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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等院校“高职升本科”招生统一考试

语文基础考试大纲（2023 年 9 月修订）

一、考试性质

天津市高等院校“高职升本科”招生统一考试是由合格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

考试。高等院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因此，考试应该具有

较高的信度、效度、适当的难度和必要的区分度。

二、考试内容与基本要求

（一）能力要求

语文基础考试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应用和鉴赏评价五种能力，这

五种能力表现为五个层级。

A识记：有关识记能力层次的术语，如记忆、背诵、了解等，指识别和记忆，是语文能

力最基本的层级。

B理解：有关理解能力层次的术语，如解释、掌握、归纳、概括、认知等，指领会并能

作简单的解释，是在识记基础上高一级的能力层级。

C分析综合：有关分析综合层次的术语，如辨识、识别、简要说明，指分解剖析和归纳

整理，是在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的能力层级。

D表达应用：指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在表达

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E鉴赏评价：指对阅读材料的鉴别、赏析和评说，是以识记、理解和分析综合为基础，

在阅读方面发展了的能力层级。

对 A、B、C、D、E五个能力层级均可有难易不同的考查。

（二）考试内容

1．语文基础知识

（1）语言知识

理解文言文中文字、词汇、句式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用法，了解古今通用的一般修

辞方法。

①识别古今词义有所不同的词语；了解文言词语一词多义现象；注意掌握现代汉语仍然

运用的文言词语；识别通假字和古今字并理解其含义。

掌握常用文言虚词“之、其、者、所、以、于、而、则、焉、乃、是”和“所以”“是

以”等的用法，识别同一个文言虚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含义。

理解文言文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用作状

语、名词用作动词、判断句式、被动句式、倒装句式等，并能正确译成现代汉语。

②修辞知识

理解识别古今作品中比喻、比拟、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反问、设问、借代、

层递、拈联、双关、顶真、对比等常见的修辞格，并能联系作品说明其修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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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家作品知识

了解与识记中外作家的姓名以及重要作家的字、号，所属国别、时代，主要的思想倾向

和文学主张，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和风格、所属文学流派或团体、在文

学史上的贡献、代表作）等。

理解和识记所选课文的出处、写作背景、体裁、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

（3）文体知识

①议论文

掌握议论文的三要素，议论文对论点、论据的要求，论据的种类，论证方式（立论和驳

论），论证方法（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等），掌握驳论的方法（驳论点、驳论据、驳论

证）。

②记叙文

掌握记叙文的六要素；叙述人称；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分叙；记叙文中的描

写手法：人物描写（肖像描写、行动描写、对话描写、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场面描写及

要求；抒情方法：直接抒情、间接抒情（在叙事中抒情、在写景中抒情、在议论中抒情）。

③说明文

掌握说明文的种类、结构、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④诗、词、曲

诗、词、曲都属于诗歌的范畴。了解诗歌以丰富的情感反映生活、对生活作高度集中的

概括、语言凝练富有形象性和音乐美的特点。

了解诗、词、曲在体裁形式上的特点，识记所选作品分属何种体裁。

⑤戏剧文学

了解戏剧的分类和戏剧文学的特点。

⑥小说

了解小说的三要素及三要素的内涵与要求。

2．课文阅读

★《田单列传》 司马迁《史记》

（节选：“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其田单之谓邪”）

分析文中田单形象的特点。

认知田单最终战胜侵略者所运用的方法与策略。

认知本文的写作方法。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概括本文的思想内容及给人的启发。

理解本文类比和对比的说理方法。

理解本文在材料剪裁上的详略之妙。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王禹偁

概括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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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文章第二自然段分别从所处位置、山川、四时和人事四个角度写竹楼。

认知第三自然段用反衬写法以突出竹楼。

认知本文刻意详写至道年间以来的经历所抒发的思想感情。

理解本文写景抒情的特点。

识别本文语言骈散结合的特点。

《西湖七月半》 张岱

概括本文的主旨。

理解本文选材角度特点。

分析本文写人、写场景细致生动的特点。

分析文中所写五类游客的特点和相互对比映衬的关系。

理解本文内容与结构的错综变化转接呼应的特点。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认知本文的思想内容和抒发的情感。

认知本文的叙写线索。

了解作者赋予所睹山水景色的特点。

了解文章景物与心情，自然与现实，风景画、风俗画与社会风云熔于一炉的特点。

《黄山记》 徐迟

概括本文的内容及主旨。

认知本文独具匠心的构思谋篇的手法。

理解本文简练巧妙、热情奔放的语言特点。

★《拣麦穗》 张洁

理解本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认知本文第一部分的铺垫作用。

识别文中的对话描写和行为细节描写并说明其作用。

理解文中关于“小火柿子”描写的象征意义。

★《丑石》 贾平凹

概括本文的主旨。

理解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认知文中所蕴含的哲理。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冯至

概括本文的主旨。

了解文章在描写中融入想象与思考的写作方法。

认知文中蕴含的哲思之美。

《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 斯蒂芬•茨威格

了解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创作。

理解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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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作者生动细致的叙事描写的方法和深刻含蓄的议论抒情方式。

★《蒹葭》 出自《诗经》

概括本诗思想内容。

认知“兴”在本诗中的运用及作用。

认知本诗情景交融的写法。

认知本诗重章叠句方法的运用。

简要说明本诗语言特点。

《迢迢牵牛星》 出自《古诗十九首》

识记这是一首五言古诗。

认知本诗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人间的相思离别之情。

分析诗中的六处叠字对描写物态、表达情思所起的作用。

背诵全诗。

《饮酒（五）》 陶渊明

识记这是一首田园诗，五言古诗。

概括本诗的主旨。

分析本诗写景的诗句所具有的思想意蕴。

理解本诗抒情、写景、说理融于一体的特点。

认知陶诗平淡自然、意韵淳厚的特点。

背诵全诗。

★《山居秋暝》 王维

识记这是一首山水诗，五言律诗。

辩证评价诗人的归隐意愿。

认知本诗写景纯用白描、笔致简约的特点。

分析本诗动静相衬、视听结合的写景特点。

背诵全诗。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识记这是一首歌行体诗歌。

认知本诗所抒发的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

理解本诗情感变化的轨迹。

分析本诗的结构特点。

理解本诗思维活跃、气势奔放的特点。

背诵全诗。

★《丽人行》 杜甫

了解本诗的写作背景。

识记这是一首新题乐府诗，七言古诗。

概括本诗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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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本诗在叙事中抒情的特点。

认知本诗肖像、行为、细节描写方法的运用及其作用。

《书愤》 陆游

了解本诗的写作背景。

概括本诗的主旨。

认知本诗运用典故表达的思想感情。

理解本诗的语言特点。

背诵全诗。

《望海潮》（东南形胜） 柳永

认知本词的思想内容。

理解本词在内容题材上的贡献。

理解本词铺叙手法的运用。

背诵全词。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

了解本词的写作背景。

概括本词的情感内容。

理解本词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表现方法。

背诵全词。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概括本词的主旨。

概括本词上片、下片的内容。

理解词中抒情手法的运用。

认知本词的语言特点。

背诵全词。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辛弃疾

了解本词的写作背景。

理解本词上片的抒情特点。

理解本词下片的抒情方法。

认知本词运用典故表达的思想感情。

认知本词中比喻、拟人手法的运用。

背诵全词。

《雪花的快乐》 徐志摩

认知本诗抒发的思想感情。

理解本诗想象丰富、形象饱满的特点。

理解本诗的语言特点。

分析本诗的音乐美及其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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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烛》 闻一多

识记本诗的时代背景及“三美”原则。

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概括本诗意象的含义。

分析本诗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我爱这土地》 艾青

识记本诗的写作背景。

认知本诗的思想内容。

理解本诗的象征意蕴。

识别本诗象征、暗示手法的运用。

理解本诗结构特点。

理解本诗语言特点。

《齐桓晋文之事》 出自《孟子》

（节选：“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说明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并作辩证评价。

理解本文循循善诱的论辩特点。

理解本文所用的论证方法。

认知本文所用的比喻及其喻义。

★《谏逐客书》 李斯

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

识记本文的论点。

理解本文逐层深入的论证特点。

掌握本文对比的论证方法。

认知本文铺陈的写法。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

识记本文是一篇驳论。

识记本文所批驳的错误论点。

识记本文运用驳论点的方法。

理解本文柔中寓刚、委婉有礼的特点。

《问说》 刘开

识记本文的思想内容。

识记“说”文体的特点。

认知本文观点鲜明、层次清晰、章法细密的特点。

理解本文论据充分的特点。

识别本文所用的论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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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本文的语言特点。

★《骂杀与捧杀》 鲁迅

概括本文的思想内容。

认知本文是一篇杂文及特点。

识别本文批评错误犀利的特点。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

识记本文的思想内容。

理解本文“总—分—总”的结构特点。

理解本文所用论证方法。

《选择与安排》 朱光潜

识记本文在选择材料上的主张。

识记本文在安排结构上的主张。

认知本文在论据使用上具有典型性、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

辨识本文类比法与对比法的运用。

★《中国建筑的特征》 梁思成

概括本文的主旨。

理解文中主要概念及其含义。

认知本文介绍事物、阐述原理的方法。

理解本文的语言特点。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李斌

概括本文的观点及现实意义。

认知本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观点并合理阐述的写法。

分析本文“工匠精神”的内涵。

★《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 钱学森

认知本文文体特点。

识记本文的说明中心。

把握本文“总—分—总”的结构方式。

认知文中所运用的“定义”“举例”等说明方法。

★《菊花》 杨宪益

认知本文文体特点。

概括本文的说明中心。

把握本文并列式与“总—分—总”相结合的结构特征。

理解本文的说明顺序。

认知本文所运用的“引用”说明方法，结合相关段落，简要说明有关引用材料的作用。

《奇妙的克隆》 谈家桢

认知本文文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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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本文的说明中心。

认知本文用并列方式结构全文的特点。

识别并理解本文采用的“定义”“诠释”“举例”“比较”“数字”“引用”等说明方

法。

《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屠呦呦

了解本文内容。

认知本文的写作特点。

把握本文语言特点和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

理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睢景臣

概括本套曲的思想内容。

认知本作品独特的切入角度。

分析作品中刘邦的性格特点。

认知作品中塑造刘邦形象的表现手法。

体会作品语言幽默诙谐的特点。

《汉宫秋》 马致远

（节选：“[番使拥旦上，奏胡乐科旦云]妾身王昭君，自从选入宫中……两国长存。[下]”）

结合作品了解元杂剧的主要形式特征。

理解本文的主题思想与民族意识。

分析汉元帝的复杂心态以及王昭君的性格特点。

认知文辞的意境美与音乐美。

认知文中对偶、顶针、用典等修辞手法并体会其作用。

★《雷雨》 曹禺

（节选：“[朴园由书房上。]周朴园 繁漪！……周萍 是，爸爸。[朴园由书房

下。]”）

分析所选部分的戏剧冲突及其实质。

分析周朴园、鲁侍萍的性格特点。

认知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点。

理解剧本中内涵丰富的潜台词对刻画人物心理与性格的作用。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节选：“第三幕 第一场 城堡中一室……就这样吧；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

的。[同下。]”）

理解哈姆雷特思想的进步意义。

分析哈姆雷特、奥菲利娅、国王克劳狄斯的性格特点。

认知剧中独白与旁白对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

★《关羽温酒斩华雄》 罗贯中《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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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操发檄文去后，各镇十八路诸侯……曹操暗使人赍牛酒，抚慰三人”）

分析小说中关羽形象的特点。

认知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认知小说中以虚写实的手法。

分析小说中的场面描写。

★《宝玉挨打》 曹雪芹《红楼梦》

（节选：“却说王夫人唤上他母亲来……袭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

分析宝玉挨打的主要原因。

认知作品情节设计方面的特色。

分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政、王夫人的性格特点。

认知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方法。

《断魂枪》 老舍

认知小说的主题思想。

概括沙子龙、孙老者、王三胜的性格特点。

认知小说的对比烘托写法。

认知小说突出的白描艺术。

认知小说语言简洁传神的特点。

★《亲亲土豆》 迟子建

识记小说的思想内容。

了解作者的创作追求。

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

理解小说诗意情节的特点。

认知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

认知小说语言丰富多彩的特点。

《一个文官的死》 契诃夫

概括本文的主题思想。

概括切尔维亚科夫的性格特点。

分析人物的语言、行为、神态、心理活动的描写，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认知契诃夫小说“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公务文书

了解行政公文的概念、种类及特殊的文面格式。

明确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掌握通知、通报、请示、报告、批复、函的使用范围及写作要点。

调查报告

了解调查报告的含义与种类。

把握调查报告标题的构成形式及正文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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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了解合同的含义及种类。

掌握合同的文本结构。

体会合同中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

★产品说明书与广告

了解产品说明书与广告的概念、种类。

掌握产品说明书的格式与写法。

掌握广告文稿的结构组成及写作要求。

★消息与通讯

了解消息与通讯的含义、种类。

把握消息与通讯的特点，注意区分两类不同的文体。

掌握消息应具备的内容“六要素”及行文结构上的要求。

注：带★为重点内容。

3．作文

作文是对考生书面表达能力的考核，是对考生语文水平的综合测试，主要考核应用文和

议论文。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为闭卷笔试，试卷总分 15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试卷包括容易题、中等难度题

和较难题，总体难度适当，以中等难度题为主。

1．内容结构

（1）语文知识题约占 39%；

（2）阅读分析约占 21%；

（3）作文约占 40%。

2．主要题型

（1）单项选择题约占 27%；

（2）词语解释及翻译题约占 12%；

（3）简析题约占 21%；

（4）作文约占 40%。

四、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诗经》的说法，错误．．的是

A．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B．全书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C．收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 305首诗

D．善于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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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语解释及翻译题

1．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答案：拒绝

2．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

答案：不能被（您）理解体谅

（三）简析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 1~3题。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1．这三句话和本词开头前三句的什么内容相呼应?

2．这三句话用了什么写法?

3．这三句话所写内容是什么?

答案：

1．和“钱塘自古繁华”的繁华相呼应。

2．铺叙和白描。

3．“市列珠玑”一句写出了商品的珍贵丰富，显示了商业的繁荣；“户盈罗绮”写出

了杭州民众的富庶状况；“竞豪奢”以夸张之笔写杭州民众财阜繁华极致的情景。

阅读下面的材料，回答 4~6题。

每次回老家，我都喜欢到老屋里翻翻找找，希望从一件件“老物件”中，链接到儿时的

种种美好记忆：翻耕田地的犁头、松动泥土的锄头、清理杂草的耘耙……每一件都像一个饱

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工具屋的墙角，结满了蛛网、铺满了灰尘。唯有挂在墙上的镰刀，

还是郑重其事地闪闪发亮，似乎在等待着收获季节尽快来临，好披挂上阵一展雄风。

这是父亲的镰刀。今年已经 96岁的父亲，虽然多年不用镰刀了，但对镰刀情有独钟。

每个收获季节来临前，他都会把镰刀从墙上取下，在磨刀石上细心地磨光磨亮。他说，磨好

镰刀随时准备收割庄稼，是每个庄稼人的习惯性动作。

父亲常常回忆他小时候村里每年开镰前的情景。那时候，乡邻们会自发举行盛大的开镰

仪式，牺牲丰盛，献祭诸神。晒谷场上，古老的开镰舞，既具男性的粗犷，又有女性的柔美。

月光映照下的开镰舞，仿佛农事的图腾，每个瞬间的定格，恰似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剪纸，尽

情表达了农家对新一年丰收的渴盼与内心的喜悦。

对于镰刀，我却与父亲有不同的记忆。我刚学当农民时，父亲递给我的第一件农具就是

镰刀。他说，收割庄稼是当农民的基本功。

农具之中，镰刀是最简单不过的大众化工具，也是收获劳动成果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镰刀以汗流浃背的方式鼓舞着节气，令乡邻们的生存有了坚实的宽慰和自豪。想着那些粮食，

经过镰刀的收割从田野送到粮仓，再热气喷香地成为我们舌尖上的美味，我就心潮澎湃。于

是，手握镰刀，我奔跑在散发着麦香的田野里，意气风发地加入收割庄稼的劳动大军。

由于第一次使用镰刀，技术太生疏，一不小心，镰刀就把我细嫩的手指割破了。望着汹

涌而出的殷红鲜血，我欲哭无泪，这是我学习收割第一次付出的代价。我的手指至今还对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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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嗜血产生着“抗体”。

在收割的场景里，同样手握镰刀的父亲，却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如鱼得水，来往穿梭。

父亲神采奕奕的风度，让摇头晃脑的麦丛一片片为之倾倒，举手投足之间，总被镰刀表达得

酣畅淋漓。父亲紧握镰刀，如同握住了岁月的风雨，握住了乡音的呼唤，握住了温饱的日子，

握住了辉煌的向度。倒下去的麦丛，以另一种方式接受土地的加冕。嚓——嚓——嚓，父亲

强健的手臂挥舞着鼓点一样的镰刀起落，铿锵雄壮，大有作为，让整个过程酣畅淋漓，热烈

磅礴，一派喜庆。父亲握紧的镰刀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在把巨大的丰收载进渴望已久的梦的

海洋。

一个称职的农民，挥舞着称职的镰刀，收割着称职的麦丛，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称

职的劳动和诗意，我开始对父亲手中的镰刀产生了莫名的崇拜。

割完小麦，又割油菜，再割早稻、中稻和晚稻。一年当中，镰刀越忙碌、越辛苦，我们

的心里越喜悦。镰刀在稻香飘逸的田野奔跑，众多的镰刀你追我赶，把朝阳推向中天，把夕

阳搂在怀抱；镰刀们像一弯新月，越割越明亮，越亮越耀眼。而谷物入仓时，镰刀们又悄悄

地回到楹柱上，像一只只等待召唤的精灵，它的翅膀，便是田地里稔熟的芬芳。

后来，在我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终于逐步掌握了收割的技巧。锋芒毕露的镰刀，开始

在我手中闪耀出感性的光芒，它开始以谦逊的仪态忙碌在乡野，为历久醇香的乡情背书。感

谢镰刀，它让我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与感恩，造就了我从容抚慰乡愁的资格与底气，更让

我开启了人生路上各种披荆斩棘和纵横捭阖。

（柯兰《父亲的镰刀》）

4．文中画线句子使用了哪种修辞手法？起到什么作用？

5．“我”为什么对父亲手中的镰刀产生了莫名的崇拜？

6．根据文章最后一段，“我”为何要感谢镰刀？

答案：

4．拟人。形象地表现了镰刀对于收获时节不可或缺的特殊意义。

5．因为“一个称职的农民，挥舞着称职的镰刀，收割着称职的麦丛，我不知道还有什

么比这更称职的劳动和诗意”。

6．镰刀让我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与感恩，造就了我从容抚慰乡愁的资格与底气，更

让我开启了人生路上各种披荆斩棘和纵横捭阖。

（四）作文

1．根据下面材料，撰写一份消息。

时间：2020年 1月 20日

地点：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消息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

事件：截至 2020年 1月 20日，空间站核心舱初样产品和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经过大

约一周的海陆运输，已先后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分别参加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发

射场合练及首飞任务，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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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 20日发布消息称，1月 19日，长征五号 B遥一运载

火箭顺利通过了航天科技集团在北京组织的出厂评审。按计划，长征五号 B运载火箭将于 2

月上旬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今年上半年择机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首飞任务。

背景 2：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全长 16.6米，最大直径 4.2米，发射

质量 22.5吨，可支持 3名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大航天器。新一代载

人飞船试验船是为我国空间站运营和后续载人月球探测等任务研制，全长 8.8米，发射质量

21.6吨，主要用于验证气动热防护、再入控制和群伞减速回收等关键技术。

结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合练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2．阅读下面提供的材料，请围绕“如何看待、理解国风国潮流行这一社会现象”写一

篇不少于 700字的议论文，题目自拟。

国风国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将传统文化元素、古典艺术风格与现代

生活方式相融合，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如古风歌曲的传唱，黄鹤楼造型的雪糕、故

宫日历等各种文创产品的畅销，《典籍里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各类影视节目的热

播，三星堆考古“上新”引发的热议，旅游景点、热闹街市时常可以看见身着汉服的年轻人……

如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溯源、保护、传承与创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