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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轉學招生考試 

語言學概論（含閩南語概論）試題 

適用學系：臺灣語文學系 

本測驗之題目及作答所用的閩南語拼音符號，皆以教育部最新公佈的「臺灣閩南語羅馬字拼音方案」為準。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30%） 

1.以臺灣閩南語羅馬拼音方案為標準，下列何者屬於鼻化韻？  

(1) iam (2) ia (3) iann (4) iap。 

2.就閩南語的連音變化而言，以下何者會產生逆向同化？  

(1) 新聞 (2) 學校 (3) 圓仔 (4) 真心。 

3.以下各「上」字的台語音讀，何者與其它三者不同？  

(1) 上班 (2) 上好 (3) 上水 (4) 上加。 

4.臺語的聲、韻、調結合成音節時，有一些「共存限制」，不能同時出現。以下

哪一組並未違反這種限制。  

(1) 鼻音聲母與鼻尾韻 (2) 濁塞音與鼻化韻 (3) 濁聲母與入聲調 (4) 鼻音

韻尾與入聲調。 

5.依閩南語詞義，以下各詞的大小順序，何者正確？  

(1) 百捅＞上百＞百外＞成百 (2) 百外＞百捅＞上百＞成百  

(3) 成百＞上百＞百外＞百捅 (4) 上百＞百捅＞百外＞成百。 

6.「少年若無一擺戇，路邊那有有應公？」這句臺灣俗語所說的「有應公」是指  

(1) 天神 (2) 善人亡靈 (3) 萬物成精 (4) 孤魂野鬼。 

7.阿德告訴阿才：「阮阿爸明仔載欲來揣咱老師。」請問阿德和阿才可能是什麼

關係？ 

(1) 沒血緣關係的同學 (2) 不同班級的親兄弟  

(3) 親兄弟且讀同班   (4) 沒親戚關係，也不是同學。 

8.以下何者不是臺灣閩南語的慣用語？  

(1) 青盲牛 (2) 菁仔欉 (3) 逩地龍 (4) 暗光鳥。 

9.「今買＿＿買矣，無你敢有伊法？」請問空格裡應填入哪一個詞比較適當？  

(1) 都 (2) 攏 (3) 就 (4)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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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下哪種說法，最適合用來強調「非常輕鬆」？  

(1) 有輕鬆 (2) 輕鬆輕鬆 (3) 輕輕鬆鬆 (4) 輕輕輕鬆。 

11.以下哪一句話比較可能產生歧義？  

(1) 伊愛食飯。 (2) 你真愛耍。 (3) 阮無愛去。 (4) 咱愛坦白。 

12.「我無咧傷閒閣。」請問這句話最有可能隱含的話語是以下哪一項？  

(1) 去加夯枷 (2) 去揣頭路 (3) 來食飯 (4) 來泡茶。 

13.請問以下哪一句不合臺語語法？  

(1) 伊的食食誠無正常。 (2) 這予我來接接就好。  

(3) 你毋通閣延延矣。   (4) 咱看看電影就好矣。 

14.請問以下哪一個「去」字不唸輕聲？   

(1) 伊出去的時，當咧落雨。     (2) 看這烏天暗地，寧可緊轉去較順。 

(3) 物件愛提予好，毋通交落去。 (4) 一粒落屎星，落對彼爿去。 

15.臺語的歌仔冊，一般是用哪一種文體來書寫？  

(1) 七字仔 (2) 現代詩 (3) 古典詩 (4) 散文。 

 

二、填充題（每格 2 分，40%，請考生於答案卷非選擇題及非是非題作答區填答

並標示題號） 

1.下列候選項（A～E）為臺灣閩南語之「量詞」，請填答第(1)至(5)題其適合搭配

之詞語代號： 

(A)逝(tsuā) (B)襇(kíng) (C)橛(kue̍h) (D)垺(pû) (E)身(sian) 

(1)一 杉仔。【一根杉木】     

(2)兩 工。【兩回工】 

(3)三 娘仔。【三隻蠶】      

(4)百 裙。【百褶裙】。 

(5)規 屎。【整坨糞便】 

 

2.請判斷第(1)至(10)題臺灣閩南語詞的詞彙結構，並填答代號： 

(A)主謂式 (B)偏正式 (C)述賓式 (D)述補式 (E)並列式 

(1)火著(hué-to̍h)：       【生氣】 

(2)鎮地(tìn-tè)：        【占地方，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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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坐清(tsē-tshing)：      【澄清、沈澱】 

(4)怨慼(uàn-tsheh)：     【怨恨】 

(5)散票(suánn-phiò)：     【零鈔、小鈔】 

(6)惱死(lóo--sí)：       【非常生氣】 

(7)喙白(tshuì-pe̍h)：      【挑食】 

(8)翻頭(huan-thâu)：     【回頭再來】 

(9)甕肚(àng-tōo)：      【自私、小器；陰險、陰毒】 

(10)古早(kóo-tsá)：       【很久之前、古代】 

 

3.分析一個語言「輔音/子音」的性質，常見以哪兩種向度分析： 

(1)    、(2)    。 

 

4.漢語中所謂的「入聲韻」類，指的是韻尾收   音。 

 

5.客家有一關於節慶日的詞彙，是源自感念女媧補天有功，故將農曆正月二十定

為「   」。 

 

6.親屬關係(kinship)這一社會現象是體現語言與文化關係的一個指標，臺灣閩南語

的「親屬稱謂」將自己兄弟的小孩稱為「   」。 

 

三、簡答題（每題 10 分，30%） 

1. 有關臺灣閩南語的聲調傳統素有「八調」之說，然則，語言現實亦有所謂的「第

九調」（即高升調[35]），請試說明是何原因造成了「第九調」出現？(10%) 

 

2. 有人認為臺語比華語精密，例如：臺語「師施失溼」讀音各異，而華語完全同

音；臺語「糴米、搭油、買菜」動詞區別清楚，華語卻混為一個「買」字。您

是否認同這種觀點，請舉例說明您的看法。(10%) 

 

3. 一則笑話：「話說有位阿婆有一次生病到醫院看醫生，看完以後醫生開了藥給

她，由於這位阿婆不識字，所以不知道用藥量，這時她只好問護士小姐藥丸得

如何服用，護士小姐看了袋子上的指示說明後對阿婆說：『食飽五粒！』（臺灣

閩南語）結果阿婆依照她聽到的話服用了藥丸，只是沒多久後就被送回醫院洗

胃了。」試問是甚麼樣的音韻因素造成了阿婆理解失誤的呢？(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