定用时为１５０分钟。

３．试卷采用分卷形式，分卷包括试题和答题纸两部分，考生必须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写

在试题上的答案无效。

二、试题题型、题量、赋分如下：

１．单项选择题　　　２０题２０分

２．填空题 １２题１２分

３．词语解释题 １２题１２分

４．判断题 １０题１０分

５．简析题 ４题３６分

６．作文 １题６０分

三、试题内容大略比例

１．语言文学知识 约３６％

２．阅读分析 约２４％

３．作文 约４０％



４　　　　大学语文专升本考前冲刺必备

二、指定考核篇目知识点解析

第一单元　论说文

论说文文体知识

★ 考核要点

１．论说文

论说文是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阐述作者立场和观点的一种文体。

２．论说文的三要素

论点：论点是作家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论点的提出首先必须有事实或理论做基

础，正确鲜明；其次，确定论点要有鲜明的立场，合乎科学的态度，是非要分明。

论据：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论据可以是事实论据，也可以是理论论据。

论据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可靠，充分典型。

论证：论证是证明论据与论点之间逻辑联系过程和推理的方式。论证的基本要求是合

理，且推理必须有严密的逻辑性。

３．论证方式

立论：以充足的论据正面证明作者自己的某种见解、主张。

驳论：以有力的论据反驳别人的错误观点。

４．论证方法

归纳法：分析许多个别事物，归纳出这些事物的共同特点，而后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论证

方法。

演绎法：从一般原理出发，对个别事情进行说明、分析，而后得出个别情况的结论的论证

方法。

比较法：从个别到个别的论证方法。通过把性质、特点相同或相近的事情，或者性质特点

不同、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证明论点。前者可称为类比法，后者可称为对比法。

驳论方法：先列出错误的观点，然后加以逐条批驳，最后阐明自己的观点。驳论可以反驳

论点，可以反驳论据，也可以反驳论证。

★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论说文的三要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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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论点、材料、问题　　　　　　　　　　Ｂ．论点、论据、论证

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Ｄ．绪论、本论、结论

２．由已知的一般原理推导出关于个别的情况的结论，这是论证方法中的（　　）

Ａ．对比法　　　　　Ｂ．归纳法　　　　　Ｃ．演绎法　　　　　Ｄ．类比法

３．《赵威后问齐使》用“二士弗业，一女不朝”来批评齐国的政治失当，这种论证方法是（　　）

Ａ．归纳法 Ｂ．对比法 Ｃ．类比法 Ｄ．演绎法

４．赵威后用“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来驳斥齐使君贵民轻的思想，这种驳论

方法属于（　　）

Ａ．驳论点 Ｂ．驳论证 Ｃ．驳论据 Ｄ．驳态度

５．以反驳论点为主的论说文是（　　）

Ａ．《谏逐客书》 Ｂ．《答司马谏议书》

Ｃ．《寡人之于国也》 Ｄ．《秋水》

６．孟子散文的论辩特色是（　　）

Ａ．说理畅达，抒情委婉 Ｂ．说理透彻，词锋犀利

Ｃ．欲擒故纵，引君入彀 Ｄ．寓言说理，易于理解

７．《谏逐客书》最主要的说理方法是（　　）

Ａ．从小到大层层递进 Ｂ．从大到小加以说明

Ｃ．采用比喻和寓言手法 Ｄ．采用对比手法

二、填空题

１．一篇议论文，应包含有论点、论据和 三个要素。

２．论说文的论证方式一般可以分为 与 两大类型。

３．论说文的论证方法有 、 、 、 。

三、判断题

１．《秋水》属于以对话方式展开的论说文。 （　　）

２．《答司马谏议书》是以反驳论点为主的论说文。 （　　）

３．开篇就提出中心论点的课文是《寡人之于国也》。 （　　）

４．《论学问》是以正反对比来论证论点的文章。 （　　）

５．《赵威后问齐使》一文采用排比句援事说理，效果显著。 （　　）

６．《谏逐客书》中列举四位君王重用客卿的历史事实，旨在说明客卿对秦国的贡献，间接证明

了逐客是错误的这一中心论点。 （　　）

★ 同步练习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１．Ｂ　２．Ｃ　３．Ａ　４．Ａ　５．Ｂ　６．Ｃ　７．Ｄ

二、填空题

１．论证 　２．立论；驳论　３．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对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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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赵威后问齐使

★ 考核要点

１．识记
（１）《战国策》的体例、主要内容及其编订者
《战国策》属于国别体杂史，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难的言论和行

动，由汉代文献学者刘向编订。

（２）本文的出处和文体类型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属于对话体议论文。

２．理解
（１）本文所体现的政治思想

本文通过赵威后与齐使的问答，委婉地批评了齐国政治失当，同时阐明了赵威后“以民为

本”的政治思想。

（２）本文采用排比句援事说理的艺术效果

语言铺张扬厉、富有气势，是《战国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文章虽仅三百余字，却采用了大

量排比句援事说理，增加文章气势，如“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苟无岁，何

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哀鳏寡，

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等，生动地表现出赵威后

谈论政治时的声情语气，使行文显得十分活泼。

（３）赵威后批评齐国政治失当的角度及其依据

赵威后从齐国不能重用养民、息民之人，不能表彰孝敬父母之人，不能处罚无用之人来批

评齐国的政治失当；批评的依据是齐国的钟离子、叶阳子、婴儿子、子仲这四个现实事例。

（４）赵威后心目中的“岁、民、君”的关系

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

有了年成，百姓才可以繁衍生息；有了百姓，君王才可以南面而称尊。

（５）本文以问答方式展开议论的特点

作者采用了较多的疑问句式，让赵威后在对齐国使者的一连串反驳与诘问中显示观点，

阐明见解。如第一段末尾几句，针对齐使的疑问，赵威后连连反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

无民，何以有君？”两句反诘，连锁递进，突出了没有收成就没有百姓、没有百姓也就没有国君

的逻辑关系，表明了民为邦本的观点。“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一句反诘，则将民喻为树根，君

比为树梢，生动地表达了谁轻视人民就是舍弃根本的见解，进一步驳斥了齐使的错误认识。

又如第二段中“何以至今不业也？”“胡为至今不朝也？”“何为至今不杀乎？”等句，赵威后也都

是在诘问中表明自己的观点的。文章采用这样的方式立论，不仅使赵威后的观点显得清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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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且让读者形象地感受到了赵威后说话时的语调声情，使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严肃政论，

带上了饶有趣味的文学色彩。

★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战国策》的体例是（　　）

Ａ．编年体史书 Ｂ．纪传体史书 Ｃ．纪传体断代史 Ｄ．国别体杂史

２．《战国策》的编订者为（　　）

Ａ．孔子 Ｂ．刘向 Ｃ．司马迁 Ｄ．左丘明

３．《赵威后问齐使》选自（　　）

Ａ．《战国策·齐策》 Ｂ．《战国策·赵策》

Ｃ．《庄子·秋水》 Ｄ．《孟子·梁惠王上》

４．《战国策》的主要内容是（　　）

Ａ．记录孔子以及弟子的言行

Ｂ．记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

Ｃ．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难的言论和行动

Ｄ．记载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

５．“何以至今不业也”中的“业”字的含义是（　　）

Ａ．事业 Ｂ．使……成就功业 Ｃ．业绩 Ｄ．成就

６．以问答方式展开议论的文章是（　　）

Ａ．《赵威后问齐使》 Ｂ．《五代史伶官传序》

Ｃ．《答司马谏议书》 Ｄ．《谏逐客书》

７．下列选项中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一项是（　　）

Ａ．蚕食诸侯 Ｂ．中石没镞 Ｃ．有衣者亦衣 Ｄ．岂吾相不当侯邪

８．《战国策》的语言特点是（　　）

Ａ．说理透辟 Ｂ．警策谨严 Ｃ．辩丽横肆 Ｄ．谦恭文雅

９．《赵威后问齐使》中，赵威后所说的“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的人物是（　　）

Ａ．叶阳子 Ｂ．钟离子 Ｃ．婴儿子 Ｄ．於陵子仲

１０．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集是（　　）

Ａ．《春秋》 Ｂ．《尚书》 Ｃ．《国语》 Ｄ．《逸周书》

二、填空题

１．《赵威后问齐使》选自 。

２．《战国策》的体例是 。

３．《赵威后问齐使》：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 ，中不索交诸侯。

４．《赵威后问齐使》：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 ？

５．《赵威后问齐使》：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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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语解释题

１．齐王使使
獉獉

者问赵威后。

２．书未发
獉
。

３．何以王
獉
齐国，子

獉
万民乎？

４．岁
獉
亦无恙

獉
耶？

５．是助王息
獉
民者也。

６．振
獉
困穷，补不足。

７．彻
獉
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

８．是皆率民
獉獉

而出于孝情者也。

９．中不索
獉
交诸侯。

１０．是
獉
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

１１．是助王息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
獉
也？

１２．故
獉
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四、判断题

１．《战国策》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史书，又名《国策》《国语》《事语》《修书》。 （　　）

２．《赵威后问齐使》一文的事实论据包含有钟离子、叶阳子、婴儿子、子仲。 （　　）

３．《赵威后问齐使》表达的赵威后的政治观点是“以君为本”。 （　　）

４．先秦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先秦诸子散文以说理为主。 （　　）

５．《赵威后问齐使》大量采用的修辞手法是排比、反问。 （　　）

五、简析题

１．阅读《赵威后问齐使》中的一段：

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

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耶？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

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

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

以王齐国、子万民乎？

请回答：

（１）以上文字中包含了几个论据？这些论据属于什么类别？

（２）这段文字的论证方法是什么？

（３）这段文字怎样体现了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２．阅读《赵威后问齐使》中的一段：

齐王使使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

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

请回答：

（１）本段中赵威后的政治观点和齐使有何不同？

（２）本段中的“本”和“末”各指什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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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赵威后的政治观点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４）本段的修辞手法是什么？

★ 同步练习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１．Ｄ　２．Ｂ　３．Ａ　４．Ｃ　５．Ｂ　６．Ａ　７．Ｃ　８．Ｃ　９．Ａ　１０．Ｂ
二、填空题

１．《战国策·齐策》　２．国别体杂史　３．下不治其家　４．舍本而问末者耶

５．王齐国，子万民乎

三、词语解释题

１．使使：派遣使者，前为动词，后为名词。　　　　２．发：打开，启封。

３．王：统治；子：把……视为子女。 ４．岁：年景，收成；恙：疾病，忧患。

５．息：生息，繁殖。 ６．振：同“赈”，救济。

７．彻：通“撤”，除去。 ８．率民：为民作表率。

９．索：希望，谋求。 １０．是：这个人。

１１．业：使……成就功业。 １２．故：通“胡”，哪有，难道。

四、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五、简析题

１．（１）三个论据。分别是钟离子“养其民”，叶阳子“息其民”，婴儿子孝敬父母。这三个论据都

属于事实论据。

（２）归纳法。

（３）钟离子“养其民”，叶阳子“息其民”，婴儿子孝敬父母，这些都是着眼于“民”，充分体现了

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２．（１）赵威后认为民为贵，齐使认为君为贵。

（２）“本”：根本问题，指民；“末”：细枝末节的问题，指君。

（３）通过问答的方式在对齐使的一连串反问中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４）排比、反问。

寡人之于国也

★ 考核要点

１．识记
（１）《孟子》的文体类型及其作者
《孟子》一书属于先秦说理散文，是孟子与他的学生万章等共同编著。

（２）孟子突出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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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文善用“欲擒故纵，引君入彀”的论辩手法，善用比喻和排比句说理，富有气势。

（３）本文的出处和文体类型

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属于以对话形式展开的论说文。

２．理解
（１）本文所体现的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孟子极力倡导王道政治，其主要内容是：反对霸道，推行仁政，消除战乱，发展生产，使人

民安居乐业。

（２）本文主旨

本文通过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具体阐述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

国时代社会的不平和阶级对立的现实。

（３）本文排比句的运用

排比句的运用，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

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

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一连串排比一贯而下，

增加了说理的气势。

３．简单应用

题（１）归纳本文的层次内容。

首先，以“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引出“移民”“移粟”的事实，提出“民不加多”的

疑问。

接着，以“王好战，请以战喻”引出“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说明梁惠王与邻国国君并无本

质的区别，从而揭示“民不加多”的原因。

而后，逐层阐述“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使“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根本措

施（物质生活上：鼓励蚕桑，发展家畜，分配田地，做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精神

文明上：加强教育，做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和正确态度（“王无罪岁”，即不要推

卸责任）。

题（２）简析本文的结构特点。

第一部分提出“民不多加”的疑问，第二部分分析“民不多加”的原因，第三部分阐述“使民

多加”的初步措施、根本措施和应持的正确态度。三部分末尾，分别用“寡人之民不加多”“则

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斯天下之民至焉”等语句结束，环环相扣，突出中心线索，使文章成为

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

４．综合应用

题（１）具体分析本文比喻句运用的艺术效果。

文中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说明梁惠王的治国方法与邻国没有本质的区别；用拿刀

杀了人却说“非我也，兵也”作比喻，揭露统治者把“涂有饿莩”归罪于收成不好的观点，都收到

了把抽象的道理说得形象、生动而深刻的效果。

题（２）具体分析本文抑扬兼施、循循善诱的说理方法。

文章先批评梁惠王的治国方法，然后再提出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先揭露统治者不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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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死活的行径，然后再说只要君王不怪罪年成就可以“使民至焉”，这是先抑后扬。在打消梁

惠王骄傲情绪的同时，又抓住他渴望得到民众拥戴的潜在心理进行诱导；在阐述实行王道的

具体措施时，采取先易后难、步步推进的方法，这都是循循善诱的体现。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寡人之于国也》的体例是（　　）

Ａ．记叙文　　　　　　Ｂ．议论文　　　　　　Ｃ．说明文　　　　　　Ｄ．写人散文

２．《孟子》的编著者为（　　）

Ａ．孟子 Ｂ．孟子与其学生 Ｃ．司马迁 Ｄ．刘向

３．《寡人之于国也》选自（　　）

Ａ．《战国策·齐策》 Ｂ．《论语·季氏》

Ｃ．《庄子·秋水》 Ｄ．《孟子·梁惠王上》

４．《寡人之于国也》所体现的孟子的政治思想为（　　）

Ａ．治国之礼，为政以德 Ｂ．以民为本，实行王道

Ｃ．以法治国，奖励耕战 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５．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中“王道”的意思是（　　）

Ａ．称王天下的方法 Ｂ．用仁政治理天下

Ｃ．用武力征伐天下 Ｄ．夺取王位的方法

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认为形成“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良好社会风尚的主要措施是

（　　）

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Ｂ．“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Ｃ．“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７．“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出自（　　）

Ａ．《论语》 Ｂ．《寡人之于国也》 Ｃ．《李将军列传》 Ｄ．《赵威后问齐使》

８．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论证了梁惠王的治国方法与邻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论

证方法是（　　）

Ａ．归纳论证 Ｂ．对比论证 Ｃ．演绎论证 Ｄ．类比论证

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的是（　　）

Ａ．孟子 Ｂ．孔子 Ｃ．荀子 Ｄ．庄子

１０．下列句子中，“以”字可解释为“凭借”的是（　　）

Ａ．皆以力战为名 Ｂ．斧斤以时入山林

Ｃ．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 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１１．下列句子中，有词类活用现象的一句是（　　）

Ａ．请以战喻 Ｂ．寡人之于国也

Ｃ．王无罪岁 Ｄ．何异于刺人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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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１．《寡人之于国也》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最后演化成两句成语，它们是 和 。

２．《寡人之于国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

三、词语解释题

１．寡人之民不加
獉
多。

２．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
獉
。

３．王好
獉
战，请以战喻。

４．不违农时，谷不可胜
獉
食也。

５．谨
獉
庠序之教，申

獉
之以孝悌之义。

６．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獉
，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獉
。

四、判断题

１．孟子散文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论辩手法。 （　　）

２．《寡人之于国也》中，孟子提出的实行王道的根本措施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　　）

３．《寡人之于国也》中的“寡人”是指楚王。 （　　）

４．《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称为儒家“四书”。 （　　）

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后世称为“亚圣”。 （　　）

６．《寡人之于国也》以对话形式展开论述，阐述了孟子大同的政治理想。 （　　）

７．《寡人之于国也》的写作特点是结构松散，但善用比喻，气势充沛。 （　　）

８．《孟子》文章以雄辩著称，在诸子散文中成就最高。 （　　）

９．“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 （　　）

五、简析题

１．阅读《寡人之于国也》中的一段：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

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

始也。

请回答：

（１）这段文字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２）体现孟子怎样的政治思想？

（３）从开头至“材木不可胜用也”几句，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２．阅读《寡人之于国也》中的一段：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

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请回答：

（１）这里主要采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２）“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

这两句话采用了什么表现手法？

（３）孟子这段话主要说明了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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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练习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１．Ｂ　２．Ｂ　３．Ｄ　４．Ｂ　５．Ｂ　６．Ｄ　７．Ｂ　８．Ｄ　９．Ａ　１０．Ａ　１１．Ｃ
二、填空题

１．五十步笑百步；杀人罪兵　２．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三、词语解释题

１．加：更加。　　　　　　　　　　　　　　２．走：跑，这里指逃跑。

３．好：喜欢，爱好。 ４．胜：尽。

５．谨：谨慎，认真；申：重复，一再。 ６．检：约束，制止；发：打开粮仓。

四、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五、简析题

１．（１）中心论点是：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２）这里陈述的是实行王道的初步措施，体现了孟子以民为本、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思想。

（３）采用的修辞手法是排比。

２．（１）比较法中的类比法。

（２）反映了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黑暗现实。用的是对比手法。

（３）国君对实行王道应有一个正确态度。

秋水（节选）

★ 考核要点

１．识记
（１）文体类型

这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寓言性的说理文。

（２）庄子散文突出的艺术特色

庄子散文想象丰富，汪洋恣肆，辞藻瑰丽，多采用寓言形式，富有浪漫色彩。

２．理解
（１）本文景物描写对表现主旨的作用

本文开头有一段关于河景和海景的描写：“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

间，不辩牛马。”“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这段景物描写，通过具体可感

的景物的比照，陪衬河伯与海若两种不同的认识境界，形象地渲染了本文的主旨。

（２）本文说理的特色

本文的说理方法颇有特色，先是由小到大：由河水上涨，两岸不辨牛马，到海水不可为量

数。尽管海水无比浩瀚，但海若未尝以此自我夸耀，因为他懂得事物的大小是相对的，“吾在



１４　　　大学语文专升本考前冲刺必备

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接着是由大到小：四海之与天地，中国之与海内，人之与

万物，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经过逐层推进，最后把结论自然地推到读者面前。

３．简单应用

题（１）概括本文主旨，说明其客观思想意义。

本文主旨：在无限广大的宇宙中，个人的认识和作为都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是

十分有限的。

客观思想意义：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但客观世界是无止境的，因而人们不能囿于个人有限

的见闻而自满自足，应该努力学习，不断上进。

题（２）简析本文的说理方法。

本文运用的是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逐层推进的类比论证方法。

４．综合应用

题（１）具体分析本文善于援譬设喻的艺术特点。

庄子散文长于比喻，往往连类而及，层见叠出。例如，“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说明人的认识不可能超越

其生存活动的客观环境。“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

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以上几个比喻，说明事物

的大小都是相对的，人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应该不断地开拓自己的视野。

这些生动、贴切的比喻，构成了一个个具体实在的事物形象，把抽象的哲学道理表达得明

白浅显，易于理解。

★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庄子》“内篇”共（　　）

Ａ．３３篇　　　　　　　Ｂ．１１篇　　　　　　　Ｃ．７篇　　　　　　　Ｄ．１５篇

２．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具浪漫色彩的是（　　）

Ａ．《论语》 Ｂ．《庄子》 Ｃ．《孟子》 Ｄ．《左传》

３．庄子的核心思想是（　　）

Ａ．仁和礼 Ｂ．仁政、王道

Ｃ．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Ｄ．兼爱、非攻

４．《秋水》开头部分有一段对河水和海景的描写，主要寓意是（　　）

Ａ．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 Ｂ．惊叹大自然的多姿多彩

Ｃ．形成文章滔滔的气势 Ｄ．比照两种不同的认识境界

５．激烈批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一黑暗现实的是（　　）

Ａ．孔子 Ｂ．庄子 Ｃ．孟子 Ｄ．韩非子

６．“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是（　　）

Ａ．祈使句 Ｂ．宾语前置句 Ｃ．被动句 Ｄ．定语后置句

７．“井底之蛙”这个典故来源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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