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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GCT语言表达能力测试编写的复习用书。
本书的编写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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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考试指南》) ，二是近年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试卷。
　　《考试指南》中指出：&ldquo;语言表达能力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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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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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quo;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考查考生的语文基础水平。
语文的基础性集中体现在它的工具性上，既是表达的基础，又是一切学科的信息载体。
对任何人来说，夯实语文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更是如此。
二、考生应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
人文与社科领域固然需要语文能力，这是不言自明的，而自然科学领域对语文的要求，丝毫不亚于前
者。
因此，语文基础能力的考查必然要建立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之上；而对于段、篇的阅读理解，更应该文
理兼顾。
据我们了解，研究生撰写的论文，语言文字不过关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三、考查的形式是辨识、阅读和理解。
辨识题的难度相对较低，阅读和理解试题难度相对较高。
不管难易，如能加强训练，做好充分准备，自然&ldquo;难者亦易矣！
&rdquo;　　本书的编写特点是：一、全书分上、下篇。
上篇是语文，下篇是综合。
综合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和军事学11个门
类。
二、按照&ldquo;知-行-知&rdquo;的逻辑框架编写。
首先了解&ldquo;考什么&rdquo;，其次了解&ldquo;怎么考&rdquo;。
这两个环节属于&ldquo;知&rdquo;，目的是让练习有明确的目的性，避免盲目做题。
&ldquo;练一练&rdquo;则是&ldquo;行&rdquo;，是在&ldquo;知&rdquo;的指导下进行实实在在的练习。
最后的&ldquo;答案解说&rdquo;则是进行自我检验的依据，回到&ldquo;知&rdquo;上来。
综合部分的编写也是体现这样的意图。
三、语文复习内容以中等教育教科书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的相关内容并进行了适度拓展。
基础比较好的考生，复习起来会感觉比较轻松。
　　如何使用本书呢？
我们有以下建议：　　首先，必须懂得，本书是一本复习用书，是在考虑到考生原有知识和能力的基
础上并依据考试特点和要求编成的。
对那些原来基础就比较扎实的考生来说，本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它能够覆盖相当多的知识点，可以使你的复习更加系统化，省去你翻其他各种书的时间；比如
，它可以告诉你一些做题的技巧，使你能够提高做题的敏捷度；比如，它可能还有一点猜题的功能，
可以使你在试题内容、类型上来一个实战演习，以便从容应对升学考试。
鉴于此，考生在做书中习题的时候，应该认真对待每一道题，细心体会。
做对了，总结经验；做错了，找出教训。
把所有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对这类考生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把问题消灭在考试之前，这是应对考试的基本策略。
　　其次，必须懂得，本书又是有局限的，它不能&ldquo;打包票&rdquo;。
对那些原来基础知识欠缺很多的考生来说，对那些&ldquo;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rdquo;的考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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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本书固然能帮你有所提高，但你不能对它抱有过分天真的想法。
这类考生在使用本书时，要注意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分布，找准自己的薄弱环节，还要借助其他学习材
料扩大学习范围，重新夯实基础，强化复习力度。
本书的知识点和能力点与《考试指南》一一对应，每一个点就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你在哪一个
环节上断链了，通过复习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再次，&ldquo;复习&rdquo;往往需要重复。
使用本书要做到反复咀嚼，把相关内容烂熟于心。
那些偏重理解的习题，可能一遍两遍不能领悟透彻，必须细心揣摩，仔细玩味，从而找出规律。
很多考生有这样的体验，明明会做，可就是不能得满分。
还有一种情况，老师讲的时候完全明白，也能做对，可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正式考试的时候，面对着
以前做过的试题，仍然不能得满分。
这里面就有一个是否透彻的问题。
对大部分考生来说，真正一窍不通的试题毕竟很少，更多的属于似是而非，似懂非懂。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复思考、琢磨，透彻理解。
因此，本书应该是你的好朋友，与你朝夕相伴，形影不离。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积累部分鉴于内容引用、摘录、改编非常广泛，从各种综合辞书到专业词典
，从各科教材到各类习题集，掠美之处实无法一一列举，如有权责范越，敬请指出，当尽力纠正，特
此声明并致谢忱。
　　最后是祝愿和希望。
本书的编者都是在教学一线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师，我们祝愿广大考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祝愿每一
个考生心想事成！
希望考生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能够记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某种渠道反馈给编者，以便我们在
以后的修订工作中加强针对性，进一步提高本书的实用价值。
谢谢！
　　编 者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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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语文考前辅导教程》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考
前辅导教程的语文分册。
在总结历年教学实践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改版，突出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2012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语文考前辅导教程》分上、下篇。
上篇是语文，下篇是综合。
综合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和军事学11个门
类。
按照“知—行—知”的逻辑框架编写。
首先了解“考什么”，其次了解“怎么考”。
这两个环节属于“知”，目的是让练习有明确的目的性，避免盲目做题。
“练一练”则是“行”，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实实在在的练习。
最后的“答案解说”则是进行自我检验的依据，回到“知”上来。
综合部分的编写也是体现这样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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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写准字形 一、考什么 关于汉字字形的考查，自实行GCT考试（2003年）全
国联考以来，每年的GCT考试试卷中，均有此类知识的考查，从未间断，由此可见此考点之重要，估
计此考点会长期延续下去。
应试者在复习时应有所侧重。
 字形考查的命题特点是：命题者特别注重易错字、常用字的考查。
而易错字、常用字主要表现在形近字如“潦、瞭、嘹、缭”；同音词如“世故、事故”等。
此外，语言材料以常用成语和常用的合成词为主。
字形考查不仅有利于考试，也有利于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
 二、怎样考 历年来的GCT考试，字形考查都是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
它要求应试者能十分准确地辨别字形的对与错。
 现将2005—2011年GCT考试试卷中的相关试题简析如下。
 例1 下面各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2005年）： A．乐此不彼 密云不雨 墨守成规 循规蹈矩 B
．靡靡之音 诲人不倦 漫不经心 循循善诱 C．坚守自盗 杀鸡儆猴 出人头地 力挽狂澜 D．投机取巧 骇人
听闻 目不瑕接 龙潭虎穴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8项。
 A项：“乐此不彼”应为“乐此不疲”（“彼”“疲”为形近字） C项：“坚守自盗”应为“监守自
盗”（“坚”“监”为同音字） D项：“目不瑕接”应为“目不暇接”（“瑕”“暇”为形近字） 字
形考查与复习请注意三点：一是形近字的考查，如“瑕”与“暇”；二是同音字的考查，如“坚，’
与“监”，“彼”与“疲”；三是同音词的考查，如“攻势”与“工事”，“学历”与“学力”，“
考察”与“考查”等等。
 要使字形的复习与考查收效显著，最主要的一点是：先明词义，后记字形。
如“目不暇接”中只能是“暇”，从“日”，与“时间”有关，意即“无事的时候”、“空闲”，如
“无暇兼顾”，“自顾不暇”等等。
而“瑕”从“王”（玉），意即“玉上面的斑点”，通常用来比喻缺点。
如“瑕疵”，“白璧无瑕”，“纯洁无瑕”等等。
 理解了词义，即使不刻意去记字形，通常也不会认错，写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 GC>>

编辑推荐

《2012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语文考前辅导教程》历经数载精心打磨，可以说是准备工程
硕士的考生短时间内提高语文水平的理想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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