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剑桥A Level 9715 考试概述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CAIE），历史悠久，与国际文凭组织（IBO）

和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并称为国际三大权威课程和考试机

构，在大学预科阶段分别提供 A Level、IBDP和 AP课程及考试。

剑桥 A Level考试提供 55个科目供考生选择，考生需在其中选择 3-4

门作为申请大学的核心科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考生或在海外

的中国考生选择中文（科目代码：9715）作为其 3-4门核心科目之一，以

此成绩来准备大学申请。该科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

内地现有超过 300家学校开设剑桥 A Level课程。每年 11月参加 A Level

中文考试的学生人数超过 3000人，且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作为大学预备课程和考试，A Level中文旨在全面培养学生的阅读、

写作、文学分析和表达等能力，并期望通过三种不同的试卷设置来考核

上述能力。A Level中文考试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卷二“阅读和写作”

（Reading and Writing）、卷三“论述文”（Essay）、卷四“文学文本分析”

（Texts）。其中，卷二考试时间为 1 小时 45 分钟，分数占比 38% ；卷三

考试时间为 1 小时 30 分钟，分数占比 22% ；卷四考试时间为 2 小时 30

分钟，分数占比 40%。三份试卷分三天完成，且每两次考试之间有数日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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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阅读和写作”（Reading and Writing）

卷二部分考查考生的中文语言基础知识及阅读写作能力。本部分由两

篇总字数不超过 750字的短文及 5道题目组成。

考生在阅读短文一后完成第 1-3 题，阅读短文二后完成第 4-5 题。

第 1题考察同义词替换；第 2题考察根据提示词对句子进行同义改写；第

3题根据短文一回答问题；第 4题针对短文二出题，考察内容与第 3题一

致；第 5题根据引导题完成一篇与短文一、二主题相关的 200字小作文。

其中，第 3、4和 5题除了对内容进行评分之外，还会对语言进行评分。

另外，考生须注意，第 3、4题在作答时不能照搬原文。

根据评估原则，卷二采取积极、正向的评分方式。比如，答案出现错

误和遗漏不会倒扣分。再比如，在答案内容清晰明确的前提下，除非题目

专门考查或特别要求，否则尽管拼写、标点和语法上出现部分错误，也不

会扣分。

●  卷三：“论述文”（Essay）

卷三部分考查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表达

能力。本部分每年会给出 5个主题，考生选择其中一个主题完成一篇 250-

400字的论述文，总分 40分，其中 24分为语言质量分，16分为内容分。

考生在作答时一定要紧扣题目、观点明确、逻辑清晰、举例详实、论

证充分。本书提供有本部分的例文及思维导图供广大考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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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四：“文学文本分析”（Texts）

卷四部分对考生的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鉴赏能力进行考查，分为

第一部分（Section 1）文学作品选段考题和第二部分（Section 2）文学作

品考题。考生须从 6道文学题中选择 3道，完成每篇 600-800字的文学分

析文章，每篇文章分数均为 25分，其中 Section 1 和 Section 2必须各选一

题，第 3题则由考生在两部分中自选。

需要注意的是，本部分考试允许考生携带未经标注的文学文本进入考

场。本书提供本部分的详细答题指引、范例、点评及思维导图，考生可参

考学习，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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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2小时 30 分钟

总分：25×️3=75 分

分数占比：40%

	 艾青《艾青诗选》	 	

	 高行健《绝对信号》	 Section1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2020

	

	 张抗抗《残忍》	 	 	

	 韩少功《归去来》	 Section2	

	 鲁迅《故乡》	

	

	 艾青《艾青诗选》	

	 夏衍《上海屋檐下》	 Section1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2021	 文学作品

	 张抗抗《残忍》	

	 韩少功《归去来》	 Section2	

	 萧红《手》	

	 艾青《艾青诗选》	

	 夏衍《上海屋檐下》	 Section1	

	 张爱玲《留情》《封锁》	 	
2022

	

	 张抗抗《残忍》	 	

	 沈从文《边城》	 Section2	

	 萧红《手》	

卷四：

文学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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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1小时 45 分钟

总分：70 分

分数占比：38%

	 	 	 	 	 	 	 	 	 1	. 同义词替换

	 	 	 	 短文一	 	 2. 句子同义改写

题型	 	 	 	 	 	 	 3.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短文二

	 	 4.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5.	200 字小作文

考试时间：1小时 30 分钟

总分：40 分
	 	 语言质量：24 分

	 	 	 	 	 	 	 	 内容：16 分

分数占比：22%

	 代沟

	 健康

	 	 	 	 2020	 教育

	 科技创新

	 自然与文化保护

	 日常生活方式

	 饮食

主题	 	 2021	 就业与失业

	 社会与经济发展

	 环境

	 年轻人

	 媒体

	 	 	 	 2022	 	 机会均等

	 休闲活动

	 科学与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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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卷三备考指导

03　话题分析

（1）代沟

积极沟通

深入交流

彼此理解

亲子活动

换位思考

代沟

	 父母：保守、务实	
思想

	 子女：自由、爱幻想	

	 父母：朴素、保守	
衣着

	 子女：个性、时尚	

	 父母：谨慎、冷静、讲原则	
行为

	 子女：冒险、勇敢、易变化	

敏感而执拗

强烈而脆弱

易冲动、易变化

差异比较

解决方法

青春期子女情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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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成长时代差异

思想价值差异

生活态度差异

兴趣爱好差异

行为方式差异

青春期子女身心变化

家长不理解

缺乏有效沟通

父母翻看子女物品，干涉子女交友
	 	 父母：保护、关心子女

	 	 	 	 	 	 	 	 	 	 	 	 	 	 	 	 	 子女：不被尊重，侵犯隐私

父母包办子女事务
	 	 父母：孩子小，需要照顾

	 	 	 	 	 	 	 	 	 	 子女：抱怨，无可奈何

学习问题
	 	 父母：孩子贪玩，不专心学习

	 	 	 	 	 	 子女：已尽力，受管束，无自由

形成原因

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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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卷三范例及点评

01　话题一：代沟

●

亮点俗语：“三

岁一代沟”。

●

提出论点：产

生代沟的原因

并非年龄的差

距，而在于思

维 角 度 的 不

同。

●

亮点语句：“一

来一往，便有

了争执，便有

了代沟。”

（1）“代沟的问题，不是年龄的差距，而是思维的角度。”请

讨论。

人们常说：“三岁一代沟。”《代沟现象的社会性研究》调查了

345位 16-80岁的人士。数据表示，在 16-35岁的人之间，认为自

己与自己的长辈思想非常一致的为零，而认为存在较大差别的人超

过了 98% ；而在 35-50岁及 50岁以上的人，认为自己与年轻一代

有差异的人是远远少于年轻人的。调查结果发现，年轻人普遍不爱

与中老年人交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与中老年人之间存在着代沟。

但事实上，产生代沟的原因并非年龄的差距，而在于思维角度

的不同。

中年人的思维角度往往与青少年不同。比如，当薯片价格下

降时，青少年只会想着以后可以买到更便宜的零食了，但中年人则

会思考这一行业的需求与供给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动会导致多少人失

业。当他们同时探讨这一问题时，各自思维角度的不同会导致双方

无法沟通，也就有了所谓的代沟。

除此之外，比起青少年，中年人要背负和承受更多的责任与压

力。青少年只需考虑成绩的好坏，但中年人却要关心柴米油盐；青

少年更注重的是快乐和喜好，中年人最注重的则是价值与利益。因

此，有时当青少年向成年人展示自己的喜好时，大部分中年人只会

觉得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值得孩子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

若双方都不解释自己思考内容和关心事物的不同，只觉得对方的行

为与自己有明显差异。一来一往，便有了争执，便有了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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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少年受家庭、知识摄取量、青春期等影响，他们的

思想价值观与成年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当他们成年后，基础知

识接收完毕，世界观已然定型。所以在和其他人交谈时即使相差了

四五岁，思想的维度依然不会有很大区别，也几乎不会有代沟。年

纪越大，这一点越明显。很多在同一生活水平的五十岁和六十岁的

老人，他们思维方式类似，也很少会有代沟。

总而言之，代沟无关年龄，更多的在于思维角度的不同。

●

本 段 句 式 丰

富，分析鞭辟

入里，环环相

扣推导出代沟

成因。

●

结尾点题，首

尾呼应。

点 评

文章开头引用社会调查报告，说明在青少年群体中代沟问题普遍存

在，并提出论点：产生代沟的原因并非年龄的差距，而在于思维角

度的不同。接着，考生举例论证，从思维差异、生活观点不同等方

面逐一论证论点。在文中，考生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佐证，成年

人之间由于世界观已成型，思想维度相近，即使年龄差距较大也不

会产生代沟。

语言方面，考生不仅能熟练运用各种俗语与成语，还能使用“需求

与供给变化”“知识摄取量”等专业词汇。同时，本文句式丰富多

变，用词准确、清晰，显示出考生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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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行健：《绝对信号》

高行健



85

Chapter　3

高行健，法籍华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吸收西方现代派艺术

手法，突破传统话剧结构，对中国当代戏剧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

黑子：内心矛盾的、涉世未深的待业青年。为生活困境所迫，差点走上

犯罪道路，在关键时刻猛然醒悟，与车匪搏斗并受伤。

蜜蜂姑娘：单纯、善良，与黑子相爱，为黑子的“堕落”而悲伤，试图

挽救黑子。

小号：见习车长，黑子与蜜蜂的同学，追求自由的生活。

老车长：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目光敏锐，关爱青年。

车匪：狡猾、凶狠。

《绝对信号》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年轻人对

人生的不同态度与追求，以及青年待业这一社会问题，使剧本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某个春天的夜晚，待业青年黑子被车匪威逼利诱，准备抢劫货物。在货

车的守车上他遇见了老同学见习车长小号与深爱的蜜蜂姑娘，这让他陷

入慌乱与犹豫之中。后来，在老车长的启发与爱人的劝说下，他幡然悔

悟与车匪展开搏斗，用行动挽救了自己。

表现手法：象征手法的运用。

语言特色：作者在生活化的对白之中加入了大量充满哲理与诗意的抒情

独白。

形式创新：打破时空壁垒，作者巧妙运用想象、回忆等手法，将现实时

空与人物的心理时空相互交叠，以人物内心的冲突与交锋推动剧情发展；

小剧场演出形式，打破了演员与观众间的第四堵墙，使舞台演出与剧场

观摩融为一体。

 

绝
对
信
号

作
者

人
物

环
境

情
节

艺
术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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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从问题 (a)或问题 (b)中任选其一，加以回答。

a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选段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

那从林间出现的，

赶着马车的，

你中国的农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哪儿去呢？

(i)诗人在本诗中刻画了几类人物形象？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ii)试分析这首诗的语言特点。

或者

b 　请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例，分析艾青笔下的“土地”

意象。

例 文 回 应 问 题 b

艾青是中国新诗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的一位集大成者，他的

诗既不同于当时部分现实的、战斗的诗人们“幼稚的叫喊”，也不同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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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派诗人疏离现实生活的“艺术至上”风格。他的诗是时代精神、民族传

统与个人生命的高度结合，而这一艺术成就的达成，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

艾青的诗歌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深厚的“土地”，他的心始终和中国

大众结合在一起。

在我看来，艾青笔下的“土地”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传统的爱国主义

情感，对祖国，对大地母亲真挚的爱；其二是对像土地一样坚韧与顽强的

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注。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是在表达爱国情怀的同时，融入诗人对中

国土地上劳苦大众的深情。1937年 12月，日本倾略者的铁蹄正肆虐在古

老的中华大地上，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武汉的一间寒冷的破屋里，

艾青以他饱含悲愤的笔写下了这一不朽的名篇。诗人在开篇便营造了一种

凄苦寒冷的景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紧

接着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写那北方的寒风像老妇“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

行人的衣襟。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读

到此处，令人后颈顿生寒意，仿佛听到了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古老哀伤的叹

息。诗人借着对天气的描绘，暗示了时代的背景，渲染了悲苦的氛围。随

后，诗人的笔触从华北雪原上“戴着皮帽，冒着大雪”“赶着马车的农夫”

写到江南“破烂的乌篷船里”“蓬发垢面的少妇”，以及失去了家园的“蜷

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的“年老的母亲”。诗人痛苦地凝视着这片被苦

难笼罩的土地。“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

臂。”诗人在此以拟人的手法，塑造出雕塑般巨大而鲜明的土地形象。“中

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

雪夜一样广阔而漫长呀！”这是艾青替当时苦难的中国，替中国大地上苦

难的人民发出的控诉与呐喊。

综上，与中国大地合而为一的劳苦大众的命运始终是艾青所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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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只有与他多灾多难的土地产生血肉关联，才可能产生真正震撼人

心的艺术力量。艾青笔下的“土地”意象正是诗人个体生命与民族苦难相

撞击、相渗透后所奏出的深沉和弦。

点 评

本文结构清晰，行文流畅，对“土地”意象的理解准确到位，一是

对祖国的爱，二是对劳动人民的情。本文语言也颇有可观之处，如

“读到此处，令人后颈顿生寒意，仿佛听到了从大地深处传来的古

老哀伤的叹息”，以及“艾青笔下的‘土地’意象正是诗人个体生

命与民族苦难相撞击、相渗透后所奏出的深沉和弦”等。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直长久而又执着地关切土地与农民命运的

诗人，大概要数艾青了。诗人艾青自称为“农民的后裔”“旷野的

儿子”，“土地”系列诗篇是艾青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纲中

除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之外，还有《北方》《手推车》《我爱

这土地》《冬天的池沼》《乞丐》等作品，都与“土地”密切相关。

大家在分析艾青“土地”系列诗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这

些作品虽然写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风格也不尽相同，但都根植

于民族的土壤，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大地及农民大众无比真挚的爱。

第二，这些作品具体而真切地描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凋

敝衰败的场景，以及旧中国农民贫困与痛苦的生活，寄寓了诗人深

切的同情与想要改变现实的强烈企盼。第三，艾青不仅擅长于用油

画般的笔墨渲染出旧中国凋敝的苦难场景，还能以速写、素描的笔

法，准确捕捉具体的生活场面与鲜明的人物形象。把握住了这些

“共性”，再分析具体篇目的“个性”，就方便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