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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关于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

及参考书目调整的说明

根据学校研究生院《关于编制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通知》中招

生专业继续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同一院系同一专业设置 1个考试科目组”等原

则要求，经学院反复讨论研究决定：自 2022 年始，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目录中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专业）各研究方向的初试自命题科目不

再按文学、语言、文献三大类分设，全部统一为：（1）汉语与文学基础；（2）

阅读与写作。相关专业研究方向的复试笔试科目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其他

专业（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基本保持不变。

考试科目及相关参考书的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02 文学院

考试科目 参 考 书

初试

科目

汉语与文学基础

1.《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二册)，王力,中华书局，最

新版。

2.《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3.《文学理论》（第二版），马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4.《中国文学史》（全四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

版。

5.《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等，北京大学出

版社，最新版。

6.《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阅读与写作

结合相关文学或

语言理论知识，对

所提供的文字材

料进行解读分析、

专业论述，并作出

适当的综合评价。

语文课程教学论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张中原、徐林祥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汉语基础

1.《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入学考试大纲》最新版。

2.《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汉语国际教育基

础

1.《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入学考试大纲》最新版。

2.《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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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

科目

文艺学专题 《西方文论史》（第三版），马新国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徐通锵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汉语史 《简明汉语史（修订本）》（上、下），向熹，商务印书馆，2010 年。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专题
《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中国古代文学专

题
《中国文学史》（全四册），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专题

1.《比较文学概论》，曹顺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2.《外国文学史》，聂珍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语文教学论
1.《语文教育学引论》，阎立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2.《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语文教材教法

1. 部编人教版语文教材。

2. 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3.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解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解读》。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以上的变化与调整（注：最后以研究生院官方正式发布的招生目录为准），

肯定会给广大考生的复习备考带来不便，本应尽早告知，但受种种限制，迟至今

日才公开说明。恳请广大考生能予以谅解并及时根据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最后，预祝广大考生在 2022 年研究生硕士备考中顺利突围、取得成功！

湖北大学文学院

2022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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