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概论智慧树知到课后章节答案 2023年下甘肃政法大学

甘肃政法大学

绪论单元测试

1. 与文学主要用（）方式表达不同，文学理论主要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方

式来研究。

A:理想

B:潜意识

C:理性

D:感性

答案:感性

第一章测试

1. 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最早研究文学的学科都叫 。

A:诗学（诗论）

B:文学学

C:文学理论

D:文艺学

答案:诗学（诗论）

2. 国内外文学理论界一般把文艺学区分为 。



A: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

B:文学理论、文学学、文学批评

C:文学理论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

D: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史、文学史

答案: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

3. 在中国古代提出“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是( 。

A:荀子

B:庄子

C:孟子

D:孔子

答案:孟子

4.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他认为，任何一

部文学作品都包含“四要素”:宇宙、（）、艺术家和观众。

A:语言

B:符号

C:作品

D:情感

答案:作品

5. 文学语言的（）造成了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性。

A:直观性

B:联想性

C:明确性

D:间接性



答案:间接性

6. 使文学呈现出有别于其他艺术的是（）。

A:文化

B:语言

C:文字

D:意识

答案:语言

7. 白居易《金针诗格》中说“说恨不得言恨”，表达了文学的什么性质？(

A:精神性

B:间接性

C:蕴藉性

D:超越性

答案:蕴藉性

8. 文学的精神性，是指文学具有通过语言符号传达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

的特征。

A:象征性

B:深刻性

C:精神性

D:间接性

答案:深刻性



9. 文学倾向性主要体现在（）方面。

A:学习

B:政治和思想

C:政治

D:思想

答案:政治和思想

第二章测试

1. 文学价值的最终实现是通过（）完成。

A:读者的阅读和二次创造

B: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C:读者的阅读和改造

D:读者的阅读和再创

答案: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2. 文学价值追求要体现哪三种精神价值？(

A:德、善、美

B:真、善、美

C:真、善、德

D:仁、义、礼

答案:真、善、美

3. 总体而言，一部文学经典作品一般具有价值上的( 。



A:客观性

B:稳定性

C:复杂性

D:差异性

答案:稳定性

4. 文学作品多样性价值中，文学的（）价值居于主导地位。

A:思想、伦理、观念

B:观念、伦理、认知

C:思想、伦理、认识

D:政治、观念、认知

答案:思想、伦理、认识

5. 什么是文学价值的善？（）

A:满足人的情感愉悦和生理快感

B:展现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C:反映对生命的尊重和幸福的向往

D: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

答案:反映对生命的尊重和幸福的向往

6. 以下选项不属于文学基本功能的是（）

A:判断功能

B:认识功能

C:教育功能

D:审美功能



答案:判断功能

7. 以下选项不属于文学基本功能的是（）。

A:判断功能

B:认识功能

C:教育功能

D:审美功能

答案:判断功能

8. 从根本意义上讲，（）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

A:娱乐 教育 审美

D:认识

答案:审美

9. 文学的娱乐功能最终应该指向（）。

A:财富

B:道德的熏陶

C:精神的陶冶

D:娱乐

答案:精神的陶冶



10. （）功能往往发挥更基本，更核心的作用，实际上是文学实现其他功能的

中介。

A:审美功能

B:教育功能

C:娱乐功能

D:认识功能

答案:审美功能

第三章测试

1. 文学创作必备的条件，除了作家与生活体验和思想道德修养以及文化艺术素

养，还有（）。

A:以读者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B: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C:以作品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D:以作者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答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 南宋诗人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

法。”这是说那些有大成就的诗人都有极为深刻的（）。

A:作家生活体验

B: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C:文化艺术素养

D:思想道德修养



答案:作家生活体验

3. 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

第一等真诗。”（）不高，也就难以创作出能打动人的好作品来。

A:读者爱好

B:生活体验

C:作家习惯

D:思想道德修养及人格修养

答案:思想道德修养及人格修养

4. 作家的独特素质有（）。

A:经常保持创作激情状态

B:其余选项都对 对语言有超常的敏感与驾驭能力

D:对生活中那些具有特征的、隐含重要意义的事物有敏锐观察力

答案:其余选项都对

5. 在文艺创作宗旨上，应该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艺

是（）的文艺。

A:作家

B:人民

C:读者

D:政治

答案:人民



6. 文学创作，是指作家从产生创作动机和（）到完成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的

过程。

A:创作目的

B:创作活动

C:创作冲动

D:创作灵感

答案:创作冲动

7. 创作动机的（）因素是指驱使作家创作的那些个人生活经历或心理体验需

求。

A:其他 个体与社会性

C:社会性

D:个体性

答案:个体性

8. （）是文学创作过程的核心环节。

A:艺术构思

B:创作动机

C:社会实践

D:灵感来源

答案:艺术构思

9. （）是创作过程的最后阶段。

A:语言呈现



B:设计文稿

C:艺术构思

D:发行出版

答案:语言呈现

10. 艺术构思的主要方式是（）。

A:艺术综合

B:艺术变形

C:艺术简化

D:艺术概括

答案:艺术概括

第四章测试

1. 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性质，以下说法有误的是( 。

A:意义生成方式不同

B:表达目的不同

C:真实性标准不同

D:艺术情感不同

答案:艺术情感不同

2. 文学语言的直接目的是( 。

A:间接作用于内在世界

B:直接反映现实世界

C:间接作用于外在世界



D:构筑虚拟的艺术世界

答案:构筑虚拟的艺术世界

3. （）提出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

A:闻一多

B:徐志摩

C:朱湘

D:鲁迅

答案:闻一多

4. 文学语言的特征不包括（）。

A:新异性

B:修辞性

C:生动性

D:自指性

答案:修辞性

5. “惟陈言之务去”是（）的主张。

A:贾岛

B:韩愈

C:杜甫

D:朱熹

答案:韩愈



6. 作家艺术地运用语言使之具有节奏美和声韵美，这指文学语言的（ ）特征。

A:韵律性

B:新异性

C:生动性

D:自指性

答案:韵律性

7. 文学语言在表意的同时又通过呈现语言自身的手法、结构和特征以引起读者

注意的特殊性质，这是指文学语言的（）特征。

A:自指性

B:新异性

C:生动性

D:韵律性

答案:自指性

8. 文学象征的特征不包括( 。

A:暗示性

B:虚构性

C:哲理性

D:多义性

答案:虚构性

9. 文学典型主要是指叙事作品中塑造的显出性格特征的富有魅力的（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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