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考与练习题  

1. 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语言变体？二者的关系如何？ 

2. 中国台湾海峡两岸人说的话是不同的语言还是不同的方言？理由何在？ 

3. 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有何异同？ 

4. 民族共同语、标准语、普通话、国语这四个概念有何异同？ 

5. "上海话是方言，北京话是共同语。"这句话正确与否？为什么？ 

6. 语言演变的内因是什么？ 

7. 地理因素对方言有什么影响？ 

8. 为什么要进行方言分区？ 

9. 学术界对汉语方言分区主要有哪些不同观点？你持何种看法？ 

10. 方言分区和划界的性质和标准有何异同？ 

11. 怎样利用汉民族的发展史来考察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12. 什么是方言岛？方言岛是怎样形成的？ 

13. 汉语方言在海外有哪些分布？ 

14. 现代汉语方言区域与行政区域为什么不完全吻合？ 

15. “云南省的汉语方言主要是北方话”，这句话对吗？为什么？ 

16. 汉语方言的语言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17. 汉语各方言的声母有哪些重要的不同特点？ 

18. 普通话和方言在韵母类型上有什么不同特点？ 

19. 假如两个方言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能不能说这两个方言

的声调是相同的？为什么？ 

20. 什么是方言词？方言词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21. 怎样观察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 

22. 你熟悉的方言有哪些语言特点？ 

23. 试举出各大方言的若干语言特点？ 

24. 国际音标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25. 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有何异同？ 

26. 怎样利用《方言调查字表》进行汉语方言语音调查？ 

27. 怎样进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 



28. 进行汉语方言语法调查要注意哪些问题？ 

29. 怎样选择方言发音人？ 

30. 方言调查人员自身需要作哪些准备？ 

31. 为什么说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32. 中原之音为何曾经长期成为“正音”的标准？后来又为什么失去了这一地

位？ 

33. 移民对汉语方言起过何种作用？ 

34. 你认为当前农村劳动力大批向城市流动会对汉语及其方言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35. 为什么地名对汉语方言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具有重要价值？ 

36. 北京有许多带“井”字的街巷胡同，你对此有何见解？ 

37. 民歌在文学和语言学上分别起什么作用？ 

38. 请谈谈你对方言文学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