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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考试大纲

663 文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文学综合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

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6个二级

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查目标

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 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所必备的文学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论方法、

综合能力和专业潜能，通过考试选拔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其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欧美文学）分别占 40 分、40 分、35 分、35 分），考试时

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30 分，简答题 60 分，分析论述题 60 分。

四、考试内容

文学概论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

展；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创造活动的特点和过程，包括艺术构思、灵

感与形象思维等；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文学文本

的构成形态；文学典型与意境；文学风格；文学消费与接受；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掌握中国历代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及文

学现象的程度 ；熟悉中国历代著名作家及经典作品的程度；对古代文学作品的

感受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准确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演变流

脉、基础知识和概念、重要作家作品、主要思潮运动、前沿文学现象和基本研究

方法，以及在专业领域中的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外国文学（欧美文学）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欧美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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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各个时期出现的重要思潮、流派、作家和作品；欧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

律和基本特征；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异同；运用外国文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

欧美文学问题。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964 语言学综合

一、考试性质

语言学综合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6个二级

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察目标

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 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所必备的语言学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方

法、综合能力和专业潜能，通过考试选拔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才。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其中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各占 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试卷结构：名词解释 30 分，简答题 60 分，分析应用题 60 分。

四、考试内容

语言学概论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对语言本质和语言不同功能的认知；对语

言系统各种构成要素（语音和音系、语法、语义和语用）的分析和描写；对语言

和文字关系的正确理解；对语言演变与语言分化、语言接触、语言系统的演变的

表现和规律的认识；对实际语言现象的理论解释等。

古代汉语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对古代汉语文字、词汇、语法现象的准确解

释；对文言文的熟练阅读和分析；对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知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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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现代汉语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的具体描

写分析以及对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对现代汉字的性质、整理与应用情况的了解；

对现代汉语修辞学基本知识的一般把握。重点是对现代汉语实际语言事实和现象

的科学分析和理论阐释。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354 汉语基础

一、考试性质

汉语基础考试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之一，是由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统一制定考试大纲，教育部授权的各汉语国际

教育硕士生招生院校自行命题的选拔性考试。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汉语

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相关知识

基础、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汉语基础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的汉语语言学相关

基础知识和汉语语言分析及运用能力。

二、考察目标

1．要求考生具有较全面的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

2．要求考生具有较高的汉语应用能力。

3．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分析能力。

三、考试形式

（一）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满分及考查内容分数分配

试卷满分为 150 分。其中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占比 60 分，汉语应用能力占

比 30 分，汉语语言分析占比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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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卷题型比例

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占比 60 分

题型：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简答题

汉语应用能力占比 30 分

题型：语音能力题（标注拼音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等）、汉字能力

题（改正错别字、汉字书写、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等），语法词汇规范（选

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等）

汉语语言分析占比 60 分

题型：语音分析题（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等），词语辨析题，

语法分析题（辨别词性，短语、单复句分析）病句修改题，简答题等。

四、考试内容

汉语基础考试由“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汉语应用能力”和“汉语语言分

析”三部分组成。

（一）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

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语言学基础；汉语概况；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语法；汉

字

（二）汉语应用能力

汉语应用能力考试测试以下内容：

辨音和标音能力；字形、字义辨别能力及汉字书写规范；词汇、语法规范

（三）汉语语言分析

汉语语言分析考试测试以下内容：

语音分析；词义分析；语法分析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一、考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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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考试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之一，是由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统一制定考试大纲，教育部授权的各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院校自行命题的选拔性考试。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

映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相

关知识基础、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考试的目的是测试考生相

关的中外文化及语言教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素养及书面语表达能力。

二、考察目标

1．要求考生具有与国际汉语教学相关的中外文化基础知识。

2．要求考生具有与国际汉语教学相关的语言教学及教育心理基础知识。

3．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和书面语表达能力。

三、考试形式

（一）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满分及考查内容分数分配

试卷满分为 150 分。其中中外文化基础知识 80 分，语言教学及教育、心理

基础知识 30 分，材料分析写作 40 分。

（四）试卷题型比例

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80 分

题型：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简答题等

语言教学及教育、心理基础知识 30 分

题型：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等。

案例分析写作 40 分

考试形式为：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

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所给文字材料和题意的基础上，写出思想健康、

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规范、卷面清洁的文章，鼓励

考生结合实际发挥创造性。

四、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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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基础能力考试由“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语言教

学及教育心理学”，“教案写作”或“案例分析”三部分组成。

（一）中外文化及跨文化交际基础知识

中外文化基础知识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中国文化基础知识；外国文化基础知识

（二）语言教学及教育心理学

语言教学及教育、心理基础知识部分测试以下内容：

语言教学基础；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

（三）教案写作或案例分析

材料分析写作部分测试以下内容；分析与实践能力；论文写作能力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一、考试性质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是新闻与传播硕士（MJC）专业学位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科目之一。该科目考试从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出发，力求科

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在新闻传播实务方面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以选拔出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生，为新闻业与媒介产业的发展培养具有专业性

和开阔的知识视野，掌握新闻传播实务理论和技能，熟谙多元新闻传播手段，能

够在各类别传媒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宣传、策划、运营等富有创

新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

考试涉及新闻传播基础实务、传统媒体转型与行业发展趋势、新媒体内容生

产及运营等。

二、考察目标

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媒体新技术背景下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策划、

新闻事件评析等新闻传播实践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测试考生对新闻传播

实务理论和技能的掌握和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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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主要是依据所给

材料完成新闻传播策划、写作、分析、评论等。

试卷结构：实践操作 80 分、案例分析 40 分、简答 30 分。

四、考试内容

（一）新闻采写与编辑

运用新闻采访写作、新闻编辑的相关理论，依据材料完成新闻策划、采

访提问、新闻写作、标题制作、稿件修改、新闻作品分析等。

（二）新闻评论写作

依据所给材料写作新闻评论。

（三）新媒体时代传播案例分析

针对某一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传播实践活动，运用相关理论，对其传播战略

及战术进行全面分析，深入探讨新媒体传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及社会影响。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一、考试性质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是新闻与传播硕士（MJC）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科目之一。考试要求反映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

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本科目涵盖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基础理论、

新闻传播史、媒体伦理与法规等课程内容。

二、考察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新闻与传播的相关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侧重考察学生掌握基

础理论并综合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三、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以案例分析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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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题及简答题为主。

试卷结构：案例分析 60 分、论述 60 分，简答 30 分。

四、考试内容

（一）媒介与社会

传播与媒介、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传播效

果与效果研究、媒介受众理论、传播与社会发展、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社会制

度与媒介环境、科学技术与媒介发展、新媒体相关理论。

新闻与新闻活动、新闻的选择、新闻与宣传、新闻与舆论、新闻自由与社会

控制。

（二）媒介发展与变迁

媒介形态的历史沿革、清末的新闻立法活动、维新运动中报人与主要办报活

动、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五四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

闻传播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

业的发展、美国与欧洲近代以来新闻事业发展与主要媒体。

（三）媒体伦理与法规

媒体伦理的基本原则、加强新闻专业伦理建设的社会意义、媒体伦理失范的

主要表现形式、媒体传播与国家安全、媒体传播与公民人格权、媒体传播与知识

产权、新媒体的传播伦理与传播法规。

五、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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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试大纲

F1501 应用语言学

一、适用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二、考试性质

应用语言学是汉语国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入学复试的专业基础考试科目。

三、考察目标

重点考察学生的语言文化综合知识和能力的掌握。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论述题五题，或六题选五，每题分值各占 20%。

五、考试内容

考试将全面考查考生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基础理论知识和主要分析方法

的掌握情况以及熟练程度，重在考查考生分析汉语事实和现象的实际能力；全面

考查学生对中外文化的了解掌握及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批判能力及跨文化交

际能力。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2 文艺学综合知识

一、适用专业

文艺学

二、考试性质

文艺学综合知识是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三、考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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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

主要理论及其发展线索；掌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知识；具备分析作家作品和文艺现

象的基本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科目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复试中的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

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论述题：中国文论 40%；西方文论 40%；影视艺术 20%。

五、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中国文论

1．先秦经典的启示及其诗乐观。

2．《毛诗大序》《礼记·乐记》《典论·论文》。

3．《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的主要观点及意义。

4．陈子昂、王昌龄、皎然、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司空图诗文论的主要

观点及意义。

5．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严羽、元好问诗文论的主要观点及意义。

6．元明清诗文小说戏曲理论和批评。

7．近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第二部分：西方文论

1．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2．亚里士多德《诗学》。

3．贺拉斯《诗艺》。

4．朗吉弩斯《论崇高》。

5．布瓦洛《诗艺》。

6.狄德罗的文艺思想。

7．康德的文艺思想。

8．黑格尔的文艺思想。

9.接受美学。

10.二十世纪西方主要的文艺思潮。

第三部分：影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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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考生掌握电影电视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概念、重要电影电视艺术家及作

品、主要思潮运动、前沿电影电视艺术现象和基本研究方法，并要求考生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具体要求考生：

1．准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运用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2．准确掌握本学科的历史演变，如中外电影史上代表性的人物、作品及重

要的流派。

3．密切关注电影电视现象，并从文化研究和影视研究的角度作出分析。

4．熟悉和掌握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并能够准确地应用。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3 现代汉语

一、适用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二、考试性质

现代汉语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三、考察目标

本课程综合考查考生对现代汉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对现代汉

语研究文献的了解情况，重在考查考生分析现代汉语语言事实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科目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复试中的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

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简答题 50%，应用分析题 50%。

五、考试内容

考查内容包括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特点和现象的具体描写分

析，对重要的现代汉语研究文献的一般了解，对不同的分析方法和重要的理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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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评析，重点是对现代汉语实际语言事实和现象的科学分析和理论阐释。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4 古代汉语基础

一、适用专业

汉语言文字学

二、考试性质

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的笔试科目。

三、考察目标

旨在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和思维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简答题 60%，论述题 40%。

五、考试内容

主要考察对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对汉语史现象

的分析和解释能力。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5 中国古代文学

一、适用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二、考试性质

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综合考试科目。



13

三、考察目标

旨在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所必备

的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素质，利用复试的机会进一步考察考生的综合知识面和独

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

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简答题 20%，作品赏析题 20%，论述题 60%。

五、考试内容

1 中国历代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及文学现象的熟悉了解程度。

2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及经典作品的熟悉了解程度。

3综合运用专业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适用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考试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课

程。

三、考察目标

要求考生能够系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演变的历史流脉，掌握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具备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与专业能力。

四、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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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基础知识 50%，应用能力 50%。

五、考试内容

考试除了进一步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重在测试考生是否能够

运用独立地、准确地、灵活地运用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7 比较文学

一、适用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二、考试性质

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的专业基础考试

科目。

三、考察目标

考查考生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特点、发展历史、各流派观点、研究方法等

的掌握，考查学生运用比较文学的具体方法，在比较视野中分析中外作家、作品，

探索文学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共同规律的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共有 3个分析题，其分值分别为 30%、30%、40%。

五、考试内容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功能、历史和现状；

（二）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

接受研究等；

（三）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比较；文类学、主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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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媒介学、比较诗学等；

（四）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文学与艺术、宗教、心理学、哲学和科学等；

（五）运用比较文学的具体方法，在比较视野中分析中外作家、作品，探索

文学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共同规律；

（六）对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沿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F1508 中国史综合

一、适用专业

中国史

二、考试性质

中国史综合是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三、考察目标

要求考生掌握扎实的中国史基本知识，重点考察学生对历史问题的综合分析

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试卷结构：论述题五题，或六题选五，每题分值各占 20%。

五、考试内容

复试按照历史地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四个二级学科专

业，综合笔试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

现代史。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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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09 新闻与传播实务综合

一、适用专业

新闻与传播硕士

二、考试性质

新闻与传播实务综合是新闻与传播硕士（MJC）复试考试科目，对通过复试

的学习进一步进行新闻传播业务素质的测试。

三、考察目标

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学习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掌握新闻传播行业基础技能，

关心新闻时事，对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恰当的分析。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为闭卷考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主要以案例分析

为主

试卷结构：论述题，30 分，案例分析题，70 分

五、考试内容

本科目涉及新闻选择判断、传播效果、媒体伦理与法规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政策等，结合新近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要求学生进行思考分析，并根据

具体要求，写成文章。从而综合考察学生是否关注社会时事、是否具有较高的分

析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

六、是否需使用计算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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