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北京体育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期末试卷A(有

答案） 

一、填空题
 

1、汉语里的声调的不同，主要是由______的不同变化决定的。语音的诸物理要素中，

______是区别意义最重要的要素，而这一要素又跟______、______和______这三个条件密

切相关。 

2、从汉字所记录的对象来看，汉字记录的语音单位是______。 

 

 

 

 

3、熟语有很多种类型，比如“倒打一耙”属于______，“瞎子点灯”属于______，“胸

有成竹”属于______。 

4、基本词汇的特点包括稳固性、能产性和______。 

5、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 73%的方言是______。 

6、“萧伯纳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读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教师逼迫他们背诵。

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这段话使用了______辞格；“旺才不老，三十出头，长得老面，

才让相貌跑到了年龄的前面，并且蹭出一大截儿去。”这段话使用了______辞格。 

 

 

 

 

7、汉字部件的组合方式主要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______三种 

8、大篆指春秋战国时代______国的文字，一般以籀文和______为典型代表。 



9、“说不清楚”中的补语成分属于______补语。 

10、代词与别的词类有所区别，不是根据______划分出来的。 

二、判断题
 

11、汉语一个语素一定与一个音节相对应。（  ） 

12、词典一般只能收录词，不收大于词的单位。（   ） 

13、“雨”和“瓜”都是象形字，“甘”和“明”是会意字。(   ) 

14、大多数汉字是指事字。（   ） 

15、“爷爷吩咐我每周回家一次”是主谓短语作宾语。（   ） 

16、“他盼望我们不断进步”不是双宾语句。（   ） 

17、“这种文章让人实在没有胃口再看下去”运用了比喻修辞格。(     ) 

18、粤语是我国境内一种独立的语言。（   ） 

19、zhi、chi、shi 等音节的韵母应归入开口呼。（   ） 

20、同一调类的声调其调值也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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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汉字音节中，主要元音是舌面、前、半高、不圆唇元音的是（  ）。 

A．月 

B．对 

C．论 

D．界 

 

23、“去了才知道”是（  ）。 

A．假设关系紧缩复句        B．条件关系紧缩复句 

C．并列关系紧缩复句       D．转折关系紧缩复句 

24、“在”在汉语普通话中有（  ）种词性。 

A．1        B．3      C．2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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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是（  ）。 

A．象形字  B．会意字  C．指事字  D．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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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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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安徽话属于（  ）。 

A．赣方言 

B．闽方言 

C．吴方言 

D．北方方言 

四、名词解释
 

31、语调: 

 

 

 

 

32、虚词 

 

 

 

 

33、错别字 

 

 

 

 



 

34、语义场 

 

 

 

 

 

35、拈连 

 

 

 

 

 

五、简答题
 

36、请对轻声的知识做全而简要的介绍 

 

 

 

 

37、完成下面义素分析的矩阵图。（有某义素的用“＋”标记，没有的用“－”） 

 



 

38、简要说明句群与复句、段落的区别。 

 

 

 

 

六、分析题 

39、举例说明兼类词和同音词的区别。 

 

 

 

 

 

40、“坐车到南京路。”和“到南京路坐车。”这两个句子的词语完全相同。指出二者意

义上的差异，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41、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结构。 

(1) 太阳从东方慢慢地升起来。(2)躺着写东西很难受。(3)一种新型炊具电磁炉的发明者李

万明 



 

 

42、有人说不学“现代汉语”，文章照样可以写通。这种说法对不对？学现代汉语有什么

用处？ 

 

 

 

 

 

七、论述题
 

43、新词产生的原因有哪些？新词主要的构词法又有哪些？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答案】音高；音色；发音体；发音方法；发音时共鸣器形状【解析】汉语里有几种

声调、几种语调的不同，主要是音高的不同变化决定的。在任何语言中，音色无疑都是用

来区别意义的最重要的要素。其他要素在不同语言中区别意义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造成不

同音色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发音体不同。第二，发音方法不同。第三，发音时

共鸣器形状不同。 

 

2、【答案】音节（或语素） 

【解析】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根据它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文字可以被分为几类：

①记录音素的音素文字，如英文；②记录音节的音节文字，如日文的假名；③记录语素

的语素文字，如汉字。由于汉字是既表音又表意的意音文字，而不是完全按照一字一个

音形的原则，区别于纯粹的表音文字，因此又被称为语素音节文字。 

3、【答案】惯用语；歇后语；成语 

【解析】熟语是人们常用的定型化了的固定短语，包括成语、歇后语和惯用语三种。其中，

惯用语是指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用的短语，大都是三字的动宾短语。“倒打一耙”虽由

四字组成，但其仍属于惯用语。歇后语是指由近似于谜面、谜底的两部分组成的带有隐

语性质的口头固定短语，两部分之间有间歇。“瞎子点灯”后半部分是“白费蜡”，属

于歇后语一类。成语是指一种相沿习用、含义丰富、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主要

来源于神话寓言、历史故事等，结构上具有稳定性，以“四字格”为主。“胸有成竹”

是成语，比喻在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 

 

4、【答案】全民常用性 



【解析】基本词汇里的词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日常都在使用的，它不易变化，比较稳固。这

些词大多自古就有，不是后来新造的。它们一般都由一个词根构成，这些词根成了词汇

中产生新词的基础，具有比较强的构词能力。所以，全民常用，稳固，有构词能力（能

产性）可以说是基本词汇的词的主要特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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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答案】借代；比拟 

【解析】借代就是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巧妙地形成一种语言上的艺术换名。这

主要是为了引起人们的联想，使表达富于变化，取得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

效果。此处是用“莎士比亚”代“莎士比亚的作品”。比拟包括拟人和拟物。拟人是把

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题干中第二个句子用到了拟人的修

辞方法。拟物是把人当作物来写，使人具有物的情态或动作。 

 

7、【答案】包围结构 

【解析】合体字的部件和部件的组合方式主要有三大类：①左右组合。左右结构和左中右

结构。②上下组合。上下结构和上中下结构。③包围组合。两面包围、三面包围、四面包

围。绝大多数汉字属于左右组合和上下组合，包围组合较少。 

 

8、【答案】秦；石鼓文 

【解析】大篆一般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文字，字形比金文整齐，笔画均匀，仍有少量

异体字。大篆一般以籀文和石鼓文为典型代表。 



 

9、【答案】可能 

【解析】补语成分从语义类别上有七小类，包括结果补语、趋向补语、情态补语、可能补

语、数量补语、时地补语、程度补语。“说不清楚”中的补语“不清楚”表示“说清楚”

这一结果不可能实现，属于可能补语。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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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断题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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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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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答案】错误 



【解析】象形是指用描绘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的造字法，用这种方法造的字称为象形字，

如“雨”“瓜”。会意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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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的造字法，用这种造字法造的字称为会意字，如“明”。而“甘”属于指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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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字法。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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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答案】错误 

【解析】此句是使令式兼语句，使令式兼语句是前一动词有使令意义，能引起一定的结果，

常见的动词有“请、使、叫、让、派、催、逼、求、托、命令、吩咐、动员、促使、发

动、组织、鼓励、号召”等。 

 

16、【答案】正确 

【解析】双宾语句的特点是，动词一般要有“取进”“给出”“询问”“称说”等意义，

例如“给、借、教、告诉、请教、问、叫、称”等，而“盼望”并没有此类含义。从层

次划分角度来看，“我们”和“不断进步”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主谓短语来作“盼望”

的宾语；而双宾语句中的两个宾语间结合并不紧密，分别是谓语动词的宾语，划分时属

于两层。因此，题目中的句子是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句子，而非双宾语句。 

 

17、【答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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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98125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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