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语法知识



现代汉语语法知识（1）

词类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12类。名词、动词、

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是实词，副词、
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是虚词。



一．名词

 表示人或者事物、时间、处所、方位等名称的词。 

1、表示人的，如：教师、学生、工人、老板、李白、白

居易；

3、表示抽象事物的，如：范畴、思想、质量、品德、

友谊、方法；

6、表示方位的，如：上、右、前、后、中、西、北、前

面、后边、南面、中间、之下、以上。

2、表示具体事物的。如：房子、黄瓜、白菜、拖拉机、

计算机；

5、表示时间的，如：过去、现在、今天、春节、早晨、

黄昏；

4、表示处所的，如：云南、上海、江南、边疆、亚洲；



二．动词 

 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心理
活动等意义的词。 

1、表示动作行为的，如：说、笑、写、走、

休息、学习；

2、表示发展变化的，如：增加、扩大、提高、

发生、出现；



3、表示心理活动的，如：爱、恨、喜欢、想

念、重视、佩服；

4、表示可能、意愿的，也叫能愿动词，如：能、

会、敢、可、应、愿意；（能愿动词常常放在一般
动词的前面。）

5、表示趋向的，也叫趋向动词，如：上、下、

去、来、进、出、到、过、上来、起来；

 6、表示判断的，也叫判断动词，只有一个“是”。



三．形容词 

 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状态、颜色等的词。 

表示形状的，如：大、小、高、胖、笔直、长、短；

3、表示性质的，如：好、坏、美、纯粹、高明、

美丽、诚实；

4、表示状态的，如：快、慢、软、硬、拘谨、悠

闲、忙碌、兴奋、激动。

（形容词常常用在名词或动词的前边，起修饰限制作用。
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我在慢慢地赏玩、
领略美好的时光。）



四．数词 

表示数目的词。 

有的表示确数，如“一、二、两、三、七、
十、百、千、万、亿、半”。 

有的表示概数，如：几、些、多、约；

有的表示序数，如：第一、初二、老三。

注意数量增加和减少的表示法：数量增加要用倍
数或百分数，可用“增加了”或“增加到“；数
量减少只能用分数，可以说”减少了“或“减少
到”。



五．量词 

 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 

     如:个、台、条、双、对、群、类、

米、公里、吨、次、回、趟、遍等。
数词和量词常常连用，构成数量词。

1、表示事物单位的数量词常常用在名词的前边，如：

一本书、三杯茶；表示动作行为单位的数量词常常用
在动词的后边，如：去一次、说一遍、跑一趟

2、数量增加和减少的表示法：数量增加要用倍数或

百分数，可用“增加了”或“增加到“；数量减少
只能用分数，可以说”减少了“或“减少到”

注意



六.代词 

 代词代替其他的词或者短语、句子的词。 

1、人称代词：代替人或事物的名称。如“我、
你、您、他、她、它、我们、你们、他们、
她们、它们、咱们、自己、别人、人家、大
家、大伙。“自己”能和其他代词连用，起
强调作用。例如：我自己、你们自己、大家
自己）
2、疑问代词：用来提出问题，如“ 谁、什么、
哪（问人或事物）、哪儿、那里、 （问处所
） 、几 多 （问数量）、多、多么（问程度）、
怎么、怎样、怎么样问性质状态）、什么、
怎样、什么样（问方式行动）。



 3、指示代词：用来区别人或事物，如“这、那（指人
或事物）、这儿、这里、那儿、那里（指处所）、这
会儿、那会儿（指时间）、这么、这样、这么样、那
么、那样、那么样（指性质、状态、方式、行动、程
度） 、这些、那些、这么些、那么些（指数量）、每、
各（指所有的或全体中任何一个）、某、另、别（确
有所指，未说明哪一个） 

代词代替某类词，就具有这一类词的语法功能；它
所代替的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它也能充当什么
句子成分。



七．副词

 副词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前边，表示动作
行为的范围、时间、频率、语气等或性质
状态的程度的词。

副词通常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用来修饰、
限制动词和形容词。如：他很高兴。小明刚刚
经过。

常用的副词有：很、更、非常、都、只、
才、就、已经、曾经、刚刚、立刻、马上、
忽然、终于、大概、简直、难道、没、不，
等等。



 八、连词

连词是连接词、短语或句子的词，用
来表示并列、选择、转折、递进、因
果、顺承、假设、修饰等关系。

常见的连词有：和、跟、同、而、
或、而且、虽然、并且、但是、如
果、假如、只有、只要、因为等。



九．介词 

介词经常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
短语的前面，构成介词短语，表示
时间、处所、方向、对象、方式、
目的、比较等。如：从第一组开始、
往北走、给人看病比前几天好多了。



常用介词及用法的顺口溜

自、从、以、当、为、按照，

由于、对于、为了、到，

和、跟、把、比、在、关于，

除了、同、对、向、往、朝……



十．助词
 附加在词、短语、句子上起辅助作用的词。 

助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结构助词，它们是
“的、地、得、所、似的”；一类是动态助词，
它们是“着（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中）、
了（表示已经完成）、过（表示曾经发生过）
”；一类是语气助词，放在句末，表示陈述、
疑问、祈使或感叹等语气。如“啊、吗、呢、
吧、呐、呀、了、么、哇”。



十一．叹词 

 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等声音的词叫做叹词。 

如：“喂、哟、嗨、哼、哦、哎呀”。

叹词一般单用，独立成句。如：

1、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表示感叹）

2、喂，你听见没有？（表示呼唤）



十二．拟声词 

这是模拟声音的词。 

如“呜、汪汪、轰隆、咯咯、沙沙沙、呼
啦啦”。 



 短语及短语的类型

1、什么是短语？
      词和词组合起来，构成短语（也称词组）。

如“打”和“篮球”两个词就组合成“打篮球
”，就成了短语。
       词和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序或依靠一定的

虚词组合成短语。如：拣麦穗、骏马飞奔、心
中的鹰、我的信念、想和做。



2、短语的类型

 （1）主谓短语

 主谓短语是由两个表示被陈述与陈述关系的词组
成的短语，其中表示被陈述的对象的是主语，用
来陈述的是谓语。主语一般由名词、代词来充当，
谓语一般由动词、形容词来充当。如：

 老师讲课              脸红                 

电话响

 他讲话                  心情好             

鲜花美

 小明走                  她聪明             

我们高兴

从结构关系看，短语可以分为主谓短语、偏正短语、
动宾短语、后补短语、并列短语、介宾短语、的字短
语等。

说明：主谓短语可以回答“谁、什么怎么样”或“谁
干什么”等问题。



（2）偏正短语
           是由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与在它们前头起修饰作用的
成分组成的短语，它们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其中名词、
动词、形容词是中心语，修饰名词的成分是定语，修饰动词、
形容词的成分是状语。中心语为正，修饰语为偏，故叫偏和正
短语。如：



说明：左边一组都是由定语和中心语组成的
偏正短语,右边一组都是由状语和中心语组成

的偏正短语。

 (我的)老师                         

[恭敬地]鞠躬

 (清晰的)字迹                      [小
心地]翻阅

 (一个)顾客                          

[完全]相信

 (可爱)的人                          

[更加]坚强

 (可贵的)精神                      [多
么]漂亮



（３）动宾短语

 动宾短语是由动词和后边受动词支配的成
分地起组成的短语，其中受动词支配的是
宾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结果、处所
等。宾语主要由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的短
语充当。如：

敬畏生命、吃包子、热爱生活、夸奖我、爱好文学、　　　　
写文章、庆祝回归、修铁路、安排工作、盖房子



(4)后补短语
        后补短语是由动词、形容词和在它们
后边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成分一起组成的短语。
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成分是补语（有些补语前
头要用结构助词“得”）。如：

盛<满> 、好<极>了、吓<跑>、热<死>、了牵<

回去> 、大得<多>、抱<起来>、暗得<很>、打
量<一番>、翻了<一阵>



(5)并列短语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
词并列组成的短语，词和词之间是平等的
联合，没有轻重主次之分。如：

报纸杂志                           老师
和同学

改革开放                           唱歌
和跳舞

雄伟壮丽                           讨论
并通过

聪明、美丽而善良            光荣而艰巨

听、说、读、写 妈妈、爸爸
和我



（6）介宾短语

 是由介词和后边的宾语一起组成的短语，用来表
示时间、方位、处所、对象等等。如：

向沙漠                    从北京来

在外面                   往北边走

对大家                   比我

关于学习               沿着河岸



（7）的字短语

 是由名词、代词、动词或形容词等加“的”组成
的短语。的字短语可以用来代替名词，相当于一
个名词的功能。如：

集体的                                 大家的

小红的                                 别人的

吃的                                     红的

用的                                     大的



练习：指出下列短语的类型。
粗短的手指       笑了一下              从书架上             

用日本话           欢喜得跳起来      低声地说            

有信心               追求理想             性情温和     

渐渐消逝           这种精神             美极了    

获得成功           平淡又忙碌          很幼稚         

预先设计           说笑聊天              态度安详     

找了半天           烧火做饭              长风呼啸     

万分痛苦           皮肤黝黑              分析问题          

勤奋学习           洗干净                  暗得很    

神情痛苦           一个例子              埋头工作
干得热火朝天    热死了                 热爱祖国



现代汉语语法知识（3）           
句        子

（一）按句子的用途和语气分类

 1、陈述句：是叙述事实的句子。句末用句号。如：我
刚写好作业。

 2、疑问句：是提出问题的句子。句末用问号。如：你到
哪里去？

 3、祈使句：向别人表达某种请求、命令、劝阻、商量
等意思的句子。句末用句号或叹号。如：不能停留！

 4、感叹句：抒发感情的句子。句末用叹号。西湖多美啊！

一、句子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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