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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摇 考核内容和复习要点

期末复习、考试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应当全面、系统地梳理、完善和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使自己所学的

知识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复习的时间毕竟有限,为提高复习的效率,也
应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在重要的问题上多下功夫。 同时,课
程内容本身也确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把握。

下面就以教材的章节为序,分别对各章的重要问题加以提示。

引摇 摇 言

一、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形成

二、现代汉语的特点

三、语言三要素及其关系

第一章摇 语摇 音

一、语音的定义及性质

二、音节及元音和辅音的定义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和用途

四、国际音标的定义和特点

五、普通话声母的分类及辅音的发音方法

六、普通话韵母的分类及其发音状况

七、声调的性质和作用

八、调值与调类

九、汉语音节的构成

十、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

十一、音节的拼读和拼写

十二、变调的定义及普通话中常见的变调现象

第二章摇 文摇 字

一、文字的性质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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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的特点

三、汉字字体的演变

四、汉字的造字法

五、笔画的性质、类别及其组合关系

六、汉字笔顺的安排原则

七、汉字部件的分析方法

八、独体字和合体字的定义

九、部件、偏旁、部首三者的联系和区别

十、现代汉字的结构模式

第三章摇 语摇 汇

一、语汇的定义及现代汉语语汇的特点

二、语素的定义及语素的确定

三、语素的分类

四、词的定义及词的确定

五、词的构造方式

六、词的构成形式演变的主要原因

七、基本词的定义和特点

八、一般词的定义、特点及其同基本词的联系

九、一般词的主要种类

十、成语的定义和特点

十一、成语的主要来源

十二、惯用语的特点

十三、歇后语的定义

十四、谚语的定义

十五、缩略语的定义及其构成方式

第四章摇 语摇 义

一、词义的性质

二、词义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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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义变化的类型

四、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

五、同义词的定义及其类型

六、同义词的辨析

七、反义词的定义及其构成条件

八、反义词的类型

九、歧义的定义及歧义现象产生的根源

十、歧义的类型及消除歧义的方法

第五章摇 语摇 法

一、现代汉语词类系统

二、各类实词的语法特点和用法

三、各类虚词的语法特点和用法

四、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五、短语的结构类别(短语的构造及分类)
六、短语的功能类别

七、短语的分析

八、宾语的功能分类

九、补语的意义类别

十、定语和状语的区分

十一、句子的特殊成分

十二、句子的基本类型

十三、复句的性质

十四、复句的类别及复句的分析

十五、句类的定义及句类的划分

十六、疑问句的分类

十七、表达疑问的手段

十八、感叹句的表达手段

十九、句式的定义及汉语中的主要句式

二十、使用“把冶字句的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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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使用“被冶字句的条件限制

二十二、连动短语的辨析

二十三、兼语句的定义及特点

二十四、省略的定义及省略句的特点

二十五、紧缩句的定义及特点

第六章摇 汉语修辞

一、修辞与语音、词汇、句法的关系

二、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关系

三、语体的主要类别及各类语体的特点

四、常见的修辞格的运用和分析

第七章摇 汉语的规范化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二、语音规范化的必要性及其主要内容

三、汉字标准化的含义和内容

四、汉字规范化的主要内容

五、社会用字规范化的意义

六、汉语词语的误用

七、常见的语法错误的改正

第八章摇 辞书的查检

一、辞书的含义及分类

二、字典和词典的排检方法

第九章摇 古代诗文的阅读

一、古汉语中常用虚词的意义和用法

二、古汉语中特有句式的结构和意义

三、古代诗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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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摇 综合练习题

一、填空

1郾 语言符号主要具有两大特点:(1) 性;
(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性。

2郾 汉语属于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语系。
3郾 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4郾 现代汉语的方言很复杂,大体可以划分出以下几大方言区:

(1)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4) 方言区;(5) 方言区;
(6) 方言区;(7) 方言区;(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
(9)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10)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方言区。

5郾 语言的三要素是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
6郾 声音的四个构成要素是指 、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7郾 根据音色对音素作进一步分类,就可以得到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两个音素类别。
8郾 《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以前,我国出现过多种记录语音的方法,

其中很重要的两种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9郾 《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共包括五个部分:(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2) ;(3) ;(4) ;
(5) 。

10郾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是国际语音学会于 1888 年制定、公布的记音符

号,已成为最通用的记音工具。
11郾 国际音标具有以下特点:(1) 摇 摇 摇 摇 摇 性;(2) 摇 摇 摇 摇 摇

性;(3)摇 摇 摇 摇 摇 性;(4)摇 摇 摇 摇 摇 性。
12郾 汉语传统音韵学按照有无介音或介音种类的不同将韵母分

为四类,称为“四呼冶。 具体来说,“四呼冶包括:(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呼;
(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呼;(3)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呼;(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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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郾 普通话语音系统共有四个调类:(1)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4)摇 摇 摇 摇 摇 。

14郾 从文字体制上看,可将人类的文字分为三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文字;(2)摇 摇 摇 摇 摇 文字;(3)摇 摇 摇 摇 摇 文字。

15郾 汉字字体从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经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到摇 摇 摇 摇 摇 ,经过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16郾 “六书冶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实际上前四种是造字法,后两种是用字法。

17郾 现代汉字有三种基本结构模式:(1)摇 摇 摇 摇 关系;(2)摇 摇 摇 摇
关系;(3)摇 摇 摇 摇 摇 关系。

18郾 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是摇 摇 摇 摇 摇 。
19郾 从不同的角度,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对语素进行不同的分

类,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有以下几种:(1)按音节数目的不同,将语素

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和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2)按能否单独成词,将语素

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和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3)按语素在同其他成分组

合时位置是否固定,将语素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和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
20郾 多音节语素主要有三种:(1)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2) 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3)摇 摇 摇 摇 摇 语素。
21郾 一般来说,词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语音的 摇 摇 摇 摇 摇 性;

(2)语义的摇 摇 摇 摇 摇 性;(3)结构的摇 摇 摇 摇 摇 性。
22郾 按其构造方式的不同,可将词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两大类。
23郾 按其构造方式的不同,可将合成词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两大类。
24郾 构词语素在词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表示实在的词汇

意义的语素是摇 摇 摇 摇 摇 ,表示附加意义的虚语素是摇 摇 摇 摇 摇 。
25郾 根据语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可将复合词分为五种类型:

(1)摇 摇 摇 摇 式;(2) 摇 摇 摇 摇 式;(3) 摇 摇 摇 摇 式;(4) 摇 摇 摇 摇
式;(5)摇 摇 摇 摇 式。

26郾 按词缀位置的不同,可将派生词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摇 摇 摇 摇
式,二是摇 摇 摇 摇 摇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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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郾 基本词的特点主要体现为:(1) 摇 摇 摇 摇 性;(2) 摇 摇 摇 摇
性;(3)摇 摇 摇 摇 摇 性。

28郾 一般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词:(1)摇 摇 摇 摇 摇 ;(2)摇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4)摇 摇 摇 摇 摇 ;(5)摇 摇 摇 摇 摇 。

29郾 古语词有两类: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
30郾 文言词的使用可以依循两条原则:一是摇 摇 摇 摇 摇 性原则,二

是摇 摇 摇 摇 摇 性原则。
31郾 专门性词语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一类是

摇 摇 摇 摇 摇 。
32郾 摇 摇 摇 摇 摇 性、摇 摇 摇 摇 摇 性、摇 摇 摇 摇 摇 性和摇 摇 摇 摇 摇 性

是专业术语的几个重要特点。
33郾 常用的固定词语主要包括:(1)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3) 摇 摇 摇 摇 ;(4) 摇 摇 摇 摇 。
34郾 成语的特点主要体现为:(1) 摇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
35郾 成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源:(1)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

(2)摇 摇 摇 摇 摇 ;(3)摇 摇 摇 摇 摇 ;(4)摇 摇 摇 摇 摇 ;(5)摇 摇 摇 摇 摇 。
36郾 缩略语的构成方式或称缩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 摇 摇 摇 摇

式;(2)摇 摇 摇 摇 摇 式;(3)摇 摇 摇 摇 摇 式。
37郾 对词义的性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1)词义具有摇 摇 摇 摇

性;(2)词义具有摇 摇 摇 摇 摇 性;(3)词义具有摇 摇 摇 摇 摇 性;(4)词义

具有摇 摇 摇 摇 摇 性。
38郾 摇 摇 摇 摇 摇 义和摇 摇 摇 摇 摇 义构成了一个实词的词义系统。
39郾 实词除了具有与概念相关的核心意义———理性意义之外,还

有各种附加意义,如摇 摇 摇 摇 摇 义、摇 摇 摇 摇 摇 义、摇 摇 摇 摇 摇 义和

摇 摇 摇 摇 摇 义等。
40郾 词义的历时变化主要有三种情况:(1)词义的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2)词义的摇 摇 摇 摇 摇 ;(3)词义的摇 摇 摇 摇 摇 。
41郾 相同的语音形式表达不同的意义内容,就形成了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不同的语音形式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内容,就形成

了摇 摇 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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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郾 按照字形是否相同,可把同音词分为两类: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词,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词。

43郾 按照意义相同的程度,可把同义词分为两类: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词,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词。

44郾 同义词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摇 摇 摇 摇 摇 意义、摇 摇 摇 摇 摇
意义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三个方面。

45郾 从反义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反义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摇 摇 摇 摇 摇 反义词,一类是摇 摇 摇 摇 摇 反义词。
46郾 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为词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能够单

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的,是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47郾 现代汉语的体词主要包括三类:(1)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

48郾 数词主要有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两种。
49郾 现代汉语的谓词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两类。
50郾 形容词可以分为表示摇 摇 摇 摇 摇 的形容词和表示摇 摇 摇 摇 摇

的形容词两类。
51郾 根据代词的替代功能的不 同 ,可 以 把 代 词 分 为 三 类 :

(1)摇 摇 摇 摇 摇 代词;(2)摇 摇 摇 摇 摇 代词;(3)摇 摇 摇 摇 摇 代词。
52郾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都是用于表达结构关系义的,可以

统称为摇 摇 摇 摇 摇 。
53郾 常见的实词和实词组合而成的短语主要有以下几种 :

(1)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3)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
(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5)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6)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
(7)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8)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9)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
(10)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短语。

54郾 按照补语所表示的意义的不同,可将补语分为以下几类:
(1)摇 摇 摇 摇 摇 补语;(2) 摇 摇 摇 摇 摇 补语;(3) 摇 摇 摇 摇 摇 补语;
(4)摇 摇 摇 摇 摇 补语;(5)摇 摇 摇 摇 摇 补语。

55郾 句子的特殊成分主要是指摇 摇 摇 摇 成分和摇 摇 摇 摇 成分。
56郾 句型的划分是有层次的,第一层次的句型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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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
57郾 按分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的不同,可将联合复句分为

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

四类。
58郾 按偏正复句中偏句和正句的逻辑语义关系的不同,可将偏正

复句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和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复句四类。
59郾 根据句子的语气类别对句子进行分类,分出的是摇 摇 摇 摇 摇 。
60郾 按其语气类别的不同,可将句子分为四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句;(2)摇 摇 摇 摇 摇 句;(3)摇 摇 摇 摇 摇 句;(4)摇 摇 摇 摇 摇 句。
61郾 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可将疑问句分为:(1) 摇 摇 摇 摇 摇 句;

(2)摇 摇 摇 摇 摇 句;(3)摇 摇 摇 摇 摇 句;(4)摇 摇 摇 摇 摇 句。
62郾 按句法结构类型,可将倒装分为以下几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倒

装;(2)摇 摇 摇 摇 摇 倒装;(3)摇 摇 摇 摇 摇 倒装。
63郾 句式的选择主要是指以下几种句式的选择:(1)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3) 摇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5)摇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摇 句式。
64郾 语体有两大类:(1)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2)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
65郾 书面语体包括:(1) 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2) 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

(3)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4)摇 摇 摇 摇 摇 语体。
66郾 常见的修辞格有以下几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5)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6)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7)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8)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9)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1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67郾 比喻有三种:(1)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3)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68郾 比喻里被比方的事物叫“ 摇 摇 摇 摇 摇 冶,用来打比方的事物叫

“摇 摇 摇 摇 摇 冶,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词语叫“摇 摇 摇 摇 摇 冶。
69郾 比拟可以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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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郾 夸张可以分为摇 摇 摇 摇 夸张、摇 摇 摇 摇 夸张和摇 摇 摇 摇 夸

张三种。
71郾 双关可以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双关和摇 摇 摇 摇 摇 双关两种。
72郾 按上联和下联在意义上的联系,可将对偶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三种。
73郾 排比可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排比和摇 摇 摇 摇 摇 排比两种。
74郾 拈连可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拈连和摇 摇 摇 摇 摇 拈连两种。
75郾 语言的规范化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规范不摇 摇 摇 摇 摇

的问题,二是规范不摇 摇 摇 摇 摇 的问题。
76郾 汉字的标准化,就是在对现代汉语用字进行全面、系统、科学

整理的基础上,使现代通用汉字做到“摇 摇 摇 摇 摇 冶。
77郾 现代通用汉字的“四定冶是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78郾 根据内容、体例和作用的不同,可将工具书分为以下几类:

(1)摇 摇 摇 摇 摇 ;(2)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3) 摇 摇 摇 摇 摇 ;
(4)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5)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6)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7)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8)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10)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79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具有检字作用的《摇 摇 摇 摇 》。
80郾 东汉许慎所编《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字典,在编排

方式上,它采用了摇 摇 摇 摇 摇 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81郾 《 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第一部分类词典。
82郾 扬雄的《 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第一部以当时的通言解释方言词

的方言词典。
83郾 刘向、刘歆父子首撰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解题目录———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班固在此基础上编撰我国第一部史志目

录———《摇 摇 摇 摇 》。
84郾 我国第一部类书是魏刘勋、王象等人奉敕编写的《摇 摇 摇 摇 》。
85郾 隋朝陆法言的《摇 摇 摇 摇 》是一部重要的韵书。
86郾 唐代和宋代,出现了许多专门性的工具书。 《 摇 摇 摇 摇 》

《 摇 摇 摇 摇 》等是唐代著名类书,《摇 摇 摇 摇 》 《 摇 摇 摇 摇 》 《 摇 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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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宋代著名类书。 唐杜佑的《 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第一部较完备的政

书,宋郑樵的《摇 摇 摇 摇 》是继此而作的又一部政书。
87郾 明代的《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
88郾 梅膺祚的《摇 摇 摇 摇 》大力精简部首,并按笔画进一步排列部

首和单字,为后代字典创立了新体例。
89郾 清代的《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是辞书的集大成

著作。
90郾 1915 年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编成的《摇 摇 摇 摇 》,增加了很

多近代方言用字和当时科学上的新用字。
91郾 20 世纪 30 年代,各种综合性、专科性和统计性年鉴大量出

现,其中以上海申报馆的《摇 摇 摇 摇 》较为著名。
92郾 “字典冶之名始于《摇 摇 摇 摇 》,有“字书典范冶之意。
93郾 《 摇 摇 摇 摇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撰的一部质量较高的

小型字典。
94郾 《 摇 摇 摇 摇 》是当今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单字注音释义最为

全面的一部巨型汉语语文工具书。
95郾 汉末刘熙所著《摇 摇 摇 摇 》,共收录先秦两汉词语 1 500 多条。
96郾 《广雅》最有名的注本是清代王念孙的《摇 摇 摇 摇 》。
97郾 清朝阮元编著的《 摇 摇 摇 摇 》是一部大规模的汇集古书训诂

资料的字书。
98郾 朱起凤编撰的《 摇 摇 摇 摇 》,收双音词 40 000 多条,专门解释

古汉语中双音词的通假现象。
99郾 《 摇 摇 摇 摇 》是我国现代印行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部新的综合

性词典。
100郾 《 摇 摇 摇 摇 》和《 摇 摇 摇 摇 》 (旧版)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

大型词典编撰的开始。
101郾 《 摇 摇 摇 摇 》是台湾地区近年来编撰的最重要的一部大辞典。
102郾 一般的中文工具书,特别是字典和词典,最常用的排检方法

有两种:一种是摇 摇 摇 摇 摇 法,另一种是摇 摇 摇 摇 摇 法。
103郾 音序法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音序法、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音序法、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编排法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编排法四种;形序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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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摇 摇 摇 法、摇 摇 摇 摇 摇 法、摇 摇 摇 摇 摇 法和摇 摇 摇 摇 摇 法。
104郾 从汉字历史来看,形体不同的字主要有三大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字;(2)摇 摇 摇 摇 摇 字;(3)摇 摇 摇 摇 摇 字。
105郾 古代诗歌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1) 摇 摇 摇 摇 摇 ;

(2)摇 摇 摇 摇 摇 。
106郾 古体诗又称古诗,主要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诗、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诗、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诗、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诗、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诗等。
107郾 近体诗从形式上主要分为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三种,另有超过八句的排律或长律。
108郾 古人的很多行文习惯需要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项是:

(1)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二、单项选择(在各备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项)
1郾 四川话属于(摇 摇 )。

A郾 北方方言区 B郾 湘方言区

C郾 赣方言区 D郾 川方言区

2郾 南京话属于(摇 摇 )。
A郾 吴方言区 B郾 北方方言区

C郾 湘方言区 D郾 赣方言区

3郾 同印欧系语言相比,现代汉语音节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是

(摇 摇 )。
A郾 辅音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

B郾 辅音只出现在音节的末尾

C郾 没有复辅音

D郾 开头和末尾都必须有辅音

4郾 同印欧系语言相比,现代汉语在词汇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

是(摇 摇 )。
A郾 广泛采用派生法构词 B郾 广泛采用合成法构词

C郾 有词形变化 D郾 没有词形变化

5郾 语言结构的基本单位是(摇 摇 )。
A郾 音素 B郾 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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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郾 音节 D郾 声母和韵母

6郾 决定汉语声调的声音要素主要是(摇 摇 )。
A郾 音强 B郾 音高 C郾 音长 D郾 音色

7郾 一个普通话音节最多可以有(摇 摇 )个音素。
A郾 二 B郾 三 C郾 四 D郾 五

8郾 在下列汉字中,由四个音素组成的汉字是(摇 摇 )。
A郾 壮 B郾 有 C郾 阳 D郾 长

9郾 在下列汉字中,不含辅音音素的音节是(摇 摇 )。
A郾 老 B郾 优 C郾 太 D郾 伏

10郾 《汉语拼音方案》是采用国际通用的(摇 摇 )字母制定的。
A郾 拉丁 B郾 罗马 C郾 希腊 D郾 斯拉夫

11郾 发音条件为“舌尖中、送气、清、塞音冶的声母是(摇 摇 )。
A郾 d B郾 z C郾 c D郾 t

12郾 发音条件为“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冶的声母是(摇 摇 )。
A郾 q B郾 zh C郾 j D郾 ch

13郾 发音条件为“舌尖中、浊、鼻音冶的声母是(摇 摇 )。
A郾 l B郾 n C郾 rn D郾 r

14郾 发音条件为“唇齿、清、擦音冶的声母是(摇 摇 )。
A郾 f B郾 sh C郾 s D郾 x

15郾 “er冶是(摇 摇 )。
A郾 复韵母 B郾 鼻韵母

C郾 单韵母 D郾 齐齿呼韵母

16郾 “一冶不发生变调的词语是(摇 摇 )。
A郾 一万 B郾 第一

C郾 看一看 D郾 一劳永逸

17郾 从文字的体制也即文字同语言的关系来看,汉字属于(摇 摇 )。
A郾 音素文字 B郾 音节文字

C郾 表音文字 D郾 语素文字

18郾 汉字所记录的语音单位是(摇 摇 )。
A郾 音符 B郾 音素 C郾 音位 D郾 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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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郾 汉字先后传入越南、日本、朝鲜和韩国,分别产生(摇 摇 )
A郾 字喃、假名、谚文 B郾 越文、日文、朝文

C郾 越书、日书、韩书 D郾 假名、谚文、字喃

20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采用的标准字体是(摇 摇 )。
A郾 隶书 B郾 大篆 C郾 小篆 D郾 楷书

21郾 ( 摇 摇 )的出现被认为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转折点。
A郾 隶书 B郾 大篆 C郾 小篆 D郾 楷书

22郾 汉字字体演变的顺序是(摇 摇 )。
A郾 甲骨文寅篆书寅隶书寅金文寅楷书

B郾 甲骨文寅金文寅隶书寅篆书寅楷书

C郾 甲骨文寅金文寅篆书寅隶书寅楷书

D郾 甲骨文寅隶书寅篆书寅金文寅楷书

23郾 全部属于象形字的一组汉字是(摇 摇 )。
A郾 上、甘、刃、月 B郾 鸟、雨、首、贝
C郾 末、火、北、兵 D郾 北、问、休、从

24郾 全部属于指事字的一组汉字是(摇 摇 )。
A郾 本、刃、上、甘 B郾 至、门、禾、林
C郾 炎、聂、烦、看 D郾 亦、末、析、淋

25郾 全部属于会意字的一组汉字是(摇 摇 )。
A郾 取、看、伐、明 B郾 本、从、花、问
C郾 鸟、涉、众、赏 D郾 恭、胶、淼、森

26郾 全部属于形声字的一组汉字是(摇 摇 )。
A郾 网、沐、刃、益 B郾 轰、聂、众、竹
C郾 惊、功、案、闷 D郾 爨、炎、鸡、囊

27郾 占现代汉字总数 90% 左右的是(摇 摇 )。
A郾 象形字 B郾 指事字

C郾 会意字 C郾 形声字

28郾 全部属于包围结构的一组汉字是(摇 摇 )。
A郾 屏、遛、囹、画、司 B郾 鞭、尝、习、向、贱
C郾 勾、赶、呆、项、向 D郾 凶、可、苗、窟、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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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郾 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摇 摇 )。
A郾 语素 B郾 词 C郾 音位 D郾 字

30郾 均为单纯词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人、巴士、蝴蝶、家 B郾 看、家具、徘徊、筹备

C郾 上、下、疲惫、人民 D郾 凹凸、忐忑、夫人、孩子

31郾 均为合成词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色拉、儿子、香蕉、咖啡

B郾 犹豫、棒子、阿姨、慷慨

C郾 嗓子、人类、结实、索引

D郾 克隆、隆重、爷爷、父子

32郾 “蚕食冶“狐疑冶“鼠窜冶“鸟瞰冶“蜂拥冶的构造方式均为(摇 摇 )。
A郾 陈述式 B郾 偏正式 C郾 支配式 D郾 后补式

33郾 “风行冶“席卷冶“云集冶“尾随冶“海涵冶的构造方式均为(摇 摇 )。
A郾 陈述式 B郾 偏正式 C郾 支配式 D郾 并列式

34郾 “鞠躬冶“洗澡冶“睡觉冶“呼吸冶“记录冶的构造方式均为(摇 摇 )。
A郾 陈述式 B郾 偏正式 C郾 支配式 D郾 并列式

35郾 “报幕冶“出版冶“保安冶“考古冶“厌食冶的构造方式均为(摇 摇 )。
A郾 陈述式 B郾 偏正式 C郾 支配式 D郾 后补式

36郾 全部属于派生词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包子、孩子、石头、念头 B郾 鱼子、子弟、带头、头发

C郾 老乡、老人、绿化、变化 D郾 小姐、小费、可爱、可口

37郾 “上网冶“手机冶“下岗冶属于(摇 摇 )。
A郾 外来词 B郾 新造词

C郾 行业词 D郾 方言词

38郾 “沙龙冶“马达冶“因特网冶属于(摇 摇 )。
A郾 外来词 B郾 新造词

C郾 行业词 D郾 方言词

39郾 “拥趸冶“蹩脚冶“噱头冶属于(摇 摇 )。
A郾 外来词 B郾 新造词

C郾 行业词 D郾 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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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郾 “磨洋工冶“吃小灶冶“一问三不知冶属于(摇 摇 )。
A郾 成语 B郾 谚语 C郾 惯用语 D郾 歇后语

41郾 “皮冶原指“兽皮冶,现在泛指“人和其他生物体的皮冶,这种词

义的变化属于(摇 摇 )。
A郾 词义的扩大 B郾 词义的缩小

C郾 词义的转移 D郾 词义的引申

42郾 不能形成同义关系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鲜花—美丽 B郾 赞美—奉承

B郾 爱护—爱戴 D郾 团结—勾结

43郾 不能形成反义关系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胜—负 B郾 正—负

C郾 黑夜—白色 D郾 进来—出去

44郾 不含歧义的一个句子是(摇 摇 )。
A郾 不适当地灌溉会影响庄稼的生长

B郾 今天我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

C郾 当好家长很不容易

D郾 安徽北部和江苏大部将大幅降温

45郾 “学校明天放假冶中的“明天冶是(摇 摇 )。
A郾 表示时间的名词 B郾 表示时间的副词

C郾 时量词 D郾 区别词

46郾 “他不应当去冶中的“应当冶是(摇 摇 )。
A郾 副词 B郾 助动词

C郾 区别词 D郾 形容词

47郾 全部属于副词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忽然、突然、偶然 B郾 依然、必然、果然

C郾 大力、大肆、大举 D郾 一切、一概、一次

48郾 全部属于区别词的一组词是(摇 摇 )。
A郾 金、金子、金色 B郾 高级、大型、国产

C郾 彩色、颜色、非法 D郾 银、银白、银子

49郾 “他要一本书冶“他一定要来冶“他马上要来了冶中的“要冶分别

是(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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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郾 动词、助动词、助动词 B郾 动词、助动词、副词

C郾 动词、副词、副词 D郾 助动词、助动词、副词

50郾 “家里没有人冶“还没有来冶“没有人相信冶中的“没有冶分别是

(摇 摇 )。
A郾 动词、副词、动词 B郾 动词、副词、副词

C郾 副词、副词、动词 D郾 助动词、副词、动词

51郾 “孩子们在学校冶 “孩子们在晚上学习冶 “孩子们在学习冶中的

“在冶分别是(摇 摇 )。
A郾 动词、动词、副词 B郾 动词、介词、介词

C郾 动词、介词、副词 D郾 动词、副词、副词

52郾 全部属于主谓短语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祖国富强、经济发展、花开了

B郾 产品销售、老师同意了、下雨了

C郾 团结同学、爱护公物、我来了

D郾 发展经济、销售产品、天晴了

53郾 既可以理解为动宾短语,也可以理解为偏正短语的一组短语

是(摇 摇 )。
A郾 烙饼、烤白薯、学习材料 B郾 煮粥、炸年糕、合成纤维

C郾 炖菜、人造丝、讨论问题 D郾 炒肉、手擀面、种植果树

54郾 必须带宾语的一组动词是(摇 摇 )。
A郾 吃、买、写、唱 B郾 休息、睡觉、游泳、开幕

C郾 姓、加以、成为、等于 D郾 来、去、坐、走
55郾 不能带宾语的一组动词是(摇 摇 )。

A郾 吃、买、写、唱 B郾 休息、睡觉、游泳、开幕

C郾 姓、加以、成为、等于 D郾 来、去、坐、走
56郾 全部属于同位结构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我们自己、班主任李老师、我的导师徐先生

B郾 古都西安、首都北京、边吃边看

C郾 国庆节那天、学校门口、他们三个人

D郾 贫嘴张大民、玻璃窗户、鲁迅的小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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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郾 全部属于述补结构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值得学习、觉得有趣、玩得痛快

B郾 说得动听、写得清楚、走得匆忙

C郾 懂得道理、唱得高兴、看得太慢

D郾 听得进去、乐得不去、跑得很急

58郾 全部属于连动结构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派老王参加、跳着进来、上街买菜

B郾 同意他来、走出去、开会交流

C郾 喜欢跳舞、一边走一边唱、做饭吃

D郾 去上课、拿碗吃饭、到站下车

59郾 全部属于兼语结构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喜欢他聪明、把孩子送回家、让小王马上来

B郾 派他去、叫他小诸葛、动员居民搬迁

C郾 指挥全军作战、相信他会同意、反对单位更改作息时间

D郾 知道老张不会赞成、让他来、敦促对方履行协议

60郾 全部属于双宾语结构的一组短语是(摇 摇 )。
A郾 送她一束花、告诉他一件事、叫她女强人

B郾 打他一巴掌、派他去支边、借他一本书

C郾 喂孩子一碗饭、夸奖孩子能干、托他一件事

D郾 拿他一元钱、批评他不认真、给他一封信

61郾 “这本书的出版冶是(摇 摇 )。
A郾 体词性短语 B郾 谓词性短语

C郾 加词性短语 D郾 语法功能不确定的短语

62郾 “他需要一个小时冶 “他浪费了一个小时冶和“他干了一个小

时冶中的“一个小时冶分别是(摇 摇 )。
A郾 补语、宾语、宾语 B郾 补语、补语、宾语

C郾 宾语、宾语、补语 D郾 宾语、补语、补语

63郾 “听说老张来,老王不来冶 “老张来,老王不来冶 “老张来,老王

不来,是事先就该知道的冶分别是(摇 摇 )。
A郾 单句、复句、复句 B郾 单句、复句、单句

C郾 复句、复句、单句 D郾 复句、复句、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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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郾 “她喜欢去商店买东西冶 “她喜欢唱歌跳舞冶 “她喜欢躺着看

书冶的宾语分别是(摇 摇 )。
A郾 连动短语、联合短语、偏正短语

B郾 偏正短语、连动短语、偏正短语

C郾 联合短语、连动短语、偏正短语

D郾 连动短语、联合短语、连动短语

65郾 “学校决定派他去进修冶“学校决定奖励他一套住房冶“学校决

定外出旅游冶的宾语分别是(摇 摇 )。
A郾 兼语短语、兼语短语、连动短语

B郾 连动短语、双宾短语、偏正短语

C郾 兼语短语、双宾短语、联合短语

D郾 兼语短语、双宾短语、连动短语

66郾 “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
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排比 B郾 对偶 C郾 拈连 D郾 回环

67郾 “我是来工作的,不要在我和群众当中砌上一堵墙。冶所用的修

辞格是(摇 摇 )。
A郾 借代 B郾 借喻 C郾 夸张 D郾 比拟

68郾 “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坊都已起床了。 于是,她心情舒畅

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大,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了她们的院

子。 而她洗脸的声音又好像哪吒闹海。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比喻、夸张 B郾 比拟、夸张

C郾 排比、比喻 D郾 对偶、夸张

69郾 “我娘家姓赵……出嫁了,把名字也嫁了,人家叫我阿洪家

的。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仿词 B郾 夸张 C郾 拈连 D郾 顶真

70郾 “刘局长放声大笑,那笑声震得桌子上的公文、窗上的玻璃直

至窗外的小叶杨树,都窸窸窣窣地发抖。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夸张、比喻 B郾 夸张、比拟

C郾 夸张、借代 D郾 比喻、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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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郾 “韩老六的大老婆应声走出来,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枣核

样的女人……‘大枣核爷存心把剩下的钱往少处说。冶所用的修辞格是

(摇 摇 )。
A郾 借代 B郾 比拟 C郾 借喻 D郾 双关

72郾 “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将它们甩到悬崖

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比拟、借代 B郾 借喻、夸张

C郾 比拟、借喻 D郾 夸张、拈连

73郾 “你不要一遇到困难就轮胎放炮———泄气了,那还行吗?冶所用

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比喻 B郾 双关 C郾 对比 D郾 夸张

74郾 “树上有只鸟,鸟嘴衔小草,小草落地上,地上长麦苗。冶所用的

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排比 B郾 对偶 C郾 顶真 D郾 拟人

75郾 “一盏盏灯火扑来,像流萤飞去;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

涌。冶所用的修辞格是(摇 摇 )。
A郾 对偶、比喻、夸张 B郾 对偶、比喻、比拟

C郾 比喻、比拟、夸张 D郾 借代、对偶、比喻

76郾 在古代诗文中,有时“趣冶用为“促冶,“网冶用为“枉冶,“畔冶用
为“叛冶,这被称为(摇 摇 )。

A郾 古今字 B郾 异体字

C郾 繁简字 D郾 通假字

三、名词解释

1郾 语音

2郾 音高

3郾 音强

4郾 音长

5郾 音色

6郾 音节

7郾 元音

8郾 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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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郾 声调

10郾 调值

11郾 调类

12郾 变调

13郾 音素文字

14郾 音节文字

15郾 语素文字

16郾 甲骨文

17郾 金文

18郾 篆书

19郾 隶书

20郾 楷书

21郾 行书

22郾 六书

23郾 象形字

24郾 指事字

25郾 会意字

26郾 形声字

27郾 笔画

28郾 笔顺

29郾 部件

30郾 独体字

31郾 合体字

32郾 部首

33郾 语素

34郾 成词语素

35郾 不成词语素

36郾 定位语素

37郾 不定位语素

38郾 词

39郾 离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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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郾 单纯词

41郾 合成词

42郾 词根

43郾 词缀

44郾 复合词

45郾 派生词

46郾 基本词

47郾 一般词

48郾 新词

49郾 外来词

50郾 方言词

51郾 古语词

52郾 专门性词语

53郾 成语

54郾 惯用语

55郾 歇后语

56郾 谚语

57郾 缩略语

58郾 语境

59郾 单义词

60郾 多义词

61郾 同义词

62郾 歧义

63郾 助词

64郾 叹词

65郾 兼类词

66郾 句类

67郾 兼语句

68郾 省略

69郾 异读词

70郾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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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郾 比拟

72郾 借代

73郾 对偶

74郾 排比

75郾 回环

76郾 顶真

77郾 辞书

78郾 《说文解字》
79郾 《尔雅》
80郾 古体诗

四、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1郾 语言符号主要具有哪些特点?
2郾 现代汉语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3郾 现代汉语共有哪几大方言区? 你所在的地区属于哪个方言区?
4郾 南京话、合肥话、九江话、南昌话、杭州话、上海话、重庆话、成都

话分别属于哪个方言区?
5郾 同印欧系语言及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分别表现出哪些较为

明显的特点?
6郾 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三者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7郾 语音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8郾 同其他记音方法相比,《汉语拼音方案》主要有哪些优点? 《汉

语拼音方案》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9郾 国际音标主要具有哪些特点?
10郾 每一个声母的发音条件分别是什么?
11郾 韵母辨正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12郾 古今声调的对应规律主要有哪些?
13郾 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主要有哪些?
14郾 同音素文字、音节文字相比,作为语素文字的汉字主要具有哪

些特点?
15郾 汉字字体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各种字体主要具有

哪些特点? 为什么说隶书的出现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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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郾 现代汉语语汇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7郾 对词主要应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判定?
18郾 汉语由单音节词占优势地位发展至双音节词占优势地位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19郾 基本词主要具有哪些特点?
20郾 创造新词必须符合哪些条件?
21郾 成语的来源主要有哪几个方面?
22郾 在简称的使用中,主要应当依循哪些要求?
23郾 词义的变化主要有哪些类型? 其原因分别是什么?
24郾 多义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5郾 同义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6郾 在语言表达中,反义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7郾 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28郾 现代汉语词类是如何划分的?
29郾 古汉语中词的活用现象主要有哪几种情况?
30郾 现代汉语句型系统是怎样构成的?
31郾 单句和复句的界限应当怎样划定?
32郾 表达疑问的手段主要有哪几种?
33郾 按照祈使内容或语用意义的不同可将祈使句分为哪几类?
34郾 紧缩句主要具有哪些特点?
35郾 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各有哪些特点?
36郾 书面语体主要包括哪几类语体,每类语体各有哪些特点?
37郾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标准和意义是什么?
38郾 现代汉语规范化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什么?
39郾 语音规范化主要包含哪两方面的内容?
40郾 汉字标准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1郾 汉字规范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2郾 工具书和一般图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43郾 我国古代辞书大体上可以分为哪几类? 每一类各有哪些主要

辞书?
44郾 中文工具书的排检方法主要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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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郾 古人主要有哪些行文习惯?
五、阐述下列问题

1郾 举例说明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
2郾 举例说明普通话音节拼合的注意事项。
3郾 举例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对普通话音节拼写的具体规定。
4郾 举例说明普通话中最常见的变调现象。
5郾 部件、偏旁、部首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举例说明三者之

间的关系。
6郾 举例说明现代汉字笔画之间的空间关系。
7郾 举例说明现代汉字在造字法上的变化。
8郾 举例说明语素、短语、词的区别。
9郾 举例说明语素同音节、汉字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哪几种情况。
10郾 举例说明应当如何认识现代汉语离合词的性质。
11郾 举例说明普通话吸收方言词的几种情况。
12郾 举例说明成语的主要特点。
13郾 举例说明惯用语的主要特点。
14郾 举例说明词义的性质。
15郾 举例说明词义的构成。
16郾 举例说明语境对词义的影响。
17郾 举例说明多义词与同音词的区别和联系。
18郾 举例说明同义词在语言表达中的积极作用。
19郾 举例说明反义词的构成条件。
20郾 举例说明歧义的类型和消除歧义的方法。
21郾 举例说明名词的语法特点。
22郾 举例说明量词的语法特点。
23郾 举例说明动词的语法特点。
24郾 举例说明形容词的语法特点。
25郾 举例说明区别词的语法特点。
26郾 以“突然冶和“忽然冶为例说明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别。
27郾 以“刚才冶和“刚刚冶为例说明时间名词和副词的区别。
28郾 举例说明区别词同名词、形容词、副词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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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郾 举例说明词的兼类同词的活用、同音同形词的不同。
30郾 举例说明宾语的意义分类和功能分类。
31郾 举例说明句子中的独立成分的表义作用。
32郾 举例说明倒装句的类型和特点。
33郾 举例说明省略句的类型和特点。
34郾 举例说明兼语句的特点。
35郾 举例说明存现句的特点。
36郾 举例说明使用“被冶字句的限制条件。
37郾 举例说明修辞同语言学、逻辑学的关系。
38郾 举例说明比喻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39郾 举例说明借代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40郾 举例说明夸张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41郾 谈谈语言规范同语言运用、语言发展的关系。
42郾 举例说明改正语法错误的原则。
43郾 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说明字典和词典的

异同。
44郾 举例说明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45郾 举例说明古今词义之间的关系。
六、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或完成下列问题

1郾 请写出每一个汉语拼音字母的国际音标。
2郾 许多方言的语音在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与普通话语音有不

同之处,请简单归纳一下你所使用的方言跟普通话语音的差别。
3郾 分析下列汉字的音节结构(标明各音节的声母、韵头、韵腹、韵

尾声调的调类和调值)。
阿摇 摇 摇 亚摇 摇 摇 摆摇 摇 摇 皇摇 摇 摇 卫

英摇 摇 摇 惘摇 摇 摇 争摇 摇 摇 吕摇 摇 摇 情

4郾 写出以下汉字的跟随式笔顺和笔画数。
瓦摇 摇 摇 凹摇 摇 摇 凸摇 摇 摇 毋摇 摇 摇 巫

卯摇 摇 摇 兜摇 摇 摇 鼎摇 摇 摇 聚摇 摇 摇 藏

5郾 根据汉字演变的趋势和规律,预测一下汉字在未来社会中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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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郾 请指明下列词语中的每个汉字是否为语素,并简单地说明一下

理由。
蚂蚁摇 摇 摇 啤酒摇 摇 摇 巴士摇 摇 摇 战士

香蕉摇 摇 摇 糊涂摇 摇 摇 卡通摇 摇 摇 通过

7郾 请判定下列语言单位是否为词,并简单地说明一下理由。
白菜摇 摇 摇 白纸摇 摇 摇 熊猫摇 摇 摇 黑猫

心疼摇 摇 摇 胃疼摇 摇 摇 金表摇 摇 摇 金笔

8郾 一般词主要包括新词、古语词、外来词、方言词、行业词等,请注

明下列词语分别属于哪一类一般词。
尚书摇 摇 模特儿摇 摇 瘪三摇 摇 领班摇 摇 宰相摇 摇 精卫摇 摇 蒙太奇

曰摇 摇 摇 白兰地摇 摇 之摇 摇 摇 苏打摇 摇 名堂摇 摇 上网摇 摇 因特网

网民摇 摇 大款摇 摇 摇 搞摇 摇 摇 语素摇 摇 原子摇 摇 低保摇 摇 白皮书

9郾 解释下列成语的含义,并指明其来源。
刻舟求剑摇 摇 摇 摇 肝胆相照摇 摇 摇 摇 排山倒海

垂帘听政摇 摇 摇 摇 揠苗助长摇 摇 摇 摇 天网恢恢

10郾 分析下列词语的构造方式。
飞快摇 摇 痛快摇 摇 快活摇 摇 快速摇 摇 赶快摇 摇 快乐

快报摇 摇 棋子摇 摇 帘子摇 摇 离子摇 摇 例子摇 摇 莲子

父子摇 摇 儿子摇 摇 变化摇 摇 绿化摇 摇 老化摇 摇 消化

头脑摇 摇 白头摇 摇 石头摇 摇 头发摇 摇 头目摇 摇 头等

头疼摇 摇 感动摇 摇 动员摇 摇 自动摇 摇 动人摇 摇 记号

记忆摇 摇 忘记摇 摇 记住摇 摇 人性摇 摇 耐性摇 摇 性格

性别摇 摇 包围摇 摇 包产摇 摇 包装摇 摇 信息摇 摇 信件

11郾 词义的意义变化主要有几种不同的类型,请说明下列词语的

意义变化分别属于哪种类型。
皮摇 摇 摇 脚摇 摇 摇 牙摇 摇 摇 走摇 摇 摇 摇 去

臭摇 摇 摇 爱人摇 摇 丈夫摇 摇 大夫摇 摇 摇 交通

经理摇 摇 行李摇 摇 兵摇 摇 摇 被摇 摇 摇 摇 汤

12郾 辨析下列同义词。
(1)边疆—边境—边界

(2)成果—结果—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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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密—严密—精密

(4)发明—发现

(5)果断—武断

(6)母亲—妈妈

(7)失望—绝望

(8)鼓励—怂恿

13郾 根据反义词的构成条件,分析下列各组词语的反义关系能否

成立。
清晨—午间摇 摇 愉快—不快摇 摇 金属—非金属

清洁—垃圾摇 摇 酸—甜摇 摇 摇 摇 攻—守

14郾 请用增删词语或调整语序的方法消除下列结构的歧义。
(1)父亲的书我们都很喜欢

(2)我们要改良稻种

(3)介绍美国的一部通俗读物

(4)这个人谁都不喜欢

(5)哥哥和弟弟的朋友来了

(6)鸡不吃了,鸭也不吃了

15郾 请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下列歧义结构。
(1)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地区

(2)对老师的意见

(3)三个商店的营业员

(4)其他学校负责人

(5)这张照片放大了一点儿

(6)不适当的浇灌,会使庄稼减产

(7)五加六乘以六减三

(8)咬死猎人的狗

(9)喜欢孩子的老师

(10)准备了两天的食物

16郾 请标注下列各句中括号中的词的词性。
(1)A郾 书记和校长都同意这一意见。 (和:摇 摇 )

B郾 小李和小张都是北方人。 (和: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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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郾 老师已经同张明谈过一次话了。 (同:摇 摇 )
B郾 小张同小李都是安徽人吗? (同:摇 摇 )

(3)A郾 等我跟女朋友商量一下再告诉你吧。 (跟:摇 摇 )
B郾 小李跟小张都来过我家。 (跟:摇 摇 )

(4)A郾 南端与苏州河相连。 (与:摇 摇 )
B郾 中国与埃及都是文明古国。 (与:摇 摇 )

(5)A郾 比任何一种说法都有说服力。 (比:摇 摇 )
B郾 他没法跟你比。 (比:摇 摇 )

(6)A郾 那是另外的问题。 (另外:摇 摇 )
B郾 另外再补充一点。 (另外:摇 摇 )

(7)A郾 请大家比较一下两个画面。 (比较:摇 摇 )
B郾 最近比较忙。 (比较:摇 摇 )

(8)A郾 他在教室。 (在:摇 摇 )
B郾 他在看书呢。 (在:摇 摇 )

(9)A郾 火车通过站台。 (通过:摇 摇 )
B郾 通过学习,我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通过:摇 摇 )

(10)A郾 他看起来精神很好。 (精神:摇 摇 )
B郾 他挺精神的。 (精神:摇 摇 )

(11)A郾 这话一点儿道理都没有。 (没有:摇 摇 )
B郾 火车还没有到站呢。 (没有:摇 摇 )

(12)A郾 买了一把新锁。 (锁:摇 摇 )
B郾 把门锁上。 (锁:摇 摇 )

17郾 用框式图解法分析下列复杂短语。
(1)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我吃了两碗饭

(3)我看了一下午书

(4)我认真地看了两遍

(5)学校同意张老师参加去北京的参观团

(6)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让我去

(7)我们必须把课上好

(8)他被老师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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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

(10)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11)学校派他去进修

(12)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里

18郾 按照句型分析的方法和步骤,确定下列句子的句型。
(1)孩子正睡觉呢。
(2)多么朴实的话语啊!
(3)快点走!
(4)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5)她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家务。
(6)他相信,只要功夫用到了,就不可能不见效。
(7)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8)那间房子非常破旧。
(9)根据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新近提出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的要求,南京市委、市政府经

研究决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
(10)已经下班了。
19郾 用画线法分析下列多重复句。
(1)我们提倡的事情,即使完全正确,大量成功,如果不经过群众

认真的讨论并作出决定,群众也会有不满,而事实上总会有一部分失

败或效果不好,所以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就更难免遭到群众的埋怨。
(2)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

棉条就会拧绳,线就会打结。
(3)你永远那么青翠,永远那么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色,刀砍火

烧,从不低头,所以,这正是英雄的井冈山人,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革

命气节和革命精神。
(4)只有充分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快缩短我国生产技

术水平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才能最迅速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劳

动生产率,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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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只讲民主,不讲集中,那就会走向极端民主化,走向破坏纪律

的自由放任主义;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就会走向官僚主义,搞“一言

堂冶和命令主义。
(6)虽然他设计的作品遍布巴西全境、南北美洲、欧洲甚至非洲,

但使他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国家的代码的作品还是他设计的巴

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系列国际知名建筑。
20郾 指明下列语句所属的句类。
(1)老师同意了。
(2)老师同意吗?
(3)老师,同意吧!
(4)老师同意啦!
21郾 确定下列句子所属的句式。
(1)他把准考证弄丢了。
(2)上午李明被老师批评了。
(3)她穿上外套,一声不吭地开门出去了。
(4)学校门口有一个小书店。
(5)老师只让第一小组的同学留下。
(6)考上大学的时候,爸爸送了我一件很珍贵的礼物。
22郾 指明下列语句所用的修辞格。
(1)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老薛就是工会,工会就是老薛。
(2)记忆是抹不去的,抹不去的是记忆。
(3)春天来了,百花拉着手,清风唱着歌,歌唱着生命和活力。
(4)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遭不幸,他安慰周济;谁家屋

漏,逢雨季他必去检查。
(5)肚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口开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6)在一些特产丰美、名胜古迹多的地区,更是宾客盈门,高朋满

座。 一把手有时变成“内交家冶,自愿地、被迫地生活在彬彬有礼、客客

气气的应酬活动中。
(7)你就和我们一起过吧,好歹,稀的干的有什么吃什么。
(8)好哇,大风,你就使劲地刮吧。 你现在刮得越大,秋后的雨水就越

充足。 刮吧,使劲地刮吧,刮来个丰收的好年景,刮来个富裕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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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伙人,一天拥到他家里,赖着不走,胡说了一下午,逼迫他。
他们抽了不知多少包香烟,熏得那客厅的上半层云雾缭绕,乌云密布,
好像随时都可以发出闪电和雷霆一样。

(10)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有两只看不见的大

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却又像许多条龙灯一齐滚舞———整

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啊!
23郾 请给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注音。
复辟

踿
摇 摇 摇 摇 湖泊

踿
摇 摇 摇 摇 称

踿
职摇 摇 摇 摇 呆

踿
板摇 摇 摇 摇 发酵

踿
辍
踿

学摇 摇 摇 摇 角
踿

色摇 摇 摇 摇 暧昧
踿踿

摇 摇 摇 摇 破绽
踿

摇 摇 摇 摇 省
踿

亲

参差
踿踿

不齐摇 摇 摇 摇 忐忑
踿踿

不安摇 摇 摇 摇 教
踿

学相长

叶
踿

公好
踿

龙摇 摇 摇 摇 刚愎
踿

自用摇 摇 摇 摇 反躬自省
踿

24郾 修改下列病句。
(1)他十分技巧地把接头暗号送了出去。
(2)欢迎广大消费者前来光临惠顾。
(3)手机从发现到现在,已有很大的改进,功能越来越多。
(4)他在工作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绝不是偶尔的。
(5)跑了一下午,他终于把一本书买回来了。
(6)1948 年跃马南下的动人情景,对于我们确实还是记忆犹新的。
(7)通过这次观摩学习,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教育事业是崇高的。
(8)谁也不能否认京杭大运河不是世界上最长的大运河。
(9)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你们也要照常工作。
(10)不论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25郾 请以大众传媒为对象,进行一次有关社会用字、用语规范情况

的调查。
26郾 请进行一次学生作业中错别字的调查,简述调查结果并提供

相关对策。
27郾 《现代汉语词典》 (2002 年增补本)共有几种查检方法? 请以

“山盟海誓冶四个字为例具体说明如何使用这些查检方法。
28郾 解释下列语句中带点的字。
(1)A郾 臣本布衣,躬耕于

踿
南阳,苟全性命于

踿
乱世,不求闻达于

踿
诸侯。

B郾 青,取之于
踿

蓝而青于
踿

蓝;冰,水为之而寒于
踿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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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如吾闻而药之
踿踿

也。
(3)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冶曰:“富之

踿踿
。冶

(4)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29郾 标点并翻译下列文言文。
(1)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2)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至邓

楚王引归后三国(指韩、魏、赵)谋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说薛公可发使

告楚曰今三国之兵且去楚楚能应而共攻秦虽蓝田岂难得哉况于楚之

故地楚疑于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国之辞云则楚之应之也必劝是楚

与三国谋出秦兵矣秦为知之必不救也三国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

不敢出则我离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发重使之楚楚之应之

果劝于是三国并力攻楚楚果告急于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胜有功(《战
国策》)

(3)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

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

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

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

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

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

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

惊者( 《论积贮疏》 )
(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

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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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郾 指明下列律诗、绝句的平仄、押韵规律。
夜宿山寺(五言绝句)

李摇 白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无题(七言律诗)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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