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三峡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期末试卷 B(有答案） 

一、填空题
 

1、会发翘舌音但发不好平舌音的人建议他们发音时把舌尖对准 

______，反之，会发平舌音但发不好翘舌音的人建议他们把舌尖对准______。 

2、汉语普通话中能作韵头的元音是______；能作韵尾的元音是 

______。 

3、在双音节词中，从构词方式上来看，合成词占绝对优势。合成词的构词方式主要有三

种：______、______和______。 

4、“明天”“明儿”词义接近，主要区别在于词的______；“成功”“得逞”词义接近，

主要区别在于词的______。 

5、语言演变的特点是______和______ 

6、古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是______文，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是______文。 

7、“六书”之中真正的造字方法是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假借、转注都不是造字的

方法，而是______。 

8、部件的拆分着眼于字形，而偏旁的拆分则是从______的角度出发。 

 

9、从句子特性看，“老张让我去见局长”是______句，“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是______句。 

10、句子从语气上可以分为疑问、陈述、感叹和______共四种。 

二、判断题
 

11、“大学”“船只”“地震”都是偏正型的复合词。（  ） 

12、汉语一个语素一定与一个音节相对应。（  ） 

13、《说文解字》最早采用部首给汉字归部，将汉字归为 214部。（   ） 

14、“雨”和“瓜”都是象形字，“甘”和“明”是会意字。(   ) 



15、“全家人都希望她出国留学”是兼语句。（   ） 

16、“浪费了一个上午”和“忙了一个上午”都是动补短语。（   ） 

17、“写这种稿子用不了多少心血，只是蚊子多，用了不少身血”运用了借代修辞格。

(    ) 

18、粤语是我国境内一种独立的语言。（   ） 

19、元音、辅音、声调都是音质音位（   ） 

20、普通话极少有两个辅音相连的音节。（  ） 

三、选择题
 

21、“面包”读为[miam51pau55]，是语音的（  ）。 

A．同化 

B．异化 

C．弱化 

D．脱落 

 

22、“动用”两字的韵母依次属于（  ）。 

A．开口呼、齐齿呼 

B．开口呼、撮口呼 

C．合口呼、撮口呼 

D．合口呼、齐齿呼 

 

23、“兴奋得语无伦次”中补语的语义类型是（  ）。 



A．结果补语 B．情态补语 C．程度补语 D．可能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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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是（  ）。 

A．象形字   B．会意字  C．指事字  D．形声字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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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尴”是一个（  ）。 

A．语素        B．词         C．音节            D．短语 

28、普通话中“笔尖儿”有（  ）。 

A．三个音节三个语素     B．三个音节两个语素 

C．两个音节三个语素     D．两个音节两个语素 

29、安徽话属于（  ）。 

A．赣方言 



B．闽方言 

C．吴方言 

D．北方方言 

30、“这地真肥啊，插根筷子都能长苗”运用的修辞格是（  ）。 

A．夸张      B．比喻    C．借代     D．拟人 

四、名词解释
 

31、入派四声: 

 

 

 

 

 

32、复句 

 

 

 

 

 

33、汉字标准化 

 

 

 

 



 

34、短语 

 

 

 

 

 

35、顶真 

 

 

 

 

五、简答题
 

36、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有哪些作用？ 

 

 

 

 

 

37、试述词汇在语言中的地位。 

 

 

 

 



38、举例说明括号与点号连用时的用法。 

 

 

 

 

六、分析题
 

39、请分析下列多重复句。例：我想喊他等等我，ǁ（转折）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

（并列）不叫他，ǁ（假设）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 

（1） 小松收入微薄，而且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但是为人慷慨大方，经常帮助

比他更困难的朋友。 

（2） 有些人由于不懂逻辑，因此对别人不合逻辑的言论，不但不能觉察它的荒

谬，反而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40、分析“他在家”“他在家看书”“他在看书”中“在”的联系和区别。 

 

 

 

 

 

41、请采用一定的方法区别“刚刚”与“刚才”的词类。 

 

 

 

 

42、“我都大学生了！”句法语义特点分析。 



 

 

 

 

七、论述题
 

43、词语的锤炼包括意义的锤炼和声音的锤炼，汉族人怎样充分利用汉语的音系特征使词

语的使用具有音乐美感的？请举例说明。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答案】上齿背；硬腭前部 

【解析】平舌音是指由舌尖抵住上齿背阻碍气流而形成的音，如普通话中的声母 z、c、s；

翘舌音是指由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前部阻碍气流而形成的音，如普通话中的声母 zh、ch、

sh。关于声母和的发音辨析，不会发 zh、ch、sh的人，还要找出两套声母发音的差别

来注意练习：发舌尖后音时，舌尖要翘起来，对准（抵住或接近）硬腭前部；而发舌尖

前音 z、c、s时，舌尖不翘，对准（抵住或接近）上齿背。 

 

2、【答案】i、u、ü；i、u 

【解析】汉语普通话中，能作韵头的元音只有 i、u、ü；能作韵尾的元音只限于 i、u两个。 

 

3、【答案】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 

【解析】合成词有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三种构词方式：复合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

同的词根结合在一起构成。重叠式由相同的词根语素重叠构成。附加式由词根和词缀构

成，又称派生词。 

 

4、【答案】语体色彩；感情色彩 

【解析】色彩义是附着在词的理性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包括感情色彩、

语体色彩和形象色彩。有些词表明说话人对有关事物的赞许、褒扬或厌恶、贬斥的感情，

这就是词义中的褒义色彩或贬义色彩。“成功”是褒义词，“得逞”是贬义词。两者的

主要是感情色彩不同。而更多的词既没有褒义色彩，也没有贬义色彩，是中性词。语体

色彩，又称文体色彩，有些词语由于经常用在某种语体中，便带上了该语体所特有的色



彩，例如，书面语色彩和口语色彩。“明天”具有书面语色彩，“明儿”具有口语色彩。

两者主要是语体色彩不同。 

 

5、【答案】渐变性；不平衡性 

【解析】语言演变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使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既能随时满足社会发展和交

际创新等要求，又能维持稳固的基础，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6、【答案】文言；白话 

【解析】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后来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滞后于

口语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口语，这种逐渐脱离了口语的书面语，通常称为文言或文言文。

到了唐宋时代，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产生了。到了 20世纪，特别是五四运

动以后，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兴起的“白话文运动”

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为白话文最后在书面上取代文言文创造了条件。 

 

7、【答案】用字法 

【解析】象形和指事属于“独体造字法”，即用线条或图画勾勒出物体的形态特征；会意

和形声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包括形旁和声旁两部分，会意则是由两个或多个独体

字共同表意。上述四者都是从无到有，产生了新字，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字”。而

假借和转注都是“本无其字”，借已有的音义或字来表示新的事物，没有产生新的字，

属于“用字”。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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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答案】兼语；连谓 

【解析】兼语句是由兼语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有使令式、爱恨式、选定式和

“有”字式。“老张让我去见局长”就属于使令式兼语句，前一动词有使令意义，能引

起一定的结果。连谓句是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属于连谓句，前后谓词表示先后发生的动作。 

 

10、【答案】祈使 

【解析】句子从语气上划分的类称为句类，可以分为疑问、陈述、感叹和祈使四种。祈使

句是要求对方做或不要做某事的句子，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命令、禁止，一类是请

求、劝阻。这两类句子都用降语调，表示命令、禁止的祈使句一般带有强制性，口气强

硬、坚决。表示请求、劝阻的祈使句也用降语调，但往往比较平缓。 

 

二、判断题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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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答案】错误【解析】语素是最小的有音又有义的语言单位。现代汉语的语素绝大部

分是单音节的，例如，“天、地”等；也有两个音节的，如“蝴蝶、马虎”等；还有三个

或三个以上音节的，如“巧克力、奥林匹克、布尔什维克”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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