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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自考专业(汉语言文学)《文学概论》考试

全真模拟易错、难点精编⑴（答案参考） 

（图片大小可自由调整） 

一.全考点综合测验(共 50 题) 

1. 

【问答题】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 谈谈文学接受的主客体分别需要什么条件。 

 

正确答案： 

    一、文学接受心境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1、接受者的兴趣接受者  

 

    要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有兴趣。接受者仅有一般的文学兴趣还不行，还必须有针对某一部文学作
品的特定的兴趣，如此阅读才能现实地进行。  

 

    2、接受者的审美心态接受者  

 

    需要暂时与现实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保持一种审美的心态。文学作品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一片想象的审美天地。  

 

    3、接受者的对话愿望接受者  

 

    要有与作品及作者对话的愿望。阅读是接受主体主动、自主的精神活动，也是接受者与她人外
部世界交往、交流的一种方式。  

 

    二、作为客体条件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要成为有意义的接受客体，必须具备相对于读者而言的一定的条件。具体有以下三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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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足接受者的阅读需求  

 

    作品必须满足接受者至少某一方面的阅读需求。读者的需求因思想水平、文化基础与文学修养
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往往又是多种动机因素并存、  

 

    混合的。  

 

    2、一定程度的可理解性  

 

    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可理解性。文学接受是信息传递、精神沟通的活动，文学作品如果对
接受者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或不可理解的，就会形成  

 

    阅读障碍而使接受活动无法进行下去。  

 

    3、符合接受者的艺术趣味  

 

    作品必须符合接受者的艺术趣味。文学接受是审美文化的精神活动，它不但要求读者与作品之
间在思想与情感上呼应、沟通，同时也需要两者在  

 

    艺术趣味上的契合、一致。 

 

 

 

2. 

【单选题】“马上、枕上、厕上”说的提出者是（） 

 

A.白居易 

B.苏轼 

C.王昌龄 

D.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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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D 

 

 

 

3. 

【单选题】鲁迅指出，该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该书指的是（） 

 

A.西游记 

B.金瓶梅 

C.红楼梦 

D.三国演义 

 

正确答案：C 

 

 

 

4. 

【单选题】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是（） 

 

A.文学风格的独创性 

B.文学风格的稳定性 

C.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D.文学风格的审美性 

 

正确答案：C 

 

 

 

5. 

【单选题】真正对抒情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艺术种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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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音乐 

B.舞蹈 

C.绘画 

D.雕塑 

 

正确答案：A 

 

 

 

6. 

【单选题】指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的是（） 

 

A.王国维 

B.严羽 

C.王夫之 

D.陆时雍 

 

正确答案：D 

 

 

 

7. 

【单选题】在中外文论史上， 文学观念形形色色、 种类繁多， 我们教材中介绍的主要文学观念除

摹仿论、实用论、文化论、体验论、语言论以外还有 () 。 

 

A.信息论 

B.表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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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意志论 

D.反映论 

 

正确答案：B 

 

 

 

8. 

【单选题】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而独立自足存在的感情与想象的世界，这种批

评方法是（） 

 

A.接受美学批评 

B.形式主义批评 

C.结构主义批评 

D.社会批评 

 

正确答案：B 

 

 

 

9. 

【单选题】文学语言具有一种陌生化特征。“陌生化”一词，是俄国 () 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A.新批评 

B.解构主义 

C.形式主义 

D.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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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C 

 

 

 

10. 

【单选题】在中外文论史上， 文学观念形形色色、 种类繁多， 我们教材中介绍的主要文学观念除

了文化论、实用论、表现论、体验论、语言论以外还有（）。 

 

A.反映论 

B.信息论 

C.意志论 

D.摹仿论 

 

正确答案：D 

 

 

 

11. 

【单选题】抒情语体表现对情感的体验，多用于（） 

 

A.小说创作 

B.戏剧文学创作 

C.电影文学创作 

D.诗歌创作 

 

正确答案：D 

 

 

 

12. 

【问答题】名词解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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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文本是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整体语句或语句系统，有待于读者阅读。 

 

 

 

13. 

【单选题】在研究长篇小说的文体语言的时候，俄国学者 () 创造了“杂语”这个概念 

 

A.什可洛夫斯基 

B.高尔基 

C.车尔尼雪夫斯基 

D.巴赫金 

 

正确答案：D 

 

 

 

14. 

【单选题】文学文本是有待于阅读的具有蕴藉性与开放性的， 特征主要包括语言系统、 蕴藉、 开

放性、阅读期待和 () 。 

 

A.表意 

B.表象 

C.表情 

D.表志 

 

正确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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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单选题】文学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具有表意性功能的文学形象，其特征主要有指意性、暗示性（）。 

 

A.朦胧性 

B.独创性 

C.感染性 

D.历史性 

 

正确答案：A 

 

 

 

16. 

【单选题】注重呈现作者的主观情感、富于想象性的文本是 () 文本。 

 

A.创意型 

B.再现型 

C.象征型 

D.表现型 

 

正确答案：D 

 

 

 

17. 

【单选题】文学文本是有待于阅读的具有蕴藉性与开放性， 其特征主要包括语言系统、 蕴藉、 开

放性、阅读期待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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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意 

B.表象 

C.表情 

D.表志 

 

正确答案：A 

 

 

 

18. 

【单选题】读者接触文学， 往往首先接触具体的文学文本， 文学文本的主要特征一般包括语言系

统、表意、 () 、阅读期待、开放。 

 

A.象征 

B.蕴藉 

C.假设 

D.模仿 

 

正确答案：B 

 

 

 

19. 

【单选题】以暗示方式披露隐含的哲理的文本是 () 文本。 

 

A.象征型 

B.表现型 

C.再现型 



                        

 

 

正确答案：

 

 

 

20. 

【单选题】文学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具有表意性功能的文学形象，特征主要有指意性、暗示性、() 。 

 

A.朦胧性 

B.独创性 

C.感染性 

D.历史性 

 

正确答案：A 

 

 

 

21. 

【问答题】名词解释：概略 

 

正确答案： 

    概略是文本时间长度小于故事时间长度的粗略叙述。 

 

 

 

22. 

【单选题】文学文本是有待于阅读的具有蕴藉性与开放性的， 其特征主要包括语言系统、 蕴藉、 

开放性、阅读期待和 () 。 

 

A.表意 



                        

 

C.表情 

D.表志 

 

正确答案：

 

 

 

23. 

【单选题】文学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具有表意性功能的文学形象，其特征主要有指意性、朦胧性、

() 。 

 

A.独创性 

B.暗示性 

C.感染性 

D.历史性 

 

正确答案：B 

 

 

 

24. 

【单选题】在魏晋时期，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 () ”。这是一个重要的

标志性事件 

 

A.文学 

B.诗学 

C.佛学 



                        

 

 

正确答案：

 

 

 

25. 

【单选题】文学媒介具有自身的修辞性特点，主要表现在涉义性、物质性、中介性（）。 

 

A.语境依托性 

B.表象性 

C.表情性 

D.意识性 

 

正确答案：A 

 

 

 

26. 

【单选题】在中外文论史上， 文学观念形形色色、 种类繁多， 我们教材中介绍的主要文学观念除

了文化论、实用论、表现论、体验论、语言论以外还有 () 。 

 

A.反映论 

B.信息论 

C.意志论 

D.摹仿论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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