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高中知识点衔接系列之

      ——断句分析



初高中断句的不同点

1、分值不同    中考通常是2分，高考是3分。

2、需要断开的点不同   中考通常是2处，高
考是6处

3、可断可不断的要求不同   中考一般都是必

修要断开，高考一般可能会出现一些可断
可不断的情况



文言文语法知识点的回顾

• 文言文中句子的一般成分：
• 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
• 主语、宾语：名词、代词
• 谓语：动词
• 状语：介宾短语、副词
• 定语：形容词



练习：解释下面划横线的词语

1、沛公军霸上

2、常以身翼蔽沛公

3、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4、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1、名作动，驻军；
2、名作状，像鸟张开翅膀一样；
3、名作状，用匣子；
4、名作动，游泳



• 在文言文中，“应”“能”“可”“该
”“要”“皆”这类词语及否定词的后面
紧跟的一般是____词。动



• 此外，在语法中我们还需要记得下
面规律：

• 1、每个句子都应有动词；

• 2、动词前的名词若非主语，则为

名词作状语。



1、 找名词（代词）或者说是找动词，定句读。
     和现代汉语一样， 文言文中名词（代词）一
般也常常用作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因此，找出文
中反复出现的名词或代词，就基本上可以断出句
读了。

           即巧用语法断句。一般完整的句子，都含有
主语、谓语、宾语。主语和宾语，由名词、代词
或名词短语充当，就文言文而言，包括朝代、国
名、人名、地名、官职等词；谓语部分由动词、
动词性短语，形容词、形容词性短语充当。

  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
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断句的几个注意点



2、看虚词，定句读。

      古人写文章，不用标点符号。他们明辨句读，
虚词就成了重要标志。尤其是语气词和一些连词
的前后，往往是该断句的地方。

      如：夫、盖、凡、窃、请、敬等发语词和表
敬副词，常常用在句首；也、矣、欤、焉、哉等
语气词常常用在句尾；以、于、为、而、则等连
词常用在句中。根据这一特点，找出虚词就有助
于句读。

注意点：于、而、之的用法 



常常出现在句首的词语 

人称代词：吾、余、予 / 尔、汝（女）、公、卿、
君 / 彼、此 

   发语词：盖、夫（注意：是虚词还是实词）、  
若夫、且夫、殆  

   连词：故、是故、则、然则、或、况、而况、 

                 而（注意：连接的是短语还是分句）、 

                 且（注意：是连词还是副词）、 

                 岂、岂非、得无（毋）、无（毋）乃、 

                 何其、岂独、唯 

   动词：曰、故曰、或曰、云、言 



3、据排偶，定句读。
      排比、对偶、对称是文言文中最常见的修辞

方法。句式整齐，四六句多，又是文言文语言上
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又为断句提供了方便。

  如: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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