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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 

《唐宋诗词专题》是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

文学专业（专升本）必考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者

掌握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应用能力设置

的一门专业课程。 

《唐宋诗词专题》有较强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是汉语

言文学专业（专升本）的主干课程，更是高等教育阶段有助

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课

程。研讨唐诗宋词，不仅是学习一门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

借此提高学习者的艺术素质、人文素质和文化素质，使之成

为一名合格的中华文明的学习者、研究者、传承者与弘扬者。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学习目标是： 

（1）熟悉唐宋诗人、词人的生平事迹，了解唐宋诗词

产生的时代背景； 

（2）掌握唐宋诗词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掌握唐宋著

名诗人、词人的理论主张、作品内容、作品特色、历史贡献； 

（3）理解唐宋诗词之美，具备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与

审美感受能力，能够简要分析名家名篇的艺术特色； 

（4）理解唐宋诗词的文化意蕴，提高人文素质，培养

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热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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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贞观诗坛 

一、课程内容 

（一）六朝余韵 

1.“宫体诗”基本概念 

2.隋朝初年的文风 

3.贞观诗坛宫廷诗人的诗歌创作 

（二）王绩：隐士的清歌 

1.王绩生平介绍 

2.王绩诗歌的主要内容 

3.王绩诗歌的艺术成就 

二、自学要求 

1.了解隋朝文风的过渡性地位。 

2.了解贞观诗坛宫廷诗人的诗歌主要特点。 

3.掌握“宫体诗”的基本概念。 

4.掌握王绩诗歌的主要内容与艺术成就。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 “宫体诗”概念。 

2.领会：王绩诗歌的主要内容与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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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潮乍起 

一、课程内容 

（一）初唐四杰 

1.“初唐四杰”的概念及其时代背景 

2.“初唐四杰”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二）刘希夷、张若虚：青春的歌唱 

1.刘希夷的诗歌创作 

2.《春江花月夜》的诗歌内容及其价值指向 

（三）陈子昂：风雅气象 

1.陈子昂的生平经历 

2.陈子昂诗歌内容及特色 

（四）宫廷文人与律诗体制的完成 

1.上官仪的诗歌创作 

2.“文章四友”的诗歌创作 

3.沈佺期、宋之问对诗歌发展所作贡献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初唐四杰”的时代背景。 

2.了解“文章四友”的诗歌创作。 

3.掌握“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诗歌特色及其意义。 

4.掌握《白头吟》《春江花月夜》的艺术价值。 

5.重点掌握上官仪的诗歌特色。 

6.重点掌握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定型中的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初唐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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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 “初唐四杰”的内涵。 

2.领会： “初唐四杰”的诗歌特色及其意义。 

（二）刘希夷、张若虚：青春的歌唱 

1.识记：刘希夷、张若虚的代表作品及著名评价。 

2.领会：《春江花月夜》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化意蕴。 

（三）陈子昂：风雅气象 

1.识记： “风骨”的内涵。 

2.领会： 陈子昂诗歌内容及其特色。 

3.综合运用：论述陈子昂的诗学主张及其价值。 

（四）宫廷文人与律诗体制的完成 

1.识记： “上官体”的内涵。 

2.领会：“沈宋”对律诗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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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孟浩然：干求、隐逸与山水田园的吟唱 

一、课程内容 

（一）在干求与隐逸间徘徊 

1. 孟浩然的生平及其所处的盛唐社会 

2. 孟浩然的代表性诗歌 

（二）在清幽与旷达的心境中吟唱山水田园 

1.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2.孟浩然对山水诗发展所作的贡献 

二、自学要求 

1.了解盛唐来临的历史条件。 

2.理解孟浩然徘徊于干求与隐逸间对其诗歌之影响。 

3.重点掌握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王维、孟浩然的字号、诗集名及其诗坛雅称。 

2.领会：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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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佛”王维 

一、课程内容 

（一）感时思报国的豪情壮志 

1. 王维生平 

2. 王维诗歌分期 

3. 王维诗境的变化 

（二）山水清音与田园牧歌 

1.王维的生活心态与创作态度 

2.“静”“闲”“淡”的诗歌表现 

3.疏狂、郁闷的变调 

（二）禅理与诗情的融通 

1.王维与禅佛的关系 

2.王维诗歌对禅理的表达 

二、自学要求 

1.了解王维生平及其与佛学之关系。 

2.理解王维的生活态度与创作心态。 

3.重点掌握王维诗歌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王维字号及“诗佛”称号；（2）“盛唐

气象”的内涵。  

2.领会：（1）王维诗歌的主要内容；（2）王维山水田

园诗的艺术特点。 

3.简单运用：鉴赏王维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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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边塞强音 

一、课程内容 

（一）高适：直抒胸臆与气骨爽朗 

1.高适生平 

2.高适诗歌的主要内容 

3.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 

（二）岑参：以瑰奇昂扬的笔触描绘异域风光 

1.岑参生平 

2.岑参诗歌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 

3.岑参边塞诗描写塞外奇异风光的时代意义 

（三）雄浑高亢的时代合唱 

1.王昌龄诗歌的内容分类及艺术特色 

2.李颀的诗歌创作 

3.王之涣的诗歌创作 

二、自学要求 

1.了解高适、岑参、李颀、王之涣的生平经历。 

2.理解边塞诗兴起的历史原因。 

3.重点掌握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4.掌握边塞诗的内涵及其主要艺术特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高适：直抒胸臆与气骨爽朗 

1.识记：高适字号。 

2.领会：高适边塞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二）岑参：以瑰奇昂扬的笔触描绘异域风光 



8 
 

1.识记：岑参字号及其诗集名称。 

2.领会：岑参边塞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三）雄浑高亢的时代合唱 

1.识记：（1）王昌龄的字号及诗坛雅号；（2）“旗亭

赌胜”的胜出者。 

2.领会：王昌龄绝句的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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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李白：以情感观照现实的“诗仙” 

一、课程内容 

（一）青春·酒·李白 

1.李白的生平 

2.李白的人物形象 

3.李白“青春”的主要表现 

（二）深情的浪漫与执著的理想 

1.李白的诗歌分期及其阶段特色 

2.李白诗歌的自我表现意识 

3.李白诗歌的怀古情结 

4.酒、仙、梦在李白诗歌中的表现及其意义 

（三）美在生命自然 

1.李白对“清真”自然之美的推崇 

2.李白的创作主张 

3.李白“清真”诗风的主要表现 

4.李白承上启下的文化、文学意义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李白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2.理解李白不同阶段的诗歌特色及其成因。 

3.掌握李白的创作主张。 

4.重点掌握李白“清真”诗风的主要表现。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李白字号；（2）李白的创作主张。 

2.领会：（1）李白诗歌的主要题材；（2）李白“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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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的主要表现。 

3.简单运用：鉴赏李白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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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杜甫：扎根于主流文化深处的“诗圣” 

一、课程内容 

（一）“文章憎命达” 

1.杜甫生平 

2.杜甫不同阶段的代表作 

（二）“诗圣”与“诗史” 

1.“诗圣”“诗史”称呼的历史演变及其定型 

2.“诗圣”的内涵 

3.“诗史”的主要表现及其代表性作品 

（三）“沉郁顿挫”之美 

1.“沉郁顿挫”的出处及其内涵 

2.“沉郁”的基本特征 

3.“沉郁顿挫”的语言表现 

4.善于以议论入诗 

5.杜甫诗歌的不同体裁及其地位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杜甫生平及其家世。 

2.理解“诗圣”“诗史”的内涵。 

3.重点掌握“沉郁顿挫”的内涵及其诗歌表现。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杜甫字号。 

2.领会：（1）“诗圣”“诗史”的内涵；（2）杜甫的

“沉郁顿挫”诗风。 

3.综合运用：（1）鉴赏杜甫诗歌；（2）比较李杜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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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刘长卿、韦应物：从“立象以尽意”到

“境生于象外” 

一、课程内容 

（一）刘长卿：在清气与工秀中营造淡远幽微的意境 

1.刘长卿的生平 

2.刘长卿“纯粹”诗境的表现及其产生背景 

3.刘长卿诗歌的主要内容 

4.刘长卿诗歌的主要特色 

（二）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1.韦应物的生平 

2.韦应物五言诗的突出特点 

3.韦应物在大历诗坛中的独特风格 

（三）“大历十才子”、李益 

1.“大历十才子”的具体人物 

2.“大历十才子”的诗歌特点 

3.李益的诗歌创作 

4.中唐前期诗坛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刘长卿、韦应物的生平及中唐前期的时代背景。 

2.了解“大历十才子”的诗歌特点。 

3.了解李益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的异同。 

4.掌握刘长卿诗歌的艺术特色。 

5.掌握韦应物五言诗的突出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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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长卿：在清气与工秀中营造淡远幽微的意境 

1.识记： 刘长卿字号及其代表作。 

2.领会：刘长卿诗歌的主要特色。 

（二）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1.识记：韦应物字号及其代表作。 

2.领会：韦应物的五言诗特点及其在大历诗坛中的独特

风格。 

（三）“大历十才子”、李益 

1.识记：“大历十才子”所涉人物。 

2.领会：“大历十才子”的诗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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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韩孟诗派 

一、课程内容 

（一）韩愈：宗李学杜，以文为诗 

1. 韩愈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2. 韩愈对李白、杜甫的推崇与学习 

3.“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 

4.“以文为诗”的主要体现 

5.后世对韩愈诗歌的评价 

（二）孟郊、贾岛：“不平之鸣”与苦吟 

1.孟郊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2.孟郊的诗歌风格及其主要内容 

3.贾岛生平及其诗歌内容、艺术特色 

4.孟郊、贾岛的诗歌异同 

二、自学要求 

1.了解韩愈、孟郊、贾岛的生平。 

2.理解韩愈的诗歌主张。 

3.重点掌握韩愈“以文为诗”的主要表现。 

4.重点掌握孟郊、贾岛诗歌的异同。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韩孟诗派”的内涵；（2）“郊寒岛瘦”

的内涵；（3）“以文为诗”的内涵。 

2.领会：（1）韩愈诗歌的艺术特点；（2）孟郊、贾岛

的诗歌异同；（3）韩孟诗派的主要风格特点。 

3.简单运用：鉴赏韩愈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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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一、课程内容 

（一）元结、顾况：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1.元结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主张 

2.元结的诗歌创作 

3.元结诗歌的主要贡献 

4.顾况诗歌的主要内容及形式特点 

（二）“一吟悲一事”：讽喻诗的主旨 

1.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分类 

2.“新乐府”的内涵及其特点 

3.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及新乐府运动 

4.白居易的讽喻诗的主要内容 

5.讽喻诗的突出特点 

（三）白居易的其他诗歌 

1.《长恨歌》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2.《琵琶行》的艺术特色 

3.闲适诗的创作 

（四）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1.元稹生平及其诗歌的主要内容 

2.张籍生平及其乐府诗的主要特点 

3.王建、李绅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二、自学要求 

1.了解白居易、元稹的字号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状况。 

2.重点掌握“新乐府运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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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掌握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 

4.重点掌握白居易讽喻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新乐府；（2）新乐府运动；（3）白居

易诗歌的分类。 

2.领会：（1）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2）白居易讽喻

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3.综合运用：论述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发生、发展

及其理论主张、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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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刘禹锡的怀古诗与柳宗元的山水诗 

一、课程内容 

（一）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自然与人事的比照中透显出浓

烈的悲剧意识 

1.刘禹锡生平及其代表作 

2.刘禹锡诗歌在中唐诗坛的特殊地位 

3.刘禹锡怀古诗的内容及风格 

（二）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意与自然的融合 

1.柳宗元生平及其思想 

2.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3.山水诗的发展与演变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刘禹锡、柳宗元生平及其思想。 

2.了解山水诗的发展演变历程。 

3.掌握刘禹锡诗歌在中唐诗坛的特殊地位。 

4.重点掌握刘禹锡怀古诗的内容及风格。 

5.掌握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自然与人事的比照中透显出浓

烈的悲剧意识 

1.识记：刘禹锡字号及雅称。 

2.领会：（1）刘禹锡诗歌在中唐诗坛的特殊地位；（2）

刘禹锡怀古诗的内容及风格。 

（二）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意与自然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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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柳宗元字号及“永贞革新”事件大略。 

2.领会：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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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李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吟唱 

一、课程内容 

（一）由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不永整合

而成的生命悲剧意识 

1.李贺生平 

2.李贺诗歌的主要内容 

3.悲剧意识 

（二）以通感的艺术手法创造瑰丽、冷艳、瘦硬、奇崛的

诗境 

1.前人对李贺诗歌艺术特点的评价 

2.李贺诗歌的主要艺术特点 

3.“长吉体”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李贺生平。 

2.理解李贺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3.重点掌握李贺诗歌的主要内容及主要艺术特点。 

4.重点掌握“长吉体”概念。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李贺字号；（2）“长吉体”概念。 

2.领会：（1）李贺诗歌的主要内容；（2）李贺诗歌的

主要艺术特点。 

3.简单运用：鉴赏李贺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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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杜牧与李商隐：唐诗绚丽的晚照 

一、课程内容 

（一）杜牧：在“雄姿英发”与“伤春”、“伤别”之间 

1.杜牧生平 

2.杜牧咏史诗的主要内容 

3.杜牧咏怀诗的文化意蕴 

4.杜牧写景抒怀、纪行咏物诗的主要内容及风格 

（二）李商隐：以心象熔铸物象 

1.李商隐生平 

2.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内容 

3.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风格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杜牧、李商隐生平及其所处时代。 

2.理解杜牧咏怀诗的文化意蕴。 

3.掌握杜牧咏史诗的主要内容。 

4.掌握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内容。 

5.重点掌握李商隐爱情诗的艺术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杜牧：在“雄姿英发”与“伤春”、“伤别”之间 

1.识记：杜牧字号及其诗集名称。 

2.领会：（1）杜牧咏史诗的主要内容；（2）杜牧写景

抒怀、纪行咏物诗的主要内容及风格。 

（二）李商隐：以心象熔铸物象 

1.识记：李商隐字号及其诗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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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1）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内容；（2）李商隐

爱情诗的艺术风格。 

3.简单运用：鉴赏李商隐部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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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许浑、郑谷：在悲愤沉郁中写照晚唐

的山水意绪 

一、课程内容 

1.许浑生平 

2.许浑诗歌的艺术特点 

3.郑谷生平 

4.郑谷诗歌的艺术特点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许浑、郑谷生平。 

2.了解许浑、郑谷诗歌的艺术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 许浑、郑谷字号及其相关诗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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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晚唐的现实主义诗歌 

一、课程内容 

（一）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1.皮日休生平及其诗歌成就 

2.陆龟蒙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3.罗隐生平及其诗歌特点 

（二）聂夷中、杜荀鹤 

1.聂夷中生平及其诗歌内容 

2.杜荀鹤生平及其诗歌特色 

二、自学要求 

1.了解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杜荀鹤的生平。 

2.了解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杜荀鹤的诗歌内

容及其主要特色。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皮日休文集名称；（2）陆龟蒙诗文集名

称；（3）罗隐文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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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晚唐五代词概说 

一、课程内容 

（一）词的兴起与敦煌曲子词 

1.“词”的概念 

2.“词牌”的概念 

3.曲子词的主要内容 

（二）中唐词人概说 

1.唐代较早词家及其创作 

2.白居易、刘禹锡的词作 

（三）温庭筠与花间词 

1.温庭筠生平及“温李”“温韦”称号 

2.温庭筠词的主要内容 

3.温庭筠词的风格特色 

4.《花间集》与花间派词人 

5.韦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四）南唐词概说 

1.冯延巳的诗歌创作 

2.李煜词的前后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3.李煜的词史贡献 

4.李璟《摊破浣溪沙》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曲子词的主要内容。 

2.了解温庭筠、韦庄、李煜生平。 

3.理解温庭筠词的主要内容及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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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词”“词牌”的概念。 

5.重点掌握《花间集》与花间派词人。 

6.重点掌握李煜词的前后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7.重点掌握李煜的词史贡献。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词”“词牌”的概念；（2）《花间集》

与花间派词人；（3）“温李”与“温韦”。 

2.领会：（1）温庭筠词的主要内容及风格特色；（2）

李煜词的前后分期及其主要内容；（3）李煜的词史贡献。 

3.简单运用：举例分析李煜词与此前词人之作的不同。 
  



26 
 

第十七章  柳永：以生命填词 

一、课程内容 

（一）执著“世俗”、否弃功名利禄的生命情调 

1.柳永生平 

2.柳永的人生选择 

（二）新的题材与新的情感 

1.描绘城市状况及生活情景 

2.表现爱情、艳情、歌姬生活及与歌姬之交往 

3.抒写男子的思念之情 

4.描绘歌姬情感世界，并寄予深切同情 

5.感慨生平、自叙身世 

6.否弃功名利禄、重视自身生命、以个体感性生活抵

抗与取代正统价值观念 

（三）柳永词的艺术成就 

1.大量创制新词调，大量改制，发展慢词 

2.善于铺叙，表现手法多样 

3.俗雅兼具，慢词与小令兼善，风格多样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柳永生平。 

2.理解柳永的人生选择，及对其填词之影响。 

3.重点掌握柳永词的新题材、新情感。 

4.重点掌握柳永词的艺术成就。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柳永字号；（2）《乐章集》；（3）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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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2.领会：（1）柳永词的新题材、新情感；（2）柳永词

的艺术成就。 

3.综合运用：结合教材内容，鉴赏、分析柳永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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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晏殊、晏几道：对生存的深情体味与

彩云易散的伤感 

一、课程内容 

（一）晏殊的词：对生存的深情体味 

1.晏殊生平 

2.晏殊词的主要内容 

3.晏殊词的文化意蕴 

4.晏殊词的艺术特点及其优劣 

（二）晏几道词：彩云易散的怀旧心态 

1.晏几道的生平 

2.晏几道词的主要内容 

3.晏几道词的艺术手法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晏殊、晏几道的生平。 

2.理解晏殊词的文化意蕴。 

3.重点掌握晏殊词的主要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4.重点掌握晏几道词的主要内容及其艺术手法。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二晏”；（2）《珠玉词》；（3）《小

山词》。 

2.领会：（1）晏殊词的主要内容；（2）晏殊词的艺术

特点；（3）晏几道词的主要内容；（4）晏几道词的艺术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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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等宋初其他词

人 

一、课程内容 

（一）范仲淹词：在边塞诗与豪放词之间 

1.范仲淹生平 

2.范仲淹改革词风的表现 

（二）欧阳修的词：由浮艳走向疏隽 

1.欧阳修生平 

2.欧阳修词的评价分歧 

3.欧阳修词的主要内容 

4.欧阳修词的艺术特点 

（三）张先词：写“心中人，眼中泪，意中人” 

1.张先生平 

2.“张三影”的命名 

3.张先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 

4.宋祁的词创作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的生平。 

2.掌握“张三影”的命名。 

3.掌握范仲淹、欧阳修、张先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张三影”；（2）范仲淹、欧阳修、张

先字号及其词集名。 

2.领会：范仲淹、欧阳修、张先词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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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苏轼：为词立法 

一、课程内容 

（一）苏轼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信” 

1.苏轼生平 

2.北宋前期词的发展演变 

3.苏轼词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 

（二）苏轼对词的雅化 

1.宋代的社会风尚 

2.宋词“主情” 

3.苏轼使词雅化的三种方式 

（三）时代之情的歌唱者 

1.关于苏词豪放与婉约的争论 

2.苏轼在词风上的贡献 

3.苏轼对词艺的贡献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苏轼生平。 

2.理解宋代的社会风尚及“主情”潮流。 

3.理解关于苏词豪放与婉约的争论。 

4.掌握苏轼词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 

5.重点掌握苏轼使词雅化的三种方式。 

6.重点掌握苏轼对词风、词艺的贡献。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苏轼字号及其词集名称；（2）豪放词。 

2.领会：（1）苏轼词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2）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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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词雅化的三种方式；（3）苏轼对词风、词艺的贡献。 

3.综合运用：结合苏轼使词雅化的三种方式，及其对词

风、词艺的贡献，鉴赏苏轼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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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秦观：在抒写“情”与“愁”中建

构婉约词风 

一、课程内容 

（一）“词心”中的“情”与“愁” 

1.秦观生平 

2.秦观词“情”“愁”的三个表现方面 

（二）“专主情致”、“能以韵胜”的婉约词风 

1.善于抒情，深沉雅致，情韵兼胜，自然流畅 

2.善于营造凄迷忧伤、沉郁苍凉意境，词境深远不尽 

3.少用典故，清丽自然，柔和妩媚且规范，情胜于辞 

二、自学要求 

1.了解秦观生平。 

2.理解秦观仕途蹭蹬对其词风之影响。 

3.重点掌握秦观词“情”“愁”的三个表现方面。 

4.重点掌握秦观“专主情致”、“能以韵胜”的婉约词

风。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秦观字号；（2）《淮海居士长短句》。 

2.领会：（1）秦观词主要内容；（2）秦观的婉约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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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贺铸：阳刚之壮美与阴柔之优美的

融合 

一、课程内容 

（一）述志怀古的题材与清旷雄健的诗风 

1.贺铸生平 

2.述志怀古题材的主要情感 

3.登临怀古之作的题材开拓 

（二）歌情咏物的题材与深情绵邈的词风 

1.贺铸歌情咏物词的主要内容 

2.贺铸词的艺术特征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贺铸生平。 

2.理解贺铸词的不同题材与不同风格。 

3.重点掌握贺铸词的主要内容。 

4.重点掌握贺铸词的艺术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贺铸字号；（2）贺铸词集名。 

2.领会：（1）贺铸词的主要内容；（2）贺铸词的艺术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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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周邦彦：集前人之长建立词的创作

程式 

一、课程内容 

（一）爱情、艳情与身世之感 

1.周邦彦生平 

2.周邦彦词的主要内容 

（二）以“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结北开南” 

1.化用前人诗词以表现更新、更丰富的情感 

2.章法结构严谨而又富于变化 

3.善于铺叙和勾勒 

4.情景交融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周邦彦生平。 

2.掌握周邦彦词的主要内容。 

3.重点掌握周邦彦词的艺术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周邦彦字号；（2）词集名。 

2.领会：（1）周邦彦词的主要内容；（2）周邦彦词的

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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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苏门六君子”与北宋后期的其他

词人 

一、课程内容 

（一）“苏门六君子”的词创作 

1.“苏门六君子” 

2.黄庭坚生平及其词作 

3.晁补之生平及其词作 

4.张耒生平及其词作 

5.陈师道、李廌的词作 

（二）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1.毛滂 

2.李之仪 

3.王诜、晁端礼、万俟咏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苏门六君子”的词创作。 

2.了解毛滂、李之仪等人的词作。 

3.掌握“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所指人物。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苏门四学士”；（2）“苏门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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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李清照：在“当行本色”中展现闺

情、爱情、别情和国破家亡之情 

一、课程内容 

（一）在抒写闺情、爱情中展现个性之美 

1.李清照生平 

2.李清照词的前后分期及主要特点 

3.李清照前期词的主要内容 

（二）国破家亡与女性的悲情 

1. 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国家的关切 

2. 国破家亡的沉痛 

3.求索精神与豪放风格 

（三）在婉约词风中展示清真自然的心灵 

1.李清照对词的认识及其理论主张 

2.李清照词在内容上的突破 

3.李清照词的艺术风貌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李清照生平。 

2.理解李清照生平对其词作内容及风格的影响。 

3.掌握李清照对词的认识及其理论主张。 

4.重点掌握李清照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风貌。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李清照字号及词集名；（3）词“别是一

家”。 

2.领会：（1）内容突破；（2）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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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单运用：论述李清照不同阶段的词作内容及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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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南宋前期的词人 

一、课程内容 

（一）叶梦得、朱敦儒、岳飞、“四名臣”等人的词 

1.叶梦得词的主要内容与主要风格 

2.朱敦儒词的主要内容及前后期特征 

3.岳飞《满江红》 

4.“四名臣”的概念及李光、李纲的词 

（二）张元幹、张孝祥、陆游等人的词 

1.张元幹词的爱国热情 

2.张孝祥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3.陆游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南宋前期词人的生平及所处环境。 

2.掌握岳飞《满江红》的内容。 

3.掌握陆游词的主要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岳飞、陆游字号；（2）《满江红》 

2.领会：陆游词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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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辛弃疾：以爱国热情铸就伟词 

一、课程内容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思想 

1.辛弃疾的生平 

2.辛弃疾的政治头脑与军事才能 

（二）“辛稼轩，词中之龙也” 

1.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投降派的憎恶 

2.借古人遭际抒写内心不平，表达有国难复的悲慨 

3.借古喻今，抒写豪情壮志 

4.勉励友人 

5.抒写闺情、农村生活 

（三）“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的豪放词风 

1.一扫词境尖新旧论，创造出雄奇廓大的意境 

2.奇伟壮观、特立不凡形象的塑造 

3.以吊古伤今、登高怀远、运用典故来营造廓大词境 

4.长于比兴寄托 

5.缠绵悱恻的情调 

（四）辛派词人 

1.陈亮词的题材与风格 

2.刘过生平与词作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辛弃疾生平及其军事政治才能。 

2.了解陈亮、刘过词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3.重点掌握辛弃疾词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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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掌握辛弃疾词的艺术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辛弃疾字号；（2）《稼轩长短句》。 

2.领会：（1）辛弃疾词的主要内容；（2）辛弃疾词的

艺术风格。 

3.简单运用：鉴赏辛弃疾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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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姜夔：以“清空”的词境建构词史

上的地位 

一、课程内容 

（一）国事之忧、身世之感、情思之困与物华之美 

1.姜夔生平 

2.姜夔词的主要内容 

（二）“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词境 

1.创造清丽幽深的意境，表现清雅之美 

2.运用比喻、联想，融通景物与心境，营造清空意境 

3.用字炼句十分讲究 

4.结构、音律的特色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姜夔生平。 

2.掌握姜夔词的主要内容。 

3.重点掌握姜夔词的艺术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姜夔字号；（2）《白石词》。 

2.领会：（1）姜夔词的主要内容；（2）姜夔词的艺术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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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一、课程内容 

（一）吴文英：在亦真亦幻中营造朦胧的词境 

1.吴文英生平 

2.吴文英词的主要内容 

3.吴文英词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 

（二）史达祖、刘克庄、戴复古等 

1.史达祖词的主要内容 

2.高观国词作 

3.刘克庄词的主要内容 

4.戴复古词的主要内容 

（三）周密、王沂孙、蒋捷等 

1.周密词的主要内容 

2.张炎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色 

3.王沂孙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风格 

4.刘辰翁词的主要内容 

5.蒋捷词的主要内容 

二、自学要求 

1.了解张炎、蒋捷等人生平及其词作主要内容。 

2.掌握吴文英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识记：（1）吴文英、张炎、蒋捷的字号及词集名；

（2）蒋捷《虞美人·听雨》 

2.领会：吴文英词的主要内容及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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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Ⅰ）、领会（Ⅱ）、

简单运用（Ⅲ）和综合运用（Ⅳ）四个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

能力层次要求，这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四个能力

层次的含义分别是： 

识记（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唐宋诗词的主要

知识点，如人物字号、作品名称、流派概念、流派特点、代

表性人物、重要理论主张等，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选择。 

领会（Ⅱ）：要求考生能够全面领悟和理解唐宋诗词相

关诗人、诗作、流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正确解释和

说明重要作家的作品内容、艺术风格、理论主张、文学史地

位等。 

简单运用（Ⅲ）：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的唐宋诗词

知识，分析鉴赏代表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得出正确的判断

或结论，并能运用学科术语加以表述。 

综合运用（Ⅳ）：要求考生能够综合运用唐宋诗词的知

识内容，分析和解决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所存在的一些比较

复杂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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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制定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及其作用 

《唐宋诗词专题》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汉语言文学

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课程的特点，进一步明确课

程内容、规定课程考试标准，并使考核要求具体化的文件，

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课程命题、以及编写教材和自学辅

导书的依据。 

二、自学要求 

（1）根据指定参考书，尽可能多地阅读唐宋诗词； 

（2）熟悉教材中出现的唐诗宋词，背诵重要篇目，并

能进行赏析； 

（3）掌握主要作家的生平、代表性篇目、诗词风格和

艺术特点； 

（4）掌握唐诗、宋词的重要流派，对各个流派产生的

社会背景，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较为熟悉； 

（5）深入了解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各民族

关系等历史背景，注意其与文学发展、文学特点之间的关系；； 

（6）深入理解唐诗宋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善于分析

其中的文化意蕴。 

三、自学方法指导 

（1）结合课程大纲，认真研读教材； 

（2）认真梳理唐宋诗词发展脉络，勾勒其发展框架； 

（3）全面整理考核要求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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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运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相关鉴赏书籍； 

（5）结合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以较为深入地

熟悉相关篇目的创作背景、篇章大意等。 

四、应考指导 

（1）紧密围绕课程大纲，尤其是考核要求，详细梳理

相关知识，认清唐诗宋词发展演变的脉络，具有“史”的意

识，在理解、领会的基础上识记、背诵相关知识点。 

（2）背诵知名作家、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便在

分析、鉴赏相关诗词时，能够结合相关理论知识，活学活用，

深入阐释与论述。 

（3）以点带面，分清主次，在重点研读李白、杜甫、

韩愈、白居易、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相关知识

的基础上，勾连其他人物及流派。 

五、助学建议 

（1）参考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唐宋文学部分，

以全面了解唐宋文学，从而认清唐宋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

的地位。 

（2）参考相关历史书籍、相关人物传记，以全面了解

唐宋诗词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分析、领会其艺术特色、文

化意蕴奠定基础。 

六、命题考试的规定 

（1）本课程命题考试的范围为本大纲各章所列考核知

识点规定的内容。命题应注意到试题的覆盖面，重点考察著

名作家、或其创作具有特殊意义的诗人词人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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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安排反映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在一份试卷

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约为：识记占 35%，领会

占 45%，简单运用或综合运用占 20%。 

（3）合理安排难度结构，做到难易适中。试题难易分

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

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5%，较易占 40%，较难占 25%，

难占 10%。 

（4）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诗歌鉴赏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