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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20 年 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外民俗试题
课程代码:00199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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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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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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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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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冶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下列属于云南、四川两省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的是

A. 泼水节 B. 花炮节 C. 火把节 D. 望果节

2. 日本的“七宝烧冶是特色摇 摇 摇 工艺品。

A. 雕刻 B. 刺绣 C. 金属 D. 陶瓷

3.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冶,指的是民俗形成的

A. 经济因素 B. 地域因素 C. 宗教因素 D. 政治因素

4. 我国古代服饰也是社会角色和等级身份的标志,其中标志达官贵人的衣服颜色是

A. 紫色 B. 黄色 C. 蓝色 D. 灰色

5. “冠礼冶是一种

A. 诞生礼仪 B. 成年礼仪 C. 婚姻礼仪 D. 丧葬礼仪

6. 农业民俗的几种类型中,属于核心的是

A. 种植业民俗 B. 林业民俗

C. 渔业民俗 D. 畜牧业民俗

7. 缅甸人居住的高脚竹楼称为

A. “乌玛冶 B. “浮脚楼冶 C. “诸葛帽式楼冶 D. “霸王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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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俗能对社会成员心理产生悦耳悦目和悦神悦意的作用,这是民俗的

A. 教化功能 B. 规范功能 C. 娱乐功能 D. 审美功能

9. 披风和斗牛裤是摇 摇 摇 的特色服饰。

A. 西班牙 B. 巴西 C. 英国 D. 葡萄牙

10. 日常面食为“馕冶,喜庆节日或待客时吃“抓饭冶的民族是

A. 傣族 B. 维吾尔族 C. 藏族 D. 瑶族

11. 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是

A. 《旧约全书》 B. 《新约全书》 C. 《古兰经》 D. 《圣经》

12. 献哈达是哪个民族常见的人际礼仪?

A. 侗族 B. 壮族 C. 傣族 D. 藏族

13. 下列属于我国“四大名绣冶的是

A. 京绣 B. 汉绣 C. 鲁绣 D. 蜀绣

14. 上海开埠之初,使用代步工具轿子官民有别。 这体现了交通民俗的

A. 地域性 B. 等级性 C. 行业性 D. 神秘性

15. 按民俗内容分类,下列属于社会民俗的是

A. 民间巫术 B. 民间歌舞民俗

C. 人生礼仪民俗 D. 饮食民俗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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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6. 术语“民俗冶是对英文“摇 摇 摇 冶一词的意译,这个词是英国学者摇 摇 摇 在 1846 年创用的。

17. 傣族能歌善舞,西双版纳地区的“ 摇 摇 摇 冶盛传中外;另外,摇 摇 摇 和傣剧是傣族民间艺术

的奇葩。

18. 回族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是金属、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19. 农业民俗旅游开发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因素是:地点选择、景观选择、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20. 我国饮食民俗的形成原因有经济、自然地理条件、摇 摇 摇 及摇 摇 摇 四个方面。

21. 居住民俗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艺术性、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和宗教性等方面。

22. 民间故事包括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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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汉族旧时的相亲、订婚要经过媒、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三个阶段。

24. 道教禁忌可分为四种层次: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清规和一般禁忌。

25. 人际礼仪的作用是教育作用、调节作用、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26. 信仰民俗

27. 生产性节日

28. 交通民俗

29. 宗教信仰禁忌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0. 简述游艺民俗的特色。

31. 影响农业民俗的因素有哪些?

32. 我国汉族有哪八大菜系?

33. 简述中国服饰民俗体现的文化内涵。

五、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4. 试述我国居住民俗不同发展时期的居住方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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