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语文
标点专题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

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辨别句子的语气，分清句子结构，

识别句子性质，从而正确了解句子的意思。

    要会用的标点符号有句号、逗号、顿号、分号、

冒号、问号、叹号、书名号、省略号、引号、破折号

等。



1.句号。
表示一句话说完之后的停顿。例：语文是一门基础学
科。
2.逗号，
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顿。例：学好了语文，我们才会
读书看报，才会写信，才会写好作文。
3.顿号、
表示句子中并列的词或词组之间的停顿。例：燕子、
雁、布谷、夜莺都是定期迁徙的候鸟。
4.分号；
表示一句话中并列的分句之间的停顿。例：屋子里，
我是主人；屋门外，蝉是最高的统治者。



5.冒号：
用来提示下文
例：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冬眠不是睡眠，和日历
上的日月也扯不上关系。
6.问号？
表示一个疑问句完了之后的停顿。例：小朋友，你
们的暑假生活过得丰富么？
7.叹号！
表示一句有强烈感情的话完了之后的停顿。
例：愿你们在新学年中好好地学习语文！



8.书名号《》
书名号一般用于书名、篇名、报刊名、歌曲名、电
视名、电影名等。

注意:1.相邻两个书名号之间无需用顿号隔开。
     2.书名号使用的范围很广，要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使用。
例：
1.读了《爱的教育》这本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
2.我很喜欢读《石灰吟》和《墨梅》这两首诗。
3.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真精彩。



9.省略号……
1.表示说话的断续。"可是……太太……我不知道……
你一定是认错了。" （莫泊桑《项链》）
2.表示列举的省略。"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bó 
gū……" （鲁迅《故乡》）
3.表示说话的中断。"我立刻胆怯起来，我想全翻过先
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就不清，……其实有
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 （鲁迅《祝福》）
4.表示语意未尽，让人思索。"原来如此……"（鲁迅
《为了忘却的纪念》）
5.表示引文的省略。“离离原上草……”学生齐读着。
6.表示沉默。



10.引号“”
表示文中引用的部分。引号有双引号和单引号两种。
一般用双引号，引文内还有引文，就用单引号。连续
引用几个文段时，每段开头都要用前引号，只在最后
一段用后引号。
1.表示引语 直接引用。引语指行文中引用他人的话。
成语、格言、诗词等， 也包括拟声词、音译词。
2.表示特定称谓。特定称谓指具有某些特点的名称、
简称、专用术语以及纪念日等。
3.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特殊含义指引号中的词语
在其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产生了新的意思。
4.表示否定和讽刺。
注意：引号里面还要用引号时，外面一层用双引号，
里面一层用单引号。



11.破折号——
1.表解释说明。远远地望见了明如玻璃的带子——河。
2.表意思转折或转换、话题突转。 “今天好热啊！—
—你什么时候去上海？”
3.用于标明语意递进。他真是个傻瓜——天生的傻瓜。
4.用于标明因果关系，破折号后面的是原因。
5.表语言的延长、声音延续。 “小林——，我来了！
”他大喊着。
6.表示语音较大的停顿或中断。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
我倒问过，可是——（表示说话中断）
7.表分项列举。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环境物理分为以下五个分支学科
——环境声学；——环境光学；——环境热学；——环
境电磁学；——环境空气动力学。



1.非疑问句用问号

A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找我一定有事。

B 你知道他是谁吗？

，

前一个分句虽有疑问词“谁”，但它不是疑问句，而
是陈述句。问号改成逗号。

√



2.倒装句中问号（或感叹号）前置

A 怎么了？你。
B 你放着吧！祥林嫂。
C 甚矣，汝之不惠！
D 你到底去不去？我的小姑奶奶。

√

这是一个倒装句，后面是主语，问号（或感叹句）置
于句末，才能准确表达出疑问或反问的语气。

，   ？   

，    ！

，   ？   



3. 并列谓语间用顿号

A 你要不断识字、生产、进步。
B 船两旁的水，哗、哗、哗。
C 我们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D 这故事讲得生动、感人。

√两个动词带同
一个宾语时，中
间用顿号，正确！

改逗号

改逗号

并列短语作补语，
中间也不用顿号。



4.分句之间用了顿号。

浦东展开了翅膀，她是那样欢快、昂扬、奋发、正在
向辉煌的明天飞去。

这个复句由三个分句组成，三个分句间应该用逗号，而
不能用顿号

，



5.不同层次的并列间都用顿号

上海的越剧、沪剧、淮剧、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
剧,在这次会演中,都带来了新剧目。

改逗号

改逗号

不同层次之间都用顿号，必然脉络不清。“越剧、沪剧、淮剧
”是一个层次，它和“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剧”组成联合
词组，又是一个层次。中学生和大学生不同层次，用逗号。　　

来这儿参加冬令营的有湖南、湖北的中学生、广西、
云南的大学生。



6.顿号用在连词（“或”、“与”、“和”等）
前后

A 观众长时间地等待，只为一睹她的风采、或签上一个
名。

B 篮子里有番茄和黄瓜、豆芽等。

应改“番茄、黄瓜和豆芽”。并列词语间，
最后的并列用连词。

可根据句子情况，或删或改逗号



7.概数用顿号

看上去十七、八岁,一副瘦骨伶仃的样子。

“十七八岁”是邻近两个数词的连用，表示大约年
龄，数词之间无需停顿。如果加了顿号，就是表示
并列关系了。



8. 集合词语（合成词）用顿号

这次“严打”的成功,和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是分不
开的,和公安干、警家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小学生 /指战员 /司乘人员/ 大专院校等集合词语中
间不用顿号。



9. 句中没有逗号，径直用了分号 

A 打好这一仗的关键是:一要发动群众；二要找准目标；
三要速战速决。

B 天花板是白色的；墙是蓝色的;墙上挂着地图；地板
刚刷过漆。

并列的分句之间如果没有逗号，则不用分号。有任何
一分句用了逗号，则要用分号。A分号改逗号，B分号
改逗号。



10.一层意思间，先用句号再分号

    一、学习贵在自觉。要有笨鸟先飞的精神,自我

加压；二、学习贵在刻苦。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持之以恒；三、要......

句号是句末的点号，分号是句内的点号。既然已经用了
句号，表示整个句子已经结束。句号改逗号，分号改句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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