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小说-南京大学-中国大学MOOC慕课答案

1.0节随堂测验

1、单选题：下列作家中哪一位不是18世纪小说家？
选项：
A、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B、菲尔丁/Henry Fielding
C、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
D、巴伦坦/R. M. Ballentyne
参考：【巴伦坦/R. M. Ballentyne】

单元作业（一）

单元测验（一）

1、单选题：下列哪部作品开创了英国荒岛小说的传统？
选项：
A、《乌托邦》
B、《暴风雨》
C、《鲁滨孙漂流记》
D、《格列佛游记》
参考：【《鲁滨孙漂流记》】

2、单选题：下列哪个选项不是鲁滨孙作为现代人的品质的体现？
选项：
A、掌握个人命运
B、向往安逸的生活
C、追求财富，实现经济独立
D、在荒岛上时常进行自我反思
参考：【向往安逸的生活】

3、单选题：下列哪个选项不是笛福猛烈抨击中国的原因？
选项：
A、笛福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令他不满意
B、宗教信仰的不同
C、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及中英贸易状况
D、种族优越感
参考：【笛福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令他不满意】

4、单选题：在下列哪部作品中星期五的舌头是被割掉的？
选项：
A、《鲁滨孙漂流记》
B、《鲁滨孙漂流续记》
C、《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D、《福》
参考：【《福》】

5、单选题：关于《鲁滨孙漂流记》的两部当代续写小说，下列哪个选项是错误的？
选项：
A、图尔尼埃的《礼拜五》重新思考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B、库切的《福》颠覆了鲁滨孙与星期五的主仆地位
C、库切在小说《福》中重新审视了男性作者身份的权威性
D、鲁滨孙故事的当代续写反映了《鲁滨孙漂流记》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库切的《福》颠覆了鲁滨孙与星期五的主仆地位】

6、单选题：根据《鲁滨孙漂流记》小说描述，鲁滨孙一家在英国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选项：
A、贫民阶层
B、上流阶层
C、贵族阶层
D、中间阶层
参考：【中间阶层】

7、单选题：关于鲁滨孙流落荒岛之前的生活，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选项：
A、鲁滨孙的父母支持他的航海事业
B、鲁滨孙第一次出航的目的地是巴西
C、在流落荒岛之前，鲁滨孙在几内亚经营种植园
D、为了进行黑奴贸易，鲁滨孙再次出海，最终沉船
参考：【为了进行黑奴贸易，鲁滨孙再次出海，最终沉船】

8、单选题：《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在荒岛上是如何计算时间的？
选项：
A、用他在船上找到的日历来计算时间
B、在墙上刻字来计算时间
C、在一根大柱子上刻画符号来计算时间
D、他没有计算时间
参考：【在一根大柱子上刻画符号来计算时间】

9、单选题：鲁滨孙在海滩上发现了什么，令他感到惊恐?
选项：
A、野兽
B、海盗船
C、人的脚印
D、野兽的脚印
参考：【人的脚印】

10、单选题：在《鲁滨孙漂流记》结尾，鲁滨孙再次回到荒岛，此时的荒岛状况如何？
选项：
A、被荒废，小岛复归自然状态
B、被野人占领
C、人口增加，繁荣发展



D、作者没有提及
参考：【人口增加，繁荣发展】

11、单选题：鲁滨孙对于中国的长城有何看法？
选项：
A、他认为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建筑工程
B、他相信长城能够抵挡英国的炮兵和工兵的攻击
C、他认为长城是个“庞大的无用之物”
D、他觉得中国长城比罗马人造的匹克特城要宏伟得多
参考：【他认为长城是个“庞大的无用之物”】

12、多选题：下列哪些选项是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得以兴盛起来的原因？
选项：
A、小说家与广大读者已经构成一种互动关系
B、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C、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扩大
D、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兴起
参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读者群的扩大#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兴起】

13、多选题：《鲁滨孙漂流记》从哪几个方面体现了它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
选项：
A、来源自真实故事的小说素材
B、遵循从神话传说或文学作品中取材的传统
C、具体的时间和空间
D、写实手法和数据的使用
参考：【来源自真实故事的小说素材#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写实手法和数据的使用】

14、多选题：下列哪几个选项体现了鲁滨孙的殖民者形象？
选项：
A、鲁滨孙对离家远游的渴望
B、荒岛成为鲁滨孙进行统治的领地
C、鲁滨孙对原始文明的崇拜
D、鲁滨孙对星期五的“他者”想象和“去他者化”实践
参考：【荒岛成为鲁滨孙进行统治的领地#鲁滨孙对星期五的“他者”想象和“去他者化”实践】

15、多选题：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曾两次来到南京，那么他重返南京时买了些什么呢？
选项：
A、上等云锦
B、茶叶
C、香料（豆蔻、丁香）
D、瓷屋
参考：【上等云锦#茶叶#香料（豆蔻、丁香）】

单元作业（二）

单元测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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