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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辅导用书。
本书严格依照增订四版教材章节编排，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以及语法、修辞六个章节，每章
节下设“本章内容学习提要”、“强化练习题”、“考研真题与典型题”以及“教材课后习题答案”
几部分。
     “本章内容学习提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对知识要点进行梳理罗列，旨在达到“把书读薄
”的效果，为读者提供便捷的复习渠道；“强化练习题”旨在帮助读者巩固学习成果、进行自我检测
，这一部分的特点是，“题型经典”，可以以不变应万变，“难度适中”，可以帮助读者集中精力把
基础知识巩固扎实；“考研真题与典型题”是为广大参加研究生考试而苦于不了解考试题型的考生设
计，针对每章节内容，精心编选了全国各大院校近年来硕士研究生考试真题，为考生提供了第一手的
考研资料。
该部分于难度上较之前的强化练习题有所提高，编者于题后统一给出了参考答案，希望能够帮助考研
考生提高复习效率，亦希望对普通自学者进一步提高现代汉语水平有所帮助。
“教材课后习题答案”则是紧贴增订四版教材，针对教材的课后习题为读者提供准确详细的参考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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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语素1.概念：语素是最小的有音又有义的语言单位（即再不能分解成更小的有意义的单位）。
现代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写下来多数就是一个汉字；也有双音节的，还有三个或三个以
上音节的。
双音节语素有一部分是从外语借来的，而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语素大都是从外语借来的。
2.确定语素的方法：替代法，即用已知语素替代有待确定是不是语素的语言单位。
采用替代法需注意：两种替代缺一不可；在替代中保持意义的基本一致。
3.语素的分类：语素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出各种类型。
（1）按音节多少，可分为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2）按意义，可分为单义语素和多义语素（3）按
语法性质，可分为实语素和虚语素（4）按其在合成词中的位置，可分为定位语素和不定位语素（5）
按语素的构词能力（此种分类最具实用价值），可分为两种：（a）成词语素：能够独立成词，也能
够跟其他语素组合成词的语素，又叫自由语素。
（b）不成词语素：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
除少数情况外，不成词语素必须跟别的语素组合成词。
不成词语素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承担所组成的词的全部或部分基本意义，位置自由。
另一类不成词语素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时，位置固定，只表示一些附加的意义，又叫词缀。
4.语素与词根、词缀（概念见“构词类型”部分）的关系图示（见教材上册第218页）成语语素和不定
位语素叫词根，是词的基本意义的负荷者。
定位不成词的语素叫词缀，一定要附在词根的前后或中间，能表示附加的意义和起语法作用。
位于词根前的叫前缀或词头。
位于词根后部的叫后缀。
位于词根中间的叫中缀。
（二）词1.概念：词是由语素构成，比语素高一级的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独立运用”是指能够单说（单独成句）或单用（单独做句法成分或单独起语法作用）。
“最小的”是说词是不能扩展的（内部一般不能再加进别的造句成分）。
2.区别词和语素的方法：剩余法。
3.词跟短语划界的问题（1）短语：由词逐层组成的语言单位。
（2）短语与词的相同之处：两者都表示一定的意义，都是造句成分，都可以单说或单用；相异之处
：短语可以分离，中间往往能插入别的造句成分，词不能分离，分离后就不表示原来的意思了。
（3）短语与词的区别方法：扩展法或插入法。
（4）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写的单位，在汉语中，汉字基本上是和语言中的语素相对应的，一
般情况下，一个汉字记录着一个音节。
（三）固定短语1.概念：固定短语是词跟词的固定组合，一般不能任意增减、改换其中词语。
2.分类：固定短语可分为：（1）专名：即专有名称。
以企事业单位的名称占绝大多数。
一般短语一旦用作书名、篇名、杂志名、电影电视片名也是固定短语。
（2）熟语：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
熟语结构上固定，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
3.涉及到的相关概念（1）短语：又叫词组，是比词高一层级的语言单位。
可分为固定短语和自由短语。
（2）自由短语：词跟词按表达的需要的临时组合，即一般的短语。
（四）略语1.概念：语言中经过压缩和省略的词语。
2.分类（1）简称（A）概念：较复杂的名称的简化形式。
（B）把全称删简成简称，大都选取名称中有代表性的语素或词，大体有下列方式：（a）前后词均取
前一个语素；（b）前一个词取前一个语素，后一个词取后一个语素；（c）省略并列的几个结构中相
同的语素；（d）包含外来词的名称可以只取外来词的头一个音节（字）；（e）其他；（c）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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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省略；新增外文字母简称等存在的问题。
（2）数词略语对一些联合结构，选择其中各项的共同成分加上短语所包含的项数，即构成数词略语
。
还有一些是根据共同的属性加上列举的项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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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同步辅导》：名校名师联手打造，系统归纳重点难点，精选典型同步练习，紧
密联系考研，跻身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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