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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 

333“教育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教育综合科目考试内容包括

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四门教育学科基础课

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

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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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育学原理    约 60分 

  中国教育史    约 30分 

  外国教育史    约 30分 

教育心理学    约 30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6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简答题：    4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40 分 

分析论述题：4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80分 

 

三、考查范围 

 

教育学原理 

一、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教育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现代教

育观念。 

2、理解教学、德育、管理等教育活动的任务、过程、原则和方法。 

3、能运用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现代教育理念来分析和解决教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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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二、考查内容 

一、教育学概述 

（一）教育学的对象和任务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教育学的任务是揭示教育

规律，探讨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艺术，指导教育实践。 

（二）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学的萌芽、教育学的独立、教育学的发展多样化、教育学的理论

深化等阶段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著作、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 

 

  二、教育的概念 

（一）教育的质的规定性 

    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

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 

（二）教育的基本要素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系统等要素的涵义、地位和作用。 

（三）教育的历史发展 

古代教育的特点；现代教育的特点。 

（四）教育概念的界定 

广义教育；狭义教育。 

 

  三、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发展概述 

人的发展涵义；人的发展特点；人的发展的规律性。 

（二）影响人的发展的基本因素 

    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个体的能动性

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大作用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主要通过文化知识的传

递来培养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文化对教育

的制约与影响。 

（二）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的社会变迁功能 

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的生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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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 

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涵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在当代的重要意

义。 

3、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三）教育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 

 

  五、教育目的 

  （一）教育目的概述 

    教育目的的概念；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和内容结构。 

  （二）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

发展学说。 

  （三）我国的教育目的 

1、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 

  培养“劳动者”或“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坚持全面发展；培养独立

个性。 

  2、我国教育目的的实现 

  普通中小学的性质与任务；普通中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体育、智育、

德育、美育和综合实践活动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六、教育制度 

  （一）教育制度概述 

  教育制度的含义和特点；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双轨学制；单轨学制；分支型学制；现代学校

教育制度的变革。 

（三）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态；我国

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七、课程 

  （一）课程概述 

课程及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科书等概念；课程理论的发展；课程

发展上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 

（二）课程设计 

    课程目标的设计；课程内容的设计。 



 5 

（三）课程改革 

世界各国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八、教学（上） 

  （一）教学概述 

教学的概念；教学的意义；教学的任务。 

（二）教学过程 

  1、教学过程的性质 

  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过程必须以交往为背景和手

段；教学过程也是一个促进学生身心发展、追寻与实现价值目标的过程。 

  2、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阶段 

  传授/接受教学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阶段；问题/探究教学学生获取知

识的基本阶段。 

3、教学过程中应当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的关系；智力活动

与非智力活动的关系；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的关系。 

（三）教学原则 

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直观性、启发性、循序渐进、

巩固性、发展性、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的涵义和要求。 

   

九、教学（下） 

（四）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概述 

  教学方法及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等概念；教学

方法的选择。 

2、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练习法、演示法、实验法、实习作业

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涵义和要求。 

（五）教学组织形式 

    1、教学组织形式概述 

个别教学制；班级上课制；分组教学制。     

2、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与辅助组织形式 

  3、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备课；上课；课后教导工作；教学评价。 

（六）教学评价 

1、教学评价概述 

教学评价的概念；教学评价的意义；教学评价的种类。 

2、教学评价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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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 

4、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 

   

十、德育 

  （一）德育概述 

德育的概念；德育的特点；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二）德育过程 

德育过程是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动的道德活动过程；德育过程是培养学

生知情信意行的过程；德育过程是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过程。 

（三）德育原则 

理论和生活相结合、疏导、长善救失、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

因材施教、在集体中教育、教育影响一致性和连贯性等德育原则的涵义和

要求。 

（四）德育途径与方法 

  1、德育途径 

思想政治课与其他学科教学、劳动与其他社会实践、课外活动和校外

活动、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活动、心理咨询、班主任工作等途径。 

2、德育方法 

说服、榜样、锻炼、修养、陶冶、奖惩等方法的涵义和要求。 

   

十一、班主任 

（一）班主任工作概述 

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与任务；班主任素质的要求。 

（二）班集体的培养 

班集体的教育功能；班集体与学生群体；集体的发展阶段；培养集体

的方法 

（三）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了解和研究学生；教导学生学好功课；组织班会活动；组织课外活动、

校外活动和指导课余生活；组织学生的劳动；通过家访建立家校联系；协

调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评定学生操行；做好班主任工作的计划与总结。 

   

十二、教师 

（一）教师劳动的特点、价值与角色扮演 

1、教师劳动的特点 

    教师劳动的复杂性；教师劳动的示范性；教师劳动的创造性；教师劳

动的专业性。 

2、教师劳动的价值 

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教师劳动的个人价值；正确认识和评价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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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3、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4、教师职业的角色扮演 

  教师的“角色丛”；教师角色的冲突及其解决；社会变迁中教师角色

发展的趋势。 

（二）教师的素养 

高尚的师德；宽厚的文化素养；专门的教育素养；健康的心理素质。 

（三）教师的培养与提高 

教师的培养和提高的紧迫性；教师个体专业性发展的过程；培养和提

高教师素养的主要途径。 

   

十三、学校管理 

（一）学校管理概述 

学校管理的概念；学校管理的构成要素；学校管理体制；校长负责制。 

（二）学校管理的目标与过程 

学校管理目标；学校管理过程的基本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三）学校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总务管理。 

（四）学校管理的发展趋势 

学校管理法治化；学校管理人性化；学校管理校本化；学校管理信息

化。 

 

主要参考书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 

 

中国教育史 

 

一、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知识，把握教育思想演变、教育制度

发展、教育实施进程的基本线索，特别是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的

教育制度、重大的教育事件。 

2、认真阅读和准确理解有关中国教育史的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的

代表性材料，培养严谨、踏实的学风，掌握学习教育历史的基本方法。 

3、能够运用教育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教育现象，

探讨有益于现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启示。 

4、通过历史上教育人物矢志探索教育的精神，培养热爱教育事业、

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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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查范围 

 

  一、西周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学在官府”；大学与小学；国学与乡学；家庭教育；“六艺”。 

 

二、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1、私人讲学的兴起 

私人讲学兴起；诸子百家的私学；齐国的稷下学宫。 

  2、孔丘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创办私学与编订“六经”；“庶、富、教”：教育与社会发展；“性相近

也，习相远也”：教育与人的发展；“有教无类”与教育对象；“学而优则

仕”与教育目标；以“六艺”为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启发诱

导、学思行结合；论道德教育；论教师；历史影响。 

3、孟轲的教育思想 

思孟学派；“性善论”与教育作用；“明人伦”与教育目的；人格理想

与修养学说；“深造自得”的教学思想。 

4、荀况的教育思想 

荀况与“六经”的传授；“性恶论”与教育作用；以培养“大儒”为教

育目标；以“六经”为教学内容；“闻见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论教师。 

  5、墨家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素丝说”与教育作用；以“兼士”为教育

目标；以科技知识和思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主动、创造的教育方法。 

  6、法家的教育思想 

“人性利己说”与教育作用；禁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7、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学

问思辨行；《学记》：学制与学年、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教师。 

 

三、 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1、“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以养士；实行察举，任贤使能。 

2、封建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经学教育；太学；鸿都门学；郡国学。 

3、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论人性与教育作用；论道德教育。 

 

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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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西晋的中央官学；南朝宋的中央官学；北魏的中央官学。 

2、隋唐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备 

文教政策的探索与稳定；中央政府教育管理机构确立；中央和地方官

学体系完备；学校教学和管理制度严格；私学发展；学校教育制度的特点。 

3、科举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科举制度与学校

的关系；科举制度的影响。 

4、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论士大夫教育；论家庭教育。 

5、韩愈的教育思想 

道统说与师道观；“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论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五、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1、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学校教育的改革 

科举制度的演变；学校沦为科举附庸；宋代“兴文教”政策；“苏湖

教法”；北宋三次兴学与“三舍法”；积分法；“六等黜陟法”；“监生历事”；

社学。 

2、书院的发展 

书院的产生与发展；《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宗旨；东林书院

与书院讲会；诂经精舍、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 

3、私塾与蒙学教材 

私塾的发展、种类和教育特点；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4、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的作用、目的；

论“大学”与“小学”；“朱子读书法”。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致良知”与教育作用；“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论教学；论儿

童教育。 

 

六、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1、倡导新的教育主张 

“公其非是于学校”与学校的作用；“日生日成”的人性与教育；义

利合一的教育价值观。 

2、颜元的学校改革思想 

    颜元与漳南书院；“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六斋”与“实学”教育

内容；“习行”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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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1、教会学校的举办和西方教育理念的引入 

    英华书院与马礼逊学校；教会学校的发展；“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与“中华教育会”；教会学校的课程。 

    2、洋务教育的创立和发展 

洋务学堂的兴办、类别与特点；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幼童留

美与派遣留欧。 

3、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张之洞与《劝学篇》；“中体西用”

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八、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兴办学堂；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2、“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创办京师大学堂；书院改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 

3、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大同书》的教育理想。 

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5、严复的教育思想 

“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体用一致”的文化

教育观。 

6、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废科举，兴学堂；建立教育行

政体制；确定教育宗旨；留日高潮与“庚款兴学”。 

 

九、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 

1、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制定教育方针；颁布“壬子癸丑学制”。 

2、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教育独立思想。 

    3、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新文化运动抨击传统教育促进教育观念变革；平民教育运动；工读主

义教育运动；职业教育思潮；勤工俭学运动；科学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

育思潮。 

    4、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 

    现代西方教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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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卡制”。 

    5、1922 年“新学制” 

    “新学制”的产生过程；“新学制”的标准和体系；“新学制”的特点；

“新学制”的课程标准；“新学制”评价。 

    6．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教育的扩张与变革；收回教育权运动。 

 

    十、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 

    1、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2、教育制度改革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戊辰学制”的颁行。 

3、学校教育的管理措施 

训育制度；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高中以上学生的军训；颁布课程

标准，实行教科书审查制度；实行毕业会考。 

4、学校教育的发展 

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校西

迁。 

 

    十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 

    1、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端 

    工农教育；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李大钊的教

育思想；恽代英的教育思想。 

2、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 

    3、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 

    干部在职培训；干部学校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4、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 

群众教育；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解放区中小学教育的正规化；解放区

高等教育的整顿与建设。 

    5、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依靠群众办教育。 

  

十二、现代教育家的教育探索 

1、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论教育的本质；“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 

2、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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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探索；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3、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试验 

“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化农民”与“农民化”。 

4、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乡村教育的实施。 

5、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 

生活教育实践：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小先生制”；“生活教育”思

想体系。 

6、陈鹤琴的“活教育”探索 

儿童教育和“活教育”实验；“活教育”思想体系。 

 

主要参考书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王炳照等著：《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外国教育史 
         
        一、考查目标 

１、掌握外国教育思想和制度发展的基本史实，了解重要的教育思想

家、重要的教育制度和重大的教育事件，理解教育历史发展的线索。 
2、了解外国教育史的基本文献，认真阅读和理解国外名著。 

3、能运用历史方法和知识分析教育现象。 

4、通过外国历史上教育人物矢志探索教育的精神，培养热爱教育 

事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二、考查范围 
一、古希腊教育 

  （一）古风时代的教育 

    斯巴达教育。雅典教育。 

    （二）古典时代的教育 

1、“智者派”的教育活动与观念。 

2、苏格拉底的教育活动与思想：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方法”。 

    3、柏拉图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学园；学习即回忆；《理想国》。 

    4、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吕克昂；灵魂论；自由教育。 

 

二、古罗马教育 

    （一）共和时期的罗马教育 

    （二）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 

    （三）古罗马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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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塞罗的教育思想 

  2、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三、西欧中世纪教育 

  （一）基督教教育 

    1、基督教教育的机构与内容 

   2、基督教教育的特点 

   （二）世俗教育 

  1、宫廷学校 

  2、骑士教育 

  3、城市学校与行会学校 

4、中世纪大学 

（三）拜占庭和阿拉伯教育 

1、主要教育机构 

2、历史影响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一）人文主义教育家 

    1、弗吉里奥；2、维多里诺；3、伊拉斯谟；4、莫尔；5、蒙田 

  （二）人文主义教育的特征、影响和贡献 

     

  五、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一）新教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马丁·路德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2、加尔文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二）天主教教育 

  1、耶稣会学校 

 

六、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教育发展 

（一）英国教育的发展 

     公学；贝尔－兰开斯特制；1870年《初等教育法》（福斯特法）；《巴

尔福教育法》；《哈多报告》；《1944 年教育法》；《1988 年教育改革法》。 

  （二）法国教育的发展 

启蒙运动时期国民教育设想；《帝国大学令》与大学区制；《费里教育

法》；《郎之万一瓦隆教育改革方案》；1959年《教育改革法》。  

（三）德国教育的发展 

国民教育的兴起；巴西多与泛爱学校；实科中学；柏林大学与现代大

学制度的确立；德意志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改组和统一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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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校教育的总纲计划》。  

（四）俄国及苏联教育的发展 

    彼得一世教育改革；《国民学校章程》；苏联建国初期的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2）《统一劳动学校规程》； 20世纪 20 年代的学制调整和教学改革

实验；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的调整、巩固和发展。 

  （五）美国教育的发展 

   殖民地普及义务教育；贺拉斯•曼与公立学校运动；《莫雷尔法案》；

六三三学制；初级学院运动；《国防教育法》；《中小学教育法》；生计教育；

恢复基础运动；《国家在危机中》。 

（六）日本教育的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教育基

本法》和《学校教育法》；20 世纪 70－80年代的教育改革。 

 

  七、欧美教育思想的发展 

  （一）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论普及教育、泛智学校、统一学制及其管理实

施；论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二）洛克的教育思想 

  白板说；绅士教育。 

    （三）卢梭的教育思想 

    自然教育理论及其影响；公民教育理论。 

    （四）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活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心理学化；论要素教育；初等学

校各科教学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五）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德教育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赫尔巴

特教育思想的传播。 

  （六）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   

  教育适应自然原则；幼儿园；恩物；作业。  

  （七）斯宾塞论教育 

    生活准备说；知识价值论；科学教育论；课程论 

  （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对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论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的关

系；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九）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的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 

      新教育运动历程；新教育运动中的著名实验；梅伊曼、拉伊的实验

教育学；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与“劳作学校”理论；蒙台梭利的教

育思想；进步教育运动历程；昆西教学法；有机教育学校；葛雷制；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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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制；文纳特卡计划；设计教学法。 

  （十）杜威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的本质与目的；论课程与教材；论思维与教学方法；论道德教

育；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 

    （十一）现代欧美教育思潮 

  改造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行为主义教育；结构主义教

育；终身教育思潮；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潮。 

    （十二）苏联教育思想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体系；赞科夫的教学理论；苏霍

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 

 

主要参考书目： 

张斌贤主编，王晨副主编：《外国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教育心理学 

一、考查目标 

  1、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理解和掌握教育心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对学校教育工作的启示。 

  2、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理论，说明和解释有关教育现

象，解决有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 

 

二、考查范围 

一、教育心理学概述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二）教育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趋势 

  教育心理学的起源、发展过程、研究趋势 

 

  二、心理发展与教育 

（一）心理发展及其规律 

心理发展的内涵；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人格发展的一般规律；心理

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二）认知发展理论与教育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知发展的实质；影响认知发展的因素；

认知发展的阶段；认知发展与教学的关系。 

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心理发展的本质；

教学与认知发展的关系。 

认知发展理论的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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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发展理论与教育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人格

发展理论的教育含义。 

（四）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社会性发展的内涵；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阶段、影响因素与习得途径；

攻击行为及其改变方法；同伴关系的发展及培养。 

（五）心理发展的差异性与教育 

认知差异与教育；人格差异与教育；性别差异与教育。 

 

  三、学习及其理论 

（一）学习的内涵与分类 

学习的实质；学习的种类；学生学习的特点。 

（二）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 

桑代克的联结说；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说；斯金纳的操作性条

件反射说；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及其教育应用。 

（三）认知派的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认知学习观；结构教学观；发现学习。 

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说：有意义学习的实质和条件；认知同化理论

与先行组织策略；接受学习的界定及评价。 

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 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式；学习阶段及教学设

计。 

（四）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 

罗杰斯的自由学习观，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五）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取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知

识观、学生观、教学观；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应用；社会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与应用。 

 

  四、学习动机 

  1、学习动机的实质及作用 

  学习动机的内涵、学习动机的分类；学习动机的作用。 

  2、学习动机的主要理论 

  学习动机的强化理论；学习动机的需要层次理论；学习动机的认知理

论：期望一价值理论；成败归因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自我价值理论。 

  3、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 

 

  五、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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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及知识获得的机制 

  知识含义及其类型；知识获得的机制：陈述性知识获得的机制；程序

性知识获得的机制。 

（二）知识的理解 

  知识理解的类型；知识理解的过程；影响知识理解的因素。 

（三）知识的整合与应用 

  知识的整合：记忆及其种类；遗忘的特点与原因；促进知识整合的措

施；知识的应用与迁移：知识应用的形式；知识迁移的种类与理论；促进

知识应用与迁移的措施。 

 

  六、技能的形成 

（一）技能及其作用 

技能及其特点；技能的类型；技能的作用。 

（二）心智技能的形成与培养 

心智技能的原型模拟；心智技能的形成过程；心智技能的培养方法。 

（三）操作技能的形成与训练 

操作技能的主要类型；操作技能的形成过程；操作技能的训练要求。 

 

七、学习策略及其教学 

（一）学习策略的性质与类型 

  学习策略的概念；学习策略的结构。 

  （二）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注意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复述策略；编码与组织策略。 

（三）元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元认知及其作用；元认知策略。 

（四）资源管理策略及其教学 

  时间管理策略；努力管理策略；学业求助策略 

 

  八、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一）有关能力的基本理论 

传统智力理论：二因素理论，群因素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理论，.

智力结构理论；加登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斯滕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 

  （二）问题解决的实质与过程 

问题解决的内涵；问题解决的心理过程。 

  （三）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知识经验、个体的智能与动机、问题情景与表

征方式、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原型启发与酝酿效应；有效问题解决者的

特征；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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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性及其培养 

  创造性的内涵；创造性的心理结构；创造性的培养措施。 

 

九、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 

（一）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的实质 

社会规范学习的含义与特点；品德发展的实质。 

  （二）社会规范学习的心理过程 

规范学习的心理过程：遵从、认同、内化。 

  （三）品德的形成过程与培养 

  影响品德形成的因素；道德认知的形成与培养；道德情感的形成与培

养；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培养。 

  （四）品德不良的矫正 

品德不良的含义与类型；品德不良的成因分析；品德不良的纠正与教

育。 

 

十、心理健康及其教育 

  （一）心理健康的内涵 

心理健康的实质、标准；中小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与心

理素质的关系。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三）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专题训练；咨询与辅导；学科渗透。 

 

主要参考书： 

１、张大均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２、陈琦、刘儒德主编：《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说明：本《大纲》由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编

写，其中教育学原理部分由华中师范大学涂艳国等教授编写，教育心理学

部分由西南大学张大均、郭成教授编写，中国教育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

杜成宪教授编写，外国教育史部分由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和王晨副教

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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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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ᶓשј ◦ ו ầ ᾘӓ¡ᾘϖ ἀ ἂ ¢ủ ᾘӓ◦ ו ו ј ◦ ủו

ầᾘӓ ἀủ ᶳ ᾭ ¢ 

ᵽ¡ ῝ Ђ 

(1) ◦ ║  ủו ᾘӓ ¢ 

(2) ◦ ║ ṍוủ ¢ 

(3) ◦ ║  ủו ᶳ ¢ 

¡◦  

ủ ᾘӓ◦ ¯ủ ᾘӓ °¡̄ ủ °ἀ̄  ủ ᶳ ° еᶳ ҝ¢ 

ō Ŏủ ᾘӓ  

ủ ᾘӓ еᶳј ş 

1. ᾘӓ 

2.ủ ḳꞋ 

3. ֥ủ  

4. ֥ủ Ӽᾂ 

5. ֥ủ ᶅ 

6.ủ  

7.ẑ֥ủ  

ōᵽŎủ  

ủ ◦ ј ş 

1. Ͼ ἀЂ  

2. ¡ ϾЈ ᾭủ ẵᶓ 

3. Ӽᾂ¡ ᶅẵᶓ 

4. ᵀ ₆ 

ō Ŏủ ᶳ  

ủ ᶳ ◦ ј 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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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ᶳ  

2.Ӽ ᶳ  

3. ᶅᶳ  

¡◦ ἀ ╟₅ẅ 

ō Ŏ◦ ῦ 

◦ ῦ 180ᶳ ¢ 

ōᵽŎ֛ ᶚ  

֛ ᶚ ϭ╟¡Ϣ ¢ 

╟ ἀ֛ ҝ¢֛͡ϰ ֛ ו ¢ 

ō Ŏ ╟ ᶳᾭ◦џ ᶳ ᶳ  

╟ ᶳ 150ᶳ¢ ủ ᾘӓ 80ᶳőủ 40ᶳőủ ᶳ 30

ᶳ¢ 

ō Ŏ ╟ Ϡ  

ủ ᾘӓ    80ᶳ 

Ᵽ 30 ő 1ᶳőṾ 30ᶳ 

ᵎ 20 ő 1ᶳőṾ 20ᶳ 

30 ő 1ᶳőṾ 30ᶳ 

ủ          40ᶳ 

ōЂ ¡ ¡ ᵎ ŎőṾי 10ᶳ 

ủ ōḲ ֘Ј ¡ủ ¡ ¡ ᵎ ŎőṾי 15ᶳ 

ᶅӼᾂẵᶓō ¡ ᵎ ŎőṾי 5ᶳ 

ᵀ ōῒЂᴄ¡ Ᵽ ¡ ŎőṾי 10ᶳ 

ủ ᶳ          30ᶳ 

ᶳ ō Ᵽ ¡ ¡ ᵎ ŎőṾי 5ᶳ 

Ӽ Ͼ őṾ 10ᶳ 

ᶅᶳ ōϾЈӼ ¡╖ ᶳ ŎőṾ 10ᶳ 

З╖ Ḳ őṾ 5ᶳ 

¡ ╟ 

 

ủ ỉΈ‾ ∏ ◦ ủ ᾘӓ ἂ◦ ╟ō ╟Ŏ 

 

֛͡ ֛ ו ¢◦ ῦ 180ᶳ ¢ 

 

  ủ ᾘӓ ōṾ 8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30ᶳŎ 

1œ ֥ủ ὅ                Ђ ¢ 

2œ Ϡőủ ᶅ ו֞ ᴄ                ¢ 



 21 

3œ ֥ủ ᶚ ő ᶚ Ѕὅ֥ו                   ¢ 

4œ ỉ ⱨ ᵟוᶚ                   ¢ 

5œ Ḗ ו Ј                     ¢ 

6œ ὅ j¡q¡xԅᵿ е ◒              ¢ 

7œ Ṥ ẇ Ј ו ֮             ¢ 

8œ ֥ủ ὅ                 Ṥ ōộ Ŏ¢ 

9œ ὅ ᴘוᴘ              ¢ 

10œ ֥ủ ὅ֞               Ṥ ⁹ōε+ ᴘŎ¢ 

11œủ ו                  ḋỲ ¢ 

12œµ ֥ủ ѷ Ѕ¶ẵᴧוѷ ἀԀѷ ᶳЈ             ¢ 

13œủ ⅎϓ ו ỉ ő        ὒ еᶳủ ¢ 

14œ ֥ủ Ђו              ¢ 

15œ ו ₅ἂ                 ¢ 

16œ ᴿ ו ֮              ¢ 

17œ֮ӱӼ Ӽ¡ᴟ Ӽ¡              ¡ Ӽ ¢ 

18œἂҝӼ Ḣἂ ¡ḫῒ ¡                ¢ 

19œӼ ו ε+ḳ+ ¡                 ἀ ¢ 

20œӼ ζו ¡Ϲ ầ ו Ӽ  ¢               ו

21œẅҝӼ ו ֮                  ¢ 

22œӼᾂ               ἀ ΛӼᾂ ҝ¢ 

23œ Ἢ ¯ ᴄח©© ≡° п ᶚו             Ѕ֚וּ ¢ 

24œ ⁹ Ӽו ᴟᶚ               ¢ 

25œṧ┼ ᶳӊּוו╖                   ¢ 

26œṧ┼╖ ₅ẅ ᴄᶳӊּוו╖                  ¢ 

27œủ Ӽ ὃᶳו ┼                        ¢ 

28œ̄ ῇ ° Ḣ╖ Ѕ ầ                   ו ¢ 

29œ̄ б Aᵷ B°               ầ  ¢╖Ḣו

30œ֞ᵟ ¯·° ╖ ő̄ ·° ӊו                ¢ 

ᵽ¡ ᵎ ō 1ᶳőṾ 20ᶳŎ 

1œ ו ş ṍ¡ ¡ ¡ ¢ 

2œ ᴘ ủ Ј ו ᵍ¢ 

3œ ᵸὄӼᴻ Ӽ¢ 

4œ б Ṥ֮ᴿו ᴘ¢ 

5œ ủ Ϣὂ  ҝו¢ 

6œ ủ ⅎ Ῐẓ ¡₥ ¡ ¡ ¡▼ ϼוỌҠ¢ 

7œ Λ őẑ֥ ¡ ¡ᾀ ¡ ᶅ¢ 

8œ ֮ӱӼб ᴧᴻ ֮  ¢ו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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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œ ¯₇₇° ᴟ ֮ӱӼ¢ 

10œ̄ бה° Ắ ¢ 

11. ¯Ϣ ° Ѕ ו Ӽ¢ 

12œ ᶅ֮ ♠ ᶳ ᾳşӼ¡ᵋ ¡֮╖¡Ḣ╖¢ 

13œ̄ °ἀ¯‾ ו° ֞ Ј ᵓ ו б ¢ 

14œ̄ ו ỉ ™° ᵋ ¢ 

15œ̄ ᴻб Ť° ╖¢ 

16œ̄ ϖ ו ő Ἇ Ḏ¢° ֮╖¢ 

17œ̄ ׅ Ố׆ ‾ủ ¢°ԅ ◒ Ῠ ╖¢ 

18œ̄ Ѹ ᶜőб ֦ꜝ ᶜ¢° Ὶ Ḣ╖¢ 

19œ̄ ῏ ; ¢° Ϡ ӹṟ¢ 

20œ̄ ₦ бט₥ ᴏ¢° Ⱶ ӹṟ¢ 

¡ ō 1ᶳőṾ 30ᶳŎ 

1.  ὅ                ¢ 

    A  ᶚ                          C  ᶚ  

B  ᶚ                          D  ψᶚᶚ  

2œ ὅ            

    A  2 Ṥ                            C  4 Ṥ 

B  3 Ṥ                            D  5 Ṥ 

3œ ὅ             

    A  4 Ṥ                            C  5 Ṥ  

B  3 Ṥ                            D  6 Ṥ 

4œ ὅ ו              ¢  

   A  d¡t¡g¡k                      C  b ¡p¡d¡t¡g¡k  

B  b¡p¡g¡k                      D  d ¡t¡g¡k¡n¡l  

5¡ ¯‾ ו° ᵀ              ¢ 

    A  ji ˂osh́                           C  ji ˂osh̄  

B  ji ʿosh́                           D  ji ˂oshi  

6¡ ¯chuʿ ng°וẅҝ              ¢ 

     A  3 Ṥ                          C  5 Ṥ 

B  4 Ṥ                          D  6 Ṥ 

7. ὅ  ¯ ᾀᵸ°              ¢ 

    A  Ṥ ⁹ Ṥ                C  Ṥ ⁹ Ṥ  

B  Ṥ ⁹ Ṥ                D  Ṥ ⁹ Ṥ  

8. ԅᵿ ᶚᶅ◒ő ὅ j              ¢ 

A                             C  з  

B  з                          D  Ϸ  



 23 

9. ὅ¯Ṗ°ו e              ¢ 

    A  ¡ṍ¡б ӯ              C  Ἢ¡Τṍ¡ ӯ  

B  ¡Τṍ¡б ӯ            D  Ἢ¡Τṍ¡б ӯ  

10œ̄ °              ¢ 

    A                           C   

B  ᾀ                          D   

11œ̄ °              ¢ 

    A                           C   

B  ᾀ                          D   

12œ̄ °              ¢ 

    A                           C   

B  ᾀ                          D   

13œ Ӽ ϖו°֝¯ Ӽ ו              ¢ 

    A  ֝Ṱ                           C  ֝  

B  ֝                            D  ֝  

14œ̄ ṍ°וẅӼᶚ ἂҝӼ  ¢             ו

    A  ἂ                          C   

B  ᴮЎ                          D  ЯҸ  

15œ̄ ° ẅӼᶚ ἂҝӼ  ¢             ו

    A  ἂ                          C   

B                           D  ЯҸ  

16œ̄ ӊ с°              ¢ 

A  ἂᵋ                       C  ᴮЎᵋ  

B  ᵋ                       D  ᵋ  

17œ̄ủ ® ṤӼ°              ¢ 

A  ἂᵋ                       C  ᵋ  

B  ᵋ                       D  ᴧ ᵋ  

18œ̄ ‾ ủ ♪°              ¢ 

A  ╖                    C  Ў╖              

B  ╖                        D  Ῠ ╖ 

19œ̄ ‾ ḵỰ ו °¢              ¢ 

A                        C  ֺ            

B                        D   

20œᵋ ¯ ᶅỉ ῄ ῄ Ӆ ҝו ἣ °               ¢ 

A  3 Ṥᴧ                        C  6 Ṥᴧ  

B  4 Ṥᴧ                        D  5 Ṥᴧ  

21œ̄ ᵓ ו Ꞌő Θו ו б °¢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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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Ṥ ¡1Ṥᴧ               C  4 Ṥ ¡1Ṥᴧ  

B  5 Ṥ ¡1Ṥᴧ               D  4 Ṥ ¡2Ṥᴧ  

22œ̄ Ἢ ἍΝ ה◒ ו Ť° Яו              ¢ 

A  ₅ỊЯ                        C  Я  

B  ♠ Я                        D  ᴧ  

23œ̄ ψ™ ҉Ἇᵟ¢°              ¢ 

A  ᴮӼ ╖                     C  Ӽ ╖ 

B  Ӽ ╖                   D  ╖ 

24œ̄ ֥† ӊ Ṫᶚϻ¢°              ¢ 

A  Ῠ ╖                         C  ϓᴮ╖ 

B  Ў ╖                       D  ╖ 

25œ̄ ṤײײἏԁ ¢°              ¢ 

A  ֑ ╖                         C  Ῠ ╖ 

B  Ў ╖                       D  ╖ 

26œ ᵋ ו              ¢ 

A  Ṥ                  C  ṕṕἀ ו  

B  Ὅ ו                    D  ϖ  

27œ̄ бṀ ¢°              ¢ 

A Ὶ ầ ₩ Ḣ╖                 C И ầ ₩ Ḣ╖   

B Ịầ ₩ Ḣ╖                 D ầ ₩ Ḣ╖  

28œ̄ ♠ ᴄő ╨б מ‚ ¢°              ¢ 

A  Ḣ╖                       C  Ὶ Ḣ╖ 

B  Ḣ╖                       D  וḢ╖ 

29œ̄ б ¢° ו ӹṟ              ¢ 

A  Ⱶ                            C  ₒ֥ 

B  Ϡ                            D   

30œ ¯ ︡ő ή ו °¢ ӹṟ             ¢ 

A  Ⱶ                            C  ₒ֥ 

B  Ϡ                            D   

ᵾ  ủ ōṾ 40ᶳŎ 

¡ ōṾ 10ᶳŎ 

1œ ו ⁹ō5ᶳŎ 

ō1Ŏchˏn     ō2Ŏy˕     ō3Ŏmiˎ u     ō4Ŏlˑ     ō5Ŏ w̱  

ō6Ŏtˏi       ō7Ŏlia ˍ    ō8Ŏl˕       ō9Ŏj˗˄    ō10Ŏy˒n 

2œ ӊ ╖ ו ō5ᶳŎ 

   Ἇ ◒◒¯ ҆°¢ 

¡ủ ōṾ 15ᶳ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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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Ᵽō10ᶳŎ 

ō1Ŏ̄ °         Ϣ¢      

  ō2Ŏ̄ °         Ϣ¢       

ō3Ŏ̄ °         ₅ẅ¢     

ō4Ŏ̄ °         ₅ẅ¢    

  ō5Ŏ̄ ו°⅝            ¢ 

  ō6Ŏ̄ ו°͓            ¢ 

  ō7Ŏ̄ Ϣ∞װו°                  ¢ 

ō8Ŏ̄ ᴥ°װוͼϢ                  ¢ 

ō9Ŏ̄ Ϣו°                                ¢ 

ō10Ŏ̄ χ°וϢ                                ¢ 

2.Ḳ Ӽ Ј֘ו ō5ᶳŎ 

ō1Ŏ ᶤ                 ō4Ŏ ṇ 

  ō2Ŏб↑ᵷ                  ō5Ŏ ằ ύ 

  ō3Ŏ П  

 ¡ ᶅӼᾂẵᶓōṾ 5ᶳŎ 

1œ ᵎ ḋἂ ὅẵᶓו ᶅōᵓוὂïő֘וὂÀŎ 

  ō1Ŏ ·   Ӓ¢           

  ō2Ŏ б Ҩ ¢                   

  ō3Ŏ ᵸוΥṷ ¢         

  ō4Ŏ Ҙו Ώ Ώו¢         

  ō5Ŏ ᶖἪ Ὅ гő ¢    

¡ ᵀ ōṾ 10ᶳŎ 

1œ ẑ ῒ Ђᴄō6ᶳŎ 

Ẳ Α ֞Ɽ үὒ Ẳ ֞▄ ₦ ӽ Α ₴₦

ϰ ֞▄ ϰбṀᾖ Ẳ ׆ Җᵽ  ₆͙

ᵟ ₱ᾱ ᾮ ἁẲ ϣ ₦₆͙ б ΰ ἱ бṀᾖ 

 

2œṧ┼ ᵍẑ Ᵽō4ᶳŎ 

  ō1Ŏ̄ ו°              

  ō2Ŏ̄ ו°              

  ō3Ŏ̄ ᾱ°ו              

  ō4Ŏ̄ ΰ°ו              

  ủ ᶳ ōṾ 30ᶳŎ 

ͼ¡ ᶳ ōṾ 5ᶳŎ 

1œ Ᵽō1 1ᶳŎ 

ō1Ŏ̄ ᴧ° ¯ ו° 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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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2Ŏ ὅ ⁹ hú ו           ¢ 

ō3Ŏ ὅ ⁹ yːn            Ṥ ẅҝו ⁹¢ 

ō4Ŏ̄ ₦ ◦ו ͊¢° ו°͊¯ Έᵀ        ¢ 

ō5Ŏ̄ ֺ ו ≤ ᶎ ¢° ו°ֺ¯ ᵀ            ¢ 

∞¡Ͼ Ӽ ō 5ᶳőṾ 10ᶳŎ       

1œ̄ ↄ° ¯ ° 

2œ̄ ᾭ ° ¯ ° 

¡ ᶅᶳ ōṾ 10ᶳŎ 

A. ῷ ῒ ᶅᶳ ╖ ҝᶳő ῦ «Ṣ▲ő        Ѕ ő

     Ѕ őЎ        Ѕ őᴧ ō ŎЅ ő [  ]Ѕ őЯ

< >Ѕ őћ ὃ öЅ őῨ ἔ ῒО︡ Ѕ őᶳ ҝᶳ׆ ¢ 

1œ µ ỉ ¶ ᵓϠ µ ỉ ¶ő Ѷб ו ¢ō4ᶳŎ 

2œ ῑᶖẬו Ϡ ֺⅎ ו Ἡőῷ б Ϡ¢ō3ᶳŎ 

 

B. ᶳ ╖ ῒᴄוӼוӼ ¢ō3ᶳŎ 

3.  Ṧ． Ť 

4œ ẗ ᵷ．ɡ  ¢ᾙᾀו

5œ Ὺⱱו  ．ő ׆ г ⅎἏб ¢ 

¡ Ḳ З╖И ōṾ 5ᶳ Ŏ 

1œ ֥֝ ΰו ᾘӓו ő ₭ г Ӧ  ¢ 

2œ‾ ὔ חו ה ‾ ¢ 

 

ủ ỉΈ‾ ∏ ◦ ủ ᾘӓ ╟ō ╟Ŏф◦֛͡ 

 

  ủ ᾘӓ ō8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30ᶳŎ 

1 ψ™ 2 ᶃ  3 Ẳ ὅ 

4 ψᶚᶚ /Ẩὅ 5 
ב ḁ

׆ ͖ 
6  

7  8 22 9 35 

10 1200 11 ῆ ủ  12 2500ἀ 1000 

13 Ộỉἀ ϖ 14 ▼  15  

16 Ӽ 17 ּוӼ 18 ᴟ  

19 ἴ  20 р  21  

22 ᾘϖӼᾂ 23  24 ABAB 

25 ╖  26 ╖  27 Ӽו ᶅṲ  

28 Ị 29 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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ᵽ¡ ᵎ ō 1ᶳőṾ 20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À ï À ï ï À ï ï À À ï À À À À ï À À À À 

¡ ō 1ᶳőṾ 30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B B A C A B C B D D C B D D C D C C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D B D A C D D B C A       

ᵾ  ủ ō40ᶳŎ 

ō Ŏ ō10ᶳŎ 

1œ ו ⁹ō5ᶳŎ 

şō1Ŏ¡ō4Ŏ¡ō5Ŏ¡ō8Ŏ¡ō10Ŏ 

2œ ӊ ╖ ו ō5ᶳŎ 

   W̱  p˄ngyou h˅n xi ˁng q˒ k˂nkan ¯Niˁochˀ o°.  

ōᵽŎ ủ ō15ᶳŎ 

1. Ᵽō10ᶳŎ 

ō1Ŏ14    ō2Ŏ20    ō3Ŏε /    ō4Ŏε /     ō5Ŏ      

ō6Ŏ            ō7Ŏἔ ṿ   ō8Ŏ   

ō9Ŏἔ  ἔ   ἔ ἔ      ō10Ŏ   ἔ  ἔ ἔ  ἔ ¢ 

2.Ḳ Ӽ Ј֘ו ō5ᶳŎ 

ō1Ŏ ᶤō Ŏ                 ō4Ŏ ṇō Ŏ 

  ō2Ŏб↑ᵷ ō Ŏ                 ō5Ŏ ằ ύō Ŏ 

  ō3Ŏ П ō Ŏ 

ō Ŏ ᶅӼᾂẵᶓō5ᶳŎ 

1œ ᵎ ḋἂ ὅẵᶓו ᶅōᵓוὂïő֘וὂÀŎ 

  ō1ŎÀ  ō2ŎÀ  ō3ŎÀ  ō4Ŏï  ō5Ŏï 

ō Ŏ ᵀ ō10ᶳŎ 

1œ ẑ ῒ Ђᴄō6ᶳŎ 

Ẳ Α ֞Ɽő үὒ ¢Ẳ ş̄ ֞▄ ő₦ ӽ Α ő ₴¢

₦ ő ϰ ֞▄ őϰбṀᾖ ¢°Ẳ ş̄ ņ° ׆ Җᵽ ő ő

ş̄  ₆͙ņ° ş̄ ᵟ ₱őᾱ ᾮő ἁŤ°Ẳ ş̄ ϣ ő₦₆͙

б ő ΰ ¢° ἱ бṀᾖ¢ 

2œṧ┼ ᵍẑ Ᵽō4ᶳŎ 

  ō1Ŏ     ō2Ŏ ▲    ō3Ŏ ő Ị    ō4Ŏ ¬¬ΰ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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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ủ ᶳ ō30ᶳŎ 

ō Ŏ ᶳ ō5ᶳŎ 

1œ Ᵽō1 1ᶳŎ 

ō1Ŏyˈ   ō2Ŏe    ō3Ŏ2/    ō4Ŏ̄ nɑ  ō5Ŏd˂ng    

ōᵽŎϾ Ӽ ō10ᶳ  5ᶳŎ       

1œ̄ ↄ° ¯ ° 

ō ᴻ ᴮӼőᴻ♠ ֣Ў ő̄ ↄ°וᵓ ő Ѹωᾑש ṍו Š̄ ו°

ᵓ ♠ő̄ / ו °ő̄ ᵓו° б Ѹ ♠Š̄ ↄ°♠

ᴧ ¯ ↄו °őִ ¯ °б֮ᴿ ᴧ őѷѷ ẅҝ Ṥ ᵋ Ҹֺᴧ ő ¯

 Ѹω° Ŏו

2œ̄ ᾭ ° ¯ ° 

ō̄ ᾭ ° Ӽő̄ ° ḟӼ¢ ᴻ♠ Ҹֺ őִ¯ᾭ °♠ ҸֺЯ ἀ ő

¯ ° б ő ¯ Ἇᾭהוּ °ő̄ Ἇᾭ °¢ ᴧѤЈő̄ ᾭ °

ӑЅ ¯ ¡ ו°♦ őὒЅ ¯ ḽ Ἡő ἂ ו° ő ¯ᾭ °¢Ŏ 

ō Ŏ ᶅᶳ ō10ᶳŎ 

A. ῷ ῒ ᶅᶳ ╖ ҝᶳő ῦ «Ṣ▲ő        Ѕ ő

     Ѕ őЎ        Ѕ őᴧ ō ŎЅ ő [  ] Ѕ őЯ <

 >Ѕ őћ ὃ öЅ őῨ ἔ ῒО︡ Ѕ őᶳ ҝᶳ׆ ¢ 

ō ᶳЂ ş ᶳש ӊ ה 1ᶳő ҝᶳ ᶳ ᵓ Ṥה 0.5 ᶳŎ 

1œ µ ỉ ¶ ᵓϠ µ ỉ ¶«ő[ Ѷ] [ б] ō Ŏו ¢ō4ᶳŎ 

2œō ῑᶖẬוŎ «[Ϡ ֺⅎ ו Ἡ]ő[ῷ ][ б ]Ϡ¢ō3ᶳŎ 

B. ᶳ ╖ ῒᴄוӼוӼ ¢ 

3.ₓӼ    4œ Ӽ    5œᶚ Ӽ/ Ӽ/ᶚ Ӽ 

ō Ŏ Ḳ З╖И ō5ᶳ Ŏ 

1œ ֥֝ ΰו ᾘӓו ő ₭ г Ӧ  ¢ 

   ᴧ ¯֝ ° ¯ °֙ бֺō1ᶳŎő б֙ ō1ᶳŎő̄ ᾘӓ °

¯ ¬¬Ӧ  °б ¢♠ Ḳ ¯ ֥֝ ΰו ᾘӓő ₭ г ו  ¢° 

ō1ᶳŎ  

2œ‾ ὔ חו ה ‾ ¢ 

   ᴮЎ֙ бֺō1ᶳŎő ѷ Ӽб ¯ Ўו°ה ő♠Ḳ ş̄ ‾ ὔ חו Ἇה °ő

♠ Ḳ ¯‾ ὔ őחו ‾ °¢ ō1ᶳ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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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ủ ỉΈ‾ ᾘӓ°◦ ֞ṇ 

 

¡◦  

ủ ỉΈ‾ ᾘӓ◦ ủ ỉΈ‾ ◦ ♅ ő ủ ỉΈ‾

‾ ׅ ᾀ ᴧ◦ ֞ṇő‾ е ṥủו ỉΈ‾

ו ΄ ◦ ¢ϖ◦ ֞ṇו ᴧ ᶑ ủ ỉΈ‾ ו ᴄő♅ ¡ṷ ¡

¡ẵᶓשј ◦ ו ầ ᾘӓ¡ᾘϖ ἀ ἂ ¢ủ ỉΈ‾ ᾘӓ◦ ו ו ј

◦ ầו ὄ¡‾ ¡ ¡⸗ ὄ†Έוᾘӓ ¡ᾘϖ ᾭ Ѕ֚ ¢ 

ᵽ¡ ῝ Ђ 

(1) ◦ ║ ỉΈủ ‾ ầו ὄᾭ⸗ ὄ†Έᾘӓ ¢ 

(2) ◦ ║ ỉΈủ ‾ ầו‾ ¡ ἀ ‾ ᾘӓ ¢ 

(3) ◦ ║  ו к ₆ ἀ Ѕ֚ ¢ 

¡◦  

ủ ỉΈ‾ ᾘӓ ◦ ¯ ὄᾭ⸗ ὄ†Έᾘӓ °ő̄ ‾ ¡ ᾭ

‾ °ő̄ к ᶳ ° еᶳ ҝ¢ 

ō Ŏ ὄᾭ⸗ ὄ†Έᾘӓ  

ὄᾭ⸗ ὄ†Έᾘӓ еᶳј ş 

1. ỉ ὄᾘӓ  

2. ỉ ὄᾘӓ  

3. ⸗ ὄ†Έᾘӓ  

ōᵽŎ‾ ¡ ᾭ ‾ ᾘӓ  

‾ ¡ ᾭ ‾ ᾘӓ еᶳј ş 

1.‾ ᾘӓ 

2. ᾘӓ 

3. ‾ ᾘӓ 

ō Ŏк ᶳ  

к ᶳ еᶳј ş 

1. ᶳ ῾  

2.  

¡◦ ἀ ╟₅ẅ 

ō Ŏ◦ ῦ 

◦ ῦ 180ᶳ ¢ 

ōᵽŎ֛ ᶚ  

֛ ᶚ ϭ╟¡Ϣ ¢ 

╟ ἀ֛ ҝ¢֛͡ϰ ֛ 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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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 Ŏ ╟ ᶳᾭ◦џ ᶳ ᶳ  

╟ ᶳ 150ᶳ¢ ὄᾭ⸗ ὄ†Έᾘӓ 80ᶳő‾ ¡ ᾭ ‾ ᾘӓ

30ᶳőк ᶳ 40ᶳ¢ 

ō Ŏ ╟ Ϡ  

ὄᾭ⸗ ὄ†Έᾘӓ    80ᶳ 

Ᵽ 30 ő 1ᶳőṾ 30ᶳ 

ᵎ 15 ő 1ᶳőṾ 15ᶳ 

35 ő 1ᶳőṾ 35ᶳ 

‾ ¡ ᾭ ‾ ᾘӓ    30ᶳ 

Ᵽ 10 ő 1ᶳőṾ 10ᶳ 

ᵎ 10 ő 1ᶳőṾ 10ᶳ 

10 ő 1ᶳőṾ 10ᶳ 

͡ ᶳ    40ᶳ 

¢ ◦ו ş 

1.ᾘ к ו Š 

2.ᾘ к ͡ו ᶳ ¢ 

Ԁ◦ ו ¢ ◦ ¡ ש ₆ Ṧ к ἀ ᾘӓו ő

ӊ  ◓¡Ẫᴄ ¡ Ҹ ¡₅ẅ €¡ Ӓ¡ ẵᶓ¡╟ ו₄ őẐ

◦ ₅ἂ ΈᵿὰӦ ¢ 

 

¡ ╟ 

 

ủ ỉΈ‾ ∏ ◦  

ủ ỉΈ‾ ᾘӓ ╟ō ╟Ŏ 

 

֛͡ ֛ ו ¢◦ ῦ 180ᶳ ¢ 

 

  ὄᾭ⸗ ὄ†Έᾘӓ ōṾ 8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30ᶳŎ 

1œ ỉװ еῌӝ µ             ¶¢ 

2œ ὧ ỉἪő ỉ ủו Ђ             ¢ 

3œӊ ֞ Ῐẓ ¯ו ° ἆ                 ⅞ ¢ 

4œµṟᵺ ▫¶ ὂῑ                 וᾅὂ ¢ 

5œ ỉו ֞ᵿ őӊ ֥ ו                     ¢ 

6œ ỉ ő·ᶅ¡ ¡ ᾙ₅ἂ őҝוּ ᶅῑᾬ֞ҝ ו         ¢ 

7œ™╙ őЅ ṃ   ṟו               ¢ 

8œḀ‾ו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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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œ ỉő├ Ẫח¡ ¡ י ᾍᴮוӝ ⁹           ¢ 

10œ ỉẑ֥ ו ṰҠᴻ‒                    ¢ 

11œ ủ Ѹ бᵿ֚ו Ꞌб ő ỉ ӝ ᶑ ו

Ѹ őµṟ ᵺ¶≤ ו          ¢ 

12œµ                     ¶ ֥ ו е ו֞ ő 22937╟ő♠

ỳ⁸ő ὶ֤₴¢ 

13œϓҚ ¯ ו° ῑ֥Ѕ                      ¢ 

14œ ỉ ו е Ṗ ᾬ µ                   ¶¢ 

15œ ᶅ ¡ ¡ ¡              ¢ 

16œ ỉװ ֥Ώὅ µ                   ¶¢ 

17œϓ ¯ ὂőὂ ו° ֥               ¢ 

18œ ỉ ᶅ ▼ו ֞ῑ ¡                   ¡ ¡ 頫¢ 

19œ ≈қ                    ¡ ‾ἀᾘᴼ‾נּ ֞ ‾ᵿ őש ‾ᴻ·

 ¢ש

20œ ỉ ╙ ″ ֞ᾘϖ ε+ ¡ֲ¡      ¡Ӈ¢ 

21œᵽ ⁹ Ṗ ő̄ ° ¯ו ° ו         ¢ 

22œ ─ ͼ֞ῑ ו                         ¢ 

23œ Рµ ṡ ¶ ő̄ Ẏ ᶦ°ו ╖              ¢ 

24œ ỉו ṍ ᶅᾙầ                              ¢ 

25œ ỉ Ṥ ᵟ ҝ ו ỉ ῑ ő native Americ an ו

                     ¢ 

26œ ỉ ֑ ו ὅẖ ᾬ µ                       ¶¢ 

27œḏ ᾅ              ỉו ӝ ᾅὂ ¢ 

28œ µ ¶ ╖ὅ¯ ᵹ°ő ¯ו ° ֺ ᶚ

 ¢                       ו

29œ Dragon Boat Festival ő ו ỉוӝ ⁹                 ¢ 

30œ Ṥ ᵓ Ṥ ὅ ő ᾭ őᾱ ¡ ὅ

ἀ                           ¢    

ᵽ¡ ᵎ ō 1ᶳőṾ 15ᶳŎ 

1œ̄ ° ᵽԀװ ῦϓͼỉ ▄ ὶ¢ 

2œ ᵇ ₑ ⱨ ᵟוỉῑ¢ 

3œ ỉ Ẩ ᵇוᾘӓ ♅├ ¢                                

4œ П Ố ו͟ ᵹ ᴻ вᵺ Ṥἔ⸗ қו ¢ 

5œ ‰ᴖו ₅ẅ ו ¢                        

6œủӝḀ‾ ϓҚ ֞ҟḀ‾őюӝḀ‾ ϓҚ ҟḀ‾¢                                 

7œ ỉ Ṥ█ ỉῑő ᾀᶳ ἀ ¢ 

8œ Ṿו ϓҚ ¯Ẩ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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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œµӒӹ¶Ӧ ¯ḡ¡Ϡ¡ ° Ѕ ᶚᶅ¢                

10œ ϖőῷὄ▼ ő ᵎő ҝו Ὶ ¢                   

11œ ỉӉ Ḭ ӝ Ḏ ᾘӓו Ḳ ᵷҝ¢                      

12œ ͛ ¯ו Ӆ ו° ᴄőẲ ¯Ố Ӆ ו° ᴄ¢ 

13œ ͌ᵺ - ᵽ ῌ ͼ ֥ ỉ ו ễṖ ¢ 

14œ ỉẑ Ẫј ו ו ϼὄו Э ῦוᾕḑ¢          

15œ ỉӝ ו Ẫ ő ӊ¯ ° ῝ ו ⱥ ¢    

¡ ō 1ᶳőṾ 35ᶳŎ 

1œ ҃Ӊ ϸ ᵸו ‾к           ¢ 

AœµΑῑ ¶    Bœµ ¶   Cœµᾮ≤ ¶  Dœµ ⅎ¶ 

2œᴪ;            ⅎ ו ẑ ו ¢ 

  Aœ          Bœᴪ         Cœ ;        Dœ⅛  

3œ ὄ б ᶅỉ Ť 

  Aœ ῑ    Bœ ῑϠл  Cœ ῑ▫Ḃ▫  Dœὂῑ  

4œ ỉẑ֥וҝ ΛҚ                     ¢ 

Aœᾈ          Bœẩ         CœЎ         Dœᾧ  

5œ ו                     ¢ 

Aœ ὧ       Bœầủ       Cœ Ḕ      Dœ ὲ  

6œ ·  ו ℮ Қ ¯ Ҩ°ő ψ™ו ¡Ẳ ו ἷᴶ¡

 ¢י                    ו͛

AœḀ        Bœח     Cœ     Dœ ε 

7œ ỉ ₑ ᷾м őӝ м                     ¢ 

Aœὣב        Bœ █    Cœầ         Dœ ṷ  

8œ µ ¶̄ ≈ ° ¯ו ° Ṥ ῑ֞ ő ᾍ

                    ¢ 

Aœᴪ          Bœᴪủ        Cœ ₯        Dœᴪ₯ 

9œ ֥ ֞ו ׁ                     ¢ 

Aœµἱ ¶      Bœµ ¶     Cœµ ¶     Dœµ ¶ 

10œṖ ו               ᷄ṟϠᵟש ׆ ⁹ ᴘōR&BŎἀטּ ōRapŎו Ť 

Aœ ₀       Bœ       Cœ ằ       Dœ ӝ  

11œϓҚ ỉᶿ ᾀוΑ♅ ¡ẑᴅ ᴤ᷂ו          ¢ 

Aœµ ỉ ¶ Bœµ₥ ¶  Cœµ ӝ¶  Dœµἣ ¶ 

12œΤ р ֥Ѕו           ¢ 

   Aœ ὄ       Bœ ὄ    Cœἣ ὄ    Dœ ὄ 

13œ ỉẑ֥ ֥ⱦ ᾘљו             ¢ 

   Aœ Ῐ ᵇ  Bœ▓ ᵇ    CœἼᾫ ᵇ       Dœ ᶅ  

14œ                    ᾍ ỉἵψ¡ἵ ¡  ¢ש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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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œᴰ                 Bœ ῑ       Cœ                Dœ  

15œ ᾏ σᵿᵷὶ ו ϋẑқ                     ¢ 

Aœẑ͌ᾭ       Bœẑ Cœ      בּ ἆ        Dœẑ  

16œ еб Ố ו Ť 

Aœµ б Ҥ ¶     Bœµ ¶         

Cœµ Ј ő ¶           Dœµ ו ¶ 

17œ µ қ ו¶ ῑ                    ¢ 

AœБ         Bœᴠ        CœҬ         Dœ ͗  

18œ µ™ᴻ ᴧ ו¶ ו                     ¢ 

AœκἹӈ љб Ὄ        BœῺ ו ᶢ       

Cœ Ь℗         DœκἹЌ ᴮ ו ֑ὐ⅞ 

19œµ £ ͼ ¶ ş̄ ᾕ ḑ őḑ ᾕ Ḍ¢° ╖ὅ ӊו ỉӝ

                    ¢ 

  Aœ     Bœ Ϡ    CœϿ     Dœҽ  

20œ Ṥỉῑб ỉ Ť 

  Aœ ỉ        Bœ ᴊ       Cœ         Dœ  

21œ ḵת ᴮ ᴮ κἹ                     ¢ 

  Aœ     Bœ♫      Cœ ᶤ        Dœ Ϡ  

22œ ỉ ὄ ὄװ Ԁ֞ẵ † ἂᵿ              ¢ 

  Aœ ủ     Bœủ    Cœ     Dœ  

23œ ֥ὂῑ ϓҚ ¯ὂ ו°                     ¢ 

Aœ       Bœ ב      Cœ ϖ      DœỘḷ 

24œⅎ ỉ ὄו őⅎ ᴅᾫ ¯ ⅎ°őᾱ            ¢ 

A¡µ ¶¡µ ¶¡µ ¶őµ ¶¡µ ¶ 

  B¡µ ¶¡µ ¶őµ ¶¡µӬ ¶¡µ ӝ¶   

C¡µ ¶¡µ ¶¡µ ¶őµ֞ ¶¡µ ¶  

  D¡µ ¶¡µ ¶¡µ ¶¡µ ¶¡µӬ ¶ 

25œ Ḳϼ ủ וּ ⅎוӝ ő‗ ő ¢ ֥ ¡

ᾬ֞ҝו                      ¢ 

AœҠ         BœҠ        Cœ         Dœ  

26œ ῑ¡͗ ¡ ᵺ ỉΈי ψו ỉῑő ᾔϪ Қ         ¢ 

Aœᵛ          BœϠ        Cœ ᶅאל    Dœ♥︠ 

27œ; Ẩᶚו                     ¢ 

  Aœ Θ     Bœ        Cœ     Dœᶅ  

28œ ֥ Ἢő                ҝ ỉḀ‾ ו ¢ 

  AœἿ       Bœ      Cœᶅ       Dœ  

29œ Ṥб Ѹқ  ầ͘Ť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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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œ─ ầ     Bœ ầ   CœỜẔầ     Dœ ầ 

30œб ỉӝ ᾅὂ ו ו                     ¢ 

  Aœ„ᴄ     Bœ ᴄ    Cœ ֞Ẫ     Dœ  

31œ ῑ Χ                 

  Aœדỉ        Bœͫש      CœОּנ        Dœ₁♥ 

32œ ₑ ו Ϫ¯† °ӊ                     ¢ 

  Aœ ֥        Bœ ֥       Cœ ֥        Dœ ֥ 

33œἿ ҝ                     ¢ 

  Aœ           Bœ          Cœủ          DœӬ ỉ 

34œו‾בӦ                     ¢ 

  Aœ         BœṞἠ       Cœ         Dœ ″ 

35œ ὄ ♥ ӊ ᵓ ו ὄ ỌҠו                ¢ 

    AœẪằ         Bœ֗        Cœ       Dœ Ḣ  

ᵾ  ‾ ¡ ᾭ ‾ ᾘӓ ōṾ 3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10ᶳŎ 

1œ ו Ѥ ἀ_______Ѥ  ¢ỌҠו‾

2œ‾ ∏ ő„ ῦוầ Ҟׂ       ¢ 

3œ · ῆו ᶳ ῆ ¡_________________ἀѸ ῆ Ṥ ¢ 

4œ‾ ᶚᶅ ‾ ҝ‾ ᵷп ᶚᶅőו‾+ᶚᶅőῇεו ᾭ            ו

ᶚᶅő ‾ἀ ו ¢ 

5œ‾ ᶚᶅ ő ¯ ° ᵓ ‾ו ׅ              ¢ 

6œ‾ ỌҠו Ṥᾘϖ            ¡ ἀ‾ ¢ 

7œ ΈṰ║ŠỉΈủ†ו ‾ ṧϖו ו           ______ו

_       __ ____¢ 

8œHSKו Қ                         ¢ 

9œ ᵟ ׆֚ ᴧ Ἢő ᵍ ῦ ♠ ᾀӊ гб ו Ꞌő

ϓҚ                ¢ 

10œ͝ ј őו ј ᶳ ј ¡              ¡ ᵎј ἀ ј  ¢י

¡ ᵎ ō 1ᶳőṾ 10ᶳŎ 

1œ ῆ ῆ ỌҠװו Ṥᾘϖὐ⁹¢ 

2œ ᵓᾍᴮו ᴮ Ѱ ו Ịו ¢ 

3œЅ ᴮ б ő б Έ†  ¢║Ṱו

4œ ♪Ҡᵿ ו е ε+ ¡ ᾀ  ¡ Ṥᶚ ¢ 

5œ‾ ≥ו Ђ¢ 

6œ‾ ῝ ῝ ᵎő ő ӽ б ♅ ו ῝ ᵍ¢ 

7œ ‾ ו ¯ ° ו ¡Ӽ¡╖ ¢  

8œ ỉ ‾ ῑ♥ַא ōKrashenŎᵓװᵽ ה ӊ Ὶ ő 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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ῢⱦῚ ἀ ᶅῚ   ¢י

9œủ ᵽװ ‾ ủ ‾ ѤЈו ו ὐ⅞б ¢ 

10œ ᵓװᵽ ו ᾜᾨו ő ᾨו ő ѷҚ ו

¢ 

¡ ō 1ᶳőṾ 10ᶳŎ 

1œṤ ⅎ ᵿ¡ו ᴧ ῦἀשᴄו  ᾑ ᴧו ⅛ ῆו

               ¢ 

AœӼᾂῆ      Bœ ῆ     Cœ ⅛ῆ    Dœҽ ῆ  

2œ ᵓ♩Ẫ ῦו¡ḳ+וᶑ               ¢ 

Aœ          Bœ         Cœ Ḿ       DœḾ╧ 

3œ ỌҠו                ¢ 

Aœ          Bœ ṟ        Cœῆ        Dœ  

4œ ‾ו ő            ¢ 

   Aœ Ә ‾ ᾍᴮו        Bœ‾ ₴ ו    

Cœ ו ֞ ‾            Dœ ᴮוő‾ ϓᴮו 

5œ б ‾ ו                  ¢ 

   Aœӝ׳-   Bœ -Ḗׅ   Cœ ׅ-ᵿ  Dœ - ᵿ  

6œ            б ‾ ῝ Ṳ ¢ 

   Aœׅ      Bœ´ᴧ      Cœᾡ    Dœҡ₈  

7œװᵽ ‾ ѷ ¯ו ᵀ ° ו               ¢ 

   Aœ      Bœ Ὰ      Cœ ϼ    Dœ Ѕ  

8œ ᶅו ᾘӓ                 ¢  

Aœ Ϡ     Bœ ὔ ҝ     Cœ₅ẅ    DœṲ  

9œ ѷ·ₓ ἀ ו ῦוỌᵈ Қ               ¢ 

Aœ ₓ        BœỌᵈ        Cœ        Dœ  

10œ ᵽװ ו Ḿ                    ¢  

Aœ Ὅἀ ᵰ                   Bœ   

Cœᴮᾙἀ ᵇ                   Dœҕ ҹᴮ   

  ͡ ᶳ ōṾ 40ᶳŎ 

¡ ṧ┼ к ő͝ ¯ᵿ ©©ᶳ ©©₆╨ ו° ő 1500

͡ו ᶳ ő Ẫᴄ ¡к Ҹ ¡₅ẅ €¡ Ӓ¡ ẵᶓ¡╟ ₄¢ 

к ş 

֞ ו ϧ őϧ Ἢ ỌủΥו ΄őϓ ỉőҝ ủ

‾ ¢ ṟ Ϡ▲︠ő ֺ ỉψеו Ṥ ‾ ő

Ὂ Šִ ᵿ ᾙѵוּ ו ᵓ Ἇ őԅᾙѵ׆ 8 Ṥ ו ᾶ

Ἤ ╖ὅ¢ б╪ב б ¢ Ṥ͗ ͗ ו ő ᾶԀ ֝ ҕ ő

ִ б Ώ Ᾰר׆ הᶚש וּ ו őὒ Ј ṧϖб ἀ Ᾰ ὅ¢ 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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Ṥ ◒ ҉Ӣ ϖּוἏ ִб ה╧ ⅛ו ׆¢ őשו ᾙἀ֨ו · ᶢ׆ ῦ ᶜ

ő≤ ¢ᶜῦ ΝӤő ἁ ḵ¢ ṤӉּו ו׆ ỏőỰᾶṤ Ҩ

ᶖő ỵ ő б ב ᴋ ő ושֺ Ϫ¢ ו б ő ӤΝ

б ᵷ ¢ Ᾰר׆ ֘ ő Ј ᵓ Ᾰ ӽ ő ἀ

Ự♩ו ỉ Ѥ╒ װ¢֞ ׆ Θő ╧Ḿו бỰő Ἤ Ṥ ἀ

ᴻᵓ Ἇ ő ңו ő ᴮו Ἣ¢ ♠· ᾮὌ ő ▲ Ᾰ

Ṥ ├ו ő Ј б Ὅ¢ ה╧ Ᾰ ὒбẇỰőה Ј б

Ᾰő б  ¢Ҡ♪ו

Ṥ╥ ¡Ự ו ỏ¢ бḎ ő ש ỉ ᵓ֨ ἀ ᶚו ő

ᾜᾨфῒ ṥו ᾍᴮ¢ Ԁ Υṷ ׆◒ Ṥ 30 ו ‾ Ḳ Ṥ ו

Ἢ ṤӉ ו ῖ ¢ ה╧ ᾸѸ ֞ԅּו  Ọ׆◒

őו ᵷ ᵿ Ị ἏỰőו Ṥ ἀ ầו ᶤѷ ἀ ¢ Ṥ‾

Ẑו ő ▲ Ѷ ו ῖő ᵿ Ịӊ Ựņו וּ ᵟו

Иҝ ו ¢ ᾀ Б׆ ὄוḾ╧¢ Ԁ Ṥ ‾ וּ ḁ фῒ

ו ỉ ᾍᴮő ή֛שꜛ ş̄ Ự͊ņ° ‾ Ω ש ş̄ ỉּוו б

б фῒ ו ỉ Ť ו ὒ ῚוŤ° ΰᴧש ş̄ ņ°ԅ

Ἢő ᴻἏ ׆וּ ỉỉ ¢ᶚᾬἂשו ἀ ᵓ ו ᵇᴻᵿ Ἇ֞וϼὄő

Ԁ ҝ Ṥᶳ ¢ 

 

 

ủ ỉΈ‾ ◦ ủ ỉΈ‾ ᾘӓ ╟ō ╟Ŏф◦֛͡ 

 

  ὄᾭ⸗ ὄ†ΈᾘӓōṾ 8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30ᶳŎ 

1 µ ῆ¶ 2  3 ͛  

4 ϧῒ  5  6 Ộᶤ  

7 ἣ  8  9 ⁹ 

10 ỉ 11 ю 12 µ ֞ᴅ¶ 

13  14 µ ⅎ¶ 15  

16 µ꜠ ῆ¶ 17  18 ṷ  

19 ‾ 20 ↨ 21  

22 Ộ  23 ṾѸ  24 ỉ ֥Ѕ֞ᾀ 

͛װ 25  26 µ Ốⅎ¶ 27 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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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ᵊ ⁹ 30 ὅ ו₆  

ᵽ¡ ᵎ ō 1ᶳőṾ 15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À Ë Ë À À À Ë Ë À Ë Ë À À Ë Ë 

¡ ō 1ᶳőṾ 35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C A C B A C D D D A D A A B D A D B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C A A B B D C D C D C A C B D C B  

ᵾ  ‾ ¡ ᾭ ‾ ᾘӓōṾ 30ᶳŎ 

¡ Ᵽ ō 1ᶳőṾ 10ᶳŎ 

1 Ṥ  2 U 

3 ᵋ ῆ  4  

5 ᵿ  6 ‾  

7 †Έ /  8 ủ ◦  

9 ὄ ὄ 10 ҝᾥј  

¡ ᵎ ō 1ᶳőṾ 10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Ë Ë À Ë À À À À Ë Ë 

¡ ō 1ᶳőṾ 10ᶳŎ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C A D D B C A C 

 

 

  ͡ ᶳ ōṾ 40ᶳŎ 

¡ ṧ┼ к ő͝ ¯ᵿ ©©ᶳ ©©₆╨ ו° ő 1500

͡ו ᶳ ő Ẫᴄ ¡к Ҹ ¡₅ẅ €¡ Ӓ¡ ẵᶓ¡╟ ₄¢ 

 

ᶳ ş 



 38 

╟ ṵוк Ṥ⸗ ὄ†Έ͡ו ¢ ◦ ͝ ¯ᵿ ©©ᶳ ©©₆

╨ ו° ő 1500 ͡ו ᶳ ¢‾ ͝ Ẫᴄ ¡ ᾪ₅ẅἀ Ѕ֚ Ṥ

ᶚ ₭ ᶳő║ ᶳЂ ş 

 ᶳ  ᶳה  

Ẫᴄ  20ᶳ ѱᵿ ő ᵇŠẪᴄ ő Ҹ ő

┼őᶳ ҍ¢ 

17- 20ᶳ 

ѱᵿ  И ᴧ ᵇŠẪᴄ ő Ҹ

ő ┼ő  

13- 16ᶳ 

ѱᵿ бẇ ᾑбẇ ŠẪᴄϠ őᵓ

Ẫᴄ ¢ 

9- 12ᶳ 

ѱᵿ őᶳ Ḅ őẪᴄбẇ ő

ᶃ ¢ 

0- 8ᶳ 

ᾪ₅ẅ 10ᶳ ₅ẅ €ő ᶳ ő ᾪ Ӓő -9 ¢ֺה 10ᶳ 

₅ẅἂ ő ᶳ ő ᴧו ᾪ ¢ 6- 8ᶳ 

ᴄб ӊő₅ẅб ő ᶃ ᾪ ¢ 0- 5ᶳ 

Ѕ֚ 10ᶳ Ѕ֚ẵᶓő ѽő Š╟ ₄¢ 9- 10ᶳ 

Ѕ֚ ő ẵᶓ ¡ ἀЅ ᶚ

Š╟  ₄¢ 

6- 8ᶳ 

Ѕ֚бẇẵᶓ¡ ő ╖б ו ꞋŠ╟

бẇ ₄¢ 

0- 5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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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总  则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

性培养方案》（见学位办[2009]23 号文）中指出，MTI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应

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MTI 教育重视实践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全日

制 MTI 的招生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具有

良好的双语基础。 

    根据《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及教学司[2009]22 号

文件精神，现制定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 

. 

一、考试目的 

本考试旨在全面考察考生的双语（外语、母语）综合能力及双语翻译能力，招生

院校根据考生参加本考试的成绩和《政治理论》的成绩总分（满分共计 500 分），参

考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来选择参加复试的考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除全国统考分值 100 分

的第一单元《政治理论》之外，专业考试分为三门，分别是第二单元外国语考试《翻

译硕士 X 语》（含英语、法语、日语、俄语、韩语、德语等语种），第三单元基础课

考试《X 语翻译基础》（含英汉、法汉、日汉、俄汉、韩汉、德汉等语对）以及第四

单元专业基础课考试《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翻译硕士 X 语》重点考察考生的外

语水平，总分 100 分，《X 语翻译基础》重点考察考生的外汉互译专业技能和潜质，

总分 150 分，《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重点考察考生的现代汉语写作水平和百科知识，

总分 150 分。（考试科目名称及代码参见教学司[2009]22 号文件）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掌握 6000 个以上的选考外语积极词汇。 

2. 具有较好的双语表达和转换能力及潜质。 

3. 具备一定的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对作为母语（A

语言）的现代汉语有较强的写作能力。 

  

四、考试时间与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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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 月份举行，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步进行。由各招生院校 MTI 资格

考试命题小组根据本考试大纲，分别参照翻译硕士外语考试《翻译硕士 X 语》、基础

课考试《X 语翻译基础》及专业基础课考试《汉语写作和百科知识》考试大纲及样题

的要求，自主负责命题与实施。 

  

五、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试题在各项试题中的分布见各门“考试

内容一览表”。 

  

六、考试内容 

见以下分别表述。 

   

“翻译硕士 X 语”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翻译硕士 X语》作为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入学考试的外国语考试，

其目的是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进行 MTI学习所要求的外语水平。  

  

二、考试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一种测试应试者单项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

包括 MTI考生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外语阅读与写作等方面的技能。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有良好的外语基本功，认知词汇量在 10，000以上，掌握 6000个以上（以英语

为例）的积极词汇，即能正确而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 能熟练掌握正确的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3．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

方法。各项试题的分布情况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以下部分：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外语写作等。总分为 100分。 

  

I．词汇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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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 

1）词汇量要求： 

考生的认知词汇量应在 10,000以上，其中积极词汇量为 5,000 以上，即能正确而

熟练地运用常用词汇及其常用搭配。 

2）语法要求： 

考生能正确运用外语语法、结构、修辞等语言规范知识。 

2. 题型： 

多项选择或改错题 

  

II. 阅读理解 

1. 要求： 

1）能读懂常见外刊上的专题文章、历史传记及文学作品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既能理

解其主旨和大意，又能分辨出其中的事实与细节，并能理解其中的观点和隐含意义。 

2）能根据阅读时间要求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 

2. 题型：  

1) 多项选择题（包括信息事实性阅读题和观点评判性阅读题） 

2) 简答题（要求根据所阅读的文章，用 3-5行字数的有限篇幅扼要回答问题，重点

考查阅读综述能力） 

本部分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选材体现时代性、实用性；重点考查通过阅读获

取信息和理解观点的能力；对阅读速度有一定要求。 

  

III．外语写作 

1. 要求： 

考生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撰写一篇 400 词左右的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该

作文要求语言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 

2. 题型：命题作文 

   

《翻译硕士 X 语》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考试内容 题型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汇语法 
多项选择 

或改错 
30 60 

2 阅读理解 
1) 多项选 

2) 简答题 
40 60 

3 外语写作 命题作文 30 60 

共计     1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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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语翻译基础”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 

《X 语翻译基础》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课考试科

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的外汉互译实践能力是否达到进入 MIT学习阶段的水平。  

  

二、考试性质及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基础翻译能力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的范围包

括 MTI考生入学应具备的外语词汇量、语法知识以及外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基本技能。  

   

三、 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具备扎实的外汉两种语言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外汉/汉外转换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

方法，强调考生的外汉/汉外转换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二个部分：词语翻译和外汉互译。总分 150分。 

  

I. 词语翻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准确翻译中外文术语或专有名词。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写出题中的 30 个汉/外术语、缩略语或专有名词的对应目的

语。汉/外文各 15 个，每个 1 分，总分 3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II. 外汉互译 

1. 考试要求 

要求应试者具备外汉互译的基本技巧和能力；初步了解中国和目的语国家的社会、

文化等背景知识；译文忠实原文，无明显误译、漏译；译文通顺，用词正确、表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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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误；译文无明显语法错误；外译汉速度每小时 250-350 个外语单词，汉译外速度

每小时 150-250个汉字。 

  

2.     题型 

  要求考生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所给的文章，外译汉为 250-350 个单词，汉译外为

150-250个汉字，各占 60 分，总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X语翻译基础》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  型 题  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词语 

翻译 

外译汉 
15个外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汉译外 
15个中文术语、缩略语 

或专有名词 
15 30 

  

2 

  

外汉 

互译 

外译汉 
两段或一篇文章， 

250-350个单词。 
60 60 

汉译外 
两段或一篇文章， 

150-250个汉字。 
60 60 

总计 —— —— 150 180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本考试是全日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考试之专业基础课，各语种

考生统一用汉语答题。各招生院校根据考生参加本考试的成绩和其他三门考试的成绩

总分来选择参加第二轮，即复试的考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考试是测试考生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的尺度参照性水平考试。考试范围包

括本大纲规定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水平。 

  

三、考试基本要求 

1. 具备一定中外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背景知识。 

2. 对作为母语（A语言）的现代汉语有较强的基本功。 

3. 具备较强的现代汉语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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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

方法，强调考生的百科知识和汉语写作能力。试题分类参见“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本考试包括三个部分：百科知识、应用文写作、命题作文。总分 150分。 

  

  

I. 百科知识 

1. 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对中外文化、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法律以及中外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有一定

的了解。 

2. 题型 

  要求考生解释出现在不同主题的短文中涉及上述内容的 25 个名词。每个名词 2 分，

总分 5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II. 应用文写作  

    

1.  考试要求 

该部分要求考生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和场景写出一篇 450 词左右的应用文，体裁包

括说明书、会议通知、商务信函、备忘录、广告等，要求言简意赅，凸显专业性、

技术性和实用性。 

2.  题型 

试卷提供应用文写作的信息、场景及写作要求。共计 4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III. 命题作文 

      

1.  考试要求 

    考生应能根据所给题目及要求写出一篇不少于 800 词的现代汉语短文。体裁可以

是说明文、议论文或应用文。文字要求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 

当，文笔优美。 

2.  题型 

试卷给出情景和题目，由考生根据提示写作。共计 6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答题和计分 

要求考生用钢笔或圆珠笔做在答题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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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考试内容一览表 

序号 题型 题量 分值 时间（分钟） 

1 百科知识 25个选择题 50 60 

2 应用文写作 一段应用文体文章，约 450个汉字 40 60 

6 命题作文 一篇 800汉字的现代汉语文章 60 60 

  共计：   1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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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硕士专业学位（MP）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意见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

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招生对象为：国家承认学历

的应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同等学

力考生。 

本考试旨在考察学生从事出版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及对出版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除外语（2）、政治全国统考外，专业课 1（出版专业综合素质和能力）和专业课 2（出版

专业基础）由各校根据教指委制定的大纲自主命题。 

考生如获得全国或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的奖励，可降低一定分数录取；考生如已通过全国出

版职业资格考试，获得初级以上证书的，也可降低一定分数录取。 

 

335“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考试大纲 

 

I、考查目标 

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考生的文化常识和知识面以及语言文字表达、逻辑思维和写作等

将来从事出版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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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使用计算器等设备。 

三、试卷内容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的测试方法。 

涉及内容如下： 

1、文化常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知识，以大学本科毕业生应知应会知识为主。

建议分值：50分。 

（1）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2、汉语语言文字基础。包括文字规范、修辞、语法、古汉语、写作等知识。建议分值：80分。 

（1）文字规范 

汉字常识及使用规范；汉语拼音拼写规则及语音规范；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2）修辞 



 47 

词语锤炼；词语活用；炼句；常见句式及其修辞效果；常见修辞格及其综合运用。 

（3）语法 

词的构成；词及词形、词音与词义；异形词、同音词、多音词、异读词；同义词与反义词、

单义词与多义词；句子成分；短语；单句与复句。 

（4）古汉语 

通假字与古今字；词的本义与引伸义、古义与今义；实词与虚词；古汉语常见句式；古汉语

标点；古汉语今译。 

（5）写作 

能熟悉撰写常用文体，做到文字通顺，用词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文笔优美。 

3、逻辑基础。建议分值：20分。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基本知识。 

四、题型结构 

题型建议采用选择、简答、改错、写作等形式。各部分所占分值初定如下： 

选择题：10题，每题 2分，共计 20分， 

简答题：2~4题，每题 10~15分，共计 30~40分， 

改错题：2-3题，每题 15~20分，共计 40~50分， 

写作题，1题，每题 50分，共计 50分。 

III、参考教材： 

文化常识部分，考生可参考“中国文化史常识”、“自然科学概论”等书籍。 

汉语语言文字基础和逻辑基础部分，考生可以参考：《出版专业基础（初级）》（2007年版）（中

国编辑学会、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崇文书局，2007）第五~第九章。 

 

IV、试卷示例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出版综合素质和能力”试卷 
（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80分钟） 

 

（一）选择题。从 4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1个最合适的答案。（每题 1分，共 20分。） 

1、“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指的是_____。 

A、《论语》、《孟子》、《中庸》、《周易》 B、《论语》、《道德经》、《孟子》、《孙子兵法》 

C、《周易》、《尚书》、《诗经》、《礼记》 D、《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2、中国历史上的“初唐四杰”指的是_____。 

A、李白、杜甫、白居易、骆宾王  B、王勃、李白、杜甫、骆宾王 

C、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D、王勃、李白、白居易、骆宾王 

3、GDP指的是_____。 

A、国民生产总值  B、国内生产总值  C、国际生产总值  D、国民出口总值 

4、下列关于“社区”的说法，正确的是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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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 B、社区是以工资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 

C、社区是以年龄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 D、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5、下列关于“汉字”的表述，正确的是_____。 

A、 汉字是表音文字       B、汉字是世界上最晚出现的文字之一 

C、汉字的偏旁就是部首    D、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 

6、下列关于“恩格尔系数”的表述，正确的是_____。 

A、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B、医疗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C、住房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D、穿着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7、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指_____。 

A、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B、造纸术、航海术、中药、印刷术 

C、造纸术、火药、中药、印刷术   D、造纸术、中药、指南针、印刷术 

8、“连中三元”指的是_____。 

A、院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B、乡试第一名“会元”、会试第一名“解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C、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D、乡试第一名“乡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 

9、“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反映的是_____时期的特殊现象。 

A、先秦  B、两汉  C、魏晋南北朝  D、唐宋 

10、《变形记》的作者是_____。  

A、荷马  B、伊利亚特  C、奥德赛  D、奥维德   

11、利玛窦是_____。 

A、意大利来华传教士  B、法国来华传教士   

C、英国来华传教士  D、荷兰来华传教士 

12、下列关于“鲸鱼”的表述，正确的是_____。 

A、哺乳类动物  B、独居动物  C、视力很强  D、鱼类动物 

13、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起源于_____。 

A、印度  B、埃及  C、罗马  D、古希腊 

14、下列关于“计算机病毒”的表述，正确的是_____。 

A、是由一些无序和混乱的代码构成的 

B、是由细菌传染引发的 

C、不具有传染性 

D、 是由一些比较完美、精巧严谨的代码按照严格的秩序组织起来的 

15、DNA是_____。  

A、提供人体营养的主要物质  B、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物质 

C、控制生物遗传的主要物质  D、核糖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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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子是_____。 

A、构成物质并保质物质化学性质的一种粒子 

B、将某种物质分割到不能再分割的时候得到的物质 

C、物理世界中最新发现的基本粒子 

D、世界上最早的物质 

17、造成臭氧层破坏的原因是_____。 

A、废气排放过量    B、人口过多造成空气污染 

C、氟里昂的使用    D、空间探测的影响 

18、下列关于“纳米”的表述，正确的是_____。 

A、纳米是一种高新科技  B、纳米是长度单位，原称毫微米，就是 10亿分之一米 

C、纳米是一种材料      D、纳米是一种新的空间。 

19、提出相对论的学者是_____。 

A、牛顿  B、霍金  C、爱因斯坦  D、布鲁诺 

20、如果要确认一种新药的疗效，最好的方法是_____。 

A、对患者和医生进行调查，并对两组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B、用最新的医药知识和科学知识来进行证明 

C、将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服药，一组不服，然后进行比较 

D、听权威科学家的意见 

（二）简答题。根据题目要求，简要写出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共 2题，每题 15分，共 30

分） 

1、将下列古文加上标点符号，并翻译成现代汉语。（15分）  

昔仲尼没而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

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

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

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

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

术数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2、在空格中填写恰当汉字，使之成为正确的成语。（每空 0.5分，共 15分） 

老态龙 （    ）     如影随 （    ）  

伶牙（    ）齿      若（    ）若离 

不（    ）思索      一枕黄 （    ） 

（    ） 然失色      汗流（    ）背 

明火执 （    ）     原形（    ）露 

短小精 （    ）     一（    ）黄土    

相形见 （    ）     杯盘狼 （    ） 

抱头鼠 （    ）     长（    ）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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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逢 （    ）     高瞻远 （    ）  

仗义（    ）言      雍（    ）华贵 

唇枪舌 （    ）     竭泽而 （    ） 

锐不可 （    ）     旁（    ）博引 

不（    ）可否      不（    ）而走  

中西合 （    ）     功亏一（    ） 

（   ）竹难书       趋之若（   ） 

（三）改错题（第 1题 30分，第 2题 20分，共 50分） 

1、找出下列句子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每小题 2分，共 15题，30分） 

（1）九月的南京，金桂飘香，是最美丽的季节。 

（2）金融危机对一些人的美国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家庭收入降低了 1倍以上。 

（3）“你怎么忘了带钱!”丈夫不高兴地问外子。 

（4）这个鼎重得很，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三十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也抬不动。 

（5）那一颗颗大树，像俘虏一样狼狈地挺立在路边。 

（6）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心旷神怡，几只蝴蝶在田野里欢快地飞舞，树枝上的小鸟在彷徨

流浪。 

（7）池塘里的荷花像出水芙蓉般美丽。 

（8）告别病重中的朋友，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单位走去。路上，绿色的杨柳轻盈飞舞，高兴

地欢迎着我；粉红的玫瑰展开笑脸，热心地向我致意。 

（9）对于这种浪费人才现象，为什么至今没有引起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 

（10）一辆重型卡车呼啸而来，两人躲闪不及，撞了上去。 

（11）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我断定他生病了。 

（12）张老师是语文老师，张老师是特级教师，所以，所有语文老师都是特级教师。 

（13）他在课外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小说。 

（14）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 

（15）这件事我没有过问，只是了解了一下情况。 

 

2、阅读下列短文，找出其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20分） 

英国亚马逊公司 26日发表生明说，25日耶诞节当天，亚马孙网站的电子书销量首次超过纸质

书，其电子书阅读器 Kindle也成为历史上售出最多的送礼嘉品。 

亚马逊没有透露电子书和 Kindle 阅读器的具体销售数量，但表示其网络书店大约有 39 万本

电纸书可供消售，这些电纸书还可以在苹果 iPhone手机和 iPod Touch上阅读。 

福利斯特研究公司的统计标明，今年 10 月 Knidle 的销量已经占美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分额

的近 60%，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索尼公司的电子书阅读器，所占市场分额为 35%。 

剧悉，Kindle面临的最大竟争对手可能是 Nook 电子书阅读器，这是美国书店聚头巴恩斯－诺

布尔公司新推出的产品。巴恩斯－诺布尔公司称，Nook 在圣诞节前一个月已经消售一空，耍到明

年 1月上句才能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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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写作（50分） 

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崛起”为内容，写一篇不少于 1000字的文章。要求文字通顺，用词

得体，结构合理，文体恰当，文笔优美。 

 

441“出版专业基础”考试大纲 

 

I、考查目标 

“出版专业基础”测试考生从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学习所必须具备的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包

括出版信息检索、出版理论、出版实务、出版史等。满分 150分。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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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使用计算器等设备。 

三、试卷内容 

本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的测试方法。 

具体内容及分值如下： 

1、出版信息检索。建议分值：40分。 

印刷型工具书的排检方法；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的特点、类型、功用；常用字典、词典、

百科全书的使用方法；书目、索引、文摘的特点、类型及其功用；常用书目、索引、文摘的使用

方法；年鉴、手册、名录的特点、类型及其功用；常见年鉴、手册、名录的使用方法；表谱与图

录的特点、类型与功用；常用表谱与图录的使用方法；计算机信息检索的特点与及基本方法；网

络信息检索的种类及常用搜索引擎。 

2、出版理论知识。建议分值：40分。 

出版与出版学的概念、出版学的学科构成，出版工作的前提条件及一般过程；出版工作者的

文化追求及职业道德；编辑工作的特点及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编辑人员的几本素质；编辑与读

者、作者的关系；出版物的概念、属性与种类；出版业的构成；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类别及其职

责。 

3、出版实务知识。建议分值：40分。 

书刊形态的知识；书刊结构的知识；书刊版面类型和版面结构知识；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构

成；实施出版行政管理的依据；我国对设立出版物生产单位的规定；我国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

我国对出版物质量的规定；我国对书号、刊号、版号管理的规定；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我国著作

权法所保护作品的范围；著作权的权利种类及保护期；著作权的许可使用；著作权的限制；出版

单位使用作品的付酬方式；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编辑工作中的信息采集、选题策划与组稿；审稿；编辑加工；书刊整体设计；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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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要素及各类印刷的特点；书刊印刷用纸的种类和用纸量计算方法；书刊印制常用的其他

材料；书刊印前制作的工作内容、程序和要求；书刊印刷质量及装订质量。 

出版物发行及在出版工作的地位、特点；出版物发行的基本内容和一般过程；出版物购销形

式；出版物发行折扣；出版物发行方式与渠道；出版物促销；网上书店。 

选题报告、审稿意见、送审报告的写作特点和要求；编辑工作书信的写作特点与要求；主要

书刊辅文的写作特点与要求；出版物宣传文字的特点与要求。 

4、中国出版史知识。建议分值：30分。 

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及其载体；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对文化的促进作用；古代刻书；古代

图书流通；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及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近现代著名出版机构；近现代著名出

版活动；近现代著名出版人物；近现代著名出版物；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对当代出版的启迪。 

四、题型结构 

题型采用选择、简答、综合题等形式。各部分所占分值如下： 

单项选择题：20题，每题 2分，共计 40分， 

简答题：4~6题，每题 10~15分，共计 60分， 

综合题：2~3题，每题 15~25分，共计 50分。 

III、参考教材 

考生可参考《出版专业基础（初级）》（2007年版）（中国编辑学会、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

试办公室编，崇文书局，2007）第一~四章；《出版专业实务（初级）》（2007年版）（中国编辑学会、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崇文书局，2007）第一~六章；《出版专业基础（中级）》（2007

年版）（中国编辑学会、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三章。 

IV、试卷示例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出版专业基础”试卷 
（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80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从 4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1个最合适的答案。（每题 2分，共 40分） 

1、目前世界上收录汉语词汇最多的工具书是_____。 

A、《汉语大字典》  B、《辞源》  C、《汉语大词典》  D、《辞海》 

2、_____可以查到当代出版的《史记》的版本情况。 

A、《中国丛书综录》             B、《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 

C、《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D、《中国国家书目》 

3、_____能够查到一些汉字的形体演变资料。 

A、《汉语大词典》  B、《辞源》  C、《辞海》  D、《汉语大字典》 

4、_____可以查找到“2008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具体数字。 

A、《中国统计年鉴》（2009）    B、《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 

C、《经济词典》               D、《经济研究》（2009） 

5、_____属于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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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永乐大典》  B、《汉语大词典》  C、《十三经》  D、《四库全书》 

6、_____能了解“开封”地名的古今变化情况。 

A、《全国报刊索引》 B、《现代汉语词典》 C、《新华字典》 D、《中国历史地名词典》 

7、构成出版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除了复制和发行外，还有一个是_____。 

A、作者  B、编辑  C、管理  D、网络 

8、关于编辑工作在出版工作中地位的说法，错误的是_____。 

A、编辑工作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主要保证 

B、编辑工作是制订和实现出版计划的核心 

C、 编辑工作在宣传发行工作中处于中心地位 

D、 编辑工作是贯彻出版方针的关键 

9、下列关于编辑和读者之间关系的表述，错误的是_____。 

A、 读者是编辑的上帝                 B、编辑负有引导读者的责任 

C、 读者是编辑工作的检验者和促进者   D、 编辑要满足读者的一切需求 

10、下列出版物类型中，属于电子出版物的是_____ 。 

A、录音带   B、激光视盘  C、激光唱盘  D、只读光盘 

11、 出版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商品，在于它具有_____。 

A、精神产品属性  B、 物质产品属性  C、 艺术性  D、 商品性 

12、书刊版心的主要组成成分不包括_____ 。 

A、文字  B、图表  C、天头和地脚  D、间空和线条 

13、广义的封面不包括_____ 。 

A、内封  B、书脊  C、面封  D、底封 

14、图书编校质量"合格"的标准线下限是_____ 。 

A、 差错率未超过 0.5/ 10000    B、 差错率未超过 1 / 10000 

C、 差错率未超过 5/10000       D、 差错率未超过 1/ 1000 

15. 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_____ 。 

A、未公开发表的作品        B、作者死亡己超过 50 年的作品 

C、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      D、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16、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民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一般为_____ 。 

A、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50年    B、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40年 

C、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30年    D、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20 年 

17、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 ，下列表述中错误的是_____ 。 

A、有一般商品进口权的外贸企业均可从事出版物进口 

B、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 

C、出版单位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新闻出版总署免费送

交样本 

D、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 

18、商务印书馆成立的时间是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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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49年  B、1897年  C、1896年  D、1900年 

19、最早提出“出版学”这一名词的人是_____。 

A、郑振铎  B、张元济  C、王云五  D、杨家骆 

20、国际标准刊号的标志符是_____。 

A、ISBN  B、ISBD  C、ISSN  D、ISRC 

（二）简答题（每题 10分，共 60分） 

1、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我国出版物上不得含有哪些内容？ 

2、一个完整的书刊版面由哪些成分有机结合构成的？ 

3、选题策划的基本步骤有哪些？ 

4、出版物的种类有哪些？ 

5、印刷型工具书的排检方法有哪些？ 

6、出版物发行在出版工作中有何地位？ 

（三）综合题（共 50分） 

1、某同学拟以“刘鹗与《老残游记》”作为拟写论文的选题。但对有关情况了解不够，请你

利用有关信息检索知识，帮助他解决下列问题。（每小题 4分，共 20分）： 

（1）如何查找到有关刘鹗的生平与《老残游记》的简介？ 

（2）如何查找到 2005年以后出版的有关研究刘鹗与《老残游记》的著作？ 

（3）如何查找到 2005年以后发表的有关研究刘鹗与《老残游记》的期刊论文？ 

（4）如何查找到 2005年以后国内有关研究刘鹗与《老残游记》的学位论文？ 

（5）刘鹗出生于 1857年。如何查找到这一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2、2014年，我国的南京将举办“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请根据这一情况，拟一份

选题报告。（15分） 

3、阅读下列短文，改正短文中的错误。（15 分） 

中华书局出版社简史 

中华书局出版社是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1910年在北京创立，创办人为张元济。1949

年前曾出版过《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辞源》、《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

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东方杂志》等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盛望。

尤其是民国 17 年（1927 年），著名学者舒新成加盟中华书局，担任《辞源》主编。民国 19 年

（1929 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全力主编《辞源》，使《辞源》成为中华书局出版的

重要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上海，后迁回北京。

1958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

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

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点读本及《青史稿》点读本，被

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