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基础》试卷      第 1  页    共 5页 
 

中国计量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代码：354                            考试科目名称：汉语基础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报考点提供的答题纸上，答在试卷

或草稿纸上无效。 

一、汉语语言学基础知识题（共 80分） 

1.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分） 

（1）普通话以（      ）为语法规范。 

（2）由于杭州曾经是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话带有明显的（        ）色彩。 

（3）（          ）可以用来记录世界各民族语言的语音。 

（4）汉语中只能做韵尾的一个辅音音素是（      ）。 

（5）汉语拼音方案中采用的是（      ）字母。 

（6）（          ）是语言中能够自然感到的最小语音单位。 

（7）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色彩的音变现象叫做（        ）。 

（8）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今年是它被发现（        ）周年。 

（9）从造字法看，现代汉字中（        ）字占据了绝对优势。 

（10）汉字标准化指的是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序和（          ）。 

（11）在其他民族文字基础上进行借用或改造而形成的文字叫（      ）文字。 

（12）从句式的角度看，“山顶飞过一群大雁”属于（        ）句。 

（13）代词可以分为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          ）代词。 

（14）根据句子的（        ）分出来的类叫做句类。 

（15）中国、印度和（        ）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 

（16）词义的演变包含扩大、缩小和（      ）三种类型。 

（17）“木头”有时发成/mu tho/，这是语流音变中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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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由于（          ）原因。 

（19）由同一个祖语分化出来的语言是（          ）。 

（20）语言演变的两大特点是（        ）和不平衡性。 

2.单选题（每小题 1分，共 20分） 

（1）普通话声母 zh属于（            ）。 

A.复辅音声母     B.塞擦音声母    C.浊声母      D.送气音声母 

（2）普通话中，属于高元音的是（            ）。   

    A. a            B. o         C. e         D. i   

（3）和“武”属于同一造字法的是（            ）。 

A.牛          B.孟        C.甘        D.进 

（4）“她高兴得跳了起来。”这句中的补语是（            ）补语。 

A .趋向补语      B.程度补语      C.结果补语      D.情态补语 

（5）（            ）属于语气副词。 

A.仍然        B.公然        C.竟然        D.忽然 

（6）“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歌”这句话里的“哪儿”属于代词的（            ）用法。 

A.承指        B.任指        C.虚指        D.例指 

（7）下面属于描写句的是（            ）。 

A.他的身体有点问题。          B.张老师的衣服很不错。   

C.张老师的宝宝大眼睛。          D.她穿着民族服装跳起了舞。 

（8）从语法结构类型来看，汉语属于（            ）。 

A.孤立语        B.屈折语      C.黏着语      D.复综语 

（9）“张老师昨天跟李老师去了北京”中的“跟”属于（            ）。 

A.介词        B.连词        C.动词        D.副词   

（10）“端正态度”和“思想端正”中的“端正”是（            ）。 

A.同义词        B.同音词      C.多义词      D.兼类词 

（11）“日去渐已远，衣袋渐已暖”中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 

A.对偶        B.对比        C.比喻        D.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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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衣带水”这个成语的结构类型是（            ）。 

A.主谓结构      B.联合结构      C.偏正结构      D.补充结构 

（13）“这个教室坐得下 100个人。”中的补语属于（            ）。  

A.结果补语      B.可能补语      C.数量补语      D.趋向补语 

（14）“我们对于传闻，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这句话是（          ）复句。 

A.递进复句      B.条件复句      C.假设复句      D.让步复句 

（15）下列短语属于兼语短语的是（            ）。 

A.有人找你      B.有事请问你    C.看小王打球    D.请三天假回家  

（16）下列短语没有歧义的是（            ）。  

A.医生正在抢救中  B.埋怨老师的同学    C.咬死了农民的鸭子  D.爱美的女人   

（17）下列各组字中，都属于形声字的一组是（            ）。 

A.洋、至、行     B.莫、明、字    C.  从、娶、狼    D.  召、颖、在  

（18）下列句子中有偏义复词的是（            ）。     

A.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B.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     

C.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          D.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  

（19）下列句子中，含有名词用作使动动词的一句是（            ）。 

A.从左右，皆附之。            B.吾见中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C.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D.沛公旦欲从百馀骑来见项王。 

（20）以下各句中，句式不同于其余三句的是（            ）。 

A.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B.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C.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D.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3.简答题（每小题 5分，共 40分；要求简洁） 

（1）举例说明“就”这个词的不同用法（至少 3种）。 

（2）谈谈你对“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这一标语的认识。 

（3）汉语普通话的变调主要有哪些类型？ 

（4）举例说明汉语中的时态助词及其表示的意义。 

（5）“潺潺、偏偏、说说、雪白雪白”在构造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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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词汇由哪些部分构成？举例说明。 

（7）短语和句子有什么区别？ 

（8）列表分析“影、牛、湿、掠、炯”等几个字的音节结构。 

二、汉语应用能力题（共 40分） 

1.语音题：请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为下面这句话注音（5 分）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2.汉字题：请写出以下成语中缺失的汉字并注音（5 分） 

不折不（   ）、（   ）下之围、一丘之（   ）、夙兴夜（   ）、（   ）犊情深 

3.词汇题：说明下列词语的结构类型（5 分） 

蜡黄    改善    手动    窗户   石头 

4.语法题（5 分） 

汉语中，可以说“夏天了，大学生了，春节了”，可是不能说“桌子了，爱情了”，

请分析原因。 

5.文言文阅读题（20 分，加标点 6 分，翻译成现代文 10 分，找出古今异义词 4 分）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

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

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無余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

戲竟死 

三、汉语言分析题（共 30分） 

1.语音分析题（5分） 

有些留学生喜欢把“绿色”说成“六色”，把“菠菜”说成“bē 菜”，请分析这些

问题并指出如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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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词语辨析题（每小题 2分，共 10分） 

（1）连忙—马上         

（2）生命—性命           

（3）违背—违抗       

（4）讥诮—挖苦         

（5）适合—合适 

3.语法分析题（每小题 2.5分，共 5分） 

（1）用层次分析法划分下面的短语。 

在一片红色的背景里显得好看极了 

（2）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分析下面这个句子。 

        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毫无疑问，把幸福和繁荣带给了住在那里的群众。 

4.改正以下留学生的病句，并说明错误的原因。（每小题 2分，共 10分） 

（1）他走到台上以后，我们热烈地鼓掌他。 

（2）听到这个消息，我一边高兴一边难过。 

（3）这些学生把张警官成为他们的英雄了。 

（4）这些韩国人想看熊猫，坐飞机三个小时来北京。 

（5）马云和张军都是老乡，都出生在杭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