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专插本现代汉语考试大纲 

 

一、绪论 

（一）现代汉语概述 

1、什么是现代汉语 

2、现代汉语的特点 

①语音方面：三点 

②词汇方面：三点 

③语法方面：六点 

二、语音 

（一）语音概说 

1、语音的三大属性；语音四要素 

2、语音单位 

①音素（定义）——元音（定义）辅音（定义）；二者区别（四点） 

②音节（定义） 

③声母、韵母、声调（三者定义；声母和辅音的区别；韵母和元音的

区别） 

 



 

（二）声母：普通话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全面描写（21 个） 

（三）韵母（39 个） 

1、元音的发音 

①元音发音不同的原因（三点） 

②十个单元音发音描写 

2、韵母的发音（普通话韵母总表） 

①韵母分类 

a:按结构分：单元音韵母（10）、复元音韵母（13）、鼻音尾韵母（16） 

b:按发音口型分：四呼 

②韵母结构：韵头、韵腹、韵尾 

（四）声调（定义） 

1、调值和调类（调值、调类、相对音高的定义） 

2、普通话的四声和调值 

（五）音节（定义） 

1、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四点） 

2、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分析 

 



 

（六）音变 

1、变调（名词解释） 

①变调定义 

②分类 

2、轻声 

①轻声的定义 

②轻声与语音四中物理属性的关系 

③轻声的作用 

 

三、文字 

（一）汉字概说 

1、文字定义 

2、汉字定义 

3、汉字特点 

（二）汉字的结构 

1、造字法 

①四种造字法的定义和例字 



 

②形旁作用的局限性 

③声旁作用的局限性 

 四、词汇 

（一）词汇和词的结构 

1、几种词汇单位 

①语素（定义）：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 

②词（定义） 

③固定短语（定义）：专名、熟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 

④自由短语（定义） 

2、词的结构（给一个词写出这个词的类型） 

①构词语素：词根、词缀的定义 

②单纯词（定义）：连绵词、叠音词、音译的外来词 

③合成词（定义） 

a：复合式 

b：重叠式 

c：附加式 

 



 

（二）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1、词的内容：词义的定义 

2、词义的性质 

3、词义的分类：理性意义、色彩意义 

（三）义项和义素 

1、义项的定义 

2、义项的分类：基本义、转义<产生方法：引申（引申义）、比喻（比

喻义）> 

3、单义词和多义词 

4、同音词：区别多义词和同音词 

（四）语义场 

1、同义义场和同义词 

①同义义场和同义词的定义 

②同义词的差别与辨析 

a：理性意义方面的差别 

b：色彩方面的差别 

c：词性方面的差异 



 

 五、语法 

（一）语法概说 

1、语法定义、性质 

2、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①语法单位：分四级：语素、词、短语、句子四个定义 

②句法成分：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中心语；状语、中心

语；中心语、补语 

（二）词类 

1、词类的划分 

①划分依据：词的语法功能（主要）、词的形态、词的意义 

②词的语法功能是指：三点 

③词的形态：构型形态、构词形态 

④词的意义：专指语法意义（定义） 

2、实词 

①名词：意义和种类（4）；名词的语法特征（5 条）       

②动词：意义和种类（7）；动词的语法特征（4 条） 

③形容词：意义和种类；形容词的语法特征；名词、动词、形容词的

比较      



 

④区别词  ⑤数词：种类  ⑥量词 

⑦副词：近义副词的辨析，“都、只”“不、没有、别”“就”“很、

极”；“白、怪、净、老”同音词；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副词；修饰数

量短语的副词 

⑧代词   ⑨拟声词  ⑩叹词 

3、虚词 

①介词：种类（5 种） 

②连词：介词“和”与连词“和”的区别 

③助词： 

a：结构助词“的”组成的名词性短语 

b：动态助词“着、了、过”的用法；“着”和“了”的差别 

④语气词：语气词“的、了”和助词“的、了”的区别 

4、虚词的运用 

（三）短语 

1、短语的结构类 

①五种基本类型：主谓、动宾、偏正（定中、状中）、中补、联合 

②其他短语：连谓、兼语、同位、方位、量词、介词、助词（“的”

字短语、比况短语、“所”字短语） 



 

2、短语的功能类 

3、多义短语：三种多义短语 

（四）句法成分 

1、主语、谓语 

①主语的构成材料   ②谓语的构成材料   

③主语和谓语的意义类型：施事、受事、中性（和宾语比较） 

2、动语、宾语 

①动语构成的材料：简单看看 

②宾语构成的材料：名宾动词、谓宾动词、名谓宾动词 

③宾语的意义类型：受事、施事、当事 

3、补语 

①补语的构成和意义类别：七种 

②多层补语   ③补语和宾语的辨别 

（五）单句 

1、句型（结构类） 

①主谓句：四种类型（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谓） 

②非主谓句：四种类型（动词性、形容词性、名词性、叹词句） 



 

2、几种动词谓语句： 

①“把”字句：举例说明；特点（四点） 

②“被”字句：举例说明；特点（三点） 

③连谓句：定义；举例说明 

④兼语句：定义；举例说明类型 

⑤双宾句：定义；举例说明 

⑥存现句：定义；举例说明 

题目类型： 

1、单项选择题 

2、填空题 

3、判断题 

4、分析题 

5、简答题 

（仅供参考，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基础写作》专插本考试大纲 

 

专插本考试参考用书：《大学基础写作教程》。《大学基础写

作教程》分上、下两编共九章。上编为理论篇，包括写作概论、聚材

论、构思论和表达论四章；下编为文体篇，含文体导论、文学文体、

公务文体、实用文体、学术文体五章。 



 

 

考试教材名称：《大学基础写作教程》 

 

作者：何纯、王洁群、赵成林主编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040318623 

上编     理论篇    

第一章   写作概论    

第一节   写作的构成    

第二节   写作的意义    

第三节  写作的学习    

第二章  聚材论    

第一节  观察与体验    

第二节  采访与调查    

第三节  阅读与检索    

第三章  构思论    

第一节  主题的形成    

第二节  材料的运用    

第三节  结构的安排    

第四章  表达论    

第一节  表达方式    

第二节  语言运用    



 

第三节  文章修改    

下编  文体篇    

第五章  文体导论    

第一节  文体的内涵    

第二节  文体的运用    

第六章  文学文体    

第一节  诗歌    

第二节  散文    

第三节  小说    

第四节  戏剧    

第七章  公务文体    

第一节  公文概说    

第二节  请示报告    

第三节  决定    

第四节  通知通报通告    

第五节  函    

第六节  意见    

第七节  纪要    

第八章  实用文体    

第一节  求职信    

第二节  合同协议    

第三节  调查报告    



 

第四节  计划  总结    

第五节  规定办法    

第六节  诉状    

第七节  消息通讯    

第八节  微博短信    

第九节  申论    

第九章  学术文体    

第一节  学术论文    

第二节  实验报告    

第三节  科普说明文    

后记 

题目类型： 

1、单项选择题 

2、填空题 

3、多项选择题 

4、简答题 

5、综合应用题 

（仅供参考，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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