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不是并列词语，中间误用顿号 

根据顿号的用法，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用顿号，

不是并列的词语就不能用顿号。 

例如：我家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这个例

句中的顿号使用错误，因为顿号的前后不是并列关系而

是领属关系。） 

常见标点使用差错 



        2、分句之间用顿号 

        不同分句间一般要用分号或逗号，不能用顿号。 

        例如：浦东展开了翅膀，它是那样欢快、昂扬、奋发、

正在向辉煌的明天飞去。（这里有三个分句，在第二个和第

三个分句之间应用逗号，即应将最后一个顿号改为逗号。） 



      3、连词前面用顿号 

      在表并列关系的连词前面，无论是“或”“和” 

“及”，还是“与”,均不能用顿号。应根据不同句子的情

况，或删去顿号，或改用逗号。 

     例如：观众长时间的等待，只为一睹她的风采、或签

上一个名。（“或”是连词，其前面的顿号应删去。） 



       4、集合词语中间插顿号 

       集合词语是紧密的结构，不能用顿号分隔开来，如“

中小学生”“大专院校”“指战员”“司乘人员”等。 

       例如：这次“严打”的成功，和广大公安干、警的努

力是分不开的。（“公安干警”是集合词语，中间的顿号

应删去。） 



         5、句中没有逗号直接用分号 

        逗号、分号虽同为句内点号，但停顿的时间有长短之分。

应先选用停顿短的逗号，再用停顿长的分号。只有在“分行

列举的各项之间”才能直接用分号。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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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中无逗号，直接用了分号，应将

分号改为逗号。） 



6、句中已用句号再用分号 

句号是句末点号，分号是句中点号。如果已用了句

号，表明整个句子已结束，再用分号，就显得不伦不类。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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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句号改为逗号，或将分号改为句号。） 
   



       7、非疑问用问号 

       问号应用在疑问句句末。 

       有些句子虽含有疑问词，但整个句子表达的是陈述

语气，句末就应该用句号，而不应该用问号。 

       例如： ①记者走进售票处，马上有工作人员迎上来，

问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结尾处无疑问，应用句号。） 

        ②我不知道这条路谁能走通？但我一定要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 （“这条路谁能走通”虽然有疑问词，但它

是“不知道”的宾语，全句是陈述句，故不能用问号，

应用逗号。） 



    8、引语中“某某说（道、讲、问、答）”后标点滥用 

    滥用的情形有以下两种： 

   （1）在引用话语间插入“某某说（道、讲、问、答）”
或动作神态，其后用冒号。此时要用逗号，不能用冒号。 

    例如：“学习就怕‘认真’二字。” 

        张老师严肃地说： “‘态度决定一切’，确实很有道理
。” （冒号应改为逗号。）      



     （2）在“××说”后错用标点等标点符号。在引用的

话语结束后，在“说（道、讲、问、答）”之后只能用句

号，不能用逗号或其他标点符号。 

       例如：他（霍永诚）问：“有事？” 

        “有事。”高旭初答，这两个字吐得很重，像两块石

头，砸得霍永诚有些发蒙。(“高旭初答”后的逗号应改

为句号。）    



        9、引用的话语结束后，句末点号位置不对引语中句末

点号误置主要有两种情形： 

      （1）全引句，句末点号应放在引号内，而不是引号外。 

        例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全引句，

句号应在引号内。） 



   （2）部分应用句，句末点号应放在引号外，而非引

号内。 

    例如：抽签的结果，辩题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四

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部分引用句，句

号应在引号外。） 

     需要注意的是：引用内容句末如果是问号或感叹号，

都应放在引号内。             



        10、倒装成分之间用句末点号 

        倒装句虽然有句子成分的倒置，但仍然是一个完整的

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因而全句只能用一个句末点

号，倒装成分之间应用逗号。  

例如： ①你到哪儿去了？今天上午。 (状语和中心语

倒装，问号应置于句末。可将问号改为逗号，句号改为问
号。） 

②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定语
“没精打采的”与中心语“路灯光”倒装，应将第一个句
号改为逗号。） 



       11、冒号后面提示范围不清 

       应在冒号提示范围的末尾用句号点断。 

       例如：毛泽东有两句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我从中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冒号

提示的范围只是两句诗，应将第二个逗号改为引号内句

号。） 



    12、同一句中用两个冒号 

    在同一个句子中，一般只能用一个冒号，否则便会眉

目不清。 

    例如：晚上开大会，张书记宣布：厂里要实行两项改

革措施：一是持证上岗，二是脱产培训。（两个冒号只能

用一个，另一个应改为逗号。） 



    13、句中短暂停顿用冒号 

    有时句中只需短暂停顿，不必用标点符号。 

    例如：本市文坛三位女杰：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

在一起谈笑风生。（“三位女杰”与“王安忆、王小鹰、

程乃珊”是同位词组，中间不必用标点符号。一定要用的

话，只宜用破折号。） 



    14、滥用书名号 

    书名号标示的有书名、篇名、报刊名、图画名、

歌曲名等，并且都是已经存在的。不能作为作品的课

程、课题、奖状、商标、证照、组织机构、会议、活

动等名称，不能用书名号。 

    例如：《文史杂志社》编辑力量雄厚。（应改为

“《文史杂志》社编辑力量雄厚。”） 



一、反复试读，以停顿长短来确定句内点号 

    句内点号不同，表示停顿的长短也不同。在一个

句子中，分号停顿最长，逗号较短，顿号最短。只有

把握了停顿的长短，才便于确定句内点号。 

方法突破 



       句中第一个逗号处和第二个逗号处的停顿是不一样

长的，却用了相同的点号，显然不合适，应把第二个

逗号改为分号。 

        例如：各种非法添加剂仍在农产品生产、运输、加

工环节屡屡不止。客气地说，是生产经营者普遍缺乏法

治意识、质量安全意识，不客气地说，是缺德。 



二、理解文意，根据层次和语意确定标点 

        一句话或一段话的内部，总有一定的层次，把握了

语意层次，便于准确地确定停顿，加上正确的标点。         



        根据文意，第二句话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
“而”字之前，第二个层次在“民族”之后，第三个层

次在“小到家庭”之后，最末一个层次在“大到国家”
之后。根据层次划分，应该在“小到家庭”之后有较大
停顿，书面上用逗号。 

       例如：中华文化是尚群的文化。小到家庭、大到国

家、民族，都是群，而群就是公。《礼记·礼运》中所说

的“天下为公”，已经成为至理名言。  



三、根据语气确定句末点号 

一个句子总有一定的语气。句末点号一方面表示停

顿，另一方面也是一定语气的书面 形式。因此，根据

句子的语气可以确定句末点号。 

       例如：中国足球的球迷们现在真的感到很迷惘

，面对这片绿茵场，不知道是继续呐喊助威呢，还是

干脆掉头而去？  

        这个句子为陈述语气，所以，问号应该改为句号

。 



四、拟用答语判断逗号、问号 

       当无法判断是选择问句还是连续问句时，可以先拟

出答语，确定问句类型，进而明确标点符号的使用是

否正确。 

       例如： ①你是懦弱地等待？还是勇敢地应对呢？ 

       ②茫茫宇宙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生命能不能合成，

人果真由命运主宰？这一切都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给例①拟答语时，我们只要选择其一，或等待，或

应对，就可以了。在给例②拟答语时，则不能这样简单，

每一句都得回答。这也就告诉我们例①是选择问句，是一

句话，中间不能用问号，应把前一个问句改为逗号。例②

是多重问句，各自独立，所以两个逗号都应改为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