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 小学六年级语
文考点要点复习总结(汇总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篇一

(1)清凉的山泉汩汩的溪流飞流的瀑布陡峭的悬崖悠悠的白云
淘气的云雀挺拔的身躯

(2)德高望重：道德高尚，名望很大。

波光明灭：水波忽明忽暗的样子。

津津乐道：很感兴趣地谈论。

幽径——隐蔽、僻静的小路。

(3)近义词

幽径——僻径唱和——应和吟诵——吟咏津津乐道——侃侃
而谈陡峭——峻峭

(4)反义词

流淌——凝固清凉——炎热精致——粗糙

2、句子



(1)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短暂而别有深意的仪
式;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
听见时间隆隆的回声。

理解：这句中，“它们”指的是落花和落叶，“仪式”指的
是落花、落叶从枝上掉下并融入泥土的过程。时间虽短，却
有深意。从“一朵落花”“一片落叶”“一块石头”中，作
者感受到了时间的变迁，生命的轮回。

(2)啊，老桥，你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理解：把“老桥”比喻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不但写
出了桥的古老，而且也突出了它默默无闻为大众服务的品质，
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桥的赞美和敬佩。

(3)我脚下长出的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
胳膊变成树枝，血液变成树的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理解：这是作者走进树林，靠在一棵树上产生的联想。树为
人友，人为树友，人和树已融为一体。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
境界!从这些联想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和树之间的那
种“知已”情谊，那种走进大自然物我相融的境界。

(4)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

理解：一声“呼唤”，一个“眼神”，这种拟人化的方法，
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和鸟儿、露珠这两位朋友间的默契和情谊。

理解：这是写“我”跟山中的“朋友”在打招呼，内容一致，
结构相似，是一组排比句，同时运用拟人方法，把“我”和
山里“朋友”之间的那种深厚情谊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6)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我热切地跟他们打招
呼：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



吗?你好，汩汩的溪流!你吟诵着一首首小诗，是邀我与你唱
和吗?你好，飞流的瀑布!你天生的金嗓子，雄浑的男高音多
么有气势。你好，陡峭的悬崖!深深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
躯，你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智慧。你好，悠悠的白云!你
洁白的身影，让天空充满宁静，变得更加湛蓝。喂，淘气的
云雀，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
行中看到的好风景。

理解：在这段话中，作者把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
云雀当作自己的朋友，跟他们热切地打招呼。这些朋友也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作者应和。从中我体会到了作者与山中朋
友们的深情厚谊。

3、课文

本文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好奇心的散文。作者
“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中的“朋友”，与
“朋友”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世界，表达了对
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篇二

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由词按照语法规则构成的，能表达
一个完整的意思。在小学阶段，要求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能把话说（写）得完整、通顺、清楚、明白，并且比较具体
生动。正确使用学过的标点符号。

1．句子的构成。

句子是由词构成的。一个句子一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一
部分说的是谁、什么，后一部分说的是怎么样是什么。例如：
春天来了。我们是少先队员。这两个部分大多数句子都不可
缺少，它们是句子的基本成分。有些句子在表示动作的词后
面还有一个连带成分，表示动作对象。例如：外宾们游览了



狼山。有些句子除了这三种成份外，还带一些附加成份。的、
地、得常常是这些附加成分的标志。例如：钱学森享受着优
厚的待遇。老人悠然地谈着。人们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练一练

把下面的句子补充完整。

（1）他在座谈会上（）自己的意见。

（2）今天是（）。

（3）（）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

（4）大家都积极地参加（）。

（5）1946年人们（）第一台电了计算机。

（6）在党的培养下，雷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

（7）（）真是热闹极了。

（8）我们观看了（）的（）。

2．句式

有的句子可以变换句子的形式。有的是为了突出强调某种事
物；有的是根据具体语言环境的需要；有的为使所表达的语
句更简洁，把两句改写成一句。

例1．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是真理。改成不劳动，连
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真理吗？（把陈述句改成反问句，
为了强调突出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真理。）

例2．凡卡说，他在给爷爷写信。改成：凡卡说：我在给爷爷



写信。（把第三者的转述改成某人直接叙述的话，使人读起
更亲切。

例3．我羡慕他。他聪明。改成：我羡慕他聪明。（把两句合
并成一句使语句更简洁。）

例4．我把三百颗菊秧救活了。改成三百棵菊秧被我救活了。
（把字句改成被字句，适应语言环境的需要。

另外还有几种特殊的句式：

有的一个句子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如：王老师推
开门走进教室。

有的一个句子中两个词说法不同但表示同一对象。如：第十
一届亚运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

练一练

（1）把下列句子改写成反问句。

象桑娜那样品德高尚的人值得赞扬。

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强盛，我们应该努力学习。

少先队员应该讲文明，有礼貌。

（2）把下列句子改成陈述句。

人的聪明与愚笨，难道是天生的吗？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不上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吗？



（3）把下面句子改成用把字的句子。

同学们交给我一项任务。

姐姐送给我一件最有意义的礼物。

陈医生看好了孩子的病。

（4）下面句子改成用被字的句子。

森林爷爷战胜了妖魔。

蚂蚁吃了一条大虫。

濛濛细雨淋湿了人们的衣服。

（5）把下面句子改变人称换个说法。

美丽的姑娘说：我是智慧的女儿。

一位台湾同胞说，他是中国人，他爱中国。

小明高兴地告诉妈妈，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雷锋日记》。

3．修饰句子

在学过的课文中，我们要着重掌握以下几种修饰句子的方法：

（1）比喻。

俗话叫打比方。一种是明显地打比方。

常用的比喻词有：象、好像、似、好似、若、如、如同等。
例如，太阳象个红球，慢慢地升起来。



另一种是暗暗地打比方，常用的比喻词有：是、成为、变为
等。例如：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2）夸张。

运用丰富的想象，把所要描写的事物故意夸大或缩小的写法
叫夸张。

如：大虫怒吼一声，就象晴天里起了个霹雳，震得山冈也动
了。

（3）拟人。

借助丰富的想象，把物当作人来写的方法。

运用拟人的方法可以使人觉得生动、形象、亲切。如：田野
里，小虫为他演奏。

（4）排比。

用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的一些句子或词组排列起来，
表达意义密切相关的内容，借以增强语气。

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5）对偶。

对偶句结构整齐匀称，读起来琅琅上口。

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练一练

读下面的句子，看看是用什么方法修饰的，再仿照例句写出



两个句子。

飞机排成人字形，像银燕一样飞过天空。（）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

他是那么平凡，那么朴素，那么纯真，那么谦虚。（）

茉莉花开，香飘万里。（）

4.修改病句

修改病句，先要找出病因，然后再着手修改。修改时，注意
不要改变原句的意思。常见的病句有以下几种：

（1）成份残缺。即句子不完整。如：读了《革命烈士诗二首》
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是谁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呢？没说出来。这个句子应该补上我
或同学们一类词语。

（2）搭配不当。即句子的主要成份之间，附加成份和主要成
份之间搭配不当。

如：春天的苏州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把这个句子简缩后就
可看出，苏州是季节，显然不通。只要改成苏州的春天是一
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就通顺了。

（3）前后矛盾。一句话必须合乎事理不能自相矛盾。

如：我的回家作业基本上全部

做完了。回家作业要么是基本上做完（还有少量没做），要



么是全部做完（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又说是基本上，又说
是全部显然是矛盾的，两种说法只能保留一种。

（4）重复罗嗦。有些句子形容词用得过多，意思重复，甚至
改变了原意。把句子多余的词语删去，句子就明白简洁了。

如：我一定要改正不好的缺点。缺点当然是不好的，把不好
的删去句子就简洁了。

（5）不合逻辑。

如：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葡萄、苹果、梨和水果。因为水果
包括了葡萄、苹果、梨等，不能平列一起，所以应该把水果
删去。

（6）词序不对。即句子里的词语排列的先后不合适。

如：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调整为他一次又一次
完成了艰巨任务。

（7）形容不当。

如：王老师讲完故事，教室里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教室里
不可能出现排山倒海的掌声，形容不当，可改为热烈的掌声。

练一练

修改下列病句

贯彻《小学生守则》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们沿着这条公路，不要一小时，就可到达县城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这个班级的同学是全校开展学雷锋活动最好的班级。

老师的教育下，他明确了学态度。

同学们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把教室打扫得整整齐齐、干
干净净、清清爽爽。

过去，我做作业马虎潦草，很不认真，不经常拖拉，不按时
完成。

六一节那天，我踏着轻松的步伐，兴奋的心情来到学校。

5．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帮
助我们辨别句子的语气，分清句子结构，识别句子性质，从
而正确了解句子的意思。小学阶段要会用的标点符号如下表：

名称符号说明举例

句号。表示一句话说完之后的停顿。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

逗号，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顿。学好了语文，我们才会读书
看报，才会写信写日记，才会写好作文。

顿号、表示句子中并列的词或词组之间的停顿。燕子、雁、
布谷、夜莺都是定期迁徙的候鸟。

分号；表示一句话中并列的分句之间的停顿。屋子里，我是
主人；屋门外，蝉是最高的统治者。

冒号：用来提示下文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冬眠不是睡眠，
和日历上的日月也扯不上关系。

问号？表示一个疑问句完了之后的停顿。小朋友，你们的暑



假生活过得丰富么？

叹号！表示一句有强烈感情的话完了之后的停顿。愿你们在
新学年中好好地学习语文！

引号“”1.引用对话或文章里一段文字。2.表示反面或否定
意思的词语。3.表示特定的称谓，或需要着重指出的部分。

大娘说：“同志，谢谢你呀！”雷锋说：“谢什么，这是我
们应该做的。”

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做这样的“傻子”的。革
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地道里每隔一段就有个很窄的“孑
口”，只能容一个人爬过去。

书名号表示书籍、文章、报刊、文件、影片等名称。今天，
我读了《给颜黎民的信》。

破折号--1.表示底下是解释部分或说明部分。2.表示意思的
递进或转折。3.表示声音的延续。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
年夜。蝉的幼虫爬到地面上来，常常在圆孔的附近徘徊，寻
找适当的地方--一棵小树，或是一根灌木枝--脱它的皮。吃
的不是白面包--黑面包能吃饱就不错了，菜只有鱼。大家就
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
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我跺着脚大声喊：“咳！这么冷，小心你的
脚……”“我？”桑娜脸色发白，说：“我嘛……缝缝补
补……风吼得这么凶，真叫人害怕。”

练一练

给下列句子加标点符号。



我有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我学习语文的好工具

总攻开始了军号声枪声炮声喊声立刻震动着山谷

在学校里要尊敬老师关心同学在社会上要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在家里要尊敬父母爱护弟妹

改正下面的句子中用错的标点符号。

老师同他谈过话后，他说：他有决心把学习搞好。

晚上爸爸问我今天一天做了什么事？我吞吞吐吐说不出来。

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才算遵守纪律？都是我们今天中队
会上要讨论的问题。

我最爱读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里开着许多鲜花，火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娇艳的海棠
花。

[六年级语文归类复习资料句(人教版六年级教学总结)]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篇三

词语复习要做到能正确地读，写已学过的词语，理解学过的
词语的意思，并能正确运用。能按要求给词语进生归类。

（一）、积累词语：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每
篇课文后面要求说说写写的词语，都应该正确地读写及积累。

（二）、理解词语：理解词语的方法：



（1）弄清这个词语中，两个关键性的字的意思，然后考虑整
个词语的意思。例凝神谛听这个词，其中谛是仔细的意思，
整个词语的意思是集中注意力仔细地听。

（2）有些词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要注意它们的比喻或引
伸义。例：目瞪口呆这个词常常用来比喻惊讶的样子，而不
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

（3）要结合语言环境，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如：
这茶叶的香味吓煞人。嫩叶如同一条青龙上下翻飞，煞是好
看。前一个煞是杀的意思，后一个煞是极的意思。

一、辨析词义辨析词义的方法：

（1）要搞清词语的感情色彩。例：团结和勾结，都有一个为
了一个目的联合和结合的意思。团结用于好的方面，而勾结
用于坏的方面，指进行不正当的活动而暗中结合。

（2）注意运用的对象。如：爱戴和爱抚，前者用于党、领袖、
英雄，后者用于老一辈对后代。

（3）注意范围的大小。如：辽阔和广阔，都是指面积广大，
但辽阔比广阔所指的范围更大。

（4）注意程度的轻重。如：喜爱和酷爱，都有爱好某事某物
之意，但酷爱比喜爱的程度重。

（5）考虑词语搭配的习惯。如提高水平，改进方法，改善生
活等。

二、用词造句要做到：

（1）正确理解词语的意思，注意它的使用习惯，特别要留心
这个词语用在什么场合，常跟哪些词语搭配。



（2）把意思表达完整。

三、词语的归类或排列，常见的可以从词语所代表事物的性
质、特点、用途、概念大小，相关相对关系等方面来考虑。

练习

（一）填字成词。

风流（）洒气（）轩昂神（）奕奕满面（）光威风（）（）

相貌（）（）温（）尔雅心地（）良风度（）（）（）（）
大方

一元（）始万象（）新桃（）柳（）芳草如（）（）阳似火

暑气（）人秋高气（）万里（）云涸波（）渺一望无（）

岁月（）流尺（）寸阴水中（）月海底（）针风平（）静

雷霆万（）抛好（）（）高屋建（）排山（）海旋（）转（）

诗词歌（）琴（）书（）人定（）天风雪交（）寒气（）人

波光（）（）高山（）水炉火（）青棋逢（）（）虎（）龙
（）

笔走（）（）一气（）（）生（）妙笔（）（）如生头头是
（）

娓娓而（）（）中开河（）（）其谈胡（）乱（）无（）之
谈

海（）天（）拾人（）（）老生（）（）高朋满（）（）友
如云



（）（）生辉宾客（）（）一见如（）一往（）深相见恨（）

交（）言（）形影不（）难舍难（）情同（）（）一望而（）

一目（）然得（）应（）左右逢（）言（）意（）要言不（）

开（）明义开门见（）胸有（）（）意在（）（）浮想（）
（）

文思如（）

（二）按要求写成语（至少五个）

1、描写人物仪表的：

2、反映人物优秀品质的：

3、反映技艺高超的：

4、反映朋友间情宜深厚：

5、反映景色优美的：

（三）写近义词：

开拓（）气魄（）和蔼（）沉浸（）暴躁（）害羞（）忙碌
（）

惬意（）闪烁（）推荐（）推辞（）茂密（）嗜好（）适宜
（）

寻常（）安稳（）折服（）发掘（）庄重（）拾掇（）搭救
（）

珍惜（）光阴（）宽大（）凝聚（）憧憬（）炽热（）



不屈不挠（）五颜六色（）转眼间（）

（四）写反义词：

爱好（）爱惜（）保护（）悲痛（）本质（）成功（）惩罚
（）

出色（）纯净（）单调（）独特（）繁忙（）奉献（）富强
（）

干燥（）高尚（）广袤（）害羞（）简陋（）健壮（）结实
（）

敬爱（）浪漫（）利索（）灵巧（）浓郁（）偶尔（）朴素
（）

勤奋（）轻盈（）清楚（）深奥（）衰老（）微弱（）贤慧
（）

雪白（）赞许（）崭新（）真诚（）暴跳如雷（）眉开眼笑
（）温文尔雅（）

（五）词语搭配：

（）的火焰（）的阳光（）的天空（）的头发（）的话语

（）的成就（）的建筑（）的态度热情的（）热闹的（）

亲切的（）亲密的（）丰富的（）丰盛的（）热烈的（）

猛烈的（）创造（）改正（）坚持（）修理（）端正（）

坚守（）整理（）制造（）刻苦地（）耐心地（）艰难地（）

无情地（）悄悄地（）忘我地（）深情地（）专心地（）



三、选词填空：

1爱护爱惜珍惜

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书籍的习惯。

他十分（）时间，一分钟也不让它白白地浪费掉。

2安静宁静平静寂静

老师来了，教室里立刻（）下来。

海上有一轮明月，照着（）的海面。

他头往后仰着，冰冷发青的脸上显出死的（）。

3维持保持保护

渔夫起早贪黑地干，还（）不了一家人的生活。

他始终（）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4埋怨抱怨

事后，他（）自己考虑不周到。

他老是（）别人对他不尊重。

5必须必需

一只蜜蜂要酿造一公斤蜜，（）在一百万朵花上采集原料。

他买了一些学习上（）的用品。

6毕竟究竟



兴国塔（）有多高，谁也没有测量过。

光靠瓜菜过日子，（）是填不饱肚子的。

7沉重繁重

（）的工作，累得他更加消瘦了。

他怀着（）的心情告别了妈妈。

8成绩成就成果

建国三十周年的伟大（）鼓舞着亿万人民。

我们学校的体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

9涌现出现呈现体现

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来，全校（）出一派新气象。

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来，好人好事不断（）。

10矗立耸立屹立

刘胡兰像钢铁巨人一样（）在刑场中间。

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广场南部。

（六）、把词语按一定顺序排列：

1、中国昆山实验小学江苏省昆山市昆山市实验小学六（1）
班

2、准备活动领奖品冲到起跑



1、全部没有少数一半多数

2、头部身体上身牙齿嘴

（七）用--划出不是同一类的词：

1、梅花兰花菊花雪花荷花

2、麻雀鹌鹑蹁蝠喜鹊翠鸟

3、《少年文艺》《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少年报》
《小学生作文》

4、矮懒高胖瘦

5、米饭稻子面条包子大饼

七、照样子写几个词，意思与下面的词相近或相同：

例：看一瞧、瞅、瞟、瞥、盯、注视

走--（）、（）、（）、（）、（）

叫--（）、（）、（）、（）、（）

八、根据意思写词语：

1、不顾个人安危，奋勇直前（）

2、在困难面前不屈服。（）

3、顾不得睡觉，忘记了吃饭。（）

4、前后相接，连续不断。（）



5、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挡的形势。（）

6、比喻白费力气，不可能达到目的。（）

九、找出每组适当的答案，在下面画一条横线：

1、剪刀对布匹锯子对（1）水泥（2）木材（3）椅子（4）砖
头

2、花卉对公园化石对（1）商店（2）礼堂（3）博物院（4）
图书馆

3、鸟蛋对雏鸟种子对（1）树木（2）花朵（3）幼芽（4）树
根

4、声音对耳朵味道对（1）香甜（2）口腔（3）牙齿（4）舌
头

5、绿色对颜色铅笔对（1）文具（2）钢笔（3）木头（4）铅
笔盒

6、工人对机器战士对（1）坦克（2）大炮（3）机枪（4）武
器

7、良药对苦口忠言对（1）顺耳（2）刺耳（3）逆耳（4）悦
耳

8、成果对努力收获对（1）除草（2）播种（3）施肥（4）耕
耘

9、早晨对朝阳正如黄昏对（）

10、雨天对潮湿正如晴天对（）

11、失败对痛苦正如成功对（）



12、开始对结束正如元旦对（）

13、陌生对熟悉正如随便对（）

14、豺狼对残忍正如羔羊对（）

十、把下面的词语恰当地搭配起来：

响应觉悟明确问题

克服号召表示方向

提高缺点解决态度

改正困难接受批评

刻苦地奔驰巨大的景色

热烈地学习无穷的变化

飞快地歌唱壮丽的前程

愉快地讨论灿烂的力量

[六年级语文归类复习资料词语(人教版六年级教学总结)]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篇四

1、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2、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张维屏)

3、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

4、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



5、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陈与义)

6、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

第二单元

1、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周恩来)

2、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
小平)

3、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鲁迅)

4、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
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巴金)

第三单元

1、轻诺必寡信。《老子》

2、民无信不立。《论语》

3、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

4、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也，人之道也。《礼记》

5、有所期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袁氏世范》

第四单元

1、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2、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3、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4、有限的资源，无限的循环。



5、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

第五单元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

2、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3、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许广平
《欣慰的纪念》

4、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
财害命的。《门外文谈》

第七单元

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
踏清秋。

第八单元

六下语文期中知识点总结篇五

当你看到一幅雄浑俊雅的书画后，立即被其所吸引，于是你
搜肠刮肚，想尽华美饲藻来赞美它，这就是语文。为大家准
备了六年级语文标点符号期末复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句号(。)：陈述句的末尾停顿用句号。如：请你稍等一下。

2)问号(?)：问句末尾的停顿。

3)感叹号(!)：感叹句末尾的停顿。如：这儿风景真美啊!

4)逗号(，)：一句话中间的一般性停顿。如：他来了，又走



了。

5)分号(;)：一个句子中，并列的分句之间用分号。如：池边
还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
像一串珍珠，冒到中途又歪下去了;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大水
泡。

6)顿号(、)：句子中并列关系的词语之间用顿号。如：长江、
黄河、珠江、松花江是我国的四大河流。

7)冒号(：)：表示提示性话语之后的停顿，提起下文，表示
后面还有话要引起注意。如：她说：“我明白了。”

8)引号(双引号“”单引号‘’)引号的三种用法：

a)表示直接引用，引用别人的.话或书刊等的话。如：她
说：“我明白了。”或：楼的前面挂着“镇隆中心小学”的
牌子。

b)表示强调，引起注意。如：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

c)表示意思否定。如：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注：引号里还要用引号时，外面一层用双引号，里面一层用
单引号。如：他问老师：“老师，‘置之不理’的‘理’字
是什么意思?”

9)省略号(……)：省略号有三种用法：

a)表示引文内容的省略。如：我读了“渔夫皱起眉……别等
他们醒来”这一段，心里很感动。

b)表示例举事物的省略。如：动物园里有白熊、大象、猴
子……



c)表示话没说完。如：指导员伤心地说：“我没有把你们照
顾好，你们都瘦得……”

d)表示声音断断续续。如：“我嘛……缝缝补补……风吼得
这么凶，真叫人害怕。”

10)书句号(《》)：表示书籍、报刊、文章、影视剧等的名称
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的时候，这些名称应用上书名号。如：昨
天，我读了《林海》这一课，还看了《惠州日报》和《西游
记》。

11)破折号(——)：破折号有三种用法：

a)表示解释说明。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52年10
月12日。

b)表示意思的递进或转折。如：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
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因为这是大年夜——她可忘不了
这个。

c)表示声音延长。如：“嘟——”火车进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