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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考名师全程视频授课，图像、声音、文字同步传输，享受身临其境的教学效果；

□ 权威专家在线答疑，提交到答疑板的问题在 24小时内即可得到满意答复；

□ 课件自报名之日起可反复观看不限时间、次数，直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一周关闭；

□ 付费学员赠送 1G超大容量电子信箱；及时、全面、权威的自考资讯全天 24小时滚动更新；

□ 一次性付费满 300元，即可享受九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500元或支付 80元会员费，可

成为银卡会员，购课享受八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1000 元或支付 200 元会员费，可成为金

卡会员，购课享受七折优惠（以上须在同一学员代码下）；

英语/高等数学预备班：英语从英文字母发音、国际音标、基本语法、常用词汇、阅读、写作等角度开展教学；数学针对有仅有高中入

学水平的数学基础的同学开设。通过知识点精讲、经典例题详解、在线模拟测验，有针对性而快速的提高考生数学水平。立即报名！

基础学习班：依据全新考试教材和大纲，由辅导老师对教材及考试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全面、系统讲解，使考生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

体系，准确把握考试的重点、难点、考点所在，为顺利通过考试做好知识上、技巧上的准备。立即报名！

冲刺串讲班：结合历年试题特点及命题趋势，规划考试重点内容，讲解答题思路，传授胜战技巧，为考生指出题眼，提供押题参考。配

合高质量全真模拟试题，让学员体验实战，准确地把握考试方向、将已掌握的应试知识融会贯通，并做到举一反三。立即报名！

真题测试班：通过真题的在线模拟测试，由自考 365 网校的专家名师指明未来考试中可能出现的“陷阱”、“雷区”、“误区”，帮助学员

减少答题失误，提高学员驾驭和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迅速提高应试技巧和强化所学知识，顺利通过考试！立即报名！

浙江省 2006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儿童文学名著导读试题

课程代码：00887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

无分。

1．瑞典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典型地传达了“奇异狂放”的艺术氛围，体

现了儿童文学的（      ）

A．成长母题 Ｂ．顽童母题

C．爱的母题 D．自然母题

2．儿童文学从成人文学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具有自身文体意识和审美形式的独立分支是在（      ）

A．17 世纪 Ｂ．18 世纪

C．19 世纪 D．20 世纪

3．下列选项中属于儿童知识散文的作品是（      ）

A．郭风《牵牛花》 B．望安《松竹梅》

C．吴然《滇池月色》 D．泰戈尔《金色花》

4．“在世间的万物都是朋友！”“大家相爱！愿世间开遍爱的花！”这两句话出自儿童歌舞剧

（      ）

http://www.zikao365.com/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http://www.zikao365.com/asp/register/regist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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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怜的秋香》 Ｂ．《两个孩子》

C．《马兰花》 D．《葡萄仙子》

5．永不长大的彼得·潘这一经典童话形象的创造者是英国戏剧家（      ）

A．卡洛尔 B．王尔德

C．巴里 D．达尔

6．创作《年夜》、《一颗蓝豌豆》、《小小的月牙》等“小拇指童话诗”的作者是（      ）

A．徐鲁 Ｂ．张秋生

C．邱易东 D．尹世霖

7．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小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郑文光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以下作品属于郑文光创作的

是（      ）

A．《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Ｂ．《月光岛》

C．《神翼》 D．《秘密时间之路》

8．17 世纪用诗体写作寓言的著名作家拉·封丹的国籍是（      ）

A．法国 B．英国

C．德国 D．俄罗斯

9．在中国，“童话”的产生以孙毓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为标志，时间是在（      ）

A．1895 年 Ｂ．1900 年

C．1909 年 D．1923 年

10．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创作了一部梦幻体形式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孩子的生存状态、人生意

识、深层心理。这部作品是（      ）

A．《一个孩子的梦》 B．《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C．《幻想家》 D．《鱼幻》

11．科学幻想小说起源于（      ）

A．苏联 Ｂ．德国

C．美国 D．英国

12．《班长下台》的作者是台湾女作家（      ）

A．林海音 Ｂ．潘人木

C．桂文亚 D．王淑芬

13．《爱的教育》是 19 世纪意大利的一部儿童小说杰作，作者是（      ）

A．科洛迪 B．罗大里

C．亚米契斯 D．帕拉维契尼

14．我国的热闹派童话在 80 年代呈现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象，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热闹派童话作家的是（      ）

A．郑渊洁 B．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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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彭懿 D．冰波

15．儿童小说《小红马》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的国籍是（      ）

A．英国 Ｂ．德国

C．法国 D．美国

16．下列选项中属于中国台湾儿童诗人的是（      ）

A．杜荣琛 Ｂ．田地

C．圣野 D．高洪波

17．“千条线，万条线，掉在河里看不见。”这首儿歌属于（      ）

A．数数歌 Ｂ．游戏歌

C．摇篮曲 D．谜语歌

18．《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孙幼军在 90 年代创作了系列童话作品（      ）

A．《四季的风》 B．《九重天》

C．《猪八戒新传》 D．《怪老头儿》

19．柯岩的《帽子的秘密》是一首（      ）

A．抒情诗 Ｂ．叙事诗

C．科学诗 D．讽喻诗

20．少年小说的主要接受对象的年龄段大致在（      ）

A．小学一年级至初高中阶段 Ｂ．小学三四年级至初高中阶段

C．小学五六年级至初高中阶段 D．小学五六年级至初中阶段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8 分)

21.爱的母题

22.马克·吐温（写出其国籍、儿童小说代表作两部）

23.狭义的儿童文学

24.《小王子》（写出作者及其国籍、文体）

25.法布尔（写出国籍、创作领域、代表作）

26.《中国少女》（写出文体、作者及其国籍）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4 分)

27.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8.“自我中心思维”在童话逻辑中主要表现为哪些形式？

29.简述刘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岁》中“我”的形象特征。

30.儿歌有哪些特点？

31.说出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作为全书各故事共同基础的“机器人三定律”。

32.简述儿童戏剧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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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33.试举作品例子论述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的联系和区别。

34.试论张天翼的童话代表作《大林和小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地位。

35.试论马尔夏克的童话诗《笨耗子的故事》的艺术特色。

五、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4 分）

36．试结合儿童散文的艺术特点，具体评析下面这篇儿童散文。（300 字左右）

珍珠泉

（中国）吴然

我们村子前面的小山包，远远看去，真像一个绿色的大绒团。山包上，树很密，草很深，花很多。一条石板铺

的小路，弯弯曲曲的，穿过小山包的密林。石板小路的尽头，有一眼泉水，叫“珍珠泉”。

这是一潭深绿的泉水。周围镶嵌着不大整齐的石头，石头上覆了一层黑里透绿的苔衣，你要是踩上去，准会滑

倒。那绿得没有一点儿杂色的蕨草，悄悄地开放着的花朵，给它编了个朴素的花环。蕨草宽大的叶片，有的能拂到

水面。花儿们却只是静静地投下自己的影子。水是那样绿，绿得像周围的绿树、绿草染的。水是那样深，又那样清，

清得能看见潭底的青褐色的石头，看得见沉积在潭底的沙粒和那已经发黑的树叶。啊，还有谁的一把小刀掉进了潭

里，那刀在潭底闪着亮晶晶的光。可惜没有鱼，是水太清太冰凉了吧？

最有趣的，当然是那些晶亮的、饱满的、一嘟噜一嘟噜从潭底冒出来的水泡儿了！开始，水泡们很小，摇晃着

越升越高，也越来越大，最后在水面绽开了，在一个“扑哧”的笑声里，消失了，溶在潭水里了！有时候，透过密

密的树叶，太阳筛下那一束束美丽的金光，一直照到水面上，照到潭底青褐色的石头上，照在正在升起的水泡上。

水面和潭底，闪着金色的光斑，银色的光斑；水泡闪亮闪亮的，射出红的光，黄的光，绿的光，紫的光……多像一

串一串的彩色珍珠啊，简直可以一颗颗捧在手上。

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不用说我是多么喜欢珍珠泉了。我很想知道，它哪来这么多冒不完的水泡？在小河干涸的时候，在村里的井水

干涸的时候，它还是那样不停地冒着水泡。难道是许多快乐的孩子，躲在什么地方吹泡泡玩儿吗？他们一定玩得很

高兴，一定把泡泡当珍珠了。每次，挑着阿爸特地给我做的小桶，来到珍珠泉边，我就这么想。

啊，挑着满满一挑水，走在林中的石板小路上，我泼洒了多少珍珠啊！——为去追一只小鸟，或者忙着扯路旁

的一朵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