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标点的学习要求是“能正确

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正确使用”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个是能够掌握16种标点符号的用法并能够正确

运用，二是在写作时能够把标点符号写规范。 



常用的16种标点符号，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点号的作

用在于点断，主要表示说话时的停顿和语气。点号又分为句
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有句号、问号、叹号3种，表示

句末的停顿，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句内点号有逗号、顿号、
分号、冒号4种，表示句内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标号的作用
在于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常用的标号有9种：引号、括号、

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和专名
号。 

那么我们需要掌握哪些常用的标点符号呢？常用的有句
号、问号、叹号、顿号、分号、冒号、引号、括号、省略号、
书名号等。 



综观近几年全国各地的中考“标点符号”试题，常

见的考查形式有：选择标点符号运用正确或错误的项，

修改句中错误的标点符号，给一段话加上标点符号。 

一、题型分析 



 (一)句号的运用 

        句子无论长短，只要结构完整，意思独立的陈述句，
或是语气较舒缓的祈使句，句后都应用句号。 

         a．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
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b．让我来说一段故事吧。 

二、知识归纳 



(二)问号的运用 

        1、第一注意选择问，全句末尾才用问。(选择性的问
句，中间的停顿用逗号，只在全句末尾打一个问号。) 

        a．你打算到西安去呢，还是到广州去？ 

        b．你是临场害怕呢，还是身体不舒服？ 

        2、第二注意倒装问，全句末尾才用问。(倒装性的问
句，问号也打在全句末。) 

        a．怎么了，你？ 

        b．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志们？ 



3、第三注意特指问，每句末尾都用问。 

(特指性的问句，每个问句的末尾都要打上问号。) 

除了他能去，还有谁呢？你吗？你能去吗？你不能去吧？ 

4、第四注意无疑问，陈述语气不用问。(有些句子的局部

虽然带上疑问词，但整个句子的语气是陈述语气，这样的句子
就不能打问号。) 

a．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b．要在城西修建立交桥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非常关
心这座立交桥将怎么建，那里的近千株树木将怎么办。 



(三)感叹号的运用 

        关键注意倒装叹，全句末尾才用叹。(倒装性的
感叹句，感叹号要打在全句末尾。) 

       多美呀，祖国的春天！ 



(四)顿号的运用 

        1、大并套小并，大并逗，小并顿。(有的句子并列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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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标
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 

        b．这个经济协作区，具有大量的科技信息，较强的工

业基础，巨大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较丰富的动植
物、矿产、海洋、旅游等资源。 



2、并列谓和并列补，中间不要去打顿。(并列性的谓语之
间和并列性的补语之间打逗号，而不打顿号。) 

a．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b．这个故事讲得真实，动人。 

3、集合词语连得紧，中间不要插进顿。(集合词语是紧密

的结构，不能用顿号分隔开来。如“师生员工”，其间就不能
用顿号。) 

这个县有30多所中小学。 



4、概数约数不确切，中间也别带上顿。(概数即约数，
是不确切的数目，中间不能打顿号。) 

a．她看上去十七八岁，一副瘦骨伶仃的样子。 

b．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 

5、如果带有语气词，不用顿号用逗号。 

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到处摆着水果摊，甜瓜啊，西瓜啊，
伊犁苹果啊，库尔勒香梨啊……走到哪儿都闻得到诱人的
香味。 



(五)分号的运用 

         1、分句内部有了逗，分句之间才用分。(并列分
句内部有了逗号，这并列分句间才能用分号。) 

         a．做，要靠想来指导；想，要靠做来证明。 

         b．做要靠想来指导，想要靠做来证明。 



(六)冒号的运用 

        1、提示下文用冒号。 

        a．下午他拣了好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
香炉烛台、一杆台秤。 

        2、总结上文可用冒。 

        a．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3、冒号要一管到底。 

        a．本省三位中年作家——叶蔚林、韩少功、彭建明在一
起畅谈往事。(此处就不能用冒号，因为这里只能管到三位作
家“叶蔚林、韩少功、彭建明”，却不能管到最后一句“在一
起畅谈往事”。所以应用破折号，起局部解释作用。) 



4、话语未完不用冒。 

a．“学习就怕‘认真’二字，”张老师说，“‘
态度决定一切’，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句中“张老

师”的话分前后两部分说的，前部分话还没说完，故
不能用冒号，用逗号。) 

5、非独立引用不用冒。 

a．《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正式确立了：“自然因

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各级政府负责治理；人为因素
引发的地质灾害，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此句引文
仅作句子成分,所以“确立了”后面不用冒号，应删掉
。) 



(七)引号的运用 

        1、引用之语未独立，标点符号引号外。 

        a．写文章应做到“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
,朴字见色”。 

        b．现代画家徐悲鸿笔下的马，正如有的评论家所
说的那样，“神形皆备，充满生机”。 

        2、引用之语能独立，标点符号引号里。 

        a．陆游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3、普通词语不加引。 

        a．艾菲尔铁塔举世闻名。(此句“艾菲尔铁塔”属
普通词语，所以不用引号) 



4、转述话语不加引。 

a．吴名早上跟我说，他脚崴了一下，今天不能来
上课了。 

5、引号之内还有引，双引就要改单引。 

耿大妈对儿子说：“大成，见人该问好就问好，
该行礼就行礼，别怕人笑话，俗话说‘礼多人不怪’
嘛。” 

注意：如果引文末尾是问号或感叹号，无论是直
接引用还是非独立引用均放在括号内。 

例如：我一进教室，就看见“你在浪费时间吗？
”的标语。 



(八)括号的运用 

       注释局部紧贴着，注释整体隔开着。(如果括号注释的是

局部的词语或短语，括号就紧贴着被注释的部分；如果括号注

释的是整体的句子或段落，括号就和被注释的部分隔开。) 

       a．如果想对中国古代史的史料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可以

参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铅

印本。此目录包括经、史、子、集)。 

       b．皮之不存，毛将焉(哪里)附。(《左传》) 

       c．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但丁) 



注意：括号内的注释语如果带有标点，其最后一

个标点(问号和叹号除外)应省去。 

例如：我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

样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 



(九)省略号的运用 

        1、省略号后不用号。 

         a．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
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根据规则，此句
应去掉省略号后的句号。) 

         2、省略号后不加“等”，用“等”不用省略号。 

         a．他爱读小说、诗歌、散文……等等。(根据规
则，此句要么删掉“等等。”要么删掉省略号。) 



(十)书名号运用 

        1、书名、报名、期刊名、篇章名、剧目名、歌曲名

和法规文件等就用书名号来标明；而专栏名、专题名、丛
书、单位等名称不能用。 

        a．以《健康秩序、健康生活》为主题的中央电视台
2004年“3.15”电视宣传活动将由央视经济频道的11个栏目
共同组织完成。(“健康秩序、健康生活”属专题名，应改
为引号。) 

         b．在《人间指南杂志社》里有6位编辑。(“人间指南
杂志社”指单位，书名号应去掉) 



三、口诀小结 

1、问号 

       第一注意选择问，全句末尾才用问。第二注意倒装
问，全句末尾也用问。 

       第三注意特指问，每句末尾都用问。第四注意无疑
问，陈述语气不用问。 

2、感叹号 

      关键注意倒装叹，全句末尾才用叹。 



4、分号  分句内部有了逗，分句之间才用分。 

5、冒号  提示下文用冒号，总结上文要带冒。 

6、引号  引用之语未独立，标点符号引号外。引用之
语能独立，标点符号引号里。 

7、括号  注释局部紧贴着，注释整体隔开着。 



1、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船队经过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再走七、
八公里，就到了风景如画的风凰岛。 

B．专家们正在研究这座千年古塔将怎么修，周围
近百株古树将怎么办？ 

C．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
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D．诗人刘禹锡看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景，
不禁发出“道是无晴还有晴”的感慨。 

课后练习： 



2、下列标点符号使用错误的一项是（    ） 

A．人的力量分两部分：一是生理上的力量，一是心
理上的力量。 

B．“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
有的是希望。 

C．电影都快开映了，你是去呢？还是不去？ 

D．《美猴王》选自《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3、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    ） 

A．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好似细浪微波，线条
柔和，蜿蜒起伏，连接着高高的远山。 

B．证券交易所内那些穿红马甲的人便是经纪人，穿黄
马甲的人则是管理和服务人员：这是全世界都统一的。 

C．他从报上看到某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文化》编委

会联合主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暑期讲习班》的招生启事，
立刻写信去报名。 

D．“唉！”作家叹道，“红尘之中，人海茫茫，要找
出个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来，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4、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志们。”厂长严肃地说
。 

B．我要给爷爷理发，爷爷笑了：“你？笤帚疙瘩戴帽
子——充人哩。” 

C．基础知识究竟扎实不扎实？对今后的继续深造有重
要影响。 

D．今天去呢？还是明天去呢？我实在拿不定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