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了解常用标点符号意义及其使用规则；

2、 熟悉标点符号的易错点；

3、 学会找出标点符号错误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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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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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为倡导多读书，光明小学开展了《让阅读陪伴我成长》主题读书活动。

B．新城区的立体斑马线视觉效果神奇：远远看去，仿佛一个个长方体凸起在地面上。

C．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至今仍以戏剧、壁画、传说……等形式广泛传播。

D．面对各种突发事故，很多没有经验的司机都束手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2、 语言运用——在下面句中的横线处，填上恰当的标点符号。

(1)____快来呀____杰里冲着我大喊____他是我最好的朋友____就因为你过去生病，所以就要当胆小鬼__这

没道理___

(2)但是通向顶部的路看起来更糟___更高__更陡__更变化莫测____我肯定上不去。我听见有人在哭泣___呻

吟；我想知道那是谁，最后才意识到那就是我。

留不留

明朝有个才子叫徐文长，有一次外出访友，正是黄梅季节，淫雨连绵， 他只好住在朋友家里。几天过

去了，看朋友毫无回家之意，想逐客又难开口，于是就在客厅写了一张字条：“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朋

友心里想：你这个看了字条还好意思赖着不走吗？不一会儿，徐文长信步来到客厅，抬头看见了字条，心

中默念道：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他明白了主人的用意，对朋友用这种使自己难堪的作法非常生

气。他仔细一看，见未加标点，于是提笔加上标点，成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字未变，

意思完全相反，主人见了反而脸红了。

思考：才子怎么修改的，请空白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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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

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标点符号分为点号、标号两大类。

1. 点号表示口语中不同长短的停顿，

句号 问号 叹号 逗号 顿号 分号 冒号

点号

。 ？ ！ ， 、 ； ：

2. 标号表示书面语言里词语的性质或作用。

引号 括号 破折号 省略号 书名号 连接号 间隔号

标号

“ ” ‘ ’
（ ） [ ] 

{ }
——

·····

·

《 》〈 〉 — ·

一、 点号

(一) 句末点号包括句号、问号、感叹号三种

表示一句话说完之后一个较大的停顿。

1、 句号（。）

知识链接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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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号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陈述句完了之后一个较大停顿；语气舒缓的祈使句末尾，也用句号。

例：

(1)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2) 请您稍等一下。

2、 问号（？）

问号用在疑问句末尾的停顿，表示疑问语气；反问句的末尾，也用问号。

例：

(1) 他叫什么名字？

(2) 去好呢，还是不去好？

(3)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3、 感叹号（！） 

注意事项

A、反问句和设问句都是无疑而问。前者只问不答，要表达的确定意思包含在句子中；后者

自问自答，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二者均是疑问语气，因而句末都用问号。例

B、选择问句虽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但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完整的意

思，因而只在句末用一个问号，句中各项之间用逗号。

C、有些表示委婉语气的祈使句，句末用问号。

D、有的问句，主语和谓语倒置，应注意把问号放在句末。

E、有的句子里虽含有疑问词（谁，什么，怎么样等），但并非真正发问，而是表达一个陈

述语气，因而应用句号。



感叹号表示感情强烈的句子末了的停顿；语气强烈的祈使句末尾，也用感叹号；语气强烈的反问句末

尾，也用感叹号。

例：

(1)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

(2) 我多么想看看他老人家呀！

(3) 你给我出去！

(4) 我哪里比得上他呀！

(二) 句中点号

包括逗号、分号、顿号和冒号四种，表示句中的停顿和结构关系。

1、 逗号（，）

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顿；句子内部动词与宾语之间如需停顿，用逗号；句子内部状语后边如需停顿，

用逗号；各分句之间的停顿，除了有时要用分号外，都要用逗号。

例：

我们看得见的星星，绝大多数是恒星。

应该看到，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对于这个城市，他并不陌生。

据说苏州园林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

2、 分号（；）

表示复句内部并列分句间的停顿。



例：他的神色，还是那么的安祥；他的举止，还是那么凝重。



3、 顿号（、）

顿号表示句子内部最小的停顿，常用在并列的词或词组之间。

例：

(1) 亚马逊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和长江是世界四大河流。

(2) 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标志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

(3) 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4) 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4、 冒号（：）

用在书信、发言稿开头的称呼后面，有引起他人注意的意思；用在“某某说”之后，表示下面是引用的话；

用在总括后面的话，表示后面分项说明或表示冒号前面的话引起后面的话；

注意事项

A、单句排比，要求气势贯通，一般用逗号，不用分号。

B、并列关系句，分句较短的用逗号，不用分号。

注意事项

A、并列词语中如果有连词“和”“及”“与”“或”“或者”等就不必用顿号。

B、如果并列词语中还有并列词语，大的并列词语之间用逗号，小的并列词语之间用顿号。

C、并列词语作谓语、作补语，并列词语之间不用顿号，而用逗号。

D、有的并列词语读起来并不停顿或停顿较小，又不会产生歧义，这时中间就不必加顿号。



用在提示的话的末尾，表示后面有要说的话、所想的内容或所作的分析；

用在解释说明的话之前；

用在总括语前，表示总结上文。

例：

(1) 例如：同志们，朋友们：开会了。

(2) 北京紫禁城有四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3) 日期：10月 20日至 11月 10日

(4)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化学系学习；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读机械制造专业；我在百货公司当售

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二、 标号

标号主要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包括引号、破折号、括号、省略号、着重号、书名号、连接号和专

用号种。

1、 引号（“”‘’）

注意事项

A、冒号的提示作用必须发挥到句子末尾，也就是说，冒号要管到句末不能只管到句中。如果管

几句话或一段话，一般用序次语或引号注明。

B、使用“某某说”之类放在引用话之间，用冒号；放在引用话之间，用逗号；放在引用话后面

用句号。



表示直接引用的话；表示突出强调；表示特定称谓；有时用来引用成语、谚语、歇后语等。

例：

(1) 爱因斯坦说：“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况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2) 这样的“聪明人”还是少一点好。

(3) 他站起来问：“老师，‘有条不紊’的‘紊’是什么意思？”

2、 破折号（——）

表示破折号后面是解释说明的部分；表示意思的递进；表示意思的转换，跳跃或转折；表示语音的延

长；表示语音较大的停顿或中断；表示总结上文；用在副标题前。

例：

(1) 迈进金黄色的大门，穿过宽阔的风门厅和衣帽厅，就到了大会堂建筑的枢纽部分——中央大厅。

(2) 为了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的幸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注意事项

A、引文之内又有引文时，外边的一层用双引号，里面一层用单引号：倘若单引号之内又有引文，

那又要用双引号，依次类推。

B、如果引文独立成句，意思又完整，句末点号放在引号里面。

C、引文不完整或者说引文作为自己话的一部分，这时，句末点号（问号感叹号除外）放在后引

号的外面。

D、如果引文连着有好几段，每段开头都应用一个前引号，直到最后一段的末了才用一个后引号。

E、如果只把别人的话的大意说出，不照原样引述，这时，不用引号。



(3) “今天好热啊！——你什么时候去上海？”张强对刚刚进门的小王说。

(4) “呜——”火车开动了。

3、 括号（（）[ ]）

括号表示文中注释的部分。括号的注释是比较宽泛的没有具体限制，一般不需要读出来。

例：

(1) 中国猿人（全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简称“北京人”）在我国的发现，是对古人类学的一个重大

贡献。

(2) 写研究性文章跟文学创作不同，不能摊开稿纸“即兴”。（其实文学创作也要有素养才能有“即兴”）

4、 省略号（……）

表示引文或引述的话里有省略的；表示重复词语的省略；表示列举同类事物的省略；表示静默或思考；

表示说话断断续续；表示语言的中断；表示话未说完，语意未尽。

例：

注意事项

A、括号里的注释应紧挨着要注释的内容

B、括号里的内容是注释或补充说明句中一部分词语的，叫句内括号。句内括号中最后一个标点

（问号、感叹号除外）应去掉。

C、括号里的内容是注释或补充说明全句的，叫句外括号。句外括号注释中的句末标点可去可不

去。

D、括号和破折号都有解释说明作用，但用法有所区别。一般来讲，解释说明的词语比较重要，

需要读出来的用破折号，否则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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