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5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播音与主持创作基础试题
课程代码:07173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2分,共12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情声和谐律,是需要高超的表达技巧的,运用好了,可以起到“   ”、余味无穷的作用。

A.以一当十 B.以十当一 C.情声和谐 D.用声自如

2.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空间知觉、运动知觉等,这些都属于

A.视觉感受 B.知觉感受 C.形象感受 D.逻辑感受

3.“他理论知识丰富、坚实、系统。”,这句话的停连类型是

A.强调性停连 B.并列性停连

C.区分性停连 D.判断性停连

4.播音语言由于其特殊性、稳定性,一听就能分辨出来,我们称为

A.八股腔 B.新闻腔 C.播音腔 D.固定腔调

5.备稿六步按顺序是

A.背景———目的———层次———主题———重点———基调

B.主题———重点———基调———层次———目的———背景

C.层次———主题———背景———目的———重点———基调

D.基调———主题———目的———背景———层次———重点

6.具体感受和整体感受,情景再现、内在语和对象感,在   的统率下,由点到线,由面到立

体,一旦形之于声便一泻千里。

A.播讲目的 B.基调 C.情景再现 D.内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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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题(本大题共9小题,每小题2分,共18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涂“A”,错误的涂“B”。

7.关于“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首先是产生了说话的愿望。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要“发

出”。

8.节奏不是人为地、随意地制作出来的。

9.运用情景再现,只需用间接的经验、耳闻目睹的情况去补足和丰富,即可使情景逼真。

10.设身处地主要是为了获得现场感,应该是“我就在”,而不是“我就是”。

11.庄重性,既可以“寓庄于谐”,具有风趣、幽默、诙谐、嘲讽等元素,还可以“寓教于乐”,采取嬉

戏、娱乐、喜庆、欢娱等元素。

12.无论什么文本都设想一种具体对象,如设想为自己的亲人,就会使播音亲切。

13.主题的概括要切中题旨,不必套用什么格式或追求言简意赅。

14.主题:不是中心内容,也不是中心问题,而是“中心思想”。

15.形象感受和逻辑感受都是从具体稿件的具体环节上产生的,因此,都是具体感受。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8小题,每空1分,共16分)

16.播音员必须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这是   的需要,这是提高播音质量的需要,这是

   的需要。

17.基调是指稿件总的   ,不是指播音时   。

18.播音语言的特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规范性、   、鼓动性、   、分寸性、亲切感。

19.呼吸自如,是一种气息   、变化   的状况。

20.对象的设想从量的方面看是有关对象的一般情况,指对象的性别、年龄、   、   等。

21.思维,包括形象思维的“   ”生成,包括逻辑思维的“   ”推衍,包括情感思维的“控

纵”外射,都同思维方式紧密相连。

22.节奏包括   、   ,是立体的,不是单线的、平面的。

23.话语体式总括有四种体式。分别是   、平实正规、通俗灵动、   。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4.情景再现

25.有声语言创作的三重空间

26.语气

27.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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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6分,共18分)

28.何为主体能力?

29.简述什么是广义备稿。

30.简述如何获得对象感。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31.请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在话筒前容易出现的毛病,应如何解决。

32.论述节奏运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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