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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指出： “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旨在
以语文为工具，测试考生基于知识积累的语言表达能力。
以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为背景，通过检测考生对字、词、句、篇的辨识、阅读和理解，考
查其运用语言工具表达思想与感情的能力，包括在知识宽广度基础上的思维敏捷度。
”    我们理解，GCT的语言表达能力测试主要测试考生的两种能力： 一是“知识宽广度”，一是“思
维敏捷度”。
所谓“知识宽广度”就是指知识涉及的面。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即将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的学生，你必须掌握一定量的百科基础知识，这样的知
识面是你今后学习所必需的。
GCT的测试也就是测试这个知识面，所以GCT的测试题都不深，都是常识性的，但知识面却相当宽。
所谓“思维敏捷度”就是指反应快，要在45分钟内答完50道题。
如果平时没有一定量的训练和复习，要达到这样快的要求并不太容易。
    为了帮助同学们有针对性地复习，并且在短时间内了解GCT语言表达能力测试的基本特点，提高“
知识宽广度”和“思维敏捷度”，本书将GCT全部考试真题分类详解，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为语文基础题，下面详细分为字音、错别字、字词释义、成语、病句、歧义句、修辞、近义词、
关联词、句子衔接、标点符号、诗词、句意理解十三个子类。
中篇为百科知识题，下面分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哲学（包括宗教）、文化综
合、法律、经济学（包括管理学）、教育学、地理学、生物学（包括生态学）、物理学、心理学十三
个子类。
下篇为阅读理解题，下面分散文、杂文、文化史论、小说、科普文、应用文六个子类。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的分类没有完全按照学科规范的标准进行分类，而是为了方便同学们
复习和备考，按照实际真题中出现的题类进行分类，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同学们对GCT语文的考试有
一个一目了然的直观了解和感受，从而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备考。
    比较其他的真题类图书，本书在编写时突出三个特点：     第一，每一类真题前面都编有“试题逐年
分布表”，统计了GCT考试真题每一个子类的逐年分布情况。
这样，同学们对历年考试的重点一目了然，能够有针对性地复习，提高复习效率。
如上篇语文基础题的“字音”子类，一看“试题逐年分布表”，就可知GCT历年字音考题的分布情况
，是否重要也就一目了然了。
又如下篇阅读理解题的“科普文”子类，从“试题逐年分布表”就可以看出历年科普文考题的分布情
况，科普文的重要性也非常清楚了。
    第二，概括了贯通于全部考题的四条解题思路。
这四条解题思路是：  (1）必须通过记忆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考题。
这类考题以语文基础题和百科知识题中为多，它考的就是记忆。
如语文基础题中的字音、释义、诗词题，百科知识题中的文学题和历史题，还有阅读题中的少量背景
知识题。
但这类题一般都是常识类的，要答对并不太难。
  (2）只要仔细阅读上下文，就能找到正确答案的考题。
这一类题在阅读题中最多，百科知识题，还有语文基础题的诗词题，也经常见到。
它的答案就在文本中，只要仔细辨析上下文，一般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3）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正确答案的考题。
这一类考题在各类题中都有。
一般来说，排除法是最好的解题方法。
通过逻辑推理排除错误的选项，最起码可以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不过，“科普文”阅读题逻辑关系比较严密，需要结合上下文细心地辨析，才能推理出正确的答案。
  (4）必须掌握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才能答对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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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考题多见于语音、成语、病句、歧义句、关联词等题，还有阅读题中的文艺散文和小说、杂文
，也有这类考题。
这类考题考的就是基本功，如果同学们掌握了一定水平的语文基础知识，语感较好，一般不难选出正
确的答案。
    这四条解题思路是贯通全部真题的，它既可以指导同学们复习，又可以帮助同学们在考试中理清头
绪，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找到正确的答案，甚至在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找到正确的选项。
    第三，精心编辑了本书的附录部分。
附录共有八个表格： “常见误读字一览表”、“常见错别字一览表”、“常用关联词一览表”、“常
用标点符号一览表”、“中国古代重要作家作品一览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一览表”、“外
国重要作家作品一览表”、“中国历史事件一览表”、“常用成语辨析”和“必背中国古诗100首”。
这些附录主要帮助同学们复习必须记忆的知识。
它有两个优点： 一是基本符合GCT真题的实际考查环境，也就是完全覆盖了GCT考查的范围，不会出
圈；二是尽可能缩小记忆范围，以减轻同学们的记忆量，提高复习效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

书籍目录

上篇 语文基础题  一、字音  二、错别字  三、字词释义  四、成语  五、病句  六、歧义句  七、修辞  八
、近义词  九、关联词  十、句子衔接  十一、标点符号  十二、诗词  十三、句意理解中篇 百科知识题  
一、中国文学  二、世界文学  三、中国历史  四、世界历史  五、哲学、宗教  六、文化综合  七、法律  
八、经济学、管理学  九、教育学  十、地理学  十一、生物学  十二、物理学  十三、心理学下篇 阅读理
解题  一、散文  二、杂文  三、文化史论  四、小说  五、科普文  六、应用文附录  1.常见误读字一览表 
2.常见错别字一览表  3.常用关联词一览表  4.常用标点符号一览表  5.中国古代重要作家作品一览表  6.中
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一览表  7.外国重要作家作品一览表  8.中国历史事件一览表  9.常用成语辨析  10.必
背中国古诗10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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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语文基础题二、错别字（一）考试要点错别字主要考查汉字字型，是必考的内容之一。
出题的重点在于同音字和形近字。
特别是同音字出题的概率相当高，是应该重点关注的。
 错别字的复习要注意两点：第一，注意同音字的辨析。
如“乐此不彼”的“彼”与“疲”，两字很容易混淆。
如果细辨“彼”从人，双人旁，表示对方或那个的意思；“疲”病字头，表示疲劳的意思，“乐此不
疲”意为因酷爱干某事而不感觉厌烦，可见应为“疲”。
还有，“目不瑕接”的“瑕”与“暇”。
“瑕”从玉，意为玉的瑕疵；“暇”从日，与时间有关，意为无事的时候、空闲。
“目不暇接”指东西多，眼睛没空看不过来，可见应为“暇”。
第二，注意形近字的辨析。
如“精神焕散”的“焕”和“涣”，两字很不容易辨析。
“焕”从火，表光明、明亮之义；“涣”从水，表散漫、消散之义。
如此可见“精神涣散”一定是“涣”，“焕”明显错了。
还有“风糜一时”的“糜”和“靡”，两字在成语的环境中很容易混淆。
“糜”从米，是粥之义；“靡”从非，是倒下之义，如“望风披靡”，可见应为“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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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语文历年真题分类精解(2003-2009)》：真题是GCT复习备考
的最好蓝本。
它将考试指南（大纲）中了解、理解、掌握等抽象的字眼变为具体的题目及考点。
GCT命题具有较强的继承性，历年真题具有重要的相互参考价值。
GCT高分的秘诀就是真题类型化方法。
《2010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语文历年真题分类精解(2003-2009)》把历届考题按题目的内
容、表现形式或解题方法进行分类，并做详细剖析说明。
最有效提高实战能力的办法就是真题精练。
所谓精练，就是反复做题，特别是反复研习历年真题，按照题目的类型进行解题套路的训练，全面把
握各类题型的命题规律，逐步形成题感，从而顺利赢得高分。
2010年5月将与考试大纲同步，第一时间隆重推出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备考教材
及配套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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