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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专升本）专业 

汉语通论课程考核说明 

一、有关说明 

（一） 考核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教育本科（专升本）专业学生。 

（二） 考核目标 

通过课程考核，使学生理解本教材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概念、名词、术语的内涵与

外延有正确的认识、了解、熟悉的前提下，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知识，加深对汉语的认

识，提高分析语言、运用语言的能力。 

（三） 考核依据 

本课程考核说明是依据国家开放大学《汉语通论课程教学大纲》、文字教材《汉语通

论》（齐沪扬主编，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2 版）制定的。本课程考核说

明是课程考核命题的基本依据。 

（四） 考核方式与计分方法 

本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成绩占课程综

合成绩的 50%，终结性考试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50%。课程考核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

即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试、课程综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 

形成性考核为五次形成性考核作业，包括四次平时作业，一次综合作业。每次作业

总分为 100 分，每次作业成绩占形成性考核成绩的 20%。 

终结性考试为课程论文，总分 100分。 

（五） 启用时间 

2020年秋季学期。 

二、考核方式与要求 

（一）形成性考核 

    1. 考核目的 

课程考核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学生平时自主学习过程的指导和监督，重在对学生自主

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检测，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和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掌握

知识、提高能力的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考核手段 

形成性考核任务的电子版发布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汉语通论课程端“课程考核”

栏目，学生下载打印后，按时完成提交。 

3.形成性考核任务的形式及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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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考核任务列表 

序次 章节 形式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权重  

1 引言、第 1-2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3周 第 5周末 20％  

2 第 3-4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6周 第 8周末 20％  

3 第 5-6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9周 第 11周末 20％  

4 第 7-9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12周 第 14周末 20％ 

5 全书各章 综合测验 第 15周 第 16周末 20% 

每次形考任务按照百分制计分，所得分数乘以对应的权重，相加之和为课程的形成

性考核成绩。 

4.形成性考核的具体要求 

下面对形成性考核任务的题型及相关要求进行说明。 

 

 

考核任务形式：阶段性学习测验和综合测验 

题型：填空题、简答题、（字、词、句）分析题、文言文翻译题 

 

样题： 

 

    一、填空（每空 2分，共 20分） 

    1.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_________。 

2．现代汉字有三种基本结构模式，即：（1）_________关系；（2）_________关系；

（3）_________关系。 

    答案：1.汉语 

          2.上下   左右    包围 

 

    二、简要回答以下问题（15分） 

    同其他民族语言特别是印欧系语言相比，现代汉语主要表现出哪些特点？ 

    答案：同其他民族语言特别是印欧系语言相比，现代汉语的特点主要体现为： 

    1.语音方面（5分）：（1）没有复辅音；（2）音节中元音占优势，复元音构成的音节

多；（3）音节有声调。2.词汇方面（5分）：（1）词的结构有双音化倾向；（2）多采用词

根复合法构成新词。3.语法方面（5 分）：（1）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

（2）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3）量词丰富。 



 

4 

 

    三、用框式图解法分析下面复杂短语（10分） 

    老 师 让 我 们  用  铅  笔  写  作 业。 

    答案： 

老  师   让   我  们  用  铅  笔  写  作  业。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谓 

         |__| |_____| 

          述    宾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谓 

                      |_________| |________| 

                           偏          正                 

                      |__||_____| |__||____| 

                      介     宾    述   宾 

     

四、将下面一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20分）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 

答案：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一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

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受贫困之苦，在他做事时，使他所做

的事颠倒错乱，用这些办法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忍起来，增加他过去所没

有的才能。 

 

（二）终结性考试 

1. 考试目的 

终结性考试检测学生结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相关知识分析日常语言现象和书面语

言现象的能力；检测学生对教材中应用性知识的深化和拓展的能力，并初步形成理解和

关注语言发展的兴趣，从而为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奠定语言素养方面的基础。 

2. 考试方式 

课程论文开放性考试。学生撰写的课程论文可采用学术论文、调查报告以及其他学

术论文体裁。课程论文总分为 100分，占课程总成绩 50%。 

3. 题目发布及完成时限 

由总部委托分部出题。各分部根据本考核说明第三部分“课程论文的要求及评分标

准”中关于课程论文的相关要求，自行发布课程论文题目，并组织学生完成论文撰写，

于期末考试结束前完成并提交论文。  



 

5 

 

三、课程论文的要求及评分标准 

（一）课程论文的要求 

1．学生从分部所给的几个选题中任选一个，课程论文具体题目自拟，联系古代汉语

和现代汉语相关理论知识，查阅相关资料，撰写课程论文。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逻辑

清晰、结构合理、论证充分、分析到位、数据分析和使用得当、鼓励创新性的观点。 

2. 课程论文结构完整，应包含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 

3. 课程论文撰写符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 

4．课程论文字数不低于 2500字。  

（二）课程论文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指标 评分权重 

题目、摘要、关键词 

题目文字精简、意义明确，能反映论文主要内容 
10 分 

有 150 字左右的摘要，概述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和主要研究结论 
5 分 

有 3-5 个关键词 5 分 

正文 

逻辑清晰、结构合理、论证充分、分析到位 30 分 

理论联系实际 10 分 

具有理论和/或实践价值，具有有创新性 30 分 

参考资料 
符合学术文章参考文献的规范，参考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

成果 
10 分 

（三）课程论文选题指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 

1.方言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与作用 

2.某省（市、自治区）某地区方言/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3.浅议汉语规范化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4.浅议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5.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历史意义新探 

6.传统文化的载体——浅议文言文的价值传承功能 

7.关于媒体语言中成语误用问题的调查——问题、成因及建议 

8.唐诗《XX》赏析 

9. 某省（市、自治区）某地区小学教师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10.古代诗词的修辞特征刍议——以《XX》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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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程考核的相关内容 

 

引言 

  一、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形成 

  二、现代汉语的特点 

  三、汉语三要素及其关系 

 

第一章 语音 

  一、语音的定义及性质 

  二、音节及元音和辅音的定义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和用途 

  四、国际音标的定义和特点 

  五、普通话声母的分类及辅音的发音方法 

  六、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及其发音状况 

  七、声调的性质和作用 

  八、调值与调类 

  九、汉语音节的构成 

  十、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 

  十一、音节的拼读和拼写 

  十二、变调的定义及普通话中常见的变调现象 

 

第二章 文字 

  一、文字的性质和种类 

  二、汉字的特点 

  三、汉字字体的演变 

  四、汉字的造字法 

  五、笔画的性质、类别及其组合关系 

  六、汉字笔顺的安排原则 

  七、汉字部件的分析方法 

  八、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定义 



 

7 

  九、部件、偏旁、部首三者的联系和区别 

  十、现代汉字的结构模式 

第三章 语汇 

  一、语汇的定义及现代汉语语汇的特点 

  二、语素的定义及语素的确定 

  三、语素的分类 

  四、词的定义及词的确定 

  五、词的构造方式 

  六、词的构成形式演变的主要原因 

  七、基本词的定义和特点 

  八、一般词的定义、特点及其同基本词的联系 

  九、一般词的主要种类 

  十、成语的定义和特点 

  十一、成语的主要来源 

  十二、惯用语的特点 

  十三、歇后语的定义 

  十四、谚语的定义 

  十五、缩略语的定义及其构成方式 

 

第四章 语义 

  一、词义的性质 

  二、词义的构成 

  三、词义变化的类型 

  四、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 

  五、同义词的定义及其类型 

  六、同义词的辨析 

  七、反义词的定义及其构成条件 

  八、反义词的类型 

  九、歧义的定义及歧义现象产生的根源 

十、歧义的类型及消除歧义的方法 

 

第五章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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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汉语词类系统 

  二、各类实词的语法特点和用法 

  三、各类虚词的语法特点和用法 

  四、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五、短语的结构类别（短语的构造及分类） 

  六、短语的功能类别 

  七、短语的分析 

  八、宾语的功能分类 

  九、补语的意义类别 

  十、定语和状语的区分 

  十一、句子的特殊成分 

  十二、句子的基本类型 

  十三、复句的性质 

  十四、复句的类别及复句的分析 

  十五、句类的定义及句类的划分 

  十六、疑问句的分类 

  十七、表达疑问的手段 

  十八、感叹句的表达手段 

  十九、句式的定义及汉语中的主要句式 

  二十、使用“把”字句的条件限制 

  二十一、使用“被”字句的条件限制 

  二十二、连动短语的辨析 

  二十三、兼语句的定义及特点 

  二十四、省略的定义及省略句的特点 

二十五、紧缩句的定义及特点 

 

第六章 修辞 

  一、修辞与语音、词汇、句法的关系 

  二、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关系 

  三、语体的主要类别及各类语体的特点 

四、常见的修辞格的运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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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汉语的规范化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二、语音规范化的必要性及其主要内容 

  三、汉字标准化的含义 

  四、汉字规范化的主要内容 

  五、社会用字规范化的意义 

  六、汉语词语的误用 

七、常见的语法错误的改正 

 

第八章 辞书查检 

  一、辞书的含义及分类 

二、字典和词典的排检方法 

 

第九章 古代诗文阅读 

  一、古汉语中常用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二、古汉语中特有句式的结构和意义 

  三、古代诗歌的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