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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20   科目名称：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I．考查目标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综合考试涵盖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两门专业必修课程。要求考生系统

掌握上述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考试题为 150 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现代汉语为 75 分；古代汉语为 75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现代汉语： 

名词解释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简答题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分析操作题 2 小题，第一小题 15 分，第二小题 20 分，共 35 分。 

古代汉语： 

名词解释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简答题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综合题 2 小题，第一小题 15 分，第二小题 20 分，共 35 分。  

 

Ⅲ．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现代汉语 

  【考查目标】 

  1．准确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现代汉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分析各种语言规律，解释各种语言现象。 

 

  一、现代汉语概述 

  （一）现代汉语的概念内涵 

  （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形成 

（三）现代汉语的方言 

（四）现代汉语的特点 

（五）现代汉语的地位 

（六）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 

  二、现代汉语语音 

  （一）语音的基本概念 

  （二）语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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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汉语拼音方案 

  （四）声母 

（五）韵母 

（六）声调 

（七）音节的结构 

（八）语流音变 

（九）音位 

（十）语音规范化问题 

  三、现代汉字 

  （一）汉字的产生、特点和作用 

  （二）汉字形体的演变 

  （三）汉字的构造单位 

  （四）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四、现代汉语词汇 

  （一）词汇的基本概念 

  （二）语素及其确定方法、语素的分类 

（三）词和词的构成 

（四）语素、词和字的关系 

（五）词汇的内容——词义 

（六）词义的分析——义项和义素 

（七）词义的聚合——语义场 

（八）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九）熟语及其类型 

（十）词汇的发展变化 

（十一）词汇规范化的原则 

（十二）词语解释的方法 

（十三）常用的词典、字典及其检测法 

  五、现代汉语语法 

  （一）语法和语法体系 

（二）词类的划分 

（三）实词的概念、各类实词的意义种类和语法特征 

（四）虚词的概念、各类虚词的语法特征 

（五）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关系 

（六）词的兼类和活用 

(七) 词类的误用 

（八）短语的含义及其分类 

（九）短语组成的语法手段和组合类型 

（十）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 

（十一）句法成分以及各类句法成分的构成材料 

（十二）句型和句类 

（十三）常见的句法失误 

（十四）复句的概念 

（十五）复句和单句的区分 

（十六）复句的意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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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复句的结构类型 

（十八）复句运用中常见的错误 

 

第二部分：古代汉语 

 【考查目标】 

  1．熟练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分析解释古代有关的语言现象；掌握标点和翻译古文

的原则和技巧，能够给古文标点断句，具备阅读和翻译一般古文的能力。 

通论部分： 

一、古代汉语概述 

 （一）什么是古代汉语 

（二）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 

二、工具书 

（一）工具书的作用及其类别 

（二）检索法 

（三）工具书的使用 

三、文字  

（一）汉字的形成与发展 

（二）汉字的构造与“六书”理论 

（三）汉字形体的演变和汉字结构的辨析 

（四）汉字形音义的分歧：繁简字、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 

四、词汇 

（一）古今词汇的继承和发展 

（二）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 

（三）单音词，复音词，同义词 

 （四）古汉语复音词的类别及构词方式 

（五）同义词和同源词的区别 

五、语法 

（一）古今语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句法 

（1）判断句与判断词 

（2）被动表示法 

（3）特殊的动宾关系 

（4）宾语前置 

（5）双宾语 

（6）谓语前置 



4 

 

（三）词类的活用 

（1）使动用法 

（2）意动用法 

（3）名词用做动词 

（4）名词作状语 

（5）形容词用作动词 

（6）活用的条件 

（四）称代 

（1）人称代词 

（2）指示代词 

（3）疑问代词 

（五）常见的重要虚词及其用法 

（1）于、於、乎  

（2）以 

（3）而、则、虽、且 

（4）如、若、然 

（5）之、其、者、所 

（6）焉、诸 

（7）常见副词（含副词分类、表敬副词的辨别） 

（六）语气和语气词 

（1）句子语气的类型 

（2）也、矣、耳、焉 

（3）乎、诸、与、邪、耶 

（4）哉、夫、为 

（5）其、岂、唯、 

（6）语气的复合与语气词的连用 

六、音韵 

（一）《诗经》的用韵和上古音 

（二）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 

（三）中古音 

七、古书的注解、句读及翻译 

（一）古书的注解 

（二）古书的句读 

（三）古书的翻译 

文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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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历史散文：《左传》 《战国策》 

二、先秦诸子散文：《论语》《礼记》《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  

三、先秦韵文：《诗经》《楚辞》 

四、两汉历史散文：《史记》《汉书》 

五、两汉其他散文 

六、唐宋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