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新疆职业大学现代文秘专业《现代汉语》期末试卷 B(有答案） 

一、填空题
 

1、一个音位中的不同的音可以称为这个音位的______，它包括______ 和______两种类型。 

2、轻声音节的音高通常受前一字调的影响，在阳平字后时，用五度标调符号表示为

______。 

3、从构词位置来看，“阿婆、阿姨”中的“阿”，“杯子、包子”中的“子”，“糊里

糊涂、傻里傻气”中的“里”都是______语素。 

4、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语中只用 uncle 这一个词来表示。

这说明词义是具有______的。 

5、汉语方言的差异性表现在语音、______、______等各个方面。其中______的差异最大。 

6、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 73%的方言是______。 

7、部件的拆分着眼于字形，而偏旁的拆分则是从______的角度出发。 

 

8、汉字历史悠久，历史上曾出现过甲骨文、______、篆书、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

等。 

9、代词与别的词类有所区别，不是根据______划分出来的。 

10、“你的手机呢”是一个______疑问句。 

二、判断题
 

11、词典一般只能收录词，不收大于词的单位。（   ） 

12、“大学”“船只”“地震”都是偏正型的复合词。（  ） 

13、大多数汉字是指事字。（   ） 

14、独体字是构成汉字的最小单位。（   ） 



15、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最早的麻醉药麻沸散的发明者华佗”的话，第一层关系是定中短

语。（  ） 

16、动词可以修饰名词。（   ） 

17、很多语言也有量词，但不一定像汉语一样有个体量词。（   ） 

18、语言规范化是为了消除语言使用中多种方言并存的混乱现象，更好地发挥语言文字的

交际功能（   ）。 

19、普通话极少有两个辅音相连的音节。（  ） 

20、“天”和“田”不同音，主要是音质不同。（  ） 

三、选择题
 

21、古汉语的上声全浊声母字在现代汉语里是（  ）。 

A．阴平和阳平 

B．上声 

C．去声 

D．四声的都有 

 

22、“双”字音的构成音素有（  ）。 

A．3 个 

B．4 个 

C．5 个 

D．6 个 

 

23、下列都带补语的一组是（  ）。 



A．住了一天、读了一本      B．踢了一脚、打了一下 

C．买了一斤、吃了一个   D．等了一个小时、用了一个小时 

2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德国队中场队员积极抢断，破坏了巴西队的一传到位率。 

B．科技界的同志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 

C．韩国《千年历史人物》称：“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

是当今世界超前的因特网。” 

D．这套网上航班查询系统和民航总局计算机订座系统相连，具有及时、准确、信息全

面等特点。 

 

25、下列各组汉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四种都有的一组是（  ）。 

A．又、及、取、行 B．犬、下、益、伐 

C．口、甘、莫、菽 D．目、耳、嵩、嶺 

26、“裹”的形旁和声旁的部位属于（  ）。 

A．上形下声 B．内形外声 C．下形上声 D．外形内声 

27、“住宿”和“下榻”的区别是（  ）。 

A．语义轻重不同           B．感情色彩不同 

C．语体色彩不同            D．范围大小不同 

28、“马上”的构词类型是（  ）。 

A．偏正式     B．主谓式   C．联合式   D．述补式 

29、福州话属于哪个方言区？（  ） 



A．闽南 

B．闽北 

C．闽东 

D．闽中 

30、“他的自尊像弹簧一样，谁碰一下，就蹦得很高”是什么修辞格？（  ） 

A．比拟     B．借代      C．借喻  D．比喻 

四、名词解释
 

31、音素: 

 

 

 

 

 

 

32、动态助词 

 

 

 

 

 

33、隶变 

 

 

 



 

 

34、语素组 

 

 

 

 

35、拈连 

 

 

 

 

 

五、简答题
 

36、ɡ、a、u三个音位各有哪些音位变体？举例说明它们出现的条件。 

 

 

 

 

37、指出下列复合式合成词的类型。 

痛快 造假 房间 革命 照明 人民 飞快 解剖 石林 开关 领袖 美好 雪白 工人 碰壁 戳穿司令 

丝毫 伟大 动静 无论 烧饼 粉饰 体验 衣服 联想 奶牛 牛奶 功用 用功 霜降 民主民生 立春 

大寒 

 

38、指出《不老歌》中三字短语的结构类和功能类。 



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 

 

 

 

 

六、分析题
 

39、“我都大学生了！”句法语义特点分析。 

 

 

 

 

40、简要分析下面两组结构相似的句子的意思是否相同。 

(1)我在北京住了三年。我在北京住了三年了。 

(2)我只跟他说过这个问题。我跟他只说过这个问题。 

 

 

 

 

 

41、有人把“桌子”“椅子”的“-子”“坐着看书”“吃过饭”的“-着”和“-过”都

称为“词尾”。根据所学语言学知识，试分析：“-子”“-着”“-过”与英语中的

“doɡs”（“狗”的复数形式）中的 s（复数标记）是否具有同一性？如何看待以上汉

语中的后附成分“-子”“-着”“-过” 

 

 

 

 



42、砍光了，砍坏了，砍疼了，砍快了，这几个短语有什么异同？  

 

 

 

 

 

七、论述题
 

43、普通话中表达疑问的手段有哪些？分别举例说明。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答案】音位变体；条件变体；自由变体 

【解析】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不同的音，这些音就称为这个音位的“音位变体”。音位

变体是指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不同的音。按照出现的情况不同，音位变体可分成条件

变体和自由变体。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音位变体就称为“条件变体”。没有环境限制，

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音位变体称为“自由变体”。 

 

2、【答案】[3] 

【解析】轻声在物理上表现为音长变短、音强变弱、音高受前一音节影响而不固定，轻声

本身没有固定的音高，它的调值取决于前一音节的声 

调，它只记一个高低度的调值。在四声调之后，轻声音节的音高分别为：[2]、[3]、[4]、

[1]。 

 

3、【答案】词缀 

【解析】词缀多是由词根因意义虚化演化而来的。词缀“阿”附加在指人的词根前面，往

往带有亲昵或喜爱的感情色彩；词缀“子”经常附加在词根的后面，是名词的标志，词

缀“里”是个不规则结构，通常用在“糊里糊涂、傻里傻气”这种结构中。 

 

4、【答案】民族性 

【解析】同类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用什么词、用几个词来表示可以不 

同，词义概括的对象范围也可以不同，它体现了词义的民族 



性。“uncle”与“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的不同表达就体现了词义这样的特

点。 

 

5、【答案】词汇；语法；语音 

【解析】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形式），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一

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方言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本身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具有语音

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满足本地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汉语方言

的差异性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语音差异最大，词汇次之，语法差

别比较小。 

 

6、【答案】北方方言 

【解析】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 

内部一致性较强，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73%。 

7、【答案】结构 

【解析】偏旁是从造字构形的角度定义的，习惯上有“左偏右旁”的说法，这是采用“两

分法”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得出的认识。由于汉字结构 

复杂，许多汉字并不是左右结构。所以，不再区分左右，一律称之为“偏旁”。 

8、【答案】金文 

【解析】汉字在历史上出现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五种正式字体以及草书、

行书等辅助字体。金文主要指通行于西周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主要特点是笔画丰满粗肥，

外形比甲骨文方正、匀称，异体字也较多。 

 

9、【答案】语法功能 



【解析】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三方面，

就汉语来说，语法功能是主要依据，形态和意义是参考的依据。代词能起代替和指示作

用。它跟所代替、所指示的语言单位的语法功能大致相当，就是说，所代替的词语能作

什么句法成分，代词就作什么成分。如果按句法功能划分，代词可以分为代名词、代谓

词、代数词、代副词。 

 

10、【答案】特指 

【解析】特指疑问句是用疑问代词（如“谁、什么、怎样”等）或由它组成的短语（如

“为什么、什么事、做什么”等）来表明疑问点，说话者希望对方就疑问点作出答复，

句子往往用升调。特指问常用语气词“呢、啊”，但是不能用“吗”。 

 

二、判断题
 

11、【答案】错误 

【解析】词典除了收录词，还收录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固定短语，例如，“破釜沉

舟”“耍花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等，这些固定短语是大于词的单位。 

 

12、【答案】错误 

【解析】“船只”是补充型的复合词，“地震”是主谓型的复合词。 

13、【答案】错误 

【解析】古代汉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主要的造字法，象形是用描绘事物的形

状来表示字义；指事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来表示字义；会意是用两

个或几个部件合成一个字，把这些部件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形声则是由表示字义类

属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件组成新字。现代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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