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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学位论文

摘 要

★在当 前 ， 国内关于标点符号本体的研 究比较全 面 ，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标点符

号的研究经常被忽视。 尤 其是在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研究

更是空缺。同时 在 仅 有的对外汉语标点符号的研究中，大多 趋 向于针 对东南亚国家、

日韩以及 英 语 国 家留学生 的研究。笔者在研 究 生期间，参与了本 校 的对 外汉语教学实

践，期间就发现汉 语 标点符号这部分的只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被忽略，并导致留

学生在学 习 和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很多偏误。 ★在历史的长 河中，

阿拉伯民族和中 华 民族的 文化和 传统 保持着紧密联系的。２１世纪之后 ， 中国与

阿 拉 伯国家的 合 作 进入了一个 历史性的阶段。双
方

互相支持、尊重 和 平等相待，已 经成为

可以信赖的好朋 友 。现在阿拉 伯学生学习汉语 的 人越来越多，于是我感觉到补充和完

善这部 分 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我有考察了湖南大学初级 与 高级留学生使用汉

语标点符号的情况，并 且在ＨＳＫ动态语料库中查找相 关 的资料 ，同时 借鉴了针对其他

地域或语种留学生 汉 语标点符 号研究的资料。★ 首先，笔者根据学生的母语背景

，翻 阅相关

的资 料 。归纳出阿拉伯语中标点 符 号的使用规律。 总 结出 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

号使用频次最多 的 十种 进行研究。在标点符号的功能和形式进行 比较分析。总结 出它们

形式和功能的异同点。★其次是精 心 筛选 预料，对阿拉伯留学生进行 详细的

语料调查。并同时在 众 多语料库 中归纳偏误的类 型。二者结 合 起来，分析汉语标

点符号存在误用、多余和 空 缺的现象。采 用 问调查和语料分析的办法， 完 整的分析了

母语为阿拉 伯 语留 学生在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中 所出现的问题，从书写形式的偏误，书

写格式的偏误以及功能 偏误 三个方 面进 行 具体的研究，对阿 拉 伯留学生使用汉 语标点

符号的偏误进行总结和归纳。并一一 进 行详细的 分析和举例。★最后，笔者也结

合已有的研究成 果 中
，关

于完善标 点符号教学的 建议，

再加 上 自己在实践 教学中总结的经 验 ， 同时在针对阿拉伯留学生汉语 标 点符号的

研 究 ，给出自己的一些关于完善 教 材，提高讲授的水 平，采取比较法进行针对性 教学等

等 建 议 。
★本文意在完善 对 外汉语教学中标 点 符号这部分，尤其是针对母语阿拉

伯语留 学生使

用汉语标点符号存在的困难 ，找出偏误并分析 原 因，并且给出解决的建议。希望

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提高对外汉 语教 学 质 量做出本人微薄的 贡 献。

阿拉伯 留 学生； ；标点 符 号；；使 用 偏误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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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硏究背景及意义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 ， 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 可Ｗ帮助

表达者准确 的表情达意 ， 将丰富的情绪 、 情感 、 语义等通过书面文字生动地表达

出来 。 也能让读者清晰的划分出停顿 、 理清文章的结构并且可Ｗ读 出书写者丰富

的情感 。 由于标点符号在语言表达中尤其在书面语表达中 的作用非常的重要 ， 所

Ｗ它在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得到 了
一

定 的重视 。 然而在对外化语教学领域 ，

标点符号处于
一

个被忽略的地位 。 很多学者和 留学生认为标点符号是容易学习 的 、

可学可不学的 。 因 为在不 同 的语言系统 中标点符号具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这让 留学

生认为标点符号容易学习进而忽略汉语标点符号的学习 。 同 时 ， 标点符号仅 出现

于书面表达中 ， 对于 日 常 口语的表达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 基于这
一

点 留学

生认为标点符号可学可不学 。

事实上 ， 进行系统的标点符号学习是有助于二语学习者 口语正确表达的 。 留

学生正确认识标点符号在句子里的功用 ， 有助于理解
一

句话到底是停顿 、 转折或

是强调 ， 可 Ｗ让留学生更准确 、 更清楚地表达话语的语气和 内在含义 。

在当今世界 ， 中 国 同世界各个 国家的经济 、 文化上的交流加深 ， 使得更多领域

的书面交流采用 中文 。 因此 ， 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不仅仅局限于 曰语交际能力 的学

习和训练 ， 书面语的表达和应用处于
一

个 日 益重要的地位 。 而 留学生在学习 、 使用

现代汉语的过程中 ， 往往忽视了送书写表达这
一

点 ， 对汉标点符号的学习和使用就

更加的不重视 。 由于在狭语的学习过程中 ， 学习者没有得到系统的学习 ， 外 国 留学

生在使用汉语标点符号时出现了大量的偏误 ， 特别是在汉语中所特有的标点符号的

使用上 ， 出现的偏误情况更为严重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他们的汉语书面表达的

准确性 。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増加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 内容 ， 应该改进教学方法 ， 并

得到重视 。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 我国与各国 的联系越加紧密 ， 特别是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 日益亲密 ， 而语言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 ， 在这两种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中

发挥这重要的作用 。 现在很多阿拉伯学生来到中 国学习没语 ， 他们在学习 书面语标

点符号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 的 问题 。 但是 目 前有关阿拉伯 留学生学习没语的研究较

少 ， 对关于他们学习标点符号的研究非常欠缺 。 通过实践调査和语料分析 ， 并结合

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差异 ， 分析出现偏误的原因 ， 本提出合理的建议 。 同时

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够引起标点符号在对外化语教学过程中 的重视 。 Ｗ便使阿

拉伯学生更好的学习和使用汉语 ， 从而促进汉语的应用与推广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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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硏究的对象

本文 Ｗ汉语水平为 中 高级阶段 ， 母语为阿拉伯语 的 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 笔者

也 曾 尝试过对汉语水平处于初级阶段的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 的情况进行调

查 ， 除 了 调查 的难度很大之外 ， 在统计和分析他们 的偏误之后发现 ， 因 为汉语基

础非常薄弱 ， 对汉字 的掌握程度 Ｗ及语法知识的积累不足 ， 在他们 的课堂学习 中 ，

老师基本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涉及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讲授 。 从阿拉伯 留学生少量

的汉语标点符号使用情况来看 ， 他们对汉语标点符号 的认识还只是 出于感性认识

阶段 ， 知其然不知其所 Ｗ然 。 而 中 高级阶段的阿拉伯 留学生在没语标点符号的使

用上 ， 己经有 了
一

定 的理性认识 。 同 时 ， 在他们汉语学 习 过程 中 ， 老师也对他们

或多或少 的进行 了化语标点符号知识的讲授 。 虽然他们处于 中 高级阶段 ， 但他们

所掌握 的汉语标点符号知识 Ｗ及使用情况也并不乐观 。 笔者认为 ， 初级阶段的 阿

拉伯 留学生在使用汉语标点符号上存在大量的偏误 ， 是可 Ｗ理解的 ， 但是并不能

Ｗ此而放弃对他们这部分知识的讲授 。 而 己经处于 中 高级阶段 的阿拉伯 留学生 ，

如果想让 自 己的汉语得到更大 的提升 ， 就更加重视没语标点符号 的学习 。

１ ． ３ 研究基础 与方法

本文是在 已有 的对外汉语标点符号教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研究 。 其 中 主要包

括学者对不 同母语 留学生学 习 和使用没语标点符号 的优势和不足的研究 Ｗ及对现

有 的没语标点符号 与 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的研究成果 的分析研究 。 本课题的理论依

据主要是 Ｗ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 为标准 ， 探讨母语为 阿拉

伯语留学生汉语标点符号 的使用情况 。 既分析其偏误情况 ， 也分析其正确 的情况

（ 主要还是为偏误 的分析 ） 。 这样就能为阿拉伯 留学生全面把握汉语标点符号提

供有力 的帮助 。 本文 的语料既有阿拉伯 留学生平时写 的不 限时作文 ， 也有在 Ｈ ＳＫ

考试 中 写 的 限时作文 。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如下 ：

１ ． 问 卷调查法

（ １ ） 中级阶段的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的情况进行核实和调查 ， 为

了保证此研究 的科学性 ， 笔者还要在数据分析之后 ， 根据结果在做
一

份试卷让阿

拉伯 留学生来填写 。 Ｗ确认笔者的研究结果是否与学生 的真实情况相
一

致 。

（ ２ ） 阿拉伯 留学生对标点符号的把握 。 为 了 能够更加深入的 了解阿拉伯 留学

生汉语标点符号使用 中 产生偏误 的原 因 ， 笔者也将 出
一

份调查阿拉伯 留学生学 习

情况的 问卷 。 该 问卷 由对外汉语教师填写 ， 主要考查对外汉语教师对汉语标点符

号教学 的理性认识 ， 对阿拉伯 留 学生学 习 汉语标点符号 的态度 ， 及老师教授方

法等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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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对 比研究法

阿拉伯 留学生在初级和 中高级阶段汉语标点符号使用情况是否
一

致 ？ 中商级

阶段所 出现的 问题是否仍然保留初级阶段的 问题 ？ 汉语拼音标点符号使用与汉字

标点符号使用对比 。 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焦点 。

３ ． 偏误分析法

本文对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偏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 研究产生

偏误的原因 ， 并给出教学建议 。 Ｗ此来了解学习 者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 本文在

对语料进行偏误归类时 ， 对时常 出现
一

个句子里有多种标点符号的不 同偏误现象 ，

采取对某
一

种偏误进行举例说明 ， 其他类别 的偏误将不再进行个别说明 ， 而是对

句子进行整体的偏误纠正 。

１ ．４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１ ． 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研究的文献综述

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用法的研究 。 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 ， 主要有整体的用法的 ，

研究 ， 标题中 的用法的研究 ， 词典中 的用法研究等方面 。 了菁的 《基于 ２０ １ １ 版新

标准的标点符号用法研究 》 中在新版 《标点符号用法 》 的基础上 ， 就 目 前标点符

号使用 的情况 ， 对标点符号的定义 、 形式和具体用法进行了对 比和分析 。 在他的

研究 中还分析 了新版标点符号用法与传统标点符号的用法的不 同点 ， 提出 了标点

符号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 对 出版物中标点符号的规范 问题 ，标点符号的分布 问题 ，

网络语标点符号的用法都进行 了研究和分析 。 尹世超在 《标题中标点符号 的用法 》

一

文 中从论述标点符号 的使用 问题 出发 ， 主要分析 了标点符号在标题 中 的用法 。

针对标题作为篇章的名称 ， 与通常行文相 比 ， 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作用 的送
一

特点 ，

作者对标点符号的选择和使用 的特殊之处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标点符号在对外汉语应用 中产生的 问题的研究

和标点符号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的现状研究这两个方面 ， 游素华在 《标点符号在对

外汉语教学 中 的应用研究 》 中论述 了标点符号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的重要性 ， 宝点

指 出在对外汉语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 对标点符号教学的不重视导致留学生在书面

语写作 中产生诸多偏误的情况 ， 通过实践调査对标点符号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

析 ， 探讨 了产生 问题的原 因 ， 并且提出 了 自 己的教学对策和建议 。 开文香在 《对

外汉语教学 中 的标点符号教学当议 》
一

书 中也 同样提 出 留学生学 习没语的过程 中

存在着大量的标点使用 问题同 时也提出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对标点符号的认

知也仅仅停 留在非常肤浅的表层 ， 而这将很大程度巧响他们的汉语学习 。

中 西方对标点符号的研究各有不 同的侧重点 。 大多从标点符号的理论定位 、

当代国 内外对标点符号的研究 、 第
一

语言 中标点符号的相关研究回顾 、 第二语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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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二语写作 、 二语 阅读等 ） 标点符号 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对标点符号进行 了 系统的

分析 ， 并且对第二语言 的学生对标点符号使用态度的研究 ， 最后对标点研究 的不足

和需要补充之处进行总结概括 。 田 晓遵的 《俄汉标点学对 比分析 》 中首先分析包

括俄汉语标点学 的起源与发展 、 作为符号系统的俄汉语标点符号 、 俄汉语标点符

号 的基本理论对 比 标点符号 的功能为例 ） 送Ｈ个方面的 内 容 。 其次就是对俄

汉语掠点符号使用 中 的相 同 点与不 同 点 Ｗ及它们在实践 中 的运用 、 俄汉语标点符

号从句法角度 的对 比 标点符号 的句法功能为例 ） 、 俄汉语标点符号的特殊用

法进行对 比分析 。 最后找 出 存在 的不足 、 俄汉语标点符号 的研究前景等结论 。 并

提 出希望通过对俄汉标点学 的对 比研究 ， 指导俄汉语教学 ， 并帮助俄汉语学习 者

在实践 中 正确 的使用标点符号相应对策 。 王琼在 《标点符号 中英对 比 》 中分析 了

当今大多数学生和翻译者 由 于对标点符号 的忽视 ， 导致不能很好的掌握使用 并 出

现 了很多 的错误的原 因 。 文章然后从语法角度 、 修辞角度和文体角 度分析 了标点

符号 的功能 。 并重点分析 了 中英标点符号实 际用途的相 同 点和不 同点 。 最后还从

两种语言不 同语法特点探讨 了标点符号用法为什么存在 中英差异 。

２ ． 留 学生标点符号 习 得的偏误分析

在我国 的外 国 留 学生中 ， 学 习 者对标点符号 的 书写和使用 出现很多 问题 ， 教

学者也经常对送
一

内容的不重视 。 导致标点符号 的使用并不理想 。 国 内 的研究者

对留学生在 习 得汉语标点符号 的偏误做 了整体的调查与分析 。 罗作勤 ， 袁炫芳 的

《 留学生标点符号偏误分析
一一

Ｗ云南大学 留学生院 留学生为例 》 中根据 《 中华

人 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 对云南大学 留学生院 留 学生使用标点符号 的

情况进行 了考察 。 经过语料调查分析显示 ， 标点符号的偏误在 留学生书写过程中大

量存在 ， 并且对标点符号偏误类型进行 了分类 ， 探讨 了偏误产生 的原 因 ， 进而提 出

了
一

些教学策略 。 孙乐飞 的 《外 国 留学生汉语标点
，

符号使用情况的偏误分析和 习

得研究 》 中对其 中 化语标点符号 的使用 偏误情况进行 了 比较详尽 的统计和分析 ，

对各种偏误现象进行 了 归纳和分类 ， 并对送些偏误现象产生的深层原 因进行 了初

步 的探讨 。 并总结 了 外 国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包括所使用 的标点符号种类较全 、

偏误使用情况很普遍 ， 偏误形式多样 、 句号等标点符号 的偏误现象 、 有
一

定 的普

遍性 同母语体系 的偏误现象较相似 、 标点符号格式 的掌握不理想 、 标点符号 的功

能被使用 的不全面 的特点 。 总结 出 不理想 的原 因可能是外 国 留学生 自 身学 习态度

及可能受到 了母语负迁移 的影响 ， 除此之外学界对汉语标点符号教学 的不重视 ，

加之授业者 的疏忽及教材的不 当示范 ，
也是造成这些偏误现象时常 出现 的原 因要

素 。 最后作者结合语料的偏误分析结果 ， 依据现实的教学情况 ， 针对我 国外 国 留学

生的汉语标点符号教学提 出 了
一

些建议和初步设想 。 并提 出 学界首先应该重视汉

语标点符号 的相关教学 ， 拟定 出 汉语标点符号 的教学 内 容和 目 标 ， 并将有关教学

内 容编入到教材里 。 教师在实际的教学活动 中也应该规范 自 身汉语标点符号使用 ，

系统化的 、 由 浅入深 的 、 有 目 的性的对外 国 留学生进行汉语标点符号教学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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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阿拉伯 留学生没语标点符号习得的偏误分析

在现有的关于标点符号 习得偏误的研究很少 ， 笔者在知 网 Ｗ及万方数据库中

进行 了文献的检索 ， 但是没有找到专口 的研究 。 但是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有
一

部分

文献是对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的研究 。 在现有的没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的

研究之中 ， 主要是针对标点符号 的共性和特性的研究 。 并通过对两种语言标点符

号的具体分巧 ， 为学习者和翻译者提供完整的资料 。 马兰所著的 《 中阿文标点符

号 的异同与应用 》
一

文中 ， 通过对没语标点符号和阿拉伯文标点符号在作用和功

能 、 书写形式 、 数量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 找 出它们之间 的共巧 。 并对阿拉伯文

中 的标点符号进行总结 ， Ｗ及对 中阿标点符号形式相 同 、 功能差异 的标点符号进

行巧纳 ， 林则飞在 《汉语阿语标点符号 的 比较 》 中 ， 通过对汉语阿拉伯语标点符

号特点和用法的分析 ， 总结 出它们各 自 不同于对方的特点和用法 。 并列举了部分

标点符号的正确用法 。 同时笔者还研究 了阿语在书刊文稿 中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的

现象 。 并为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标点符号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

总结 Ｗ上论述的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研究 ， 我们不难发现 ， 目 前 国 内

对于汉语标点符号 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 中 ， 针对英语的 国家 、

东南亚 国家 Ｗ及 日 韩 国家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偏误较为完善 。 逐可 Ｗ发现

汉语标点符号 已经被引起重视 。 但是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 留学生学习汉语标点

符号 的研究还很不足 ，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 ， 也只是对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进行 了 比较和 区分 。 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针对阿拉伯 留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 的

研究更是
一

个空缺 。

１ ． ５ 语料的统计与分析

１ ． ５ ． １ 语料的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语料比较丰富 ， 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

一

部分是来 自 于北京语言文化

大学网上
＂

ＨＳＫ 动态语料库
＂

的 ＨＳＫ 考试作文 ， 这些作文都是参加 ＨＳＫ 中高级

考试的 限时作文 ； 另
一

部分是通过 问卷来调査就读于湖南大学及长沙医药学院的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 留学生 ， 且这些留学生都参加过 ＨＳＫ 考试 ， 并且成绩都在 ４ －

８

级之间 。 基于上述汉语学习者的巧语水平 ， 称为 中级 。

此外学生的 国别背景丰富 ， 包括沙特阿拉伯 、 也 口 、 埃及 、 约旦等十多个 国

家 ，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阿拉伯 国家 。 我们期望通过调査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

用汉语标点符号的情况 ， 找出这
一

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的偏误 。

１ ． ５ ．２ 语料的选取

本文共选取 了母语为阿拉伯语 的汉语水平 中级阶段 留 学生平时作文和 ＨＳＫ

作文 ８ ７ 篇累计 ３ 万余字作为语料 。

５



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没语标点符号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本文具体筛选语料的标准是文章体裁 。 考虑到不 同体裁的文章所使用 的标点

符号可能会有区别 ， 本文在筛选语料时 ， 尽量做到 了 不 同体裁文章的 的数量大致

相 当 。 本文主要分析了体裁为记叙文 、 议论文和说明文这Ｈ类文章 。

同时学生 问卷 中 的选题多选 自 于 《发展汉语 》 中级教程中 的文章 。 问卷的形

式主要为填空题 、 选择题Ｗ及判断题 。 教师 问卷主要是调査 了湖南大学和长沙医

药学院的对外没语教师 ， 调査 问卷的设计主要 Ｗ选择题和判断题为主 ， 并设置主

观题 。 累计发放问卷 １ ００ 份 ， 实际收回 ９３ 份 ， 其中可用 的 问卷数量为 ７３ 份 。

通过对 ７３ 份语料的统计和分析 ， 结果显示出现偏误的标点符号为句号 、 逗号 、

问号 、 叹号 、 顿号 、 省略号 、 引号 、 分号 、 书名号和 冒 号共 １ ０ 种类型 。

对这 １ ０ 种常用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进
一

步进行 了整理和分析后 ， 可 Ｗ发现阿

拉伯 留学生在书面使用汉语标点符号时所 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为两大类型 ：

一

是汉语标点符号的书写上的偏误 ；

二是汉语标点符号在句子 、 段落中 的功能使用上的偏误 。

其 中 ， 汉语标点符号在书写的偏误又可 Ｗ分为几种类型 ：

一

是汉语标点符号在形状书写上的偏误 ；

二是汉语标点符号在格式书写上的偏误 ；

Ｈ是汉语标点符号在形体书写大小上的偏误 。

１ ． ５ ． ３ 数据统计

笔者统计了 中级阶段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作文语料和 问卷语料 中 的形体偏

误 （见表 １ ． １ ） 、 格式错误类型 （见表 １ ．２ ） 和功能错误 （见表 １ ．３ ） 。 需要说明 的

是 ， 本文研究所基于的 ５ 万字语料是人工输入的 电子版语料 ， 难 Ｗ真实的统计标

点符号的格式错误和形体错误 。 为 了 能更真实的反映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

情况 ， 笔者首先找到 了其 中 ＨＳＫ 考试作文的扫描版 ， 将近 ２ 万字的 ＨＳＫ 扫描版
’

语料 己基本能反映阿拉伯 留学生书写汉语标点符号 的 问题所在 ， 其次就是通过 问

卷调査的形式 ， 统计和分析 问卷 中 阿拉伯 留学生书写汉语标点符号 的偏误 。

经过人工统汁 ， 笔者发现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存在其
＂

特

有的
＂

的形体和功能偏误 。 例如阿拉伯 留学生所使用 的句号 、 逗号 、 问号和省略

号 。 因此 ， 在分析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标点符号使用偏误时 ， 无论是形体偏误还是

功能偏误 ， 都会存在新的类别 。 笔者会对这
一

部分进行专 口 的探讨 。

表 １ ． １ 中级母语为 阿拉伯语留学生巧语标点符号使用形体错误统计
＇

标点符号使用 次数形体错误次数错误率

句号 ５７ ３ １ ８ ７ ３２ ． ６３％

适号 ７４６ ２ ８ ９ ３ ８ ． ７％４

 

１６


１ ９

＾

６



硕±学位论文

续表 １ ． １

标点符号使用次数形体错误次数错误率

叹号 ６ ８ ２ １ ３ ０ ． ８ ８％

顿号 ５４ ８ １ ４ ． ８ １％

分号 ３ ７ ５ １ ３ ． ３ ３％

冒号 ５５ ６ １ ０ ．９０
〇
／〇

引 号 ７７ ５６ ７２ ． ７２％

省略号 ８ ５ ６２ ． ５０％

书名 号 １ ５ ４ ２６ ． ６６％

＾ ＾ ３ ５ ． １ １％



表 １ ． ２ 中级母语为 阿拉伯语留学生巧语标点符号使用格式错误统计




错误类型


使用次数错误次数错误率

点号位置居 中 １ ０ １ ７ ７９ ７ ． ７７％

行末标点符号位于子格外或者居于
一

行之首 ５ ８ １ ５ ２ ５ ． ８６％

非行末标点符号和汉字挤入
一恪Ｕ ２７ ５ ３ ４ ． ７０３％

省略号只 占
一

格 １ ３ ７ ５ ３ ．巧％

引号 、 书名号和相邻点号各 占
一

格
＾

２Ａ



５ １ ． ０７％



表 １ ． ３ 中级母语为 阿拉伯语留学生巧语标点符号使巧功能错误统计表


标点符号使用次数使用率正确次数正确率错误次数错误率

句号 ６ ６ ８２ ５ ． ７４％ ５ ７ １ ８ ５ ． ５ ４％ ９７ １ ４ ． ４６％

问号 ４７ ０ ． ３ ５％４０ ８ ５ ． １ ０％７ １ ４ ．９％

叹号 ４３０ ．巧％２６ ６０ ．４９％ １ ７ ３ ９ ． ５ １％

逗号 ７ ０６２４ ． ２４％ ６０３ ８５ ．４７％ １ ０３ １ ４ ． ５ ３％

顿号 ７ ８２ １ ． ９４％ ６ ５ ８３ ．扣％ １ ２ １ ６ ． ６７％

分号 １ ６ １ ０ ． ７％ ７４３ ．７６％９Ｗ ．２４％

冒号 ５９ ２ ． ９％ ４９ ８ ３ ．０５％ １ ０Ｍ ． ９５％

引 号 ７ ５２ ． ２８％７ １ ９４ ．的％４ ５ ． ３ １％

省略号 ６ ２ ． ８４％ ４６６ ．６６％ ２ ３ ３ ． ３４％

书名号 １ １ １ ５ ．％％６ ５４ ． ５ ５％ ５４ ５ ．４ ５％

总计 １ ７ １ ２ １ １ ４４２８４ ．２４％２７０ １ ５ ． ７６％

１ ． ５ ．４ 教师问卷的分析

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调査 ， 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分析和 了解母语为阿拉伯

语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偏误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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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问卷的统计和分析 ， 我们 了解到阿拉伯 留学生对于汉语学习是有很强

的积极性的 ， 无论是因为热爱 中 国文化还是为 了 Ｗ后有更好的工作 ， 从主观上看 ，

他们是非常愿意学习汉语的 ， 同时我们也发现 ， 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对

汉语标点符号知识不重视 ， 仅有 １ ３ ．３％的老师对这部分知识进行了专 口 的讲授 ，

２ ５ ．４％的对外汉语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没有讲过这部分的知识 ， 也有 １ ２ ．７％的老师

选择让学生 自 主学习 ， 更多 的老师选择学生如果 问 了这部分的 问题就会拿出来讲

授 ， 这部分占 ４６ ．８％ 。 再者 ， 对外汉语教师对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教授 ， 形式过

于枯燥和单
一

， 并且 由于教学大纲没有提到这部分的 内容 ， 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

没有
一

定的标准 ， 另外也有部分老师是因为 自 身汉语标点符号知识不足 ， 这些原

因都导致对外汉语教学环节中 留学生没语标点符号知识的缺失 。

通过调査我们发现 ， 教材中没有专 口涉及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章节 ， 这也是

导致这部分知识常常被忽略的原 因 。 通过对教师的调查 ， 阿拉伯 留学生是很稀罕

学习没语 ， 并且很积极主动 的 ， 但是在教学大纲和教师讲授送两部分中 ， 我们发

现了很多 的不足 。 对此我也将会在本文 中专口进行教学设计 ， 希望对提高母语为

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有
一

定的帮助 ， 也希望有更多 的专家 、 学者来

完善这部分的 内容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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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阿拉伯 留学生巧语标点符号使用 的偏误分析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过程当 中 ， 出现 了很多偏误是

有
一

定 自 身原因 的 。 而在针对性的偏误研究 中 ， 我们不能只是将其 中 的偏误类型

罗列 出来 ， 我们还应该对这些偏误产生的原 因找 出合理的解释 。 笔者首先査阅 了

众多 的资料 ， 对汉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的用法进行了 比较 ， 巧纳 出汉阿标点符

号 的异 同之处 。 同 时笔者通过结合现有的关于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 中 出现

偏误的原因进行逐个分析 ， 总结 出原因 。

２ ． １ 汉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 比较

２丄 １ 巧语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

依据 １ ９９５ 年 １ ２ 月
，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并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

标点符号用法 》 ， （ 下文简称 《用法 》 ） 并规定该法 自 １ 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实施 。

它对标点符号的基本规则进行了规定 ， 将常用 的标点符号划定为点号和标号两大类

共 １ ６ 种 。 本章节就是在 《用法 》 的基础上巧汉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进巧对比的 。

２ ． １ ．２ 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

通过统计 ， 我们 了解到阿拉伯常用 的标点符号大约有 １ ４ 种 。 汉语和阿拉伯语

的标点符号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 ，
都有相似之处 ，

也有不 同 的地方 。

２丄 ３ 巧阿语标点符号相 同之处

第
一

、 紋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的功能都是用来表示语调 、 停顿 Ｗ及词语性

质和作用 的 ， 辅助写作者更清晰的表达文章的结构 Ｗ及含义 ， 帮助读者更准确 的

阅读和理解 。

第二 、 中阿文有
一

些相 同 的标点符号 。 通过笔者现有的
一

些资料分析发现中

阿文有
一

些相 同 的标点符号 。 在 中文和阿拉伯文 中疑 问句 的句末都是用 （ ？ ） 来表

示 ； 在感叹号 （ ！ ） 放在句子后面的停顿都是用来表示情感强烈 ； 在
一

句话中 间

的停顿都是用逗号 （ ， ） 表示 ； 而表示总结性语句之前的停顿都是用 冒 号表示 （ ： ）
；

比如破折号 （

——

） 。 虽然破折号在形式上是相 同 的 ， 也有表示插入或者注释 的

作用① 置于编号的后面 ， 与 中文 中顿号的作用相 同 。 ② 放在回话 中 问答句的前

面 。 ⑤ 表示插入 ， 中 阿文 中都用单破折号来表示插入 ， 并且放置于句前面 ， 在插

入局的前后都放
一

个破折号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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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丄４ 汉阿语标点符号不同之处

第
一

、 在 中文的标点符号 中增加 了连接号和 间隔号后 ， 数量上 中文的标点符

号从 １ ４ 种增加到 １ ６ 种 ， 但是阿拉伯文的标点符号只有 １ ４ 种 。

第二 、 在书写的顺序上 ， 阿拉伯语的书写顺序是从右 向左 ， 阅读的顺序也是

从右 向左 ， 这与 中文的书写顺序恰恰相反 。 比如说逗号 （

＇

） 、 问 号 （ ？ ） 、 分号

（ ； ） 、 复合惊叹号 （ ！ ？ ） 。

第Ｈ 、 在书写 的形式上 ， 中文与阿拉伯文有
一

些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是不同

的 ；

句号 。 中文的句号是用空也圈 （ 。 ） ， 而阿拉伯文的句号是使用实也的点 （ ． ） ，

位置分别是在居委的右 、 左下角 。

省略号 。 省略号是用 ６ 个实似 的 圆点 （

… …

）来表示 ， 而阿拉伯文 中 的省略号只

有 ３ 个实也 的 圆点在书写格式上都是为于行中 。

括号 。 中文与阿拉伯文都是有圆括号和方括号 的 ， 但是它们的用法是不
一

样

的 ， 中文的方括号是要大于圆括号 的 ， 比如在使用 中 ， 圆括号是在里面 ， 而方括

号是在外面的 。

引 号 。 中文的引 号有双引 号 （

＂ ＂

） 和单引 号 （

＇ ＇

） 么分 。 而阿拉伯语的

书写形式是双括号 （ （ ０） ） 。

分号 。 在汉语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 中 ， 实也 圆点是位于逗号的上面 ， 而在阿

拉伯文 中 ， 分号则是相反 的 ， 逗号是在上面而圆 点是在下面的 。 在功能上 ， 汉语

与阿拉伯语都是具有并列分句的功能 ， 但是在阿拉伯语中 ， 分号也有使用在因果

关系 的复句 中 。

第 四 、 狭语和阿拉伯语都有各 自 专有的标点符号 。

■

１ ． 汉语专有 的标点符号 ：

顿号 （ 、 ） 。 在汉语中 的是分割句子 中 的并列的部分 。 例如 ：

一

年 中有春 、

夏 、 秋 、 冬 四个季节 。 但是在阿拉伯文中是没有顿号的 。

书名 号 （ 《 》 ） 。 在汉语的书名号的形式有单书名号和双书名号 ， 是专用篇

名和书名 的 。 但是阿拉伯语 中是没有书名 号 的 。 在阿拉伯文 中平时也可 Ｗ看用 圆

括号将书名括起来 ， 这只是近些年
一

些作者为 了便于认读而增加 的 。 并不是法定

下来的 ， 所 Ｗ没有广泛的使用 。

间隅号 （
．

） 。 间隔号也是中文所特有 的符号 ， 其书写形式就是
一

个圆 点 ，

不过有 中 圆 点和下 圆 点之分 。 在外 国文或中 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之间使用 中 圆点 。

在隔开年月 日 的时候则使用下圆点 。 例如 ： １ ９ ８９ ．口 ．２ １ 。 在阿拉伯文 中是没有 中 圆

点和下圆 点 的区别 的 。 比如阿拉伯人的姓名都是直接连写在
一

起的 ， 但是间 隔 月

份和 日 期的 时候则习惯用斜线或者逗号 。 如 ： １ ９ ８９／ １ ２／２ １ 或 １ ９ ８ ９ ， １ ２ ，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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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号 （ ． ） 。 在没语标点 的使用过程中主要是用在要进行强调的词语的文字

下面 ， 用实也的圆点来表示要强调 的部分 。 但是在阿拉伯文 中是没有着重号的 ，

一

般在需要强调的某些部分可 Ｗ实用下划线来表示 。

连接号 （

一

） 。 是将两个意义密切相关的词语连接成
一

个整体 。

２ ． 汉语和阿拉伯语还有一些形式相 同但是作用不同 的标点符号 ；

花括号 （ Ｕ） 。 花括号在阿拉伯文 中只有出现在 《古兰经 》 的章节 中 。 在

汉语中用 Ｗ连接需
一

起考虑的 、 相等的或成对的单词或项 目
，
或者围起从 中只选取

一

个的那些项 目 。

连字号 （
＝

） 。 连字号主要用在正文的的书写 中 ， 书写形式与 中文 中 的等号是

一

样的 ， 但其作用相 当于 中 国 （下
一

页 ） 和 （ 续 ） 。 比如 同
一

篇文章刊登在两页

上 ， 此时连字号就写在第
一

页的末尾和第二页的开头 ， 用来表示连续的意思 。

斜线号 （ ／ ） 。 斜线号主要是起了分割的作用 。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间隔时间或者用于反义词和 同义词之间 ， 如 ： 悲伤 ／快乐 ，

思念／怀念 。

３ ． 汉语和阿拉伯语还有
一些形式不同但是作用相 同 同的标点符号 ：

复合惊叹号 （ ！ ？ ） 。 糕叹
一

般是用在既有谅叹 口气又有疑 问 口气的句子当 中 。

在阿拉伯文 中 ， 是先叹后 问 ， 如 ： 难道你想要的不是这个 ！ ？ 。 而中文是先 问候叹 。

如 ； 你到底在想什么 ？ ！

２ ．２ 母语对阿拉伯语留学生学 习 汉语标点符号的影响

阿拉伯 留学生在使用没语标点符号 的 时候 ， 经常会受到其母语知识的干扰 ，

因 为阿拉伯语是二语学习者最能熟练使用并且可 Ｗ拿 出来与第二语言进行对比借

鉴的语言系统 。 阿拉伯 留学生在使用没语标点符号的时候 ， 主要 Ｗ参考教材 中 的

例子 ， 可能更多 的 时候还是参照其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写法和用法 。 这时候他们

会习惯性把 自 己 己经形成的阿拉伯文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搬到没语标点符号的使

用 中 来 ， 这样
一

来就破坏 了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 ， 于是就产生 了偏误 ， 这就

属于母语的负迁移 。

所谓
＂

负迂移
＂

， 简而言之就是新知识被 旧 知识所巧响 。 而在第二语言的使

用规则与母语的使用规则有相似但有不完全相 同 的时候 。 特别是在两者间形式相

同而功能相异 的时候 ， 学习者的二语知识掌握得又并不是很扎实 的情况之下 ， 学

习者就最容易将母语的规则错误地查用在二语中 ， 从而产生 了很多不必要的错误 ，

影响 了第二语言的学习 。 而汉语和阿拉伯语都有着不 同 的标点符号体系 ， 两种语

言 中 的标点符号又有着诸多相 同 与不同 的地方 。 它们都具有表示语调 、 停顿 Ｗ及

词语的性质和作用 的功能 。 并且不论在书写 的形式还是功能的使用方面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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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地方 。 这样
一

来就更加容易让阿拉伯 留学生产生误解 ， 会认为两者之 间并

没有区别 ， 或者认为就是有区别也不会影响意思的表达 。 于是会将阿拉伯语中 的

标点符号的书写规则和使功能规则直接使用到汉语的写作中来 ， 从而产生了各种

各样 的偏误情况 。 但是 ， 汉语和阿拉伯语标点符号 中有很多书写形式相 同但是在

用法 Ｗ及使用功能上有着差异 ： 并且有些标点符号在书写格式虽然有
一

点 的差异 ，

但是它们的用法和功能却是相近的 ； 也有
一

些标点符号是汉语所特有 的 ， 有的标

点符号是阿拉伯语所特有的 。 这些异 同也常常会给阿拉伯 留学生正确 的使用汉语

标点符号带来诸多 的 困难 。 其 中最容易产生偏误的应该就是没语和阿拉伯语中书

写形式相似而功能和用法大不
一

样的标点符号 了 。

２ ． ３ 巧语语法知识积累 的不足

在写作 中 ， 标点符号是
一

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 而语法结构规则 ， 标点符号 的

使用应尽可能符合语法规则 。 《标准 》 中 已经对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进行 了

说明 ， 同 时 印证了这
一

点 。 例如 ： 在陈述句的句尾进行停顿要使用句号 ； 疑 问句

的句尾使用 问号 ； 感叹句 的句尾使用叹号 ； 而这其中 的
＂

陈述句
＂ ＂

疑问句
＂ ＂

感

叹句
＂

都是奴语中 的语法概念 。 如果留学生在不明 白这Ｈ者的含义的 时候 ， 就不

能够正确的使用相匹配的标点符号 。 所 Ｗ ， 尽管 《标准 》 中对标点符号 的使用规

则进行 Ｔ说明 ， 相应的例句也进行 了简单的说明 ， 这样很容易让初学者产生狭语

标点符号易学的错觉 ， 但是化语它本身 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就会极大 的增加标点符

号的学习难度 。

汉语的表达是丰富多彩的 ， 同样 的意思 ， 在汉语 中能用很多种的表达方式来

呈现 。 而留学生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进行学习 ， 他们对汉语的语法的复杂性和

灵活性的掌握是非常 困难的 。 例如 ： 很多宵学生在行文 中不能够判断
一

个句子是

否 已经表述完整 ， 就很容易 出现
一

直使用逗号的现象 ， 或者在行文 中将逗号误用

为其它标点符号 ， 甚至干脆不使用标点符号 。 例如 ： 我认为每个人的生活上会有

困难 ， 没有人会帮助 自 己 ， 只有他 自 己的父亲 ， 这是我 自 己的看法 。 巧Ｃ ，
］
我父

亲现在六十 四岁巧Ｑ ，
］
他身体还可 Ｗ ， 他地位还可 Ｗ巧Ｑ ，

］
他从早到晚工作为 了

家里能生活好 。 巧Ｃ ，
］
为 了我和我弟妹 ， 他要我们好好学习 巧Ｑ ，

］
好好工作 。 巧Ｑ ，

］

他去上班早饭也不吃田Ｑ ，
］
晚上回来他对人特别好 。 巧Ｃ ，

］

上例 中 的文字说明此阿拉伯 留学生对汉语的语法知识的掌握不够 ， 不能够正

确 的判断句子是否 已经表述完整 ， Ｗ致于不能正确判断什么 时候用逗号 ， 什么 时

候用句号 。

２ ．４ 对外汉语教学的缺失

这主要表现教材编写 、 教师讲授和学生学 习这Ｈ个方面 。 在教材讲授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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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 已有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 ， 在我们所查看的现有通用 的教材中 ， 无论是

综合课教材还是 阅读课教材还是听力课教材 ， 没有
一

部教材对汉语的标点符号 的

规范使用进行过系统的分析 。 这样 留学生在学 习 汉语时就难 １＾
＞１对标点符号 的规范

用法有所掌握 。 从表 １ 中我们可 Ｗ看 出来 ， 在教师讲授方面 ， 绝大多数汉语教师

不会把汉语的标点符号作为 自 己 的
一

个教学 目 标 。 平 时在教学使用标点符号 时也

不会非常重视 ， 甚至对于标点 的使用与书写也不是非常符合标点符号使用 的规范 。

这样教师在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方面就没有起到
一

个很好的 引导作用 。 在学生方

面 ， 主要表现在没有认识到汉语标点符号 的重要性 ， 对汉语标点符号重要性的意

识没有树立起来 。 留学生在狭语学 习 中 ， 认为语言 的听说能力要 比读写能力更重

要 ， 这样就导致他们对标点符号学习 的不够重视 。 同 时他们在汉语 的书写方面 ，

一

般只是书写
一

些简单的句子 ， 经常用 到 的标点符号并不多 ， 这就更加减弱 了他

们对标点符号重要性认识的意识 。

从本没有讲过
￣

１活

学生问 了 帛排
￣

］

专ｎ讲觀 Ｉ

：

上学生 自主学习


ｈ



０ ． ０ 〔悄１０ ． ０规２ ０ ．ｍ扣 ． 〔
｜ 〇￥４０ ． ０鄉 如 ． ０ ０％６ ０ ．

｜

）鄉


图 ２ ． １ 对外巧语教师巧语标点符号知识讲授情况统计

从来没有讲过的 ： ２ ５ ．４％

学生 问 了 就讲的 ： ４６ ． ８％

专 口讲授过的 ： １ ３ ． ３％

让学生 自 主学习 ； １ ２ ． ７％

２ ． ５ 阿拉伯语 留学生使用巧语标点符号偏误 的具体情况分析

接下来 ， 笔者将在对母语为 阿拉伯语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 的偏误 的类型 ， 根

据现有的 资料 Ｗ及语料 ， 将逐个对顿号 、 句号 、 引 号 、 问号 、 书名 号 、 逗号 、 叹

号 、 省略号 、 分号 、 冒 号这千种标点符号进行分析 。 现
一一

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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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 １ 逗号

逗号无论是对于中 国学生来说还是对于阿拉伯 留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且常

用 的标点符号 。 在写作的过程中 ， 句子 内部主体之间 、 停顿是使用逗号 ， 动词和

宾语之间需要停顿时候是用逗号 。 逗号的运用非常的广泛 。 逗号在语料库 中使用

的频次最商 ， 高达 １ ９２ ０９０ 次 。 它 出现偏误的总频次也是最窩 ， 高达 ２５ ６ １ ０ 。 笔者

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逗号是留学生书面语使用 中最多最普遍且比较容易掌握的符

号 ， 但是也是使用 出现错误普遍的符号之
一

。 它的偏误总频次在本文所考察的标

点符号中 占首位 ， 偏误形式包括 了标点误用 、 标点空缺 、 标点多余Ｈ种 。 根据语

料库可知其中误用有 １ ３ ６９７ 频次 ， 空缺有 ８ ８ ５ ５ 频次 ， 多余有 ３ ０％ 频次 。

１ ． 误用

逼号 的误用非常的频繁 ， 在逼号偏误中类型 中居第
一

位 。 逗号的误用是指该

用其它标点 的符号的地方却用 了逗号 ， 而不是指该用逗号的地方用 了其他标点符

号 。 逗号误用 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 Ｗ下几类 ；

（ １ ） 句号误用 为逗号 。 句号误用成逗号表示为
＂

。 巧Ｃ ，
］

＂

是指该用句号的

地方却用 了逗号 。 这种情况在阿拉伯 留学生书面语中 出现的非常多 。 因此 ， 阿捡

伯 留学生在使用句号时经常 出现把句号误用成逗号的错误 。 如 ：

① 今年我 ％ 岁 ， 有
一

定的营理经验 ， 管理专业毕业 ， 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
［

，
］

② 从小时候到长大的时候 ， 他都非常爱我 ， 什么都为我做 。 巧Ｃ ，

］

⑤ 在我的生活中 ， 所有的小事对你们来说 ， 都是不是什么特别 的 。 巧Ｃ ，

］

④ 我可 Ｗ讲中文 ， 英文 ， 越文 。 巧Ｃ ，
］

⑤ 为 了有条件能实际接触 ， 提高 自 己的水平 ， 并且为 了贵公司 的利益 ， 我同

意在Ｈ个月 内不要工资 。 巧Ｃ ，
］

逗号是使用在句子 内部 的表示
一

般性停顿的点号 ， 而句号是用在句末的用于

陈述句末尾的点号 。 Ｗ上所列举的五个例子在句末都是应该用句号却用 了逗号 。

（ ２ ） 顿号误用为逗号 。 句号误用成逗号表示为
＂

、
［

，
：１

＂

是指该用顿号的地

方却用 了逗号 。 该种情况在阿拉伯 留学生书面语 中 出现的也非常多 ， 现举例说明

如下 ；

① 姐姐来的信大半都是关于她刚 出生的女儿 ， 最近会站起来 、
［

，
： Ｉ

长多少新

牙齿之类 。

② 凡被录取的人± ， 本公司将会给予优厚的待遇 ， 如本公司设有人工保险 、

［
，

］员工休闲娱乐 中也 、 年终奖金 、 员工医疗中也等等 。

③ 在种种 的现象里 ， 我想父母的思想应随潮流而进是很重要的 ， 多谈天 、
［

，
］

谈意见 、 谈对狂会的看法… …总之 ， 多谈 、
［

，
： Ｉ
多接触是解决两代代沟 的关键 。

④ 因为 除 Ｔ我的相貌学历 、 巧Ｃ ，
］
能力可 Ｗ满足您公司 的条件 Ｗ外 ， 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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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游的经验 。

逗号作为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髙的标点符号 ， 它的用途广泛且灵活 ， 它表示的

是句子 内部
一

般性的停顿 。 而顿号是在句子的 内部在存在并列关系 的词语或者词

组之间表示停顿的点号 。 例句 （ １ ０ ） 中 的
＂

最近会站起来
＂ ＂

长多少牙齿
＂

是两

个有并列关系的并列词组 ， 中 间应用顿号 。 例句 （ １ １ ） 中 的
＂

人工保险
＂ ＂

员工

休闲娱乐 中也
＂

也是并列词组 ， 用顿号会恰当些 。 例句 （ １ ２ ） 中 的
＂

谈天
＂ ＂

谈

意见
＂

是两个并列关系 的词语中 间也应该用顿号 。 例 （ １ ３ ） 中 的学历和能力也是

两个并列关系 的词语 ， 中 间也应该用顿号 。

２ ． 空缺

空缺标点是指该用标点 的地方没有用标点 ， 逗号空缺是指该用逗号的地方却

没有用任何标点符号 ， 标点符号 的空缺在语料库中 占用 的频次是 １ ３ ８６ １ 次 ， 逗号

的空缺有 ８ ８５ ５ 次 ， 占用 的 比例非常大 。 空缺顿号表示为
＂

巧Ｑ ，

］

＂

的形式 。 现举

例分析如下 ：

例 （ １ ４ ） 父亲是
一

个伟大的人 ， 我不知道怎么 能把我感情和爱都说 出来 ， 每

个人想或者要 自 己的父亲 ， 所 Ｗ我和大家 ， 都喜欢 自 己的伟大的人 ， 他就是
＂

父

亲
＂

， 从小时候到长大时他都爱我巧Ｑ ，
］很关也我巧Ｑ ，

］并且我要什么都能给我

做 。

例 （ １ ５ ） 他是好老公巧Ｑ ，
］特别能干活 ， 也能做家务活巧Ｑ ，

］
比如说洗衣服

或者做饭看孩子他都可 Ｗ 。

例 （ １ ６ ） 所 Ｗ我认为巧Ｑ ，

］
按照你们 的公司 需要 ， 只有我才能满足你们的公

司要求 。

例 （ １ ７ ） 父亲是
一

位老干部巧Ｑ ，
］
已退休 。

例 （ １ ８ ） 母亲是中学老师巧Ｑ ，
］
教历史 。

第
一

个例子 中 ， 漏用逗号 的现象是在使用关联词 的复句 中 ， 这是漏用逗号最

常见的情况 。 在第二个例子中 ， 主语较长 ， 在主语后面也应该用逗号 ， 而例句 中

却没有用 。 还有另
一

种漏用 的情况 出现在较长的 宾语之前 。 像第Ｈ个例子就是这

种情况 。 而例 （ １ ７ ） 和例 （ １ ８ ） 也是常见的
一

种逗号空缺的现象 ， 在复句 的分句

中 省略了主语 ， 这时也应该用逗号 。

３ ． 多余

逗号 多余就是指在不需要标点符号 的地方用 了标点 ， 或者只巧要
一

个标点 的

地方却多用 了标点 。 在语料库中 ， 标点符号的多余 占用 的频次是 ５２ １ ５ 次 ， 相对于

之前的误用 和空缺 ， 多余 的频次 占有 的 比例要少
一

些 。 标点 多余的表现形式为

＂

巧Ｄ ］

＂

。 例如 ： 逗号多余的表现形式表现为
＂

［
ＢＤ

， ］

＂

。 举例分析如下 ；

例 （ １ ９ ） 大学之后 ， 巧Ｄ ， ］
就选了 己黎语言学院 中文系 。

例 （ ２０ ） 其 中 ， 我最感兴趣的是 ： 中 国 的传统习俗巧Ｄ ， ］
与埃及人的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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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研究项 目 。

例 （ ２ １ ） 由 于巧Ｄ ， ］
人与人不同 的原因 ， 我们会发现人对某某事情的看法和观

念是不 同 的 ， 谁也不能否认周 围 的环境有不同 的角色 ， 还有文化程度 ， 教育 ， 个

性的角色 。

例 （ ２２ ）
—

切巧Ｄ ，

］

—

切到现在只是回忆 ， 我再也不能看见我的父亲 ， 再也

不能吃他给我买的巧克力 了 。

第
一

个例子层在 同
一

处用 了两个逗号 。 而第二和第Ｈ个例子属于在关联词前

后多用 了逗号 的现象 。 至于第 四个例子则 比较的特殊 ， 它在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标

点符号 的使用 中 出现的 比较的少 ， 可能是因为受朗读习惯的影响而导致的断句 。

２ ． ５ ．２ 旬号

句号是阿拉伯 留学生
一

接触汉语就开始学习使用 的标点符号 ， 所 Ｗ他们在使

用句号时错误率相对要低 ， 但是 由于使用 的基数大 ， 所 Ｗ发生偏误的类别还很多 。

在这里笔者还是将其使用 的偏误类型分为标点误用 、 标点空缺 、 标点多余这Ｈ类 。

１ ． 误用

（ １ ） 逗号误用为句号 。 逗号是将句子 內部划分为小 的层次的标点 ， 而句号是

放在陈述句末尾 ， 表示该句意思 已经表达结束 。 这里将逗号误用 为句号表示为
＂

巧Ｃ 。
］

＂

。

例 （ ２３ ） 我十岁 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中 国文化ＪＢＣ 。
］

一

直到大学才有机会真正

的学习汉语 。

例 （ ２４ ） 毕业后我马上去找工作 ， 在
一

家饭店搞公关工作 ， 田Ｃ 。
］所 Ｗ我可

Ｗ说我在运方面有点经验 。

例 （ ２５ ）
—

个人到 了五六岁才隐隐约约地知道父母对 自 己关也 、 疼爱 ， 巧Ｃ 。
］

可是那种感觉给我的 印象并不深远 。 例 （ ２６ ） 无论学习 哪种语言都会有苦恼与乐

趣 ， 巧Ｃ 。
］
学没语 自然也不例外 。

例 （ １ ） 中我十岁 的 时候就非常喜欢中 国文化与后面的 内容
一直到大学才有机

会真正学习汉语是有着紧密的练习 ， 应该用逗号 。 而在含有关联词 的复句 中 ， 句

子 中 间表停顿的部分应该用逗号而不是句号 ， 例 （ ２４ ） 含有关联词
＂

所 ， 例

（ ２ ５ ） 含有关联词
＂

可
＂

， 例 （ ２６ ） 含有关联词
＂

无论
＂

， 这些含有关联词的句

子的复句 中 间应该用逗号 。

（ ２ ） 冒 号误用 为句号 。 就是指在应该使用句号的地方却使用 了 冒 号 。 在这里

把它表示为
＂

：巧Ｃ 。
］

＂

。 句号是用在句 自 末尾的点号 ， 位于陈述句的末尾停顿

处 ， 表示
一

句话的意思 己经表达完整 ， 而 冒 号是使用在句字 内 的分号 ， 可 Ｗ用来

表示提示语后的停顿 ， 并且可 Ｗ表作提示下文和总结上文的作用 。

例 （ ２７ ） 来到 中 国学习汉语 ， 最早遇到的 问题是 ： 巧Ｃ 。 巧很想念我的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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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２ ８ ） 这这个暑假我去 了这些地方游玩 ； 巧Ｃ 。

］
上海－广州 －武汉－北京 。

Ｗ上两个例子 中 ， 都是将总说与分说的部分用句号隔开 了 ， 这样
一

来语意就

被切断了 。 所Ｗ应该将句号改为 冒号 ， 用来引 出下文 。

（ ３ ） 问号误用为句号 。 问号误用为句号意思就是在该使用 问号的地方却使用

了句号 ， 尽管它们都属于句尾的点号 ， 表示
一

个完整句子结束的停顿 。 但是在疑

问句或者反 问句的结尾 ， 我们应该使用 问 号 。 而在其他句意结尾处则该使用相应

的标点符号 。 这里我们将 问好误用为句号表示为
＂

？ 巧Ｃ 。
］

＂

。

例 （ ２９ ） 何不让她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 巧Ｃ 。

例 （ ３ ０ ） 试 问世上有谁愿意 白 白看着 自 己也爱的人活受罪 ？ 巧Ｃ 。

例 （ ３ １ ） 我该怎样花该十块钱呢 ？ 巧Ｃ 。
］

上述例子 中 的例 （巧 ） 和例 （ ３０ ） 属于反 问句 ， 在反 问句 中应该用 问号 ， 而

不是用句号 ， 句号是用在陈述句末尾 。 例 （ ３ １ ） 是属于疑 问句 ， 疑 问句 中也应该

用 问号而不是用句号 。 这样的错误在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的使用 比较常 出

现 。

（ ４ ） 分号误用为句号 。 在某些时候句号是可 Ｗ用来替代分号使用 的 ， 但是分

号是用来在两个分号之间来表示停顿的 。 但如果所表示的并列分句是对 冒号之前

的总句进行分说的话 ， 这里 的分句就只能使用分号 。 在送里讲分号误用为句号表

示为
＂

： 巧Ｃ 。
］

＂

。

例 （ ３２ ） 所 父母除 了给小孩
一

个 良好的成长环境之外 ， 还应该给孩子树

立一个好榜样 ， 具有 良好的兴趣爱好和思想观念 ； 巧Ｃ 。
］

例 （ ３ ３ ） 如果父母能给经常陪孩子
一起读书写字 ， 孩子的学习成绩

一

定会 比

同龄的孩子的成绩优秀 ！ 巧Ｃ 。
］如果父母

一

直对孩子疏加照顾 ， 那么孩子就会逐

渐远离父母而得上 自 闭症 。
？

上面的例子都是属于并列分局 中 的停顿 ， 不应该用句号而是要用分号 。

（ ５ ） 叹号误用 为句号 。 这类偏误主要容易 出现在阿拉伯 留学生刚接触奴语标

点符号的时候 。 感叹号
一

般使用在表示礼貌性用语或者祝福的感叹句之后 ， 在
一

般的感叹句型 中 出现偏误的情况不多 。 这里将叹号误用句号表示为
＂

！ 巧Ｃ 。
］

＂

例 （ ３ ３ ） 我多么想看看他呀 ！巧Ｃ 。
］

例 （ ３４ ） 那是多么 炎热的
一

个夏天啊 ！ 巧Ｃ 。
］

例 （ ３ ５ ） 然后 ， 我就好好地问她 ：

＂

亲爱巧 受 ］
的 ， 今天你为什么 回来得很晚

呢 ！ 巧Ｃ 。

上述三个例子 中将感叹号误用为句号 的情况的 出现主要是因为阿拉伯 留学生

刚接触没语时对句号 比较熟悉而对感叹号的接触较少 。

２ ． 空缺

空缺是指应巧标点符号地方巧没有用标点 。 在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对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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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解释为 ： 空缺标点标记 ， 用于标示应该使用标点符号而未用 的情况 。 把巧Ｑ ］

插入空缺标点 的地方 ， 同时在空缺的后面填写所缺的标点符号 。 在这里我们分析

句号空缺就是指该用句号的地方却没有用句号 。 句号空缺用符号表示为
＂

田Ｑ 。
］

＂

例 （ ３ ） 我的学历与工作经验和成绩 ， 望快乐家庭考虑巧Ｑ 。
］
祝工作顺利 ！

例 （ ３ ７ ） 敬爱的李先生 ： 我在报纸上看见贵公司 的招聘启事 ， 我对贵公司 的

工作很有兴趣 ， 所 Ｗ我决定给您写送封信巧Ｑ 。
］
首先让我 自 我介绍

一

下 。

例 （ ３ ８ ） 我希望能得到贵公司 的录用 ， 那就是我的最大的荣幸巧Ｑ 。
］
希望贵

公司 能帮助我在工作 中克服我的缺点 ， 我
一

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 ， 努力为贵公司

服务 。

例 （ ３ ９ ） 毕业 Ｗ后我曾经做过两年这类工作巧Ｑ 。
］
我 曾经在北京旅游部工作 。

例 （ ４０ ） 在家里我很久没听见
＂

母亲
＂

这两个字 了 ，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巧Ｑ 。
］

但是在我的 同年记忆中母亲的声音 、 样子依然很深刻 、 很 明显的 。

上面五个例子都是属于
一

个句子的意思 己经表述完整后要加句号 ， 却没有加

句号的情况 ， 这种情况在阿拉伯 留学生中经常 出现 。

３ ． 多余

在 ＨＳＫ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对多余标点的解巧为 ； 多余巧Ｄ ］
： 多余标点标记 ，

用于标示不应用标点符号而用 了 的情况 。 例如 ； 我的家乡 的巧Ｄ ，
］
风景美丽 。 所

Ｗ在这里句号的 多余我们将其标注为 ： 巧Ｄ 。
］

在笔者现有的语料中 ， 我们分析发现句号多余的现象并不多 。 现举例分析如

下 ：

例 （ ４ １ ）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
一

句话 ：

＂

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

任老师 。

＂

巧Ｄ 。
］

例 （ ４２ ） 他十分惊讶地说 ：

＂

啊
，
原来是你 ！

＂

脚Ｄ 。
］

？从上述两个例子 中我们发现 ， 句号多余主要 出现在引用人物语言的双引号后

面 ， 这可能是因为阿拉伯 留学生不 了解引号的使用情况而引起的句号多余现象 。

２ ． ５ ． ３ 问号

问 号是在疑 问句或反 问句末尾表示停顿的句末点号 。 根据结构进行分类 ，
可 Ｗ

将汉语 中 的疑 问句分为特指 问句 、 非 问句 、 选择 问句 Ｗ及反复 问句 。 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 ，
上述几类疑 问句也都有介绍 。 不管是哪

一

类疑 问句 ，
句号末尾都要用 问号 。

阿拉伯 留学生在 问 号的使用率 、 偏误的频次 Ｗ及偏误的类别都处于 中 间 的位

置 。 并且它的偏误使用率是相对较低的 。 其主要偏误体现在功能使用上 ， 其次就

是形式和漏用偏误 。 由于阿拉伯文的行文方式的差异 ， Ｗ及功能使用上的差异 ，

所 Ｗ在反应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 ， 故此处作祥细 的讨论 。

１ ． 误用

（ １ ） 句号误用为 问 号 。 问 号的偏误 ， 出现频次最多 的就是将句号当做 问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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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在这里将句号误用为 问 号表示为 ： 。 巧Ｃ ？
］

例 （ ４３ ） 去好呢 。 田Ｃ ？
］
还是不去好 ！

例 （ ４４ ） 你怎么 能这么说呢 。 田Ｃ ？
］

例 （ ４５ ） 怎么啦 。 巧Ｃ ？
］
你 ！

正如上述例句所示 ， 问 号误用如句号主要有Ｈ种情况 ：

一

是陈述句或感叹句 内

部 ，语气词
＂

呢
＂

、

＂

啦
＂

后面的停顿 ，
其次就是 ；

二是疑 问句 内部 ，分句之间 的停顿 。

（ ２ ） 逼号误用为 问号 。 逗号是留学生使用频次最多 的标点符号 ， 在汉语的写

作过程中将逗号 当做
＂

全能
＂

的符号使用 ， 留学生习惯性将 问号在句末使用 ， 事

实上在分句 内部之间 问号也可 Ｗ做停顿 。

例 （ ４６ ） 他是谁 ， 巧Ｃ ？
］从什么地方来 ？

例 （ ４７ ） 还有呢 ， 巧Ｃ ？
］
可算是可 Ｗ给

一

些男学生増添班里的色彩化 ！

例 （ ４８ ） 为什么要有的人干得多 ， 巧Ｃ ？
］
有的人干得少 ？

在前两个例子 中虽然含有表示疑 问语气的
＂

呢
＂

， 留学生 Ｗ为只要在疑 问语

句的末尾加 问 号 ， 对
一

些特殊情况掌握得不够清楚 ， 因此 出现了偏误 。

（ ３ ） 叹号误用 为 问号 。 问号误代叹号主要是出现在书信当 中 ， 汉语的书信有

着严格的行文格式 ， 书信的开头常常用
＂

你好
＂

或者
＂

您好
＂

来表示 问候 ，

一

般

我们汉语的 习惯是在 问候语的后面讲叹号 ， 气 ， 所 Ｗ就出现 了误用 的情况 。

例 （ ４９ ） 同志们 ： 朋友们 ？

例 （ ５０ ） 亲爱的老师您好 ？

这里的偏误就是因为 阿拉伯 留学生受思维定势的影响 ， 觉得在 向对方 问好不

好的时候 ， 应该是表示疑 问 的 曰

２ ． 空缺

问 号 的空缺主要发生在引 号之前 ， 当 引文不独立的时候 ， 只是作为 引用者的

话的
一

部分的 时候 ， 不论 引文是否完整 ， 句尾的点号
一

般是要去掉的 ， 但是这种

情况下 ， 问号和叹号是要保留下来 。

例 （ ５ １ ）除此之外 ， 巧们 中 国人跟别人打招呼也习愤于用
＂

你吃饭了么巧Ｑ ？
］

＂

。

例 （ ５２ ） 开始有很多人叫起来 。

＂

快来呀 ！ 怎么还没有来巧Ｑ ？
］

＂

操场上开

始热 闹起来 。

从上面例子 中我们可 Ｗ发现 ， 此时的 问 号和叹号都是表示某种语气 的 ， 而不

是表示停顿 。 阿拉伯 留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常常
一

楼 了表示疑 问语气的 问 号 。

３ ． 多余

多余的频次在三类之中是最少的 ， 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 留学生 ， 阿拉伯 留

学生在 问 号和 叹号的多余使用是 比较多 的 。 在阿拉伯语 中 ， 他们的 问 号和叹号是

可 Ｗ单项重复使用甚至是多项使用 的 ， 由于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缺失 ， 阿拉伯 留

学生在这
一

部分就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偏误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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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５ ３ ） 老师笑着对我说 ：

＂

是的呀 ！ ？ 你还不来么 ？ ！ 田Ｄ ？
］

＂

例 （ ５４ ） 我知道你们这么爱我 ， 这么关也我 ． ． ． ． ． ．而我呢 ？ ！ 巧Ｄ ？

２ ． ５ ．４ 叹号

１ ． 误用

（ １ ） 逗号误用为叹号 。 逗号是用在句子 内部的点号 ， 而叹号是在句子末尾的

点号 ， 叹号表示的是
一

个句子末尾的停顿 ， 并且叹号
一

般表示请求 、 赞美 、 感叹 、

命令 。 在这里将逗号误用为 叹号表示成 ：

＂

， 巧Ｃ ！

］

＂

。

例 （ ５ ５ ） 去好呢 ， 巧Ｃ ！

］
还是不去好 ？

例 （ ５６ ） 从小到大 ， 影响我的人不少 ， 但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 …小 时候 ，

父母常 出外王作 ， 留下我独 自 在家 ， 巧Ｃ ！ 巧Ｐ时外婆常常来陪伴着我 。

例 （ ５ ７ ） 他十分
＇

惊讶地说 ：

＂

啊 ， 巧Ｃ ！

］原来是你 ！

＂

（ ２ ） 句号误用为叹号 。 句号和叹号都属于句末点号 ， 表示
一

个完整的句子末

尾的停顿 ，并且还可 Ｗ体现出句子的语气类别 。 陈述句末尾的停顿用句号 ， 感叹句

末尾的停顿用 叹号 。 在这里笔者将句号误用 为 叹号表示为 。 巧Ｃ ！

例 （ ５ ８ ）

＂

天巧 。 巧Ｃ ！

］
这真是奇迹 ！

＂

张老师说 ，

＂

你做得很好 ！

＂

例 （ ５ ９ ） 对我们阿拉伯学生来说 ， 最困难的
一

点就是汉字 ，
因为汉字没有字母 。

（ ３ ） 问号误用为叹号 。 问 号是在疑 问句或者反 问句末尾表示停顿的句末点号 。

叹号 同样也是属于句末点号并且还可 Ｗ体现 出句子的语气 ，

一

般是用在感叹句的

末尾 。 而在叹号的实际使用 中 ， 由于留学生汉语语法掌握不够 ， 经常 出现区分不

清句子的语气 ， 所 Ｗ 习惯性将 问号与叹号混淆 。 在这里笔者将 问号误用 为叹号表

示为 。 巧Ｃ ！

例如 （ ６０ ） 李 明先生 ， 你好 ？ 巧Ｃ ！

（ ６ １ ） 您好 ？ 巧。

２ ． 空缺

叹号是用在句子 的末尾来表示停顿的 ， 或者是在语气强烈 的祈使句或范文句

的末尾的停顿 。 它与 问号
一

样都是用在句尾表示停顿 的语气 。 而叹号空缺的主要

是在祝福语或者礼貌性用语的后面 。 这样的
一

句话在信或演讲结束后通常会出现 。

在送里 ， 笔者将标记的空缺 ， 巧Ｑ ！

］

例如 （ ６２ ） 尊敬的刘老师 ： 您好巧Ｑ ！

］

（ ６３ ） 此致

敬礼
［
ＢＱ ！

］

（ ６４ ） 祝你们身体健康巧Ｑ ！

］

叹号的空缺主要 出现在书信或者演讲稿的开头或者结尾 ， 与文章的其他部分

的界限 比较清晰 ， 所 Ｗ 留学生常常忘记使用句尾的叹号 。 根据语料库统计 ， 叹号

的使用错误率达到 １ ５ ． ３ ６％ ， 其主要表现在误用和空缺这两部分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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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５ ． ５ 顿号

顿号的使用率上 ， 中高级阶段的使用率要比初级阶段的使用率高得多 ， 从语

料的统汁来看 ， 其错误率达到 １ １ ２６％ 。 其偏误的主要有误用和多余两个类型 。

１ ． 误用

（ １ ） 逗号误用成顿号 。 逼号与顿号都属于句 内 点号 ， 逗号的停顿时间较长 ，

它
一

般用于复合词和短语中 ， 我们将逗号误用成顿号表示为 ： ， 巧Ｃ 、
］

例 （ ６５ ） 随便 ， 巧Ｃ 、
］
被年青人称为 自 由或者个性 。

例 （ ６６ ） 没有父母 ， 田Ｃ 、
］
就没有孩子 。

例 （ ６７ ） 别人想得到的 ， 巧Ｃ 、
］
你得到 了 ； 别人做不到的 ， 巧Ｃ 、

］你做到 了 。

２ ． 多余

两个相邻近数字表示概数的时候 ， 中 间不需要停顿 。 而留学生除 了在这里误

加 了逗号之外 ， 也经常在邻近的数字间误加顿号 。 同 时在按照汉语习惯没有停顿

的语句 间 ， 紧密连接在
一

起的并列语句之间
一

般是不需要停顿的 ， 留学生 由于汉

语习惯的不太了解 ， 往往误加 了顿号 。 这里笔者将顿号多余表示为田Ｄ 、
］

例如 （ ６ ８ ） 每次考试考 出 了第二 、 巧Ｄ 、
］
Ｈ名 的时候 ， 老师都会鼓励我 。

（的 ） 每年我只有
一

、 巧Ｄ 、
］
二个月在家里陪我的家人 ， 然后我又要去

中 国 了 。

（ ７０ ） 我就要毕业 了 ， 下周就开始毕业考试 了 ， 爸爸 、 巧Ｄ 、
］
妈妈希望

我能考出好的成绩 。

２ ． ５ ． ６ 分号

１ ． 误用

（ １ ） 逗号误用 为分号 。 分号误用成逗号表示为
＂

；巧Ｃ
， ］

＂

分号与逗号都属于

句 内 点号 ， 不过逗号的停顿时间要 比分号 的短 。 在简单的复句 中逼号就能够表示

出句子的层次 ， 但如果复句 的分句 内部 己经使用 了适号 ， 这个时候就巧要使用分

号来表示停顿 了 。 阿拉伯 留学生经常结构 比较复杂的复句 中 ， 将逗号来替代分号

使用 ， 这样
一

来就造成 了句子结构的层次不清 。 现举例说明如下 ：

例 （ ７ １ ） 其中 ， 我最感兴趣的是 ， 阳Ｃ
；

］
项 目 名称和 中文名称 。

例 （ ７２ ） 他的家座落在
一

个小村子里 ， 巧Ｃ
；

］
没有几户人家 ， 但很美 ， 房后

是花园 、 花园后面是
一

条运河 ， 河的两岸有许多小树林 ， 在河边经常有钓鱼的人 ，

再往远处 ， 是
一

片片广阔 的 田野 ， 而且有养鹿厂 ， 远远看去 ， 有时会有
一

些鹿在

田野 、 树林边跳窜 。 这
一

片农村景色 ， 那么 宁静 ， 那么 不同于城市 。 中午 ， 他请

我吃野餐 ， 他架起 了烤 肉 的炉子 ， 把牛 肉 、 猪 肉 串烤在上面 ， 大约几分钟就熟 了 。

我吃得津津有味 。

例 （ ７３ ） 那边 ， 又有妈妈在不停的 叫 ；

＂

快点 ， 巧Ｃ
；

］
又要晚了 … …

＂

我就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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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部的力气把我那
一

百八十斤的身体运动起来 ， 慢慢地走到饭桌上 ，

一

桌丰盛

的早饭 ， 就象每天
一

样 ， 又在等着我 。

（ ２ ） 冒号误用为分号 。 很多 留学生在应该使用分号的地方却使用 了 冒号 ， 例

如在称呼语之后 、 总结牲语句之后或者需要解释说明 的语句之后等等 。 这类型 的

偏误不只是发生在母语为阿拉伯语的 留学生当 中 ， 其他留学生也经常 出现偏误 。

首先说 明 留学生对号与 冒号的具体功能不 了解 ， 其次就是在两者的形体上没有区

分清楚 ， 这就导致使用 的时候出现功能偏误 。

例如 （ ７４ ） 我认为做好这Ｈ点就可 Ｗ 了 ： 巧Ｃ ； ］第
一

， 刚开始接触汉语 ， 就

应该多去 问 、 多说 ！

（ ７５ ） 我的地址 ： 巧Ｃ
； ］深圳市南 山 区怡园路 １ ３２６ 号

（ ３ ） 句号误用为分号 。

例如 （ ７６ ） 在我小 的时候 ， 我几乎每天都要去踢球 。 巧Ｃ
；

］现在想起来 ， 还

很有趣 。

（ ７７ ） 孩子的第
一

个老师 ， 我认为是他的父母 。 巧Ｃ
：

］
而并不是他学校

里的老师 。

这两个例句 中 ， 在使用分号 的地方 已经将句子 的含义表达完整 了 。 在分号 的

前后没有明湿的并列关系 ， 或者联系并不紧密的时候就应当用句号来停顿 。

２ ． ５ ． ７ 冒号

留学生在 冒 号 的使用偏误主要表现在多余和空缺两个类型 。

１ ． 空缺

在书信或者是演讲稿的靠头 的称呼语之后我们需要加 冒号来停顿的 ， 但是很

多 留学生在称呼语之后除 了使用常用 的這号来替代 冒 号之外 ， 也经常忘记使用 冒

号 。 或者在
＂

想 、 说 、 说道
＂

等会动词 的后面 ， 直接就使用 引语开头 。

’

同时在需

要解释说明 的词语后面也经常 出现遗漏的现象 。 在这里笔者将 冒 号 的空缺表示为

巧Ｑ ：

］

例如 （ ７８ ） 各位 同学们巧Ｑ ：

］
大家好 ！

（ ７９ ） 亲爱的姐姐巧Ｑ ：

］

（ ８ ０ ） 杰克说巧Ｑ ：

］

＂

吃 中药会更好 ！

（ ８ １ ） 电话巧Ｑ ：］
０２２ －

５ ５ ８６４２ １ ６

（ ８２ ） 出生 日 期巧Ｑ ：

］

—

九八六年屯月 二十五 日

在上述 出现偏误的例子 ， 在初级阶段 比较容易 出现 ， 到 了 中高级阶段之后还

是有很大的改善 。

２ ． 多余

冒号的多余使用 ， 主要表现在与 引 号
一

起连用 的 时候 。 当 引文只是作为 引语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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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话的
一

部分而并不对立的时候 ， 引号前面的 冒 号是要省略的 。 因为 冒 号和 引

号常常是
一

起使用 的 ， 尤其是在动词
＂

说
＂

之后 ， 留学生习惯性地使用 冒 号和 引

号 ， 但是没有去分析所引用 的部分在居中是不是独立 ， 所 Ｗ 出现了 多余使用 冒 号

的偏误 。 送里将 冒号的多余表示为巧Ｄ ：
］

。

例如 （ ８３ ） 比如说 ， 应该写 ； 巧Ｄ ：

］

＂

我们在打篮球
＂

（ ８４ ） 他平时都很准时 ， 比如说露丝说 ； 田Ｄ ：

］

＂

明天早上六点我们要

去爬山 。

＂

的时候 ， 他就有点犹豫 了 。

２ ． ５ ． ８ 引 号

引 号有双引 号和单引号两种形式 。 在文中表示引用 的部分 ， 或者 出现 了特指

或者强桥的时候 ， 首先用双引号 ； 在需要使用两层引号的时候 ， 双引 号用在外面 ，

单引 号用在里面 。 阿拉伯 留学生在使用 引号时很容易 出现错误 ， 现根据笔者 己有

的资料？分析如下 ：

１ ． 误用

（ １ ） 单引号误用为双引号 。 我们将其标注为 ： 这种情况主要 出

现在 己经有双引号的句子中 ， 留学生还是习惯性地采用双引号 。

例 （ ８ ５ ） 他站起来 问 ：

＂

老师 ，

＂

大吃
一

惊
＂

的
＂

惊
＂

是什么意思 ？

２ ． 空缺

引 号的空缺在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标点符号时也是非常常见 的 ， 主要是 由于阿

拉伯 留学生对引号 的用法并不熟悉而导致的 。 在这里我们将引 号的空缺标示为 ：

［
ＳＱ

＂

 ］

例 （ ８６ ） 这样的聪 明人巧Ｑ
＂ ＂

］
还是少

一

点好 。

例 （ ８７ ） 我尽快着直摇头 ， 连声说 ： 没… …没… …没干什么 。 巧Ｑ

＂ ＂

］

２ ． ５ ．９ 省略号

１ ． 误用

省略号在阿拉伯 留学生 中不经常使用 ， 但是在语料中我们发现还是存在着省

略号使用不正确的情况 。 它主要 出现在表示并列 的词语或词语的例举之后 。

例 （ ８ ８ ） 聊天的 內容可 Ｗ很广泛 ： 身体状况 、 起居饮食 、 交朋结友 、 学校生

活 、 功课压力 、 家事国事… …天南地北 ， 无所不谈 。 巧Ｃ
……

］

例 （ ８９ ） 在北京的故宫 ， 共四大 口 ： 北 Ｉ

＇

］ ， 午 口 ， 东华 ｎ
［
ＢＤ ． ． ． ． ． ．

］
和西华 口 。

例 （ ９０ ）

＂

同学们 ！

＂

张老师说 ，

＂

这是巧 Ｑ
… …

］

＂

２ ． ５ ． １ ０ 书名号

留学生在使用书名号所存在的偏误主要出现在误用 、 多余和空缺送Ｈ个方面 。

在 中巧级阶段的 留学生使用书名号的错误率达到 ４４％ 。 这说明 留学生在使用书名

号方面还存在很大的 问题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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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误用

（ １ ） 引号误用为书名号 。 引号是用于标明文中所引用 的话 ， 但是很多学生容

易将书名号和 引号的用法混淆 ， 在该使用书名号的时候却使用 了 引 号 。 在逸里表

示为巧Ｃ 《 》
］

。

例如 （ ９ １ ） 桌上放着
一

本
＂

中 国语文
＂

巧Ｃ 《 》
］

（ ９２ ） 我在
＂

都市杂文
＂

《 》
］
看到 了我的文章 。

２ ． 多余

在作文的题 目 中 ， 文章的标题是不需要加书名 号的 ， 但是很多 留学生对这
一

点不 了解 ， 所 Ｗ经常在作文的标题上加 了书名号 。

例如 （ ９３ ） 《愉快的假期 》 巧Ｄ 《 》
］

（ ９４ ） 《我的家人 》 田Ｄ 《 》
］

３ ． 空缺

留学生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将书名 号表示出来 ， 与正文的 内容混淆不清 。 这样

遗漏书名号就容易造成歧义 。 这里笔者将空缺表示为巧Ｑ 《 》
］

。

例如 （ ９５ ） 我们都很喜欢祝福巧Ｑ 《 》
］
这本书 。

（％ ） 她 曾经在沙漠里生活过六年 ， 并 Ｗ 当地的生活为背景写 出 了沙漠

之春巧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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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和学 习 巧语标点符号的

教学建议及设计

对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的情况进行考察 的 目 的
，
就是想找到偏误

的规律 ，
针对送些规律性的东西提 出有价值的教学建议与设想 ，

为 实际的对外标点

符号教学提供参考 ，使教学更加有效 。 根据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产生各

类偏误的原 因 ，
笔者就对外汉语标点符号的教学提出 了下几点建议与设想 。

３ ． １ 对外汉语教材 中増加关于标点符号知识的章节

将标点符号部分加入到对外化语教材中 ， 是为 了 能够让留学生对汉语标点符

号有
一

个系统和整体的认识 ， 同时也是对外汉语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

首先 ， 汉语标点符号应该成为汉语教学中必须的
一

部分在教学大纲 中被提出

来 ， 并附有详细 的奴语标点符号使用标准 。 对外汉语教材必须在教学大纲的指导

下进行编写 ， 如果没有教学大纲 ， 教材 中可能就不会有关标点符号 的章节 ， 教师

也就不会主动 的进行标点符号的教学 ， 同时学生也不能系统的学习 到汉语标点符

号 的知识 。 留学生于是只能通过模仿谏本或者套用母语 中标点符号的用法 。 这样

一

来就会直接误导 留学生对汉语标点符号的理解和学习 ， 并将最终造成很多 的偏

误 。 所 Ｗ想要完善对外汉语的教学 ， 就必须将标点符号部分在教学大纲 中 明确提

出 。

在教材的编写 中 ， 应该让留学生在没语学习 的初级阶段就接触到汉语标点符

号 ， 并且让汉语标点符号的教学 ， 从初级到 中 高级阶段贯穿始终 。 初级阶段可 Ｗ

从汉语标点符号的写法和基本功能开始 ， 到 了 中 、 高级阶段就要开始结合语段和

语意来进行教材编写 。 贯穿始终的教材 ， 能够系统的完杳的学习标点符号 ， 更能

让留学生意识到汉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

３ ． ２ 教学环节 中增加和完善对标点符号的讲授

完善 了对外汉语教材 中没语标点符号部分的知识 ， 能够让每
一

个留学生详细

的完整的对汉语标点符号进行了解 ， 同 时在使用上也有 了很好的对 比 。 同时也可

Ｗ帮助对外汉语教师确定汉语标点符号教学的不走和 内 容 。 在教材完善之前 ， 很

多教师完全参照教学大纲 中 的部分进行教学 ， 对标点符号部分不重视 ， Ｗ致于学

生不能系统的学习 到汉语标点符号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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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 中要耐也讲解 ，
可 Ｗ在写作谏或精读谏安排相关的教学 内容

，
并设计

一

些相关的练习用于巩固 。 在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教师会很 自然地成为他们语

言学 习 的模仿对象之
一

，教师对汉语的 日 常使用是学生所学 习 的
一

个相 当重要 的

范本 。 每
一

位教师都应该认识到 ，
自 身对汉语各方面知识的运用对于学生来说都是

学习此类知识的榜样 。 因此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板书和批阅作业时 ，

一

定要注意书写 ，

规范 自 身 的汉语标点符号书写形式和用法 。

做到 了这些
，才能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的偏误 问题

，

进而提髙他们的书面语表达能力 。

采用对 比法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 。 标点符号在全世界众多语言 中都有 自 己 的

特殊形式和功能 ， 在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 ， 我们往往会千篇
一

律的进行汉语标

点符号 的知识讲授 ， 却没有考虑到受众的特殊因素 。 留学生母语标点符号与第二

语言标点符号形式和功能的混淆 ， 会很大程度使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产生偏

误 。 笔者所 Ｗ针对阿拉伯 国家留学生这样
一

个大的 留学生群体进行分析 ， 发现之

间 的差异 ， 同 时找 出规律 ， 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 比如说 ， 阿拉伯文的行文是从右

向左 ， 这样
一

来 ， 很多标点符号 的书写 ， 就会区别于从左 向右 的书写形式 。 还 比

如阿拉伯文 中 ， 问 号和感叹号可 Ｗ 同 时使用 ， 但是没语 中就是不允许的 。 并将这

些作为教学的重点 。 同 时在作业和随堂练习 中加强训练 。

阿拉伯 留学生使用和理解没语标点符号存在的
一些差别 ， 需要我们在汉语标

点符号 的讲授过程中对阿拉伯 留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对 比法教学 ， 提高学生对汉语

标点符号用法差异的理解 ，增强学习 的趣味性 ，帮助学生突破难点 。

３ ． ３ 对阿拉伯 留学生进行专项 的汉语标点符号训练

汉语标点符号 的运用 实践性很强 ，留学生若是想准确无误地获得这项技能 ，除

了 书本上 、 课堂上要对标点符号 的使用规则进行解析外 ，大量的操练也是必不可少

的 。 笔者认为 ，
这些操练并不是毫无讲究的 ，

应该结合语法在具体的语境 中进行 。

Ｗ下主要例举Ｈ种题型 ：

（ １ ） 标点符号纠正题 。 首先给学生讲解汉语标点符号 的规范用法 ，然后要求

学生选取 自 己 曾经写过的作文或者句子 ，
让他们在规定 的时间 内 找 出使用错误的

标点符号并加 Ｗ改正 。

如 ； 判断句子 内汉语标点符号是否使用正确 ， 并加 Ｗ改正 。

ａ ．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 （ ） 改为 （ ）

ｂ ． 我的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１ ３ ８ ３ 号 。 （ ） 改为 （ ）

Ｃ ． 父亲啊 ，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您 。 （ ） 改为 （ ）

ｄ ． 我的信里附上 了我的毕业证 ， 工作证和身份证 。 （ ） 改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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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你是韩 国人呢 ？ 还是 日本人呢 ！ （ ） 改为 （ ）

（ ２ ） 标点符号选择 。 给出
一

句没有禄点符号 的句子 ，然后设置几个用法相近

的标点符号选择项 ，
让学生选出最适合该句子的标点符号选项 。

如 ： 单项选择题 。

ａ ． 为 了治好
＿＿

少 白头
＿＿

， 常明是这样做的 ？

Ａ《 》Ｂ
＇ ＇

Ｃ
＂ ＂

ｂ ． 联系人
＿

赵刚

电话＿３ ３ ７５９２９２

Ａ
；Ｂ ；Ｃ ，

Ｃ ． 五月 的北京 ， 春的北京 ， 真美呀
＿

Ａ ！Ｂ ？Ｃ ，

ｄ ． 老赵虽然上了年纪 ， 可很爱穿牛仔裤
＿

体恤衫之类的衣服 。

Ａ 、Ｂ
；Ｃ ，

（ ３ ） 标点符号语段填空 。 展示
一

个 由Ｈ句或五句话组成的小段落 ，挖空段落

中 的标点符号 ，然后让学生填补所空缺的标点符号 。 让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下 ，更熟悉

各类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 。

如 ： 填空题 。

（张东打 电话找 田 芳… … ）

张东 ： 喂


是 田芳吗


田 芳妈 ： 田 芳不在 。 是东东吧


张东 ： 阿姨


您好


田芳去哪 了


田芳妈 ： 她四点 多就去 同学家 了


她 中学的 同学要 出 国


她去看看她

张东 ： 什么 时候能回来


田芳妈 ： 她没说


你过
一

会儿再来电话吧


张东 ： 好的


除 了操练 ，对 留学生标点符号 的使用情况也要注意考察 ，尤其是使用错误的情

况 。 考察的 內容可 Ｗ包括 ：层次的划分 、 语气的判断等等 。 这些 内 容可 Ｗ直接来源

于 留学生 日 常作业或练习 中所写作的小短文里 出错频率较巧的情况 。

据调査 ， 在学习 汉语的过程中 ， 阿拉伯 留学生的奴语标点符号学习这
一

部分

往往被忽视 。 如 ： 最后 ， 用广告巧化 ］
宣传的办法来巧Ｄ ，

］
呼吁巧Ｑ

＂

］
绿色食品巧Ｑ

＂

］

的消 费 。 而汉语很注重词语的逻辑顺序 ，特别是在结构复杂的句子中 ，标点符号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 所 Ｗ也应该让留学生从主观上对汉语标点符号加 Ｗ重视
，増强正

确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意识 。 首先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留意分析 留学生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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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标点符号时 比较容易 出现的偏误 ，
适时地提醒和 引 导学生 ，

避免同类偏误再次

发生 。 其次 ，教师在批阅作业和测试卷时 ，可 Ｗ把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作为评判的

标准之
一

。 这可 使学生认识到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 也督促学生加强这方面的知

识 ， 提高汉语水平 ， 只有从学生的主观意识和有针对性的操练两方面入手 ，才能

让留学生更快更准确地掌握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 。

３ ．４ 教学设计

１ ． 教学对象

中高级阶段的母语为阿拉伯语 留学生 。

２ ． 教学 目标

针对性的训练和提髙阿拉伯语留学生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能力 。 具体如下 ；

（ １ ） 能熟练掌握汉语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 。

（ ２ ） 能熟练的在书面表达 中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

（ ３ ） 能在常用语境及特定语境中正确 的读 出没语标点符号 的意思 。

３ ． 计划 学时

本课程为笔者的初次创新设计 ， 教学 内容主要分为 ： 汉语标点符号 的书写及

认识 ， 化语标点符号的写作使用训练和汉语标点符号的听 、 说 、 写 。 计划分 ２ 次

课完成 。

４ ． 教学重点及难点

本课程 中 的教学重点主要是在没语标点符号 的书写形式 ， 功能榜点 ， Ｗ及标

点符号的阅读和听写能力 。 其中 听写和 阅读能力是主要的难点 。

５ ． 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 １ ） 针对性训练 。

？

本课程的设计 旨在提商母语为阿拉伯语 留学生汉语标点符

号的使用能力 为根本 目 标 。 本课程 中对学习者化语标点符号的书写训练及功能使

用训练为重点 ， 同时加强学习者标点符号的 阅读训练 。

（ ２ ） 追求范文的代表性及实用性 。 范文语文力求难易结合 ， 内容符合学习者

的语言学习 需求额 ， 学 习者通过对范文的 阅读和分析 ， 能够进
一

步加强学习者没

语书面语语感 ， 启 发学习 者体认汉语标点符号的特定 Ｗ及化语标点符号的功能特

性 。

（ ３ ） 丰富课堂活动激发学习者的学习欲望 。 通过采取范文分析 、 边学边练 、

作业讲评 、 写作拟题和 阅读训练等课堂活动 ， 不断激发学习 者的紋语标点符号的

书面表达欲望 ， 增强学习 者的 口语表达信也 。 能让学习 者产生强烈 的汉语表达欲

望是汉语标点符号训练课及教材成功的重要标志 。

（ ４ ） 髙度重视对学习者习作及阅读的讲评 。 对学习者写作 内容的讲评是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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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书写训练的重要途径 ， 是提离学习者写作 中没语标点符号使用能力 的关

键环节 。 学习 者在成功的表达中获得写作的信也 ， 在认知和修正偏误的过程中提

高汉语标点符号的书写及使用能力 。 同时 ， 对学习者阅读训练的讲评 ， 也是提髙

其学习和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重要部分 。 鼓励学习者将书面文字转化为 曰头语言 ，

除 了文字的 阅读 ， 在汉语阅读 中 ， 汉语标点符号的阅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 因

此 ， 本课程高度重视讲评环节的实施 。

６ ． 设计说明

在本课程的讲授过程中 ， 注重师生互动 Ｗ及教师 的示范教学为主 。 首先在汉

语标点符号的书写训练过程中 ， 教师应规范书写 、 强调特点 、 引导教学 。 而在之

后的 阅读训练中 ， 首先教师应做好示范 ， 力求发音标准 、 语速适中 、 范文合适等 。

７ ． 教学过程

第
一课

汉语标点符号与阿拉伯标点符号 的对 比学习 ， 并掌握汉语杨点符号 的书写 Ｗ

及功能 。

（ １ ） 根据 １ ９９ ５ 年 １ ２ 月 ，
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并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 并规定该法 自 １ ９％ 年 ６ 月 １ 日 起实施 。 它对标点符号的基

本规则进行了规定 ， 将常用 的标点符号划定为点号和标号两大类共 １ ６ 种 。 在本课

程中 ， 笔者将十种最常用 的标点符号作为标点符号教学的范围 。

（ ２ ） 首先通过对 比汉语与阿拉伯语标点符号的形式特点 ， 归纳 出异同之处 ，

并进行针对性的书写训练 。



类别
＾


阿拉伯语
＇

注 ： 位于句尾文字右侧 的底下 ， 只 占注 ： 位于句尾文字左侧
逗号 ，

＇

半个字位 。 的上面 ， 只 占半个字位 。

注 ： 位于句尾文字左侧
注 ： 位于句末文字右侧底下 Ｉ 只 占半

句号 。 ．的底下 Ｉ 只 占半个字位 ，

个字位 ， 用 空也困表示 。

用 实也点表示 。

４一 ｇ 心
注 ： 位于句尾文字左侧 ，

＞口注 Ｓ 位于句尾文字右侧 ， 用 单 问号表 ， Ｃ^

问号？ ｆ问 号形式与化语问 号的

形式作用相反 。

注 ： 位于句尾文字左侧 ，

ｎ＾＝心 Ｗｎ ＊
—有单叹号 、 叹号加 问 号

叹号 ！注 ： 位于句尾文字右侧 ， 单叹号表不 。 ！ ？Ａ？

及几个叹号
一

起使用 ，

又称
＂

惊叹号
＂

。

＿注 ； 位于文字右侧的底下 ， 只 占半个^

顿号 ＇

字位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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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


阿拉伯语


、 ？
． 注 ： 书写形式为实也点在上面 ， 逗号 ，注 ； 书写形式为逼号在

分号
，在下面 。 ．上面 ， 实也点在下面 。

注 ： 狭语标点符号 中有双引 号和单引注 ： 阿拉伯文 中只有双
引 号 （ （ ） ）

号 ， 前后颠倒 的逗号表示 。括号来表示引 号 。

省略号 … … 注 ： 为六个实也点 。
…注 ： 为Ｈ个实似点 。

冒 号 ：注 ： 用上下并列 的实也点表示 。无

书名 号 《 》 ０ 注 ： 有单书名 号和双书名号 。

＾

注 ： 在书写顺序方面 ， 阿拉伯语的书写顺序和翻阅顺序都是从右往左 ，与 中文

书写顺序相反 ，所 Ｗ它 的部分 的标点符号 的书写形式与 中文的标点符号 的写法也

正好相反 。

练习题

Ｉ 、 将汉语标点符号填写在正确 的位置 。

１ ．你不 了解情况
＿

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

２ ．张教授太严肃了
＿

大家不敢跟他开玩笑
＿＿

３ ．学没字
＿

写没字
＿＿

对于阿拉伯学生来说
＿

都很困难
＿＿

４ ．什么是
＿

希望工程


５ ．你不是 已经去过上海了么
＿

怎么还要去
＿＿

６ ．你去他去不少
一

样吗
＿＿

你们不要再争 了
＿

７ ．老师忍不住 问他


你这些答案是怎么弄到的


８ ．

＿＿

我
＿＿

为什么要拒绝那份工作
＿＿

９ ．话剧
＿＿

霄雨
＿

一

连演了几十场
＿＿

场场爆满
＿＿

．

１ ０ ．是你呀
＿

你哪天从国外回来的
＿＿

１ １ ．你在上面地方存钱
＿

取钱
＿

１ ２ ．拾金不昧
＿

是上面意思
＿＿

ＩＩ 、 选用 《发展没语 》 高级写作 （ Ｉ Ｉ ） ， 第十 四课第Ｈ题
＂

边读边练
＂

的文章 ，

去除原本的标点符号 ， 然后让学生填写 。

第二课

汉语标点符号听说课 。

在汉语的 口语表达 中 ， 标点符号往往能够起到丰富情感的作用 ， 除 了标点符

号本身所具备的功能之外 ， 在我们汉语的 口语表达中 ， 例如 朗诵 、 戏剧影视独 白

甚至简单的 阅读都是将书面文字转化为 口语然后丰富而准确的表法 出来 ， 我们称

之为
＂

传情达意
＂

。 留学生在学 习和使用没语的 时候 ， 除 了要掌握没语标点符号

的书写形式和功能之外 ， 汉语标点符号的听说能力也也相当重要 的 ， 也是提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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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汉语能力 的重要部分 。 怎样才能做到 口语表达的
＂

传情达意
＂

呢 ？ 笔者为此

继续设计 了
一

个简单的课程 。

（ １ ） 谏程开始之前 ， 老师先会为学生示范朗读
一

篇简短的文章 ， 要求文章的

内容 ， 情感丰富而清晰 ， 朗读时 ， 语速把握在
一

分钟 ８０ 个字 ， 同样在标点符号的

语气停顿 、 延长音节 、 提高调值等准确的表现出来 。

例如 ： 《发展汉语 》 高级写作 （ ＩＩ） 中第 １ ３ 课中第
一

篇文章的第
一

至第四段 。

谈谈电影 《

一

个都不能少 》

《
一

个都不能少 》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 电影 ， 写 了
一

个农村小学孩子们的故事 ：

小学刚毕业的女孩魏敏芝 ， 临时代替离中老师的工作 。 按照要求 ， 她得让这里的

２８ 个孩子继续学习 ，

＂
一

个都不能少
＂

。

可是 ， 男孩儿张慧科离开 了学校 ； 因为家里太穷 ， 跟别人进城打工去 了 。 于

是 ， 魏敏芝想尽办法去找他 ： 带着全班学生好不容易挣 了
一

点钱 ， 坐车进城 ， 打

工的地方 、 车站附近等地去打听 、 寻找 ， 请求车站的广播员帮助找人 ， 还把准备

吃饭的钱拿出来 ， 买纸和笔写寻人启事 ， 最后又到 电视台请求帮助 。

她在 电视台 口外整整坐 了
一

晚后 ， 得到 了帮助 。 魏敏芝含着眼泪 的寻乂广告

在 电视上播出 了 ， 人们看到这个广告 ， 都被感动 了 ， 纷纷Ｗ各种方式帮助他们 。

张慧科终于找到 了 。

这个小学又开始上课了 … …

（ ２ ） 详细分析文章的情感基调 ， 然后选出代表性的句子 ， 进行标点符号 阅读

训练 。 选则常用标点符号 中有代表性的 ８ 个标点符号作为训练的对象 。

逗号

ａ ．逗号在汉语的 阅读 中 ， 用于句子 内 部
一

般性的停顿 ， 停顿时间 比较短 。 阅

读时只需要按正常的语感进行表达 。

例如 ： 大学毕业后 ， 就很少机会跟同学们聚在
一

起 了 。

ｂ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 中 ， 也会碰到逗号可停可不停 的情况 ，

一

般 出现在完整

的句子 中 出现 了几个适号 ， 或者逗号前后 的连续性强 ， 这样的逗号就可 Ｗ不读 出

来 。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中 ， 总共 出现Ｈ个逗号 ， 但是第二个和第Ｈ个逗号就可 Ｗ

不停顿 ， 直接连起来读 。

例如 ： 尽管身体有不适 ， 他依然在那里表演 ， 充满激情 ， 贏得 了大家的掌声 。

句号

ａ ．句号也是用来表示停顿的点号 ， 但是停顿的时 间 比逗号的停顿时间 长 ， 具

体可 Ｗ 因句子的情感而定 。 感情基调也依据句子 内容而定 ， 属于
一

般性的 。

例如 ：

… …看到眼前这
一

幕 ， 他不禁黯然巧下 ， 沉默不语 。

过了很多年 ， 他又
一

次回到这片草原 ， 郁郁葱葱青草绵延至天际 。

ｂ ． 当句子与句子的停顿时 ， 句号 的停顿时间属于正常停顿 ； 段落与段落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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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停顿 ， 停顿的时间就会较之前的长
一

些 ； 还有
一

种就是文章整体层次之间 的停

顿时 ， 可视情况而定 ， 如果这
一

层情感表达完整 了 ， 并且情感具有延续性 。 停顿

时间可 Ｗ掌握在 ３
－

５ 左右 ， 停顿时要求字段气息不断意思不断 。

例如 ： 同样是 《发展汉语 》 离级写作 （ ＩＩ ） 中第 １ ３ 课中第二篇文章 ， 第Ｈ段

和第 四段之间 的句号 ， 即是段与段之间 的停顿 ， 也是文章层次之间 的停顿 。

电影 《音乐之声 》 的成功 因素分析

孩子们总是设法捉弄家庭教师 ： 把始赎放在她的 口袋里 ， 把送过放在她的椅

子上 。 但是玛利亚能理解孩子们 。 她引导他们 ， 关也他们 ， 最后得到 了他们 的信

任 ， 并与孩子们成为 了很好的朋友 。 他们
一

起去野餐 、 郊游 、 爬树 、 划船 。 玛利

亚教他们唱歌 ， 这个家庭快乐起来 了 ， 充满 了音乐之声 。 当父亲外 出 回来 ， 家 中

冰冷的空气完全变了 ， 他的
＂

古兵们
＂

已组成 了家庭合唱 队 。 玛利亚的热情 、 善

良改变了家庭气氛 ， 这位军官也对玛利亚产生了爱情 。

几十年过去 了 ， 人们还常常提起这部 电影 ， 故事 、 人物和歌声永远留在 了我

们也 中 。

问号

ａ ． 问号 的表达 比较容易把握 ， 主要体现在语调 的上扬或者下降 。 同 时停顿时

间跟
一

般情况下的句号停顿时间差不多 。

例如 ： 你这样 四处奔波 ， 是为 了什么呢 ？ 你 已经很富有了既 。

ｂ ．在反 问句或者带有质问语气 的句子后面的 问号 ， 通常要将 问号前面的语句

降低语速 ， 然后提鳥调值 。

例如 ： 你敢保证 ， 你没拿 ？

叹号

ａ ．叹号 的停顿要依据句子情感而定 ， 通常 出现文章段落 中 的叹号 ， 句子 中充

沛的情感依据表达结束 ， 此时的停顿保持与句号
一

样的正常停顿 ， 语调 、 重音 Ｗ

及节奏都可Ｗ视情况而变化 。

通常习惯性在阅读时将叹号前面的 内容提高调值或者加快语速 。

例如 ： 今天是我的生 日 ， 我非常的开也 ！

谢谢大家 ， 我 后会更加努力 的 ！

ｂ ．叹号所强调 的 内容情感基调 比较悲伤的时候 ， 我们也可 Ｗ尝试用放慢语速 ，

降低调值来表现 。

例如 ： 我 已经非常努力 了 ， 为什么 结果还是这样 ！

结束 了 ，

一

起都没有希望 了 ！

顿号

顿号的停顿时间 比较逗号的停顿时间要长 ， 跟句号的停顿时间差不多 ， 并在

３ 个或 Ｗ上顿号连用 时 ， 我们要求节奏平稳 ， 但是不能有 明显的换气 ， 要保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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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连续和流畅 。

例如 ； 《发展汉语 》 高级写作 （ ＩＩ ） 中第 １ ４ 课中 的第
一

篇课文

由于使用 了 月 亮作代表物 、 作为象征 ， 作者创造了
一

个月亮的意境 ， 使人联

想到点点 的繁星 、 月亮的美景 、 月 下的情人 。 这样 ， 就创造了
一

种浪漫而柔和 的

气氛 。 即便是
一

个也里有很多烦恼的人 ， 听 了送样的
一

首歌后 ， 也里也会变得温

柔 、 纯净 。

引号

ａ ． 因为是表示所引用 的部分 ， 表示特指或者强调 ， 所 Ｗ 阅读的时候 ， 要将引

号 Ｗ 内 的部分提高调值 ， 加强重音 ， 语速可Ｗ稍微加快或者放慢 。 与其它部分区

分开来 。

例如 ： 他突然 问我 ：

＂

沉默是金
＂

是什么意思 ？

ｂ ． 同时引 号有双引 号也有单引号 ， 此时为 了 区分开来 ， 我们
一般将单引号 内

的语句 ， 在调值 ， 语速上更加凸显 出来 。

例如 ： 我告诉他 ：

＂

我很喜欢
＇

淘宝
＇

这个购物平台 。

＂

省略号

省略号通常用来省略文中所引用 的部分 ， 所 Ｗ在读的时候 ， 要保持语意的延

续性 ， Ｗ及气息 的延续性 ， 同时在表示省略引用部分的时候 ， 要将省略号前面的

句子降低语速 ， 最后
一

个字可Ｗ延长音节 。

例如 ： 那
一

次战友聚会 ， 我们很开也 ， 在吃饭的时候 ， 我们还唱起了 《 团结

就是力量 》 ：

＂

团结就是力量 ， 团结就是力量… …
＂

而在表示说话断断续续的 时候 ，

一

般省略号会重复 出现 ， 所 每个省略号都

要有停顿 ， 并且保持气息与情感的延续 ， 停顿时间可 Ｗ情感而定 ， 但是不能所有

的省略号都是 同样的停顿时间 。
？

例如 ： 我… …真的… …对不起… …大家 了 ， 我… …没有… …管好… …我的手

下 。

书名号

一

般是书名 号 中 的 内容如果没有形容词 的话 ， 都是用正常的语调 ， 提高调值 ，

语速放巧 。

最后
一

个词延长音节 。

例如 ： 我非常専欢看 《人民 日报 》 。

我的包里有
一

本书 《读者 》 。

如果书名号中 出现形容词 ， 就要将形容词重音重读 ， 或者轻读 出来 ， 后面的

词语就要放漫语速 ， 降低调值 。

例如 ： 《最后
一

只藏铃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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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教学论证

在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讲授过程 中 ， 教师应做好系统和规范的讲授过程 。 在

师生互动过程中 ， 应多加鼓励 留学生 。 注意 留学生发音困难点 ， 寻找方法重点解

决 。 总结其书写 的难点 ， 分析原因 ， 各个击破 。 最后总结教学环节 中 留学生书写

和使用汉语标点符号的 问题 ， 与本文的研究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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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本文 Ｗ丰富的语料为基础 ， 考察 了母语为阿拉伯语 留学生的标点符号使用情

况 。 同 时也分析了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正确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际标准标

点符号用法 》 中规定的汉语标点符号常用用法的情况 ， 进
一

步对他们使用标点符

号 的情况得到 了解 。 初级阶段存在的 问题 ， 到 了 中髙级阶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

在对阿拉伯标点符号于汉语标点符号 的对 比研究 中 ， 阿拉伯文从右 向左的行文方

式 ， 也让其标点符号的形体和格式跟汉语标点符号的相反 。

所 Ｗ ， 为 了 改善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汉语标点符号 的使用情况 ， 我们的对

外汉语教学中教材需要进
一

步改进 ， 对纹语标点符号教学的重视 。 同 时对外汉语

教师也要严格的规范 自 己的板书标点 ， 也要严格的要求学生 。 这样才能使 留学生

的汉语标点符号学习得到长足的进步 。

近些年来 ， 研究对外汉语中 留学生标点符号使用情况的文章越来越多 ， 但是 ，

其大部分研究也只是 比较片面 比较粗略的研究 。 化如 ， 大多数只是对某些 国别的

留学生进行分析 ， 或者 Ｗ欧美 、 日 韩或者东南亚的预语进行研究分析 ， 或者只是

分析了某个阶段的 ， 或者只是分析了偏误部分的 。

笔者在总结 了前人 己有的研究基础上 ， 补充 了母语为 阿拉伯语留学生标点符

号的使用情况 。 在研究过程中 ， 笔者 的语料是 比较充足的 ， 最初是 Ｗ 留学生在 ＨＳＫ

考试 中 的 限时作文 ， 后来笔者还做 了
一

些 问卷 ， 在弥补语聊不足的 同 时 ， 更加检

验 了 自 己的研究成果 。 所 Ｗ ， 笔者的研究还是具有
一

定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的 。

同时 ， 笔者还对阿拉伯文 中标点符号 的使用规则进行分析 ， 并对汉阿标点符 ？

号进行比较研究 ， 找 出其共 同点及不同 点 ， 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 送样
一

来 ， 就

能使我们对母语为阿拉伯语 留学生的汉语标点符号使用 中产生偏误的原因有 了更

加清晰的认识 。 并且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学习 没语标点符号进行 了教学设

计 ， 除 了在书写实行 、 功能使用之外 ， 重点设计 了汉语标点符号听 、 说 、 写的训

练课程 。

此外 ， 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 ， 对母语为阿拉伯语 的 留学生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所存在的各类偏误的规律 、 原因和总结还不够全面 。 并且 ， 由于阿拉伯语知识方

面的欠缺 ， 没能从母语的角度更深入的分析功能偏误产生的原因 。

我期待有更多专家和学者来完善和补充并且纠正本文的研究 ， 从而使母语为

阿拉伯语的 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过程 中 ， 得到更加全面的把握 。 同 时也希

望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 ， 教师 、 教材和学生对化语标点符号知识引起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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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短短的两年研究生学习 即将结束 ， 依然清晰的记得开学的第
一

天与 同学和老

师见面 的场景 。 而现在 ， 同学们都在为 自 己的工作而 四处奔波 ， 也为 自 己能够完

成
一

篇优秀的毕业论文在奋斗 。 同样 ， 我也是奔波与奋斗 中 的
一

个 。

从研究生学习 开始 ， 我就显得很 自 卑 。 很多 同学都会觉得很意外 ， 在他们的

眼 中 ， 我属于 比较
＂

另类
＂

比较
＂

活跃
＂

的男生 。 而事实上 ， 在真正进入研究生

的学习 阶段后 ， 面对毎天要学习 的知识 ， 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 因此我也

茫然失落过很久 。 但是很快我就走 出 了 阴疆 ， 这得感谢我的导师胡海老师 ， Ｗ及

贾泉学姐 。 那是第
一

次跟导师和学姐
一

起见面 ， 我和刘雪梅
一

起约 了 胡海老师 Ｗ

及学姐
一

起吃饭 ， 学姐主动为我们做起 了也理辅导 Ｗ及经验传授 ， 我也将我的所

有顾虑跟他们畅谈 ， 比如 ： 我的专业基础不好 、 不知道如何跟同学和老师沟通Ｗ

及未来的就业方 向等等 问题 ， 胡海老师与学姐都
一一

为我进行了解答 。 尽管事后

自 己并没有完全树立起信也 ， 但是这
一

次聊天 ， 让我重新燃起 了学习 的热情 。

两年的学习 期间 ， 最让我难忘的应该就是去北校区给 留学生上巧 Ｗ及参加学

院组织的
＂

中 国语言与文化国 际研讨会议
＂

。 在教学实践期间 ， 我总是做好充分

的教案工作 ， 课间为他们
＂

激情 四射
＂

的讲授 ， 后来留学生与我成为 了很好的朋

友 ， 并且对我非常活跃的教学方式表示称赞 。 我想 ， 这是在研究生期间 ， 树立起

信也的重要转折点 。 为此我非常感谢张进军老师能给我这次机会 。 另外 ， 在参加

那次研讨会议 ， 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加 了会议 ， 并且近距离的与 国 内外著名 的

没语言学家进行交流 ， 让我 由衷的敬佩送些专家学者 ， 同 时也让我的视巧得到很

大的扩展 。 为此我也要非常感谢彭兰玉老师 。

时间飞快流逝 ， 当我们开始准备开题报告的时候 ， 我 己经感觉到
＂

毕业季
＂

己经来临 。 同时我们也开始为 自 己能找到满恵的工作而四处奔波 。

从论文的选题 ， 到准备开题报告 ， 然后 中期答辩 。 自 己的论文从迷茫 ， 渐渐

找到 了灵感 。 呈然我的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关于汉语标点符号 的对外教学 ， 在本体

知识上还很欠缺 ，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我的 同学刘雪梅 ， 她不厌其烦解答我的疑惑 ，

并
一

直鼓励我 Ｉ 我非常的感谢 ！ 同 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 ， 确实 ， 自 己平时与

老师见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对 ， 老师的身体也不好 。 但是毎次在论文遇到瓶颈时 ，

巧海老师都能为我准备独有的
＂

锦囊妙计
＂

， 为我的论文完成付 出很多也血 。 同

样 ， 我更觉得我是幸福的 ， 能有这么好的 同学 ， 这么优秀的老师 ， 让我的求学之

路不再迷茫 。

回想这短短的两年 ， 这么 多可敬的老师 ， 这么 多可爱的 同学 。 有无数个深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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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面在脑海 中 闪现 ： 第
一

次在课堂上展示 自 己的教学设计 、 和 同学们
一

起爬岳

麓 山 、 太极拳汇报展示 、 早上五点起床去跟童佳滞
一

起踢足球 、 坐在名泉的摩托

车穿梭在校园等等等等 。 那些关于师生情 、 友情甚至其它感情 ， 我会
一

直铭记在

也 ，

一生难忘 。

今年我 ％ 岁 ， 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一

个同样的 问题 ；

＂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
＂

Ｗ前我的回答是 ：

＂

很惭愧呀 ， 我还在读书 。

＂

可能过去 ， 并没有设想过 自 己会

求学到这个时候 ， 也可能是 自 己太过于也急 出去证明 自 己 。 但是我相信 ， 学习给

我的财富是宝贵的 ， 是
一生受用 的 。 我会珍惜和很好的利用这笔财富 ， 让 自 己的

人生更加的精彩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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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汉语标点符号的调查 问卷

ｘ ｉ ｎｇｍ ｌ ｎｇ ｇｕ６ ｊ Ｉ

姓 名 ：国籍 ：

ｄ ｉ ６ｎｈｕｄ

电 话 ：

ｊ ｉ 立 ｄ ｉｉ ｘｕ６ｘ ｉ ｄｏ ｚｈｕｄ ｉｎ ｙ 
ｈ ｘｕ６ ｘ Ｉ ｈ６ｎ ｙ ｄ ｄｕ６ｃｈｄｎｇｓｈ ｌ

ｊ ｉ ｆｌｎ

就读学 校 ：专 业 ；学习 没语多 长 时 间 ：

ｑ ｉ ｎｇｇ§ ｉｘ ｉ 白ｍ ｉ ａｎｄｅ化ｚ ｉｊ ｉ 日ｓｈａｎｇｂ ｉ 日ｏｄ ｉ ｆｉｎｆｉｉｈａｏ
一

、 请 给 下 面 的 句 子 加上标点 符 号

（ ｐｌｅａｓｅ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ｔｈｅｆｏ 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ｗｉ也ｃｏｒｒｅｃｔｍａｒｋｓｉｎ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ｐ ｌａｃｅ ）

ｔ 曰ｊ ｉ ａｏｓｈ＾Ｄｍ ｅ田 １ 打 £ ｚ ｉ

１ ． 他 叫 什 么 名 字

ｑ 扫ｈｆｉ ｏ打 ｅｈｄ ｉｓｈ ｉｂ ｕｑ ｉｘｈｆｉｏ

２ ． 去 好 呢还 是 不 去 好

打 ！ｚ ６ｎｒａ ｅｎ６ｎｇｚ ｈｆｅｍ ｅ ｓｈｕ５ｎ ｅ

３ ． 你 怎 么 能 送 么 说 呢

ｗ ６ｎ ｆｉｌ ｉｂ ｌｄ ６ｓｈ６打ｇｔ 曰ｙ ａｔ 日ｚ６ ｉｑｕｄｎｓｈ ｌｙｔｉｎｄ６打ｇｈｕ ｉ ｓｈ白打ｇｈｕ６

４ ． 我 哪 里 比 得 上 他 呀他 在 全 市 运 动 会 上 获

ｄ 台ｇｕ６ｇｕ６打ｊｕｎ
？

得 过 冠 军

ｔ ａｓｈｉＳ加ｃ６ｎｇｓｈ細ｍｅｄ ｉ泣ｉｇ说

５ ． 他 是 谁 从 什 么 地 方 来

读ｎｍｅ １ ５ｎ ！

６ ． 怎 么 啦 你

ｚ ｄｎｇｋｕ６Ｉ ｄ ｉｓｈｕｄｘｕ６ ３ｄｈ６ｎｙ 任ｙ６ｕｋ 日ｙ 爸ｙ６ｕ１ 台ｄ６ｎｈ色打ｎｄ ｎｓｈｕ５

７ ． 总 括 来 说学 习 化 语 有 苦 也 有 乐但 很 难 说

ｎ 扫ｆｆｉ打ｇｍ ｉ ｉｎｄｕｄｙ ｌｄ ｉ ｆｌ打 扫

哪 方 面 多
一

点 啊

ｗ６ｄｕｏｙｆｌｏｘ ｉ ｆｉｎｇｋｄｎｋａｎｗ６ｄ ｅｊ ｉ 扫ｒ６ｎ

８ ． 我 多 么 想 看 看 我 的 家 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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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１ｇＳ ｉｗ ６ｃｈ订 ｑ 甘

９ ． 你 给 我 出 去

ｂ ｌｉｙａｏ ｊ ｉ 扫打ｇｈｕ６

１ ０ ． 不 要 讲 话

ｗ ６ｎ ６ｌ ｉｈ ｉｄ ６ｓｈａｎｇｔ 扫ｙ ａ

１ １ ． 我 哪 里 比 得 上 他 呀

ｗ ６ｑ 甘ｇｕｏｚｈ６ｎｇｇｕ６ｄ ｅｈ§ｎｄｕｏｃｈ６ｎｇｓｈ ｉｂ ｉｒ ｉｉｂ 爸 ｉｊ
ｉ ｎｇｓｈ６ｎｇｈｆｉ ｉ

１ ２ ． 我 去 过 中 国 的 很 多 城 市 比 如 北 京上 海

ｇｕｆｌｎｇｚｈｏｕｈ ６ｓｈｅ打ｚｈｆｅｎ

广 州 和 深 圳

ｊ ｉ ｎｔ ｉ 扫 ｎｄ ｅｔ ｉ 日円ｑ ｉｈ含ｎｈｆｉｏｗ ６ｈ 爸ｔｏ打ｇｘｕ６ｊｕ６ｄ ｅｙ ｉｑ ｌｑ ｔｉｐ ｄｓｈ扫打

１ ３ ． 今 天 的 天 气 很 好 我 和 同 学 觉 得
一

起 去 爬 山

ｂ ｉｒ ｉｉｚ６ ｉｘ Ｉ ｎｇｑ ｌｔ ｉ 扫打ｄ ｅｓｈ ｉｈ６ｕｋ ６ｐ ６ ｉｈｄ ｉ之 ｉｑ ｔｉｇｕａ打ｇｓｈ扫ｎｇｃｈｆｉｎｇ

１ ４ ． 比 如 在 星 期 天 的 时 候 可 陪 孩 子 去 逛商场

ｓｈａ凸ｇｙｏｕ ｌ 台 ｙｕｄ打 ｄ Ｓ打呂 ｄ爸打ｇ

上 游 乐 园 等 等

ｊ ｉ ｎｔ ｉ 日打ｗ ６ｚ ａ ｉｃｈ扫ｏｓｈ ｉｍｆｉ ｉｌ ｅｈ§ｎｄｕｏｓｈｕ ；ｇｕ６ｙ６ｕｐ ｉ ｎｇｇｕ６ｘ ｌｇｕａ

１ ５ ． 今 天 我 在 超 市 买 了 很 多 水 果 有 苹 果 西 瓜

ｊ ｉｌｚ ｉｘ ｉ 扫ｎｇ ｊ ｉ 扫 ０

橘 子 香 蕉

ｂ ｉ ６ｒｅ打ｍｅ ｉｘ ｉ ｆｉ打ｇｄａｏｄ ｅｓｈ ｉ打 ！ｘ ｉ ｆｉ打呂ｄ６ｏｌ ｅｂ ｉ ６ｒ６打ｘ ｉ ｆｉ打呂ｄｄｏｄ ｅｓｈ ｉ打 ｉ

１ ６ ． 别 人 没 想 到 的 事 你 想 到 了 别 人 想 到 的 事 你

ＺＵＯｄａｏｌ ｅ

做 到 了

田爸 ｉ ｙ６ｕｆ ｔｉｍ ｉｉｊ ｉ ｔｉ ｍ６ ｉ ｙ５ｕ ｈｄ ｉ ｚ ｉｍ台 ｉ ｙ６ｕｆ ｉｌｍ 任ｚｕ６ｗ６ ｉｈｄ ｉ ｚ ｉｄ ｅｄ ｉｙ ｌ ｒ６打

１ ７ ． 没 有 父母 就 没 有 孩子 没 有 父母 作 为 孩子 的 第
一

任

Ｉ ｆｉｏ ｓｈ ｉｙ 爸ｊ ｉｔｏ台 ｉ ｙ６ｕｈｄ ｉ ｚ ｉｚ ６ ｉｙ ｌ ｈ６ｕｒ爸打 ｓｈｅ打ｇｄ白ｏ ｌ扫 ｓｈ ｄｍ良ｄ ｅ之ｈｔｉｄｕｏＩ ｆｉ ｏ ｓｈ ｉ

老 师 也 就 没 有 孩子 在 ｗ后 人 生 道路 上 的 诸 多 老 师

ｔ ｄ ｉ ｉｓｕ ｌｂ ｉ ６ｎｎ ｉ ｄ打ｑ ｉ ｎｇｒ含ｎ ｃ ｈ巨打呂ｗ台 ｉｚ ｉｙ６ｕｚｈＳｎｇｂ 台 ｉｍｅｎｄ ｅ ｓｈｅ打ｇｈｕ６ｔａ ｉ

１ ８ ． 太 随 便年 青 人 称 为 自 由长 辈 们 的 生 活 态

ｄｕｂ ６ ｉｓｈ ｉｗ６ ｉｂｆｉｏ ｓｈＳｕｍ台 ｉｊ ｉ ｎｂ ｔｉ

度 被 视 为 保 守 没 进 步

Ｉ ｆｌｏｓｈ ｉｍｅｎｔｏｎｇｘｕ６ｍｅ打ｘ ｉ ６ｎｚ ａ ｉｋ扫 ｉｈｕ ｉｌ ｅ

１ ９ ． 老 师 们 同 学 们现 在 开 会 了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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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扫ｓｈ ｌｆｅｎｊ ｌ 打ｇｙ ６ｄ ｉｓｈｕｏ扫ｙｕｄｎＩ ｄ ｉｓｈ ｉｎ ｉ

２０ ． 他 十 分 谅 讶 地 说 啊 原 来 是 你

ｗ６ｍｅｎｃｈｄｎｇｔ ｉ ｎｇｓｈｕｏｚｈ６ｊ 立ｈｕ６ｆ ｔｉｍ 订ｓＭｈｄ ｉｚ ｉｄ ｅｄ ｉｙ ｌｒ合ｎｉ Ｓ ｏ

２ １ ． 我 们 常 听 说 这 句 话父 母 是 孩 子 的 第
一

任 老

ｓｈ ｌ

师

扫 ｉｙ ａｚｈｅｎｓｈ ｉｔｈ ｉｍ§ ｉｌ ｅｚｈ日ｎｇ ｌ ｆｌ ｏｓｈ ｌ ｓｈｕＯｗ６ｆＳ ｉｃｈｄｎｇ阳ｆｉｎｙ ｉ

２２ ． 哎 呀 真 是 太 美 了张 老 师 说 我 非 常 满 意

ｄｕ ｉｗ６ｍｅ打ａ１ 日ｂ ６ｘｕ６ｓｈｅｎｇＩ ｄ ｉｓｈｕｏｚｕ ｉｋｔｍｎｄｎｄ ｅｙ ｌｄ ｉ ｆｌｎｊ ｉ Ｏ

２３ ． 对 我 们 阿 拉 伯 学 生 来 说最 困 难 的
一

点 就

ｓｈ ｉｈ ｉｍｚ ｉｙ ｌ 打ｗ６ ｉｈｉ打ｚ ｉｍ６ ｉｙ６ｕｚ ｌｍ任

是 狭 字因 为 汉 字 没 有 字 母

ｔｏｎｇｘｕ６ｍｅ打ｚｈａｎｇｌ ａ〇ｓｈ ｉｓｈｕｏｚｈｅｓｈ ｉ打 ｉｍｅ打ｄ ｅｘ ｉ ｎｔｏｎｇｘｕ 台

２４ ． 同 学 们 张 老 师 说这 是 你 们 的 新 同 学

ｃ６ｎｇｘ ｉｆｉｏｄａｏｄ ａｙ ； ｎｇｘ ｉｆｉ打ｇｗ ６ｄ ｅｒ台打ｂ。ｓｈｆｉｏｄｉｎｄｕ ｉｗ ６ｙ ｌ ［ 打ｇ

２５ ． 从 小 到 大 影 响 我 的 人 不 少但 对 我 影

ｘ ｉ ｆｉｎｇｚｕ ｉｓｈ呂ｎｄ ｅｒ６ｎｓｈ ｉｗ ６ｄ ｅｙ 台ｙ ６

响 最 深 的 人 是 我 的 爷 爷

ｗ ６ｚｈ ｉｙｄｏｔ ６ｕｌ ｉ ｄ打ｓｈｅｎｇｓｈｕ６ｍ６ ｉｍ台 ｉ田６ ｉｇｄ打ｓｈ６打

２６ ． 我 直 摇 头连 声 说
＂

没没没 干 什

ｙ扫０

么 ？

＂

ｚｈｕｏｓｈ ｄｍｇｆａｎｇｚｈｄｏｙ ｉｂ ６打ｚｈｏ打ｇｇｕ６ｙ Ｏｗ爸ｎ

２７ ． 桌 上 放 着
一

本中 国 语 文

ｔ ｆｉｄ ｅｗ台ｎｚｈｆｌｎｇｚ６ ｉ１
＊

６打ｍ ｉ ｎｒ ｌｈｂｏｓｈ ｉｍｇｆ 扫ｂ ｉ ｆｉｏｌ ｅ

２ ８ ．他 的 文 章 在 人 民 日 报上 发 表 了

二 、 单项选择题

请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答案

１ 、

一

听到音乐 ， 露丝就兴奋的跳起舞来 了
＿ （ ）

Ａ ！ Ｂ？ Ｃ 。

２ 、 我该怎么去接近那个女孩
＿ （ ）

ＡＢ 。 Ｃ？

３ 、 可恶
＿

他又
一

次欺骗 了我 。 （ ）

Ａ ，Ｂ ！Ｃ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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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不
一

会儿 ， 四周传来哀求的声音
＿

＂
… …帮帮他吧 ， 只有送样才能解救

他 ， 因为他太虚弱 了 … …
＂

 （ ）

Ａ ： Ｂ ；Ｃ ，

５ 、 妻子说 ：

＿

那人太有眼光了 ！

＿ （ ）

Ａ 《 》Ｂ （ ）Ｃ
＂ ＂

６ 、 这点小事 ， 何必你亲 自 动手
 （ ）

Ａ ！ Ｂ 。Ｃ？

７ 、 那房子租出去 了没有
＿＿ （ ）

Ａ ！ Ｂ 。Ｃ？

８ 、 不过
＿＿

吃醋
＿

多指那男女关系 。 （ ）

Ａ《 》Ｂ
＂ ＂

Ｃ
‘ ，

９ 、 这也难怪 ，

一

个 ３ 岁 的 小 孩子 怎 么 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呢
＿＿

（ ）

Ａ 。 Ｂ ！ Ｃ？

１ ０ 、 杰斯会说英语
＿

德语
＿

法语
＿＿

汉语好几种 。 （ ）

Ａ ， Ｂ 、Ｃ 。

１ １ 、 我
一

面 向人们道着谦 ：

＂

对不起
＿＿

， 打扰 了 ， 真对不起
＿＿

＂
一

面离开

了饭店 。 （ ）

Ａ 。 Ｂ ． ＂ …Ｃ ！

１ ２ 、 说实在的 ， 我对养小猫
＿

小狗之类的动物没什么兴趣 。 （ ）

Ａ 、 Ｂ ； Ｃ ，

１ ３ 、
＿＿

拾金不昧
＿

是什么意思 ？ （ ）

Ａ 《 》Ｂ ＯＣ
＂ ＂

１ ４ 、 由于超车时精神紧张
＿

速度飞快
＿＿

很可能会酿成车祸 。 （ ）

Ａ ！ Ｂ ，Ｃ 、

１ ５ 、 你们不要仿效那些人 ， 他们说 ：

＿＿

我们 已听从了 。
＿＿

其实他们不听从 。

（ ）

Ａ《 》Ｂ ＯＣ
＂

１ ６ 、 人们
一

提起西部 民歌 ， 就会想到
＿

在那遥远的地方
＿

、
＿

达坂城的姑

娘
＿＿

、
＿

可爱的
一

朵玫瑰花
＿

……这些优美动人的歌 曲 。 （ ）

Ａ（ ）Ｂ
＂ ＂

Ｃ《 》

１ ７ 、 如果去儿童医 院 ， 现在的感 冒 的多 ， 给孩子看病的也会很多 ， 有交叉感

染的可能
＿＿

有的说 ， 只要小孩的精神状态还可从 就不要去医院 ， 不如在家吃点

儿药先观察
一

下
＿＿

有的说 ， 要相信孩子的生命力 ， 如果发烧 ３ ８ ． ５ 度
一

下可 Ｗ不

吃退烧药 。 （ ）

Ａ ，Ｂ 、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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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判断题 （ Ｖ 或 Ｘ ）

１ ８ 、 我认为 ， 这不 电影的成功有
一

下几点原因 。 （ ）

１ ９ 、

＂

音乐之声
＂

的成功因素还有很多 ， 这是
一

部值得留在记忆深处的 电影 。

（ ）

２０ 、 玛利亚对孩子们 、 对大 自然 、 对音乐都充满了爱 ！ （ ）

２ １ 、 １ ９９２ 年 ， 英国大英博物馆为吴冠 中举办 《吴冠中
——二十世纪的 中 国画

家 》 展览 。 （ ）

２２ 、 但是有的律师表示 ；

＂

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

＂

 （）

２３ 、 演员 的演 出 ， 充满激情 ， 艺术家的作品 ， 需要投入感倩 ， 数学教师的课 ，

也需要满腔的激情 。 （ ）

２４ 、 例如 ， 《谈谈电影 （

一

个都不能少 ） 》 中 ， 魏敏芝寻找学生的过程很复

杂 ， 只能把主要的写 出来 。 （ ）

２５ 、 先就小孩儿 ， 还是先抢拍新闻照片 ！ 卡特该怎么做 ？ （ ）

２６ 、 那么 ， 人 民该怎么办 ？ 放弃更完美的生活 ， 保护环境 ？ 还是放弃环保 ，

追求更美好舒适的生活 ？ （ ）

２７ 、 很多人很小学乐器 、 学钢琴 ， 课时 。 最终很多人未能成功 。 （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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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调查问卷 （教师卷 ）

个人情况

所学专业 ：



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大约
＿

年

您是否参加过海外对外汉语教学
＿＿

。

１ 、 在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Ｗ来 ， 您所 了解的阿拉伯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原 因是

什么 ？ （ ）

Ａ ： 热爱中 国文化

Ｂ ； 为 了 Ｗ后有更好的工作

Ｃ ： 只是来中 国游玩

Ｄ ： 因为家人的要求

Ｅ ： 其它


２ 、 您觉得对外汉语教学过程 中汉语标点符号知识重要么 ？ （ ）

Ａ ： 可 可无

Ｂ ； 顺带讲
一

下

Ｃ ： 应该专 口讲授

Ｄ ： 学生要求就讲

３ 、 您是否在 自 己的谏堂里对汉语标点符号知识进行过讲授 ？ （ ）

Ａ ； 顺带讲过
一

点 ？

Ｂ ； 专 口讲授过

Ｃ ： 从来没有讲过

Ｄ ： 学生 问 了就讲
一

点

４ 、 您认为什么类型的课登对留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 的帮助 比较大 ？ （ ）

Ａ ：Ｗ教师的讲解为主

Ｂ ： 师生互动交流

Ｃ ： 学生 自 主学习

Ｄ ： 学生 自 由讨论

Ｅ ： 其它


５ 、 您所教授的 留学生汉语没语标点符号使用情况如何 ？ （ ）

Ａ ： 能熟练使用汉语标点符号

Ｂ ： 汉语标点符号使用偏误很多

４９



母语为阿拉伯语留学生使用没语标点符号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建议

Ｃ ： 从来没有使用过汉语标点符号

Ｄ ： 书写没问题 ， 但是听写能力不足

Ｅ ： 其他
 ．


６ 、 您认为 留学生学习汉语标点符号的主要 困难是什么 ？ （ ）

Ａ ； 学生巧极性不够

Ｂ ； 教材中汉语标点符号知识的缺失

Ｃ ： 教师 自 身化语标点符号知识不牢固

Ｄ ： 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要求

Ｅ ： 其它


７ 、 您觉得应该如何在写作课中针对汉语标点符号进行过讲授 ？ （ ）

Ａ ： 教师讲解为主

Ｂ ； 师生互动交流为主

Ｃ ； 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为主

Ｄ ： 学生 自主学习

Ｅ ： 其它


８ 、 ， 您是否在阅读课中就汉语标点符号知识进行过讲授 ？ （ ）

Ａ ； 从来没有提到过

Ｂ ； 学生 问 了就顺便讲解

Ｃ ： 觉得没有必要在阅读课中讲授这部分知识

Ｄ ： 示范教学 ， 针对性进行训练

９ 、 您是否 因 留学生地域或语种不同 ， 针对性的就汉语标点符号知识进行讲授

（ ）

Ａ ： 从来没有 ？

Ｂ ： 根据 自 身对留学生母语熟悉程度 ， 选择性讲解

Ｃ ； 根据地域或语种不 同 ， 提前做好教案 ， 进行专 口训练

Ｄ ： 简单带过

Ｅ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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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 ５ ８ ３４
－

２０ １ １

代替ＧＢ／Ｔ１ ５ ８３４
－

１Ｗ５

标 点 符 号 用 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ｆｏｒ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 ＞
：

■ 、 ．

前 旨

本标准按照 ＧＢ／Ｔ１ ． １
—２００９ 给出 的规则起草 。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 １ ５ ８３ ４￣ １Ｗ５ ， 与 ＧＢ／Ｔ１ ５ ８ ３４
—

１ ９９５ 相 比 ， 主要变化如下 ：

——根据我国 国家标准编写规则 （
ＧＢ ／Ｔ １ ． １

—

２００９
）

， 对本标准的编排和表述做

了全面修改 ；

—－更换 了大部分示例 ， 使之更简短 、 通俗 、 规范 ：

——增加了对术發
‘

标点符号
＂

和
＂

语段
＂

的定义 （
２ ． １ ／２ ． ５

） ：

——对术语
＂

复钉邢
＂

分句
＂

的定义做 了修改 （
２ ． ３ ／２ ．４

） ；

—－对句末点号 （句号 、 问号 、 叹号 ）的定义做了修改 ， 更强调句末点号与句子

语气之间 的关系 （
４ ． １ ． １ ／４ ．２ ． １ ／４ ． ３ ． １

） ；

—－对逗号的基本用法做 了补充 （
４ ．４ ． ３

） ；

——增加 了不同形式括号用法的示例 （
４ ．９ ． ３

） ； ；

——省略号的形式统
一

为六连点
＂

． ． ． ． ． ．

’ ’

， 但在特定情况下允许连用 （
４ ． １ １

） ；

——取消 了连接号 中原有的二字线 ， 将连接号形式规范为短横线
一

字线

■

＂

和浪纹线
＂
？

＂

， 并对Ｈ者的功能做了 归并与划分 （
４ ． １ ３

） ；

——明确 了书名 号的使用范围 （
４ ． １ ５ ／Ａ ． １ ３

） ；

——巧加 了分巧号的用法说明 （
４ ． １ ７

） ；

——

＂

标点符号 的位Ｓ
＂—

章的标题改为
＂

标点符号 的位ｇ和书写形式
’ ’

， 并増

加 了使用 中文输入软件处理标点符号时的相关规范 （第 ５ 章 ） ；

—増加 了
＂

附录
＂

： 附录 Ａ 为规范性附录 ， 主要说明标点符号不能怎样使用

和对标点符号用法加 Ｗ补充说明 ， Ｗ解决 目 前使用混乱或争议较大的 问题 。 附录

Ｂ 为资料性附录 ， 对功能有交叉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做 了 区分 ， 并对标点符号误用

高发环境下的规范用法做了说明 。

本标准 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提 出并归 口 。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 北京大学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沈阳 、 刘妍 、 于泳波 、 翁姗姗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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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ＧＢ／Ｔ＂ ８３４— １ ９９ ５ 。

标点符号用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 了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用法

本标准适用于汉语的书面语 （包括汉语和外语海合排版时的没语部分 ） 。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２ ． １

标点符号 ｐｕｎｃＵｉａｔｉｏｎ

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 ， 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 用来表示语句的停顿 、

语气 Ｗ及标示某些成分 （主要是词语 ） 的特定性质和作用 。

注 ： 数学符号 、 货 币符号 、 校勘符号 、 辞书符号 、 注音符号等特殊领域的专

口符号不属于标点符号 。

２ ．２

句子 ｓｅｎｔｅｎ化

前后都有较大停顿 、 带有
一

定的语气和语调 、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

２ ．３

复句ｃｏｍｐ 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由两个或多个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的分句组成的语言单位 ， 包括简单复句 （ 内

部只有
一

层语义关系 ） 和多重复句 （ 内部包含多层语义关系 ） 。

２ ．４

分句ｃ ｌａｕｓｅ ？

复句 内两个或多个前后有停顿 、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 、 不带有句末语气和语调 、

有的前面可添加关联词语的语言单位 。

２ ． ５

语段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ｃｍ

指语言片段 ， 是对各种语言单位 （ 如词 、 短语 、 句子 、 复句等 ） 不做特别 区

分时的统称 。

３ 标点符号的种类

３ ． １ 点号

点号的作用 是点断 ， 主要表示停顿和语气 。 分为句末点号和句 内 点号 。

３ ． １ ． １ 句未点号

用于句末的点号 ， 表示句未停顿和句子的语气 。 包括句号 、 问 号 、 叹号 。

３ ． １ ．２ 句 内 点号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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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句 内 的点号 ， 表示句 内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 。 包括逗号 、 顿号 、 分号 、

冒 号 。

３ ．２ 柄：号

标号的作用是标 明 ， 主要标示某些成分 （主要是词语 ） 的特定性质和作用 。

包括引号 、 括号 、 破折号 、 省略号 、 着重号 、 连接号 、 间隔号 、 书名号 、 专名号 、

分隔号 。

４ 标点符号的定义 、 形式和用法

４ ． １ 句号

４丄 １ 定义

句末点号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的陈述语气 。

４ ． １ ．２ 形式

句号的形式是
＂

。

＂

４ ． １ ． ３ 基本用法

４丄３ ．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表示陈述语气 。 使用句号主要根据句段前后有较大停

顿 、 带有陈述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

示例 １ ：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首都 。

示例 ２ ： （ 甲 ： 咱们走着去吧 ？ ） 乙 ！ 好 。

４丄 ３ ．２ 有时也可 Ｗ表示较缓和 的祈使语气和感叹语气 。

示例 １ ： 请你稍等
一

下 。

示例 ２ ： 我不 由地感到 ， 这些普通劳动者也 同样是很值得尊敬的 。

４ ． ２ 问 号

４ ．２ ． １ 定义

？ 句末点号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的疑 问语气 。

４ ．２ ．２ 形式

问 号的形式是
＂

？
＂

。

４ ．２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２ ． ３ ．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表示疑问语气 （包括反 问 、 设问等疑问类型 ） 。 使用 问

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 带有疑问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

示例 １ ： 你怎么还不回家去呢 ？

示例 ２ ： 难道这些普通的战±不值得歌颂吗 ？

示例 ３ ： （

—

个外 国人 ， 不远万里来到 中 国 ， 帮助 中 国 的抗 日 战争 。 ） 送是

什么巧神 ？ 这是 国 际主义的巧神 。

４ ．２ ．３ ．２ 选择问句中 ， 通常只在最后
一

个选项的末尾用 问号 ， 各个选项之间
一

般

用逗号隔开 。 当选项较短且选项之间几乎没有停顿时 ， 选项之间可不用逗号 。 当选

项较多或较长 ， 或有意突出每个选项的独立性时 ， 也可每个选项之后都用 问号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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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１ ： 诗中记述的这场战争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描述 ， 还是诗人的虚构 ？

示例 ２ ： 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

示例 ３ ： 要
一

个什么样的结尾 ： 现实主义的 ？ 传统的 ？ 大团圆 的 ？ 荒诞的 ？

民族形式的 ？ 有象征意义的 ？

示例 ４ ： （他看着我的作品称赞了我 。 ） 但到底是称赞我什么 ： 是有几处画得好 ？

还是什么都敢画 ？ 抑或只是
一

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 ？ 我不得而知 。

示例 ５ ： 迭
一

切都是 由客观的条件造成的 ？ 还是 由行为 的惯性造成的 ？

４ ．２ ． ３ ． ３ 在多个 问句连用或表达疑 问语气加重时 ， 可叠用 问号 。 通常应先单用 ，

再叠用 ， 最多叠用Ｈ个 问 号 。 在没有异常强烈 的情感表法需要时不宜叠用 问 号 。

示例 ： 这就是你的做法吗 ？ 你这个总经理是怎么 当 的 ？ ？ 你怎么竟敢这样欺

骗消费者 ？ ？？

４ ．２ ． ３ ．４ 问号也有标号的用法 ， 即用于句 内 ， 表示存疑或不祥 。

示例 １ ： 马致远 （ １ ２５０ ？
—

１ ３２ １ ） ， 大都人 ， 元代戏 曲家 、 散 曲家 。

示例 ２ ： 钟峻 （ ？
一

５ １ ８ ） ， 颖川长社人 ， 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 。

示例 ３ ： 出现这样的文字错误 ， 说明作者 （编者 ？ 校者 ？ ） 很不认真 。

４ ． ３ 叹号

４ ． ３ ．１ 定义

句末点号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的感叹语气 。

４ ． ３ ． ２ 形式

叹号 的形式是
＂

！

＂

。

４ ． ３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３ ． ３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主要表示感叹语气 ， 有时也可表示强烈 的祈使语气 、

反 问语气等 。 使用 叹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 带有感叹语气和语调或带

有强烈 的祈使 、 反 问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

示例 １ ： 才
一

年不见 ， 送孩子都长送么髙啦 ！

示例 ２ ： 你给我住嘴 ！

示例 ３ ： 谁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搞的 ！

４ ． ３ ． ３ ．２ 用于拟声词后 ， 表示声音短促或突然 。

示例 １ ： 巧嗦 ！
一

道闪 电划破了夜空 。

示例 ２ ： 咯 ！ 咚咚 ！ 突然传来
一

阵急促的敲口声 。

４ ． ３ ．３ ． ３ 表示声音巨大或声音不断加大时 ， 可叠用叹号 ： 表达强烈语气时 ， 也可

叠用叹号 ， 最多叠用Ｈ个叹号 。 在没有异常强烈的情感表达需要时不宜叠用叹号 。

示例 １ ： 轰 ！ ！ 在这天崩地塌的声音中 ， 女锅猛然醒来 。

示例 ２ ： ：我要掲露 ！ 我要控诉 ！ ！ 我要 Ｗ死抗争 ！ ！ ！

４ ． ３ ． ３ ．４ 当句子包含疑 问 、 感叹两种语气且都比较强烈时 （ 如带有强烈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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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问句和带有悔愕语气 的疑问句 ） ， 可在 问号后再加叹号 （ 问 号 、 叹号各
一

） 。

示例 １ ：这么 点 困难就能把我们吓倒吗 ？ ！

示例 ２ ：他连迭些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 还敢说 自 己是高科技人材 ？ ！

４ ．４ 逗号

４ ．４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句子或语段 内部的
一

般性停顿 。

４ ．４ ．２ 形式

逼号的形式是

４ ．４ ．３ 基本用法

４ ．４ ． ３ ．１ 复句 内各分句之间 的停顿 ， 除 了有时用分号 （ 见 ４ ． ６ ． ３ ．１ ） ，

一

般都用

逗号 。

示例 １ ： 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 的存在 ， 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

意识 。

示例 ２ ： 学历史使人更 明智 ， 学文学使人更聪慧 ， 学数学使人更精细 ， 学考

古使人更深沉 。

示例 ３ ：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反映现实 ，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世界有 内在

和谐 ， 那就不可能有科学 。

４ ．４ ． ３ ．２ 用于下列各种语法位置 ：

ａ ） 较长的主语之后 。

示例 １ ：苏州 园林建筑各种 口 窗的精美设计和雕缕功夫 ， 都令人叹为观止 。

ｂ ） 句首的状语之后 。

示例 ２ ：在苍茫的大海上 ， 狂风卷集着乌云 。

Ｃ ） 较长的宾语之前 。
？

示例 ３ ； 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 ， 南方古猿生存于上新世至更新世的初期和 中期 。

ｄ ） 带句 内语气词的主语 （或其它成分 ） 之后 ， 或带句 内语气词的并列成分之间 。

示例 ４ ：他呢 ， 倒是很乐观地 、 全神贯注地干起来 了 。

示例 ５ ： （那是个没有月 亮的夜晚 。 ） 可是整个村子—— 白房顶啦 ， 白树木

啦 ， 雪堆啦 ， 全看得见 。

ｅ ） 较长的主语中 间 、 谓语中 间和宾语 中 间 。

示例 ６ ：母亲沉痛的诉说 ， Ｗ及亲眼看到的实事 ， 都启发 了我幼年时期追求真

理的思想 。

示例 ７ ： 那姑娘头戴
一

顶草帽 ， 身 穿
一

条绿色的裙子 ， 腰间还系着
一

根澄色

的腰带 。

示例 ８ ： 必须懂得 ， 对于文化传统 ， 既不能不分青红皂 白统统抛弃 ， 也不能

不营精华糟巧全盘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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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前置的谓语之后或后置的状语 、 定语之前 。

示例 ９ ： 真美啊 ， 这条婉轉的林间小路 。

示例 １ ０ ： 她吃力地站 了起来 ， 慢慢地 。

示例 １ １ ： 我只是
一

个人 ， 孤孤单单的 。

４Ａ ３ ． ３ 用于下列各种停顿处 ：

ａ ） 复指成分或插说成分前后 。

示例 １ ： 老张 ， 就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 ， 上星期 已经调走了 。

示例 ２ ： 车 ， 不用说 ， 当然是头等 。

ｂ ） 语气缓和 的感叹语 、 称谓语和呼唤语之后 。

示例 ３ ： 巧吻 ， 这儿 ， 快给我揉揉 。

示例 ４ ： 大娘 ， 您到哪儿去啊 ？

示例 ５ ： 喂 ， 你是哪个单位的 ？

Ｃ ） 某些序次语 （

＂

第
＂

字头 、

＂

其
＂

字头及
＂

首先
＂

类序次语 ） 之后 。

示例 ６ ：为什么许多人都有长不大的感觉呢 ？ 原因有Ｈ ： 第
一

， 父母总认为 自

己 比孩子成熟 ； 第二 ， 父母总要 Ｗ 自 己的标准来衡量孩子 ； 第兰 ， 父母 出于爱也

而总不想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走弯路 。

示例 ７ ： 《玄秘塔碑 》 所 Ｗ成为书法的范本 ， 不外乎 Ｗ下几方面的因素 ； 其
一

，

具有楷书点画 、 构体的典范性 ； 其二 ， 承上启下 ， 成为唐楷的极致 ； 其Ｈ ， 字如

其人 ， 爱人及字 ， 柳公权高尚 的书品 、 人品 为后人所崇仰 。

示例 ８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讲语言的污染 问题 ： 首先 ， 是特殊语言环境中 的语

言污染 问题 ； 其次 ， 是滥用缩略语引起的语言污染 问题 ； 再次 ， 是空话和废话引

起的语言污染 问题 。

４ ． ５ 顿号

４ ． ５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语段中并列词语之间或某些序次语之后的停顿 。

４ ． ５ ．２ 形式

顿号的形式是

４ ． ５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５ ． ３ ．１ 用于并列词语之间 。

示例 １ ： 这里有 自 由 、 民主 、 平等 、 开放的风气和氛围 。

示例 ２ ： 造型科学 、 技艺精湛 、 气韵生动 ， 是盛唐石雕的特色 。

４ ． ５ ． ３ ． ２ 用于需要停顿的重复词语之间 。

示例 ： 他几次Ｈ番 、 几次三番地辩解着 。

４ ． ５ ．３ ． Ｓ 用于某些序次语 （不带括号的汉字数字或
＂

天干地支
＂

类序次语 ） 之后 。

示例 １ ： 我准备讲两个 问题 ，

一

、 還辑学是什么 ？ 二 、 怎样学好逻辑学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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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２ ： 风格的具体 内容主要有 Ｗ下四点 ， 甲 、 题材 ；
立 、 用字 ； 丙 、 表达 ；

了 、 色彩 。

４ ． ５ ． ３ ．４ 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 。 若相邻两数字连用为

缩略形式 ， 宜用顿号 。

示例 １ ： 飞机在 ６ ０００ 米高空水平飞行时 ， 只能看到两侧八九公里和前方
一

二

十公里范围 内 的地面 。

示例 ２ ： 这种凶猛的动物常常Ｈ五成群地外 出觅食和活动 。

示例 ３ ： 农业是 国 民经济的基础 ， 也是二 、 Ｈ产业的基础 。

４ ． ５ ． ３ ． ５ 碌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 、 标有书名 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 。

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 的 引号之间或并列 的书名号之间 （如 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

有括注 ） ， 宜用顿号 。

示例 １ ：

＂

日
＂＂

月
＂

构成
＂

明
＂

字 。

示例 ２ ： 店里挂着
＂

顾客就是上帝
＂＂

质量就是生命
＂

等横幅 。

示例 ３ ： 《红楼梦 》 《Ｈ 国演义 》 《西游记 》 《水游传 》 ， 是我国长篇小说的

四大名著 。

示例 ４ ： 李 白 的
＂

白发Ｓ千丈
＂

（ 《秋浦歌 》 ） 、

＂

朝如青丝暮成雪
＂

（ 《将进酒 》 ）

都是脸炙人 口 的诗句 。

示例 ５ ： 办公室里订有 《人 民 日 报 》 （海外版 ） 、 《光 明 日报 》 和 《时代周

刊 》 等报刊 。

４ ． ６ 分号

４ ． ６ ．１ 定义 ，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复句 内部并列关系分句之间 的停顿 ， Ｗ及非并列关系

的多重复句 中第
一

层分句之间 的停顿 。
？

４ ． ６ ． ２ 形式

分号 的形式是
＂

：

＂

。

４ ． ６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６ ． ３ ．１ 表示复句 内部并列关系的分句 （ 尤其当分句 内部还有逗号时 ） 之间 的

停顿 。

示例 １ ， 语言文字的学习 ， 就理解方面说 ， 是得到
一

种知识 ； 就运用方面说 ，

是养成
一

种 习愤 。

示例 ２ ： 内容有分量 ， 尽管文章短小 ， 也是有分量的 ； 内容没有分量 ， 即使写

得再长也没有用 。

４ ．６ ．３ ．２ 表示非并列关系的多重复句中第
一

层分句 （ 主要是选择 、 转折等关系 ）

之间 的停顿 。

示例 １ ：人还没看见 ， 已经先听见歌声 了 ； 或者人 己经转过 山头望不见 了 ， 歌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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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还余音梟為 。

示例 ２ ：尽管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开始时总是弱小 的 ， 所 Ｗ总是受压的 ； 但是 由

于革命的力量代表历史发展的方 向 ， 因此本质上又是不可战胜的 。

示例 ３ ：不管
一

个人如何伟大 ， 也总是生活在
一

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 因此 ， 个

人的见解总难免带有某种局 限性 。

示例 ４ ： 昨天夜里下了
一

场雨 ， Ｗ 为可 Ｗ凉快些 ； 谁知没有凉快下来 ， 反而

更热 了 。

４ ． ６ ． ３ ． ３ 用于分项列举的各项之间 。

示例 ； 特聘教授的 岗位职责为 ：

一

、 讲授本学科的主干基础课程 ；
二 、 主持

本学科的重大科研项 目 ；
Ｈ 、 领导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 ； 四 、 带领本学科赶超

或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

４ ． ７ 冒 号

４ ． ７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语段中提示下文或总结上文的停顿 。

４ ． ７ ．２ 形式

冒 号的形式是

４ ． ７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７ ． ３ ． １ 用于总说性或提示性词语 （如
＂

说
‘

例如
＂＂

证明
＂

等 ） 之后 ， 表示提示

下文 。

示例 １ ： 北京紫禁城有四座城 口 ， 午 口 、 神武 口 、 东华 口和西华 口 。

示例 ２ ； 她高兴地说 ：

＂

咱们去好好庆祝
一

下吧 ！

＂

示例 ３ ： 小王笑着点 了 点头 ： 我就是这么想的 。

＂

示例 ４这
一

事实证 明 ： 人能创造环境 ， 环境同样也能创造人 。

４ ． ７ ． ３ ．２ 表示总结上文 。

示例 ： 张华上 了大学 ， 李萍进 了技校 ， 我当 了工人 ： 我们都有美好的前途 。

４ ． ７ ． ３ ． ３ 用在需要说明 的词语之后 ， 表示注释和说 明 。

示例 １ ： （本市将举办首届大型书市 。 ） 主办单位 ： 市文化局 ； 承办单位 ；

市图书进出 曰 公司 ； 时间 ： ８ 月 １ ５ 日
一

２０ 日 ； 地点 ； 市体育馆观众休息厅 。

示例 ２ ： （做阅读理解题有两个办法 。 ） 办法之
一

： 先读题干 ， 再读原文 ， 带

着 问题有针对性地读课文 。 办法之二 ： 直接读原文 ， 读完再做题 ， 减少先人为主

的干扰 。

４ ． ７ ． ３ ．４ 用于书信 、 讲话稿 中称谓语或称呼语之后 。

示例 １ ： 广平先生 ： ． ． ． ． ． ．

Ｉ

示例 ２ ： 同志们 、 朋友们 ： ． ． ． ． ． ．

４ ． ７ ． ３ ． Ｓ
—

个句子 内部
一

般不应套用 冒 号 。 在列举式或条文式表述中 ， 如不得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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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套用 冒号时 ， 宜另起段落来显示各个层次 。

示例 ；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

第
一

顺序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第二顺序 ， 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４ ． ８ 引号

４ ． ８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 的 内容或需要特别指出 的成分 。

４ ． ８ ．２ 形式

引号的形式有双引号
‘…＂＂

和单引号
＂＂＂

两种 。 左侧的为前引号 ， 右侧的为后引号 。

４ ． ８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８ ． ３ ．１ 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 的 内容 。

示例 ； 李 白诗中就有
＂

白发Ｈ千丈
＂

这样极尽夸张的语句 。

４ ． ８ ． ３ ．２ 标示需要着重论述或强调的 内容 。

示例 ： 这里所谓的
＂

文
＂

， 并不是指文字 ， 而是指文采 。

４ ． ８ ． ３ ． ３ 标示语段中具有特殊含义而需要特别指 出 的成分 ， 如别称 、 简称 、 反

语等

示例 １ ： 电视被称作
＂

第九艺术
＂

。

示例 ２ ： 人类学上常把古人化石统称为尼安德特人 ， 简称
＂

尼人
＂

。

示例 ３ ： 有几个
＂

慈样
＂

的老板把捡来的菜叶用盐浸浸就算作工友的菜肴 。

４ ． ８ ． ３ ．４ 当 引号 中还需要使用 引 号时 ， 外面
一

层用双引 号 ， 里面
一

层用单引号 。

示例 ： 他 问 ；

＂

老师 ，

‘

七月 流火
Ｉ

是什么意思 ？
’ ’

４ ． ８ ． ３ ． Ｓ 独立成段的 引文如果只有
一

段 ， 段首和段尾都用 引号 ； 不止
一

段时 ，

每段开头仅用前引 号 ， 只在最后
一

段末尾用后引 号 。

示例 ； 我 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这样谈幸福 ；

＂

幸福是知道 自 己専欢什么和不吝欢什么 。 ． ． ． ． ． ．

＂

幸巧是知道 自 己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 。 ． ． ． ． ． ．

＂

幸福是在正确的时间做 了 正确 的选择 。 ． ． ． ． ． ．

’ ’

４ ．８ ． ３ ．６ 在书写带月 、 日 的事件 、 节 日 或其他特定意义的短语 （含简称 ） 时 ，

通常只标引其中 的月和 日 ； 需要突 出和强调该事件或节 日 本身 时 ， 也可连同事件

或节 日
一

起标引 。

示例 １ ：
＂

５
，

１ ２
＂

汉川大地震

示例 ２ ：
‘ ‘

五四 来的话剧 ， 是我国戏剧 中 的新形式 。

示例 ３ ： 纪念
＂

五四运动
＂

９０ 周年

４ ． ９ 括号

４ ．９ ． １ 定义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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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 中 的注释 内容 、 补充说明或其他特定意义的语句 。

４ ． ９ ．２ 形式

括号的主要形式是圆括号 其他形式还有方括号
＂

［ 广 、 六角括号

和方头括号
＂

【 】

＂

等 。

４ ． ９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９ ． ３ ．１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均用 圆括号 ：

ａ ） 标示注释 内容或补充说明 。

示例 １ ： 我校拥有特级教师 （含 已退休的 ） １ ７ 人 。

示例 ２ ：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
一

个 旧世界 ，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
一

个新世界 ！ （热

烈鼓掌 ）

ｂ ） 标示订正或补加的文字 。

示例 ３ ： 信纸上用稚嫩的字体写着 ： 阿夷 （姨 ） ， 你好 ！

＂

。

示例 ４ ： 该建筑公司 负责的建设工程全部达到优 良工程 （ 的标准 ） 。

Ｃ ） 标示序次语 。

示例 ５ ： 语言有Ｈ个要素 ： （ １ ） 声音 ；
（ ２ ） 结构 ； （ ３ ） 意义 。

示例 ６ ： 思想有Ｈ个条件 ： （

一

） 事理 ；
（二 ） 也理 ； （Ｈ ） 伦理 。

ｄ ） 标示引语的 出处 。

示例 ７ ： 他说得好 ：

＂

未画之前 ， 不立
一

格 ； 既画之后 ， 不 留
一

格 。

＂

（ 《板桥

集 ？题画 》 ）

ｅ ） 标示汉语拼音注音 。

示例 ８ ：

＂

的 （ ｄｅ ）

＂

送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 。

４ ． ９ ． ３ ．２ 杨示作者国籍或所属朝代时 ， 可用方括号或六角括号 。

示例 １ ：

［
英

］赫胥黎 《进化论与伦理学 》 ．

示例 ２ ： （ 唐 ） 杜甫著

４ ． ９ ． ３ ． ３ 报刊标示电讯 、 报道的开头 ， 可用方头括号 。

示例 ； 【新华社南京消息 】

４ ．９ ． ３ ．４ 标示公文发文字号 中 的发文年份时 ， 可用六角括号 。

示例 ： 国发 （ ２０ １ １ ）３ 号文件

４ ．９ ． ３ ． ５ 标示被注释的词语时 ， 可用六角括号或方头括号 。

示例 １ ： （ 奇观 ） 奇伟 的景象 。

示例 ２ ： 【 爱因斯坦 】 物理学家 。 生于德国 ， １ ９３ ３ 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 ， 移

居美 国 。

４ ．９ ． ３ ． ６ 除科技书刊 中 的数学 、 逻辑公式外 ， 所有括号 （特别是同
一

形式的括

号 ） 应尽量避免套用 。 必须套用括号时 ， 宜采用不同的括号形式配合使用 。

示例 ： （ 茸 （ ｒ６ｎｇ ） 毛 ） 很细很细 的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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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０ 破折号

４ ． １ ０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成分的注释 、 补充说明或语音 、 意义的变化 。

４ ． １ ０ ．２ 形式

破折号的形式是
＂
一

＂

。

４ ． １ ０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０ ． ３ ．１ 标示注释 内容或补充说明 （也可用括号 ， 见 ４ ．９ ． ３ ．１
；
二者的区别另

见Ｂ ．１ ． ７ ） 。

示例 １ ：
一

个矮小而结实的 日本中年人一内 山老板走了过来 。

示例 ２ ： 我
一

直坚持读书 ， 想借此唤起弟妹对生活的希望一无论环境多么

困难 。

４ ． １ ０ ． ３ ．２ 标示插入语 （ 也可用逗号 ， 见 ４Ａ ３ ． ３ ） 。

示例 ！ 这简直就是
一说得不客气点一无耻的勾 当 ！

４ ． １ ０ ． ３ ． ３ 标示总结上文或提示下文 （ 也可用 冒号 ， 见 ４ ． ７ ． ３ ．１ 、 ４ ．７ ． ３ ．２ ） 。

示例 １ ： 坚强 ， 纯洁 ， 严于律 已 ， 客观公正一一这
一

切都难得地集中在
一

个

人身上 。

示例 ２ ： 画家开始媽媽道来一一

数年前的
一

个寒冬 ， ． ． ． ． ． ．

４ ． １ ０ ． ３ ．４ 标示话题的转换 。

示例 ：

＂

好香的干菜 ，

——听到风声 了 吗 ？
’ ’

赵＾；：爷低声说道 。

４ ． １ ０ ． ３ ． ５ 标示声音的延长 。

示例 ：

＂

嚷——
＂

传过来
一

声水禽被橋动的鸣叫 。

４ ． １ ０ ． ３ ． ６ 标示话语的 中 断或间隔 。

示例 １ ：
‘ ‘

班长他牺一
＂

小马话没说完就大哭起来 。

示例 ２ ：

＂

亲爱的妈妈 ， 你不知道我多爱您 。

一还有你 ， 我的孩子 ！
’ ’

４ ． １ ０ ． ３ ． ７ 标示 弓 Ｉ 出对话 。

示例 ：

一你长大后想成为科学家吗 ？

—当然想 了 ！

４ ． １ ０ ． ３ ． ８ 标示事项列举分承 。

示例 ：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 同 ， 环境物理学分为 Ｗ下五个分支学科 ：

—环境声学 ；

—环境光学 ；

—环境热学 ；

—环境 电磁学 ；

—环境空气动力学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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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０ ． ３ ． ９ 用于副标题之前 。

示例 ； 飞 向太平洋

—我国新型号运载火箭发射 目 击记

４ ． １ ０ ． ３ ．１ ０ 用于引文 、 注文后 ， 标示作者 、 出处或注释者 。

示例 １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范仲淹

示例 ２ ： 乐浪海中有倭人 ， 分为百余 国 。

—

《没书 》

示例 ３ ： 很多人写好信后把信奠折成方胜形 ， 我看大可不必 。 （ 方胜 ， 指古

代妇女戴的方形首饰 ， 用彩網等制作 ， 由两个斜方部分叠合而成 。

一编者注 ）

４ ． １ １ 省略号

４ ． １ １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 内容的省略及意义的断续等 。

４ ． １ １ ．２ 形式

省略号的形式是
＂

． ． ． ． ． ．

＂

。

４ ． １ １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１ ． ３ ．１ 标示引文的省略 。

示例 ： 我们齐声朗 ｉｉ起来 ：

＂

． ． ． ． ． ．俱往矣 ， 数风流人物 ， 还看今朝 。

＂

４ ． １ １ ． ３ ．２ 标示列举或重复词语的省略 。

示例 １ ： 对政治 的敏感 ， 对生活的敏感 ， 对性格的敏感 ， ． ． ． ． ． ．这部是作家必

须要有的素质 。

示例 ２ ： 他气得连声说 ：

＂

好 ， 好 ． ． ． ． ． ．算我没说 。

＂

４ ． １ １ ． ３ ． ３ 柄巧语意未尽 。
．

示例 １ ； 在人迹罕至的深 山密林里 ， 假如突然看见
一

缕炊烟 ， ． ． ． ． ． ．

示例 ２ ： 你这样干 ， 未免太 ． ． ． ． ． ．
！

４ ． １ １ ． ３ ．４ 祿示说话时断断续续 。

示例 ： 她磕磕 己 己地说 ：

＂

可是 ． ． ． ． ． ．太太 ． ． ． ． ． ．我不知道 ． ． ． ． ． ．你
一

定是认错 了 。

＂

４ ． １ １ ．３ ． ５ 标示对话 中 的沉默不语 。

示例 ：

＂

还没结婚吧 ？
＂

＂

． ． ． ． ． ．

＂

他飞红了脸 ， 更加巧化起来 。

４ ． １ １ ． ３ ． ６ 标示特定 的成分虚缺 。

示例 ： 只要 ． ． ． ． ． ．就 ． ． ． ． ． ．

４ ． １ １ ． ３ ． ７ 在标示诗行 、 段落的省略时 ， 可连用两个省略号 （ 即相 当于十二连

点 ） 。

示例 １ ： 从隔壁房间传来缓缓而抑扬顿挫的吟咏声一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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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明 月光 ， 疑是地上霜 。

示例 ２ ： 该刊根据工作质量 、 上稿数量 、 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表现 ， 评选出 了

高校十佳记者站 。 还根据发稿数量 、 提供新闻线索情况 Ｗ及对刊物的关注度等 ，

评选出 了十佳通讯员 。

４ ． １ ２ 着重号

４ ． １ ２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重要的或需要指 明 的文字 。

４ ． １ ２ ．２ 形式

着重号的形式是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

４ ． １ ２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２ ． ３ ． １ 标示语段中重要的文字 。

示例 １ ： 诗人需要表现 ， 而不是证 明 。

示例 ２ ： 下面对本文的理解 ， 不正确 的
一

项是 ： ． ． ． ． ． ．

４ ． １ ２ ． ３ ．２ 标示语段中需要指 明 的文字 。

示例 ； 下边加点 的字 ， 除 了在词中 的读法外 ， 还有哪些读法 ？

着急子弹强调

４ ． １ ３ 连接号

４ ． １ ３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间 的连接 。

４ ． １ ３ ．２ 形式

连接号 的形式有短横线 字线
＂一＂

和浪纹线
＂
？

＂

Ｈ种 。

４ ． １ ３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３ ． ３ ． １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均用短横线 ：

ａ ） 化合物的名称或表格 、 插围 的编号 。

示例 １ ：３ －戊巧为无色液体 ， 对眼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

示例 ２ ： 参见下页表 ２ －

８ 、 表 ２ －９ 。

ｂ ） 连接号码 ， 包括 口牌号码 、 电话号码 ， Ｗ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月 曰 等 。

示例 ３ ： 安宁里东路 ％ 号院 ３
－２ －

１ １ 室

示例 ４ ： 联系 电话 ； ０ １ ０ －

８ ８ ８４２６０３

示例５ ：２０ １ １
－０２ －

１ ５

Ｃ ） 在复合名词 中起连接作用 。

示例 ６ ： 吐鲁番 －哈密盆地

ｄ ） 某些产品 的名称和型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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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７ ：ＷＺ－

１ ０ 直升机具有复杂天气和夜问作战的能力 。

ｅ ） 汉语拼音 、 外来语 内部的分合 。

示例 ８ ：ｓｈｕ６ ｓｈｕ６ －ｘ ｉ自ｏｘｉ＆ｏ（说说笑笑 ）

示例 ９ ： 盎格鲁 －撒克逊人

示例 １ ０ ： 让－雅克 ？卢梭 （

＂

让－雅克
＂

为双名 ）

示例 １ １ ： 皮埃尔 ？孟戴斯 －弗朗斯 孟戴斯 －弗朗斯
＂

为复姓 ）

４ ． １ ３ ． ３ ．２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一

般用
一

字线 ， 有时也可用浪纹线 ：

ａ ） 标示相关项 目 （如时间 、 地域等 ） 的起止 。

示例 １ ： 沈括 （ １ ０ ３ １
—

１ ０％ ） ， 宋朝人 。

示例 ２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３ 日
一

１ ０ 日

示例 ３ ： 北京
一

上海特别旅客快车

ｂ ） 标示数值范围 （ 由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构成 ） 的起止 。

示例 ４ ：２５
？

３ ０
ｇ

示例 ５ ： 第五？八课

４ ． １ ４ 间 隔号

４ ． １ ４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 问 的分界 。

４ ． １ ４ ．２ 形式

间 隔号的形式是
＂

－

＂

。

４ ． １ ４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４ ． ３ ． １ 标示外 国人名或少数 民族人名 内部的分界 。

示例 １ ： 克里丝蒂娜 ？罗塞蒂

示例 ２ ： 阿依古丽 ？买买提

４ ． １ ４ ． ３ ．２ 标示书名与篇 （章 、 卷 ） 名之间 的分界 。

示例 ： 《淮南子 ？本经训 》

４ ． １ ４ ． ３ ． ３ 标示词牌 、 曲牌 、 诗体名等和题名之间 的分界 。

示例 １ ： 《化 园春 ？雪 》

示例 ２ ： 《天净沙 ？秋思 》

示例 ３ ： 《屯律 ？冬云 》

４ ． １ ４ ． ３ ．４ 用在构成标题或栏 目 名称的并列词语之间 。

示例 ； 《天 ？地 ？人 》

４ ． １ ４ ． ３ ． ５Ｗ 月 、 日 为标志 的事件或节 日 ， 用汉字数字表示时 ， 只在
一

、 十
一

和十二月 后用 间 隔号 ； 当直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 ， 月 、 日 之间均用 间 隔号 （ 半

角字符 ） 。

示例 １ ：

＂

九
一

八
＂

事变
＂

五 四
＂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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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２ ：
‘ ‘一

？二八
＂

事变
＂一

二 ？九
＂

运动

示例 ３ ：
＂

３
ｉ

ｌ ５
＂

消费者权益 日 恐怖袭击事件

４ ． １ ５ 书名号

４ ． １ ５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 出现的各种作品 的名称 。

４ ． １ ５ ．２ 形式

书名号的形式有双书名号
＂

《 》

＂

和单书名 号 两种 。

４ ． １ ５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５ ．３ ． １ 标示书名 、 卷名 、 篇名 、 巧物名 、 报纸名 、 文件名等 。

示例 １ ： 《红楼梦 》 （ 书名 ）

示例 ２ ： 《史记 ？项羽本记 》 （卷名 ）

示例 ３ ： 《论雷峰塔的倒掉 》 （篇名 ）

示例 ４ ： 《每周关注 》 （刊物名 ）

示例 ５ ： 《人民 日报 》 （报纸名 ）

示例 ６ ：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 （文件名 ）

４ ． １ ５ ． ３ ．２ 标示电影 、 电视 、 音乐 、 诗歌 、 雕塑等各类用文字 、 声音 、 图像等表

现的作品 的名称 。

示例 １ ： 《渔光 曲 》 （ 电影名 ）

示例 ２ ： 《追梦录 》 （ 电视剧名 ）

示例 ３ ： 《勿忘我 》 （歌 曲名 ）

示例 ４ ： 《沁 园春 ？雪 》 （诗词名 ）

示例 ５ ： 《东方欲晓 》 （雕塑名 ）

示例 ６ ： 《光与影 》 （ 电视节 目 名 ） ？

示例 ７ ： 《社会广角镜 》 （栏 目 名 ）

示例 ８ ： 《庄子研究文献数据库 》 （光盘名 ）

示例 ９ ： 《植物生理学系列挂图 》 （ 图片名 ）

４ ． １ ５ ． ３ ． ３ 标示全中文或中文在名称中 占主导地位的软件名 。

示例 ： 科研人员 正在研制 《 电脑卫± 》 杀毒软件 。

４ ． １ ５ ． ３ ．４ 标示作品名 的简称 。

示例 ： 我读 了 《念青唐古拉 山脉纪行 》
一

文 下简称 《念 》 ） ， 收获很大 。

４ ． １ ５ ．３ ． ５ 当书名号 中还需要书名号时 ， 里面
一

层用单书名 号 ， 外面
一

层用双

书名号 。

示例 ： 《教育部关于提请审议＜商等教育 自 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 》

４ ． １ ６ 专名号

４ ．Ｗ ． １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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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古籍和某些文史类著作 中 出现的特定类专有名词 。

４ ． １ ６ ．２ 形式

专名号 的形式是
一

条直线 ，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

４ ． １ ６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６ ． ３ ． １ 标示古籍 、 古籍引文或某些文史类著作中 出现的专有名词 ， 主要包

括人名 、 地名 、 国名 、 民族名 、 朝代名 、 年号 、 宗教名 、 官署名 、 纪织名等 。

示例 １ ： 孙坚人马被刘表率军 围得水泄不通 。 （人名 ）

示例 ２ ： 于是聚集冀 、 青 、 幽 、 并四州兵马走十多万准备决
一

死战 。 （地名 ）

示例 ３ ： 当 时乌孙及西域各 国都 向汉派遣了使节 。 （ 国名 、 朝代名 ）

示例 ４ ： 从咸宁二年到太康十年 ， 匈奴 、 鲜卑 、 乌桓等族人徙居塞 内 。 （年

号 、 民族名 ）

４ ． １ ６ ． ３ ．２ 现代汉语文本中 的上述专有名词 ， Ｗ及古籍和现代文本中 的单位名 、

官职名 、 事件名 、 会议名 、 书名等不应使用专名号 。 必须使用标号标示时 ， 宜使

用其他相应标号 （ 如 引号 、 书名号等 ） 。

４ ． １ ７ 分隔号

４ ． １ ７ ． １ 定义

标号 的
一

种 ， 标示诗行 、 节拍及某些相关文字的分隔 。

４ ． １ ７ ．２ 形式

分隔号 的形式是

４ ． １ ７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７ ． ３ ． １ 诗歌接排时分隔诗行 （也可使用逗号和分号 ， 见 ４ ．４ ． ３ ． １ ／ ４ ． ６ ． ３ ． １ ） 。

示例 ： 春眠不觉晓 ／ 处处闻啼鸟 ／ 夜来风雨声 ／ 花落知多少 。

－４ ． １ ７ ． ３ ．２ 标示诗文 中 的音节节拍 。

示例 ： 横眉 ／ 冷对 ／ 千夫指 ， 俯首 ／ 甘为 ／ 孺子牛 。

４ ． １ ７ ． ３ ． ３ 分隔供选择或可转换的两项 ， 表示
‘ ‘

或
＂

。

示例 ： 动词短语中除 了作为主体成分的述语动词之外 ， 还包括述语动词所带

的宾语和 ／ 或补语 。

４ ． １ ７ ． ３ ．４ 分隔组成
一

对的两项 ， 表示
＂

和
＂

。

示例 １ ：１ ３ ／ １ ４ 次特别快车

示例 ２ ： 羽毛球女双决赛中 国组合杜靖 ／ 于洋两局完胜韩 国名将李孝贞 ／ 李

敬元 。

４ ． １ ７ ． ３ ． ５ 分隔层级或类别 。

示例 ： 我国 的行政区划分为 ： 省 （直辖市 、 自 治区 ） ／ 省辖市 （地级市 ） ／

县 （县级市 、 区 、 自 治州 ） ／ 乡 （镇 ） ／ 村 （居委会 ） 。

５ 标点符号 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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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横排文稿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５丄 １ 句号 、 逗号 、 顿号 、 分号 、 冒 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 占
一

个字位置 ，

居左下 ， 不出现在
一

行之首 。

５丄２ 问 号 、 叹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 占
一

个字位置 ， 居左 ， 不 出现在
一

行

之首 。 两个 问号 （或叹号 ） 叠用 时 ， 占
一

个字位置 ；
Ｈ个 问 号 （或叹号 ） 叠用 时 ，

占两个字位置 ； 问号和叹号连用时 ， 占
一个字位置 。

５丄 ３ 引号 、 括号 、 书名号中 的两部分标在相应项 目 的两端 ， 各 占
一

个字位置 。

其 中前
一

半不 出现在
一

行之末 ， 后
一

半不 出现在
一

行之首 。

５丄４ 破折号标在相应项 目之间 ， 占两个字位置 ， 上下居中 ， 不能 中 间断开分

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

５丄 ５ 省略号 占两个字位置 ， 两个省略号连用 时 占 四个字位置并须单独 占
一

行 。 省略号不能中 间断开分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

５丄 ６ 连接号中 的短横线 比汉字
＂一＂

略短 ， 占半个字位置 ；

一

字线 比汉字
＂一＂

略长 ， 占
一

个字位置 ； 浪纹线 占
一

个字位置 。 连接号上下居中 ， 不 出现在
一

行之

首 。

５丄７ 间 隔号标在需要隔开的项 目 之间 ， 占半个字位置 ， 上下居中 ， 不 出现在

一

行之首 。

５丄 ８ 着重号和专名 号掠在相应文字的下边 。

５丄 ９ 分隔号 占半个字位置 ， 不 出现在
一

行之首或
一

行之末 。

５丄 １ ０ 标点符号排在
一

行末尾时 ， 若为全角字符则应 占半角字符的宽度 （ 即

半个字位置 ） ， Ｗ使视觉效果更美观 。
－

５丄 １ １ 在实际编辑出版工作中 ， 为排版美观 、 方便阅读等需要 ， 或为避免某

一

小节最后
一

个汉字转行或 出现在另外
一

页开头等情况 （ 浪费版面及视觉效果

差 ） ， 可适当压缩标点符号所 占用的空间 。

５ ．２ 竖排文稿标点符号的位￡和书写形式

５ ．２ ． １ 句号 、 问号 、 叹号 、 逗号 、 顿号 、 分号和 冒 号均３于相应文字之下偏右 。

５ ． ２ ．２ 破折号 、 省略号 、 连接号 、 间隔号和分隔号置于相应文字之下居 中 ， 上

下方 向排列 。

５ ．２ ． ３ 引 号改用双引号 和单引 号
＂一

括号改用
＂

Ａ

＂＂
一

＂

， 标在相

应项 目 的上下 。

５ ．２ ．４ 竖排文稿 中使用浪线式书名号
＂

＿＿

＂

， 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

５ ．２ ． ５ 着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右侧 ， 专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

５ ．２ ．６ 横排文稿 中关于某些标点不能居行首或行末的要求 ， 同样适用于竖排文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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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 １  ．

邮 胃

本标准按照 ＧＢ／Ｔ１ ． １
￣２００９ 给出 的规则起草 。

本标准代替 ＧＢ／Ｔ１ ５ ８ ３ ４
￣

１ ９９５ ， 与 ＧＢ ／Ｔ１ ５ ８ ３４
—

１ ９９５ 相 比 ， 主要变化如下 ：

——根据我国 国家标准编写规则 （
ＧＢ／Ｔ １ ． １

—

２００９
）

， 对本标准的编排和表述做

了全面修改 ；

——更换 了大部分示例 ， 使之更简短 、 通俗 、 规范 ；

——增加 了对术语
＂

标点符号
＂

和
＂

语段
＂

的定义 （
２ ． １ ／２ ．巧 ；

——对术语
＂

复句
＂

和
＂

分句
＂

的定义做 了修改 （
２ ． ３ ／２ ．４

） ；

——对句末点号 （句号 、 问号 、 叹号 ）
的定义做了修改 ， 更强调句末点号与句子

语气之间的关系 （
４ ． １ ． １ ／４ ．２ ． １ ／４ ． ３Ｊ

） ；

—－对逗号的基本用法做了补充 （
４ ．４ ． ３

） ；

——增加 了不同形式括号用法的示例 （
４ ． ９ ． ３

） ；

——省略号 的形式统
一

为六连点
＂

． ． ． ． ． ．

＂

， 但在特定情况下允许连用 （
４ ． １ １

）
；

——取消 了连接号 中原有的二字线 ， 将连接号形式规范为短横线
一

字线

＂
一

＂

和浪纹线
＂
？

＂

， 并对；者的功能做了 归并与划分 （
４ ． １ ３

） ；

——明确 了书名 号的使用范围 （
４ ． １ ５／Ａ ． １ ３

） ；

——增加 了分隔号的用法说明 （
４ ． １ ７

） ；

——

＂

标点符号 的位置
＂一

章的标题改为
＂

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

， 并增

加 了使用 中文输入软件处理标点符号时的相关规范 （第 ５ 章 ） ；

——增加 了
＂

附录
＂

： 附录 Ａ 为规范性附录 ， 主要说明标点符号不能怎样使用

和对标点符号用法加 Ｗ补充说明 ， Ｗ解决 目 前使用混乱或争议较大的 问题 。 附录

Ｂ 为资料性附录 ， 对功能有交叉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做了 区分 ， 并对标点符号误用

髙发环境下的规范用法做了说明 。
？

本标准 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提出并归 口 。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 北京大学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沈阳 、 刘妍 、 于泳波 、 翁姗姗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ＧＢ ／Ｔ１ ５ ８３４
—

１ ９９５ 。

标点符号用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 了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的用法

本标准适用于化语的书面语 （包括化语和外语混合排版时的化语部分 ） 。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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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标点符号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 ， 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 用来表示语句的停顿 、

语气 Ｗ及标示某些成分 （主要是词语 ） 的特定性质和作用 。

注 ： 数学符号 、 货 币符号 、 校勘符号 、 辞书符号 、 注音符号等特殊领域的专

口符号不属于标点符号 。

２ ． ２

句子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前后都有较大停顿 、 带有
一

定的语气和语调 、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

２ ． ３

复句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由两个或多个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 的分句组成的语言单位 ， 包括简单复句 （ 内

部只有
一

层语义关系 ） 和多重复句 （ 内部包含多层语义关系 ） 。

２ ． ４

分句 ｃ ｌａｕｓｅ

复句 内两个或多个前后有停顿 、 表达相对完整意义 、 不带有句末语气和语调 、

有的前面可添加关联词语的语言单位 。

２ ．５

胃 Ｓｃｘｐｒ的 ｓｉｏｎ

指语言片段 ， 是对各种语言单位 （ 如词 、 短语 、 句子 、 复句等 ） 不做特别区

分时的统称 。

３ 标点符号的种类

３ ．１ 点号

点号 的作用是点断 ， 主要表示停顿和语气 。 分为句末点号和句 内 点号 。

３ ．１ ．１ 句未点号

用于句末的点号 ， 表示句未停顿和句子的语气 。 包括句号 、 问 号 、 叹号 。

３ ．１ ．２ 句 内 点号

用于句 内 的点号 ， 表示句 内各种不 同性质的停顿 。 包括逼号 、 顿号 、 分号 、

冒 号 。

３ ．２ 标号

标号的作用是标明 ， 主要标示某些成分 （ 主要是词语 ） 的特定性质和作用 。

包括引 号 、 括号 、 破折号 、 省略号 、 着重号 、 连接号 、 间隔号 、 书名号 、 专名号 、

分隔号 。

４ 标点符号的定义 、 形式和用法

４ ．１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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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１ 定义

句末点号 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的陈述语气 。

４ ．１ ．２ 形式

句号的形式是
＂

。

＂

４ ．１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１ ．３ ．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表示陈述语气 。 使用句号主要根据句段前后有较大停

顿 、 带有陈述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

示例 １ ： 北京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首都 。

示例 ２ ： （ 甲 ： 咱们走着去吧 ？ ） 乙 ： 好 。

４ ．１ ． ３ ．２ 有时也可 Ｗ表示较缓和 的祈使语气和感叹语气 。

示例 １ ： 请你稍等
一

下 。

示例 ２ ： 我不 由地感到 ， 这些普通劳动者也 同样是很值得尊敬的 。

４ ．２ 问号

４ ．２ ．１ 定义

句末点号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的疑 问语气 。

４ ．２ ．２ 形式

问号的形式是
＂
？

＂

。

４ ．２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２ ． ３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表示疑 问语气 （包括反 问 、 设 问等疑 问类型 ） 。 使用

问 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 带有疑 问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

短 。

示例 １ ： 你怎么还不回家去呢 ？

示例 ２ ： 难道这些普通的战±不值得歌颂吗 ？？

示例 ３ ： （

—

个外 国人 ， 不远万里来到 中 国 ， 帮助 中 国 的抗 日 战争 。 ） 这是

什么精神 ？ 这是国 际主义的精神 。

４ ．２ ． ３ ．２ 选择 问句 中 ， 通常只在最后
一

个选项的末尾用 问 号 ， 各个选项之间
一

般用逗号隔开 。 当选项较短且选项之间几乎没有停顿时 ， 选项之间可不用逗号 。

当选项较多或较长 ， 或有意突出每个选项的独立性时 ， 也可每个选项之后都用 问

号 。

示例 １ ：诗中记述的这场战争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描述 ， 还是诗人的虚构 ？

示例 ２ ：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

示例 ３ ：要
一

个什么样的结尾 ； 现实主义的 ？ 传统的 ？ 大团 圆 的 ？ 荒诞的 ？ 民

族形式的 ？ 有象征意义的 ？

示例 ４ ： （他看着我的作品称赞 了我 。 ） 但到底是称赞我什么 ： 是有几处画

得好 ？ 还是什么都敢画 ？ 抑或只是
一

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 ？ 我不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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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示例 ５ ： 这
一

切都是 由客观的条件造成的 ？ 还是 由行为 的惯性造成的 ？

４ ．２ ．３ ． ３ 在多个 问句连用或表达疑 问语气加重时 ， 可叠用 问号 。 通常应先单用 ，

再叠用 ， 最多叠用Ｈ个问号 。 在没有异常强烈 的情感表达需要时不宜叠用 问号 。

示例 ； 这就是你的做法吗 ？ 你送个总经理是怎么 当 的 ？ ？ 你怎么竟敢这样欺

骗消费者 ？ ？？

４ ．２ ． ３ ．４ 问 号也有标号的用法 ， 即用于句 内 ， 表示存疑或不详 。

示例 １ ： 马致远 （ １ ２５０ ？
－

１ ３２ １ ） ， 大都人 ， 元代戏 曲家 、 散 曲家 。

示例 ２ ： 钟嗦 （ ？
一

５ １ ８ ） ， 颖川长社人 ， 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 。

示例 ３ ： 出现这样的文字错误 ， 说明作者 （编者 ？ 校者 ？ ） 很不认真 。

４ ． ３ 叹号

４ ． ３ ．１ 定义

句末点号的
一

种 ， 主要表示句子 的感叹语气 。

４ ． ３ ．２ 形式

叹号 的形式是
＂

！

＂

。

４ ．３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３ ． ３ ．１ 用于句子末尾 ， 主要表示感叹语气 ， 有时也可表示强烈 的祈使语气 、

反 问语气等 。 使用 叹号主要根据语段前后有较大停顿 、 带有感叹语气和语调或带

有强烈 的祈使 、 反 问语气和语调 ， 并不取决于句子的长短 。

示例 １ ： 才
一

年不见 ， 这孩子都长这么 高啦 ！

示例 ２ ： 你给我住嘴 ！

示例 ３ ： 谁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搞的 ！

４ ． ３ ． ３ ．２ 用于拟声词后 ， 表示声音短促或突然 。

示例 １ ： 巧瞭 ！
一

道闪 电划破了夜空 。

示例 ２ ： 峰 ！ 峰咚 ！ 突然传来
一

阵急促的敲 口声 。

４ ． ３ ． ３ ． ３ 表示声音巨大或声音不断加大时 ， 可叠用 叹号 ！ 表达强烈语气时 ， 也

可叠用 叹号 ， 最多查用王个叹号 。 在没有异常强烈的情感表达需要时不宜＆用 叹

号 。

示例 １ ： 轰 ！ ！ 在这天崩地塌的声音中 ， 女锅猛然醒来 。

示例 ２ ： ：我要揭露 ！ 我要控诉 ！ ！ 我要Ｗ死抗争 ！ ！ ！

４ ． ３ ． ３ ．４ 当句子包含疑 问 、 感叹两种语气且都比较强烈时 （ 如带有强烈感情的

反 问句和带有惊博语气的疑问句 ） ， 可在 问号后再加叹号 （ 问号 、 叹号各
一

） 。

示例 １ ：这么 点困难就能把我们吓倒吗 ？ ！

示例 ２ ：他连这些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植 ， 还敢说 自 己是巧科技人材 ？ ！

４ ．４ 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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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句子或语段 内部的
一

般性停顿 。

４ ．４ ．２ 形式

逗号的形式是

４ ．４ ． ３ 基本用法

４ ．４ ． ３ ．１ 复句 内各分句之间 的停顿 ， 除 了有时用分号 （见 ４ ． ６ ． ３ ．１ ） ，

一

般都用

逗号 。

示例 １ ： 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 的存在 ， 而是人们 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

意识 。

示例 ２ ： 学历史使人更明智 ， 学文学使人更聪慧 ， 学数学使人更精细 ， 学考

古使人更深沉 。

示例 ３ ：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反映现实 ， 要是不相信我们的世界有 内在

和谐 ， 那就不可能有科学 。

４ ．４ ． ３ ． ２ 用于下列各种语法位置 ；

ａ ） 较长的主语之后 。

示例 １ ：苏州 园林建筑各种 口 窗的精美设计和雕缕功夫 ， 都令人叹为观止 。

ｂ ） 句首的状语之后 。

示例 ２ ：在苍茫的大海上 ， 狂风卷集着乌云 。

Ｃ ） 较长的宾语之前 。

示例 ３
； 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 ， 南方古猿生存于上新世至更新世的初期和 中

期 。

ｄ ） 带句 内语气词的主语 （或其它成分 ） 之后 ， 或带句 内语气词 的并列成分之

间 。

示例 ４ ：他呢 ， 倒是很乐观地 、 全神贯注地干起来了 。

示例 ５ ： （ 那是个没有 月 亮的夜晚 。 ） 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 ， 白树木

啦 ， 雪堆啦 ， 全看得见 。

ｅ ） 较长的主语中 间 、 谓语中 间和宾语中 间 。

示例 ６ ：母亲沉痛的诉说 ， （＾＾及亲眼看到的实事 ， 都启 发了我幼年时期追求真

理的思想 。

示例 ７ ： 那姑娘头戴
一

顶草帽 ， 身穿
一

条绿色的裙子 ， 腰间还系着
一

根楼色

的腰带 。

示例 ８ ： 必须懂得 ， 对于文化传统 ， 既不能不分青红皂 白统统抛弃 ， 也不能

不管精华糟攪全盘继承 。

ｆ） 前置的谓语之后或后置的状语 、 定语之前 。

示例 ９ ： 真美啊 ， 这条婉礎的林间小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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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１ ０ ： 她吃力地站 了起来 ， 慢慢地 。

示例 １ １ ： 我只是
一

个人 ， 孤孤单单的 。

４ ．４ ． ３３ 用于下列各种停顿处 ：

ａ ） 复指成分或插说成分前后 。

示例 １ ： 老张 ， 就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 ， 上星期 己经调走了 。

示例 ２ ： 车 ， 不用说 ， 当然是头等 。

ｂ ） 语气缓和 的感叹语 、 称谓语和呼唤语之后 。

示例 ３ ； 哎哟 ， 这儿 ， 快给我揉揉 。

示例 ４ ： 大娘 ， 您到哪儿去啊 ？

示例 ５ ： 喂 ， 你是哪个单位的 ？

Ｃ ） 某些序次语 （

＂

第
＂

字头 、

＂

其
＂

字头化言先
＂

类序次语 ） 之后 。

示例 ６ ：为什么许多人都有长不大的感觉呢 ？ 原因有Ｈ ： 第
一

， 父母总认为 自

己 比孩子成熟 ； 第二 ， 父母总要 Ｗ 自 己的标准来衡量孩子 ； 第Ｈ ， 父母出于爱也

而 ，沒不想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走弯路 。

示例 ７ ： 《玄秘塔碑 》 所 Ｗ成为书法的范本 ， 不外乎 Ｗ下几方面的 因素 ： 其
一

，

具有楷书点画 、 构体的典范性 ； 其二 ， 承上启 下 ， 成为唐楷的极致 ； 其Ｈ ， 字如

其人 ， 爱人及字 ， 柳公权髙尚 的书晶 、 人品为后人所崇仰 。

示例 ８ ：下面从Ｈ个方面讲讲语言的污染 问题 ： 首先 ， 是特殊语言环境中 的语

言污染 问题 ； 其次 ， 是滥用缩略语引起的语言污染 问题 ； 再次 ， 是空话和废话引

起的语言污染 问题 。

４ ． ５ 顿号

４ ． ５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 的
一

种 ， 表示语段中并列词语之间或某些序次语之后 的停顿 。

４ ． ５ ． ２ 形式

顿号的形式是
＂

、

＂

。

４ ． ５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５ ． ３ ．１ 用于并列词语之间 。

示例 １ ： 这里有 自 由 、 民主 、 平等 、 开放的风气和氛围 。

示例 ２ ： 造型科学 、 技艺精湛 、 气韵生动 ， 是盛唐石雕的特色 。

４ ． ５ ． ３ ．２ 用于需要停顿的重复词语之间 。

示例 ！ 他几次兰番 、 几次Ｈ番地辩解着 。

４ ． ５ ． ３ ． ３ 用于某些序次语 （ 不带括号的汉字数字或
＂

天干地支
＂

类序次语 ） 之后 。

示例 １ ： 我准备讲两个问题 ，

一

、 逻辑学是什么 ？ 二 、 怎样学好逻辑学 ？

示例 ２ ： 风格的具体 内容主要有 Ｗ下 四点 ， 甲 、 题材 ；
乙 、 用字 ！ 丙 、 表达 ；

下 、 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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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５ ． ３ ．４ 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 。 若相邻两数字连用为

缩略形式 ， 宜用顿号 。

示例 １ ： 飞机在 ６０００ 米髙空水平飞行时 ， 只能看到两侧八九公里和前方
一

二

十公里范 围 内 的地面 。

示例 ２ ： 该种凶猛的动物常常Ｈ五成群地外 出觅食和活动 。

示例 ３ ： 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 ， 也是二 、 Ｈ产业的基础 。

４ ． ５ ． ３ ． ５ 标有引 号的并列成分之间 、 标有书名 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 。

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 引 号之间或并列的书名 号之间 （如 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

有括注 ） ， 宜用顿号 。

示例 １ ：

＂

日
＂＂

月
＂

构戚
‘

明
＂

字 。

示例 ２ ： 店里挂着
＂

顾客就是上帝
＂＂

质量就是生命
＂

等横幅 。

示例 ３ ： 《红楼梦 》 《Ｈ 国演义 》 《西游记 》 《水游传 》 ， 是我国长篇小说的

四大名著 。

示例 ４ ： 李 白 的
＂

白发Ｈ千丈
＂

（ 《秋浦歌 》 ） 、

＂

朝如青丝暮成雪
＂

（ 《将进酒 》 ）

都是脸炙人 曰 的诗句 。

示例 ５ ： 办公室里订有 《人民 日 报 》 （海外版 ） 、 《光明 日报 》 和 《 时代周

刊 》 等报刊 。

４ ． ６ 分号

４ ． ６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复句 内部并列关系分句之间 的停顿 ， 及非并列关系

的多重复句中第
一

层分句之间 的停顿 。

４ ． ６ ．２

？分号的形式是

４ ． ６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６ ． ３ ．１ 表示复句 内部并列关系 的分句 （尤其当分句 内部还有逗号时 ） 之间 的

停顿 。

示例 １ ， 语言文字的学习 ， 就理解方面说 ， 是得到
一

种知识 ； 就运用方面说 ，

是养成
一

种习惯 。

示例 ２ ： 内容有分量 ， 尽管文章短小 ， 也是有分量的 ； 内容没有分量 ， 即使写

得再长也没有用 。

４ ． ６ ． ３ ．２ 表示非并列关系的多重复句 中第
一

层分句 （ 主要是选择 、 转折等关系 ）

之间 的停顿 。

示例 １ ：人还没看见 ， 己经先听见歌声 了 ； 或者人 已经转过 山 头望不见 了 ， 歌

声还余音宾襄 。

示例 ２ ：尽管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 ， 所 总是受压的 ； 但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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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革命的力量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 ， 因此本质上又是不可战胜 的 。

示例 ３ ：不管
一

个人如何伟大 ， 也总是生活在
一

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 因此 ， 个

人的见解总难免带有某种局限性 。

示例 ４ ： 昨天夜里下 了
一

场雨 ， Ｗ为可Ｗ凉快些 ！ 谁知没有凉快下来 ， 反而

更热 了 。

４ ． ６ ．３ ．３ 用于分项列举的各项之间 。

示例 ： 特聘教授的 岗位职责为 ：

一

、 讲授本学科的主干基础课程 ：
二 、 主持

本学科的重大科研项 目 ；
Ｈ 、 领导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 ； 四 、 带领本学科赶超

或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

４ ． ７ 冒 号

４ ． ７ ．１ 定义

句 内 点号的
一

种 ， 表示语段中提示下文或总结上文的停顿 。

４ ． ７ ．２ 形式

冒 号的形式是

４ ． ７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７ ． ３ ．１ 用于总说性或提示性词语 （ 如
＂

说 例如
＂＂

证明
＂

等 ） 之后 ， 表示提示

下文 。

示例 １ ： 北京紫禁城有四座城 口 ， 午 口 、 神武口 、 东华口和西华口 。

示例 ２ ； 她商兴地说 ：

＂

咱们去好好庆祝
一

下吧 ！

＂

示例 ３ ： 小王笑着点 了 点头 ；

‘ ‘

我就是这么想 的 。

＂

示例 ４ ： 这
一

事实证明 ： 人能创造环境 ， 环境 同样也能创造人 。

４ ．７ ． ３ ．２ 表示总结上文 。

示例 ； 张华上了大学 ， 李萍进了技校 ， 我当 了工人 ： 我们都有美好的前途 。

４ ． ７ ． ３ ． ３ 用在需要说明 的词语之后 ， 表示注释和说明 。

示例 １ ： （本市将举办首届大型书市 。 ） 主办单位 ： 市文化局 ； 承办单位 ：

市围书进 出 曰公司 ； 时 间 ： ８ 月 １ ５ 日
一

２０ 日 ； 地点 ： 市体育馆观众休息厅 。

示例 ２ ： （做阅读理解题有两个办法 。 ） 办法之
一

： 先读题干 ， 再读原文 ， 带

着 问题有针对性地读课文 。 办法之二 ： 直接读原文 ， 读完巧做题 ， 减少先人为主

的干扰 。

４ ． ７ ． ３ ．４ 用于书信 、 讲话稿 中称谓语或称呼语之后 。

示例 １ ： 广平先生 ： ． ． ． ． ． ．

Ｉ

示例 ２ ： 同志们 、 朋友们 ： ． ． ． ． ． ．

４ ．７ ． ３ ． ５
－

个句子 内部
一

般不应套用 冒号 。 在列举式或条文式表述中 ， 如不得

不套用 冒号时 ， 宜另起段落来显示各个层次 。

示例 ：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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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顺序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第二顺序 ， 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４ ． ８ 引 号

４ ． ８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 的 内容或需要特别指 出 的成分 。

４ ． ８ ．２ 形式

引号的形式有双弓 Ｉ号 和单引号
＂… ’

两种 。 左侧的为前引号 ， 右侧的为后引号 。

４ ． ８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８ ． ３ ．１ 标示语段中直接引用 的 内容 。

示例 ： 李 白诗中就有
＂

白发Ｈ千丈
＂

这样极尽夸张的语句 。

４ ． ８ ． ３ ． ２ 标示需要着重论述或强调 的 内容 。

示例 ： 这里所谓 的
＂

文
＂

， 并不是指文字 ， 而是指文采 。

４ ． Ｓ ． ３ ． ３ 标示语段中具有特殊含义而需要特别指 出 的成分 ， 如别称 、 简称 、 反

语等

示例 １ ： 电视被称作
＂

第九艺术
＂

。

示例 ２ ： 人类学上常把古人化石统称为尼安德特人 ， 简称
＂

尼人
＂

。

示例 ３ ： 有几个
＂

慈样
＂

的老板把抢来的菜叶用盐浸浸就算作工友的菜肴 。

４ ． ８ ． ３ ．４ 当 引号 中还需要使用 引 号时 ， 外面
一

层用双引 号 ， 里面
一

层用单引 号 。

示例 ： 他问 ：

＂

老师 ，

‘

４：月流火
｜

是什么意思 ？
’ ’

４ ． ８ ． ３ ． Ｓ 独立成段的引文如果只有
一

段 ， 段首和段尾都用 引 号 ； 不止
一

段时 ，

每段开头仅用前引号 ， 只在最后
一

段末尾用后引 号 。

示例 ：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这样谈幸福 ；

＂

幸福是知道 自 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 ． ． ． ． ． ．

＂

幸福是知道 自 己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 。 ． ． ． ． ． ．

＂

幸福是在正确的 时间做了正确的选择 。 ． ． ． ． ． ．

＂

４ ．８ ． ３ ．６ 在书写带月 、 日 的事件 、 节 日或其他特定意义的短语 （含简称 ） 时 ，

通常只标引其中 的 月 和 日 ； 需要突 出和强调该事件或节 日 本身 时 ， 也可连 同事件

或节 日
一

起标引 。

示例 １ ：
＂

５
‘

１ ２
＂

汉川大地震

示例 ２ ：

＂

五四
’ ’

Ｗ来的话剧 ， 是我国戏剧 中 的新形式 。

示例 ３ ： 纪念
＂

五四运动
＂

９０ 周年

４ ． ９ 括号

４ ． ９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 的注释 内容 、 补充说明或其他特定意义的语句 。

４ ． ９ ．２ 形式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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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的主要形式是圆括号
‘ ‘

（ ）

＂

， 其他形式还有方括号 六角括号
＂

和方头括号
＂

【 】

＂

等 。

４ ． ９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９ ． ３ ．１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均用 圆括号 ：

ａ ） 标示注释 内容或补充说明 。

示例 １ ： 我校拥有将级教师 （含 已退休的 ） １ ７ 人 。

示例 ２ ：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
一

个 旧世界 ，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
一

个新世界 ！ （热

烈鼓掌 ）

ｂ ） 标示订正或补加的文字 。

示例 ３ ： 信纸上用稚嫩的字体写着 ；

＂

阿夷 （姨 ） ， 你好 ！

＂

。

示例 ４ ： 该建筑公司 负责的建设工程全部达到优 良工程 （ 的标准 ） 。

Ｃ ） 标示序次语 。

示例 ５ ： 语言有Ｈ个要素 ： （ １ ） 声音 ； （ ２ ） 结构 ；
（ ３ ） 意义 。

示例 ６ ： 思想有Ｈ个条件 ： （

一

） 事理 ；
（二 ） 必理 ； （三 ） 伦理 。

ｄ ） 标示引语的 出处 。

示例 ７ ： 他说得好 ：

＂

未画之前 ， 不立
一

格 ； 既画之后 ， 不留
一

格 。

＂

（ 《板桥

集 ？题画 》 ）

ｅ ） 标示紋语拼音注音 。

示例 ８ ：

＂

的 （ ｄｅ ）
’ ’

这个字在现代没语中最常用 。

４ ． ９ ． ３ ．２ 标示作者国籍或所属朝代时 ， 可用方括号或六角括号 。

示例 １ ：
［
英

］赫胥黎 《进化论与伦理学 》

示例 ２ ： （ 唐 ） 杜甫著

４ ． ９ ．３ ．３ 报刊标示 电讯 、 报道的开头 ， 可用方头括号 。

示例 ： 【新华社南京消息 】

４ ．９ ． ３ ．４ 标示公文发文字号 中 的发文年份时 ， 可用六角括号 。

示例 ： 国发 （ ２０ １ １ ）３ 号文件

４ ． ９ ． ３ ． ５ 标示被注释的词语时 ， 可用六角括号或方头括号 。

示例 １ ： （ 奇观 ） 奇伟的景象 。

示例 ２ ： 【 爱 因斯坦 】 物理学家 。 生于德 国 ， １ ９３ ３ 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 ， 移

居美国 。

４ ．９ ． ３ ． ６ 除科技书刊 中 的数学 、 逻辑公式外 ， 所有括号 （特别是同
一

形式的括

号 ） 应尽量避免套用 。 必须套用括号时 ， 宜采用不 同 的括号形式配合使用 。

示例 ： （ 茸 （ ｒ６ｎｇ ） 毛 ） 很细很细的毛 。

４ ． １ ０ 破折号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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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０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成分的注释 、 补充说 明或语音 、 意义的变化 。

４ ． １ ０ ．２ 形式

破折号的形式是
＂
一

＂

。

４ ． １ ０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０ ．３ ．１ 标示法释 内容或补充说明 （ 也可用括号 ， 见 ４ ． ９ ． ３ ．１
；
二者的区别另

见Ｂ ．１ ． ７ ） 。

示例 １ ：
一

个矮小而结实的 日本 中年人一内 山老板走 了过来 。

示例 ２ ： 我
一

直坚持读书 ， 想借此唤起弟妹对生活的希望一一无论环境多么

困难 。

４ ． １ ０ ．３ ．２ 标示插入语 （ 也可用逗号 ， 见 ４Ａ ３ ． ３ ） 。

示例 ： 这简直就是一说得不客气点
一无耻的勾 当 ！

４ ． １ ０ ． ３ ． ３ 标示总结上文或提示下文 （ 也可用 冒 号 ， 见 ４ ．７ ．３ ．１ 、 ４ ． ７ ． ３ ．２ ） 。

示例 １ ： 坚强 ， 纯洁 ， 严于律已 ， 客观公正一这
一

切都难得地集 中在
一

个

人身上 。

示例 ２ ： 画家开始媽媽道来一

数年前的
一

个寒冬 ， ． ． ． ． ． ．

４ ． １ ０ ． ３ ．４ 标示话题的转换 。

示例 ：

＂

好香的干菜 ，

一听到风声 了 吗 ？
＂

赵＾：爷低声说道 。

４ ． １ ０ ． ３ ． ５ 标示声音的延长 。

示例 ：

＂

嘻
——

＂

传过来
一

声水禽被惊动 的鸣叫 。

４ ． １ ０ ． ３ ． ６ 标示话语的 中断或间 隔 。

示例 １ ：

＂

班长他牺一￣
＂

小马话没说完就大哭起来 。
？

示例 ２ ：

＂

亲爱的妈妈 ， 你不知道我多爱您 。

一一还有你 ， 我的孩子 ！
’ ’

４ ． １ ０ ． ３ ．７ 标示 弓 Ｉ 出对话 。

示例 ：

一你长大后想成为科学家吗 ？

——

当然想 了 ！

４ ． １ ０ ． ３ ． ８ 标示事项列举分承 。

示例 ：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 同 ， 环境物理学分为 Ｗ下五个分支学科 ；

—环境声学 ；

—环境光学 ；

—环境热学 ；

环境电磁学 ；

—环境空气动力学 。

４ ． １ ０ ． ３ ． ９ 用于副标题之前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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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飞 向太平洋

——我国新型号运载火箭发射 目 击记

４ ． １ ０ ． ３ ．１ ０ 用于引文 、 注文后 ， 标示作者 、 出处或注释者 。

示例 １ ：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范仲淹

示例 ２ ： 乐浪海中有倭人 ， 分为百余国 。

—

《汉书 》

示例 ３ ： 很多人写好信后把信葵折成方胜形 ， 我看大可不必 。 （ 方胜 ， 指古

代妇女戴的方形首饰 ， 用彩網等制作 ， 由两个斜方部分叠合而成 。

一编者注 ）

４ ． １ １ 省略号

４ ． １ １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 内容的省略及意义的断续等 。

４ ． １ １ ．２ 形式

省略号的形式是
＂

． ． ． ． ． ．

＂

＝

４ ． １ １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１ ． ３ ．１ 标示引文的省略 。

示例 ： 我们齐声朗诵起来 ：

＂

． ． ． ． ． ．俱往矣 ， 数风流人物 ， 还看今朝 。

＂

４ ． １ １ ． ３ ．２ 标示列举或重复词语的省略 。

示例 １ ： 对政治 的敏感 ， 对生活的敏感 ， 对性格的敏感这部是作家必

须要有的素质 。

示例 ２ ： 他气得连声说 ： 好 ， 好 ． ． ． ． ． ．算我没说 。

＂

４ ． １ １ ． ３ ． ３ 标示语意未尽 。

示例 １ ： 在人迹罕至的深 山密林里 ， 假如突然看见
一

缕炊烟

示例 ２ ： 你这样干 ， 未免太 ． ． ． ． ． ． ！

４ ． １ １ ．３ ．４ 标示说话时断断续续 。

示例 ； 她磕磕 己 己地说 ： 可是 ． ． ． ． ． ．太太 ． ． ． ． ． ．我不知道 ． ． ． ． ． ．你
一

定是认错 Ｉ 。

’ ’

４ ． １ １ ． ３ ． ５ 标示对话 中 的沉默不语 。

示例 ： 还没结婚吧 ？
＂

＂

． ． ． ． ． ．

＂

他飞红 了脸 ， 更加巧化起来 。

４ ． １ １ ． ３ ．６ 标示特定的成分虚缺 。

示例 ： 只要 ． ． ． ． ． ．就 ． ． ． ． ． ．

４ ． １ １ ． ３ ． ７ 在标示诗行 、 段落的省略时 ， 可连用两个省略号 （ 即相 当于十二连

点 ） 。

示例 １ ： 从隅壁房间传来缓缓而抑扬顿搂的吟咏声一

床前明 月 光 ， 疑是地上霜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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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２ ： 该刊根据工作质量 、 上稿数量 、 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表现 ， 评选出 了

髙校十佳记者站 。 还根据发稿数量 、 提供新闻线索情况Ｗ及对刊物的关注度等 ，

评选出 了十佳通巧员 。

４ ． １ ２ 着重号

４ ． １ ２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某些重要的或需要指明 的文字 。

４ ． １ ２ ．２ 形式

着重号的形式是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

４ ． １ ２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２ ． ３ ． １ 标示语段中重要的文字 。

示例 １ ： 诗人需要表现 ， 而不是证明 。

示例 ２ ： 下面对本文的理解 ， 不正确的
一

项是 ： ． ． ． ． ． ．

４ ． １ ２ ．３ ．２ 标示语段中需要指明 的文字 。

示例 ： 下边加点 的字 ， 除 了在词 中 的读法外 ， 还有哪些读法 ？

着急子弹强调

４ ． １ ３ 连接号

４ ． １ ３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间 的连接 。

４ ． １ ３ ．２ 形式

连接号的形式有短横线
一

字线
＂一＂

和浪纹线
＂
？

＂

Ｈ种 。

４ ． １ ３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３ ． ３ ． １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均用短横线 ：

ａ ） 化合物的名称或表格 、 插图 的编号 。

示例 １ ：３
－戊丽为无色液体 ， 对眼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

示例 ２ ： 参见下页表 ２ －

８ 、 表 ２ －

９ 。

ｂ ） 连接号码 ， 包括 口牌号码 、 电话号码 ， Ｗ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月 日 等 。

示例 ３ ： 安宁里东路 ２６ 号 院 ３
－２ －

１ １ 室

示例 ４ ： 联系 电话 ： ０ １ ０ －

８ ８ ８４２６０３

示例５ ：２０ １ １
－０２ －

１ ５

Ｃ ） 在复合名词中起连接作用 。

示例 ６ ： 吐鲁番 －哈密盆地

ｄ ） 某些产 品 的名称和型号 。

示例 ７ ：ＷＺ －

１ ０ 直升机具有复杂天气和夜问作战的能力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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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汉语拼音 、 外来语 内部的分合 。

示例８ ：ｓｈｕ６ｓｈｕｄ －ｘｉ＆ｏｘ＆ｏ（说说笑笑 ）

示例 ９ ： 盎格鲁 －撒克逊人

示例 １ ０ ； 让－雅克 ？卢梭 （

＂

让－雅克
＂

为双名 ）

示例 １ １ ： 皮埃尔 ？孟戴斯 －弗朗斯 （

＂

孟戴斯－弗朗斯
＂

为复姓 ）

４ ． １ ３ ． ３ ．２ 标示下列各种情况 ，

一

般用
一

字线 ， 有时也可用浪纹线 ：

ａ ） 标示相关项 目 （如时间 、 地域等 ） 的起止 。

示例 １ ： 沈括 （ １ ０３ １
—

１ ０９５ ） ， 宋朝人 。

示例 ２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３ 日
一

１ ０ 日

示例 ３ ： 北京
一上海特别旅客快车

ｂ ） 标示数值范围 （ 由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构成 ） 的起止 。

示例 ４ ：２５
？

３ ０
ｇ

示例 ５ ： 第五？八课

４ ． １ ４ 间隔号

４ ． １ ４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某些相关联成分之 问 的分界 。

４ ． １ ４ ．２ 形式

间 隔号的形式是
＂

－
”

。

４ ． １ ４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４ ． ３ ． １ 标示外 国人名或少数民族人名 内部的分界 。

示例 １ ： 克里丝蒂娜 ？罗塞蒂

示例 ２ ： 阿依古丽 ？买买提

４ ． １ ４ ． ３ ．２ 标示书名 与篇 （章 、 卷 ） 名之 间 的分界 。
．

示例 ： 《淮南子 ？本经训 》

４ ． １ ４ ．３ ．３ 标示词牌 、 曲牌 、 诗体名等和题名之间 的分界 。

示例 １ ： 《沁园春 ？雪 》

示例 ２ ： 《天净沙 ？秋思 》

示例 ３ ：＜走律 ？冬云 》

４ ． １ ４ ． ３ ．４ 用在构成标题或栏 目 名称的并列词语之间 。

示例 ： 《天 ？地 ？人 》

４ ． １ ４ ． ３ ． ５Ｗ 月 、 日 为标志 的事件或节 日 ， 用汉字数字表示时 ， 只在
一

、 十
一

和十二月 后用 间巧号 ； 当直接用 阿拉伯数字表示时 ， 月 、 日 之间均用 间 隔号 （半

角字符 ） 。

示例 １ ：
‘ ‘

九
一

八
＂

事变
＂

五四
＂

运动

示例 ２ ：
＂—

？二八
＂

事变
＂一

二 ？九
＂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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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３ ：
＂

３
’

１ ５
＂

消费者权益 日
＂

９
，

１ １

＂

恐怖袭击事件

４ ． １ ５ 书名号

４ ． １ ５ ． １ 定义

标号 的
一

种 ， 标示语段中 出现的各种作品 的名称 。

４ ． １ ５ ．２ 形式

书名号的形式有双书名号
＂

《 》

＂

和单书名号 两种 。

４ ． １ ５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５ ． ３ ． １ 标示书名 、 卷名 、 篇名 、 刊物名 、 报纸名 、 文件名等 。

示例 １ ： 《红楼梦 》 （书名 ）

示例 ２ ： 《史记 ？项羽本记 》 （卷名 ）

示例 ３ ： 《论雷峰塔的倒掉 》 （篇名 ）

示例 ４ ： 《每周关注 》 （ 刊物名 ）

示例 ５ ： 《人民 日报 》 （报纸名 ）

示例 ６ ：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 （文件名 ）

４ ． １ ５ ． ３ ．２ 标示电影 、 电视 、 音乐 、 诗歌 、 雕塑等各类用文字 、 声音 、 图像等表

现的作品 的名称 。

示例 １ ： 《渔光 曲 》 （ 电影名 ）

示例 ２ ： 《追梦录 》 （ 电视剧名 ）

示例 ３ ： 《勿忘我 》 （歌 曲名 ）

示例 ４ ： 《沁园春 ？雪 》 （ 诗词名 ）

示例 ５ ： 《东方欲晓 》 （雕塑名 ）

示例 ６ ： 《光与影 》 （ 电视节 目 名 ）

示例 ７ ： 《社会广角镜 》 （栏 目 名 ）

示例 ８ ： 《庄子研究文献数据库 》 （光盘名 ）

示例 ９ ： 《植物生理学系列挂图 》 （ 图片名 ）

４ ． １ ５ ． ３ ． ３ 标示全中文或 中文在名称中 占主导地位的软件名 。

示例 ； 科研人员正在研制 《 电脑丑± 》 杀毒软件 。

４ ． １ ５ ． ３ ．４ 标示作品名 的衙称 。

示例 ： 我读 了 《念青唐古拉山脉纪行 》
一

文 下简称 《念 》 ） ， 收获很大 。

４ ． １ ５ ． ３ ． ５ 当书名 号 中还需要书名 号时 ， 里面
一

层用单书名 号 ， 外面
一

层用双

书名 号 。

示例 ： 《教育部关于提请审议＜高等教育 自 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 》

４ ． １ ６ 专名号

４ ． １ ６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古籍和某些文史类著作 中 出现的特定类专有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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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６ ．２ 形式

专名 号的形式是
一

条直线 ， 标注在相应文字的下方 。

４ ． １ ６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６ ． ３ ． １ 标示古籍 、 古籍引文或某些文史类著作中 出现的专有名词 ， 主要包

括人名 、 地名 、 国名 、 民族名 、 朝代名 、 年号 、 宗教名 、 官署名 、 組织名等 。

示例 １ ： 孙坚人马被刘表率军围得水泄不通 。 （人名 ）

示例 ２ ： 于是聚集冀 、 青 、 幽 、 并四州兵马 ４：十多万准备决
一

死战 。 （地名 ）

示例 ３ ： 当时乌孙及西域各国都 向汉派遣 了使节 。 （ 国名 、 朝代名 ）

示例 ４ ： 从咸宁二年到太康十年 ， 匈奴 、 鲜卑 、 乌桓等族人徙居塞 内 。 （年

号 、 民族名 ）

４ ． １ ６ ． ３ ．２ 现代汉语文本中 的上述专有名词 ， Ｗ及古籍和现代文本中 的单位名 、

官职名 、 事件名 、 会议名 、 书名等不应使用专名 号 。 必须使用标号标示时 ， 宜使

用其他相应标号 （如引号 、 书名号等 ） 。

４ ． １ ７ 分隔号

４ ． １ ７ ． １ 定义

标号的
一

种 ， 标示诗行 、 节拍及某些相关文字的分隔 。

４ ．Ｈ ．２ 形式

分隔号 的形式是

４ ． １ ７ ． ３ 基本用法

４ ． １ ７ ． ３ ． １ 诗歌接排时分隔诗行 （也可使用逗号和分号 ， 见 ４ ．４ ． ３ ． １ ／ ４ ．６ ． ３ ． １ ） 。

示例 ： 春眠不觉晓 ／ 处处闻啼鸟 ／ 夜来风雨声 ／ 花落知多少 。

４ ． １ ７ ． ３ ．２ 标示诗文中 的音节节拍 。

示例 ： 横眉 ／ 冷对 ／ 千夫指 ， 俯首 ／ 甘为 ／ 孺子牛 。
？

４ ． １ ７ ． ３ ． ３ 分隔供选择或可转换的两项 ， 表示
＂

或
＂

。

示例 ： 动词短语 中除 了 作为主体成分的述语动词之外 ， 还包括述语动词所带

的宾语和 ／ 或补语 。

４ ． １ ７ ． ３ ．４ 分隔组成
一

对的两项 ， 表示
＂

和
＂

。

示例 １ ：１ ３ ／ １ ４ 次特别快车

示例 ２ ： 羽毛球女双决赛中 国组合杜靖 ／ 于洋两局完胜韩 国名将李孝贞 ／ 李

敬元 。

４ ． １ ７ ． ３ ． ５ 分隔层级或类别 。

示例 ； 我国 的行政区划分为 ： 省 （直辖市 、 自 治区 ） ／ 省辖市 （ 地级市 ） ／

县 （ 县级市 、 区 、 自 治州 ） ／ 乡 （镇 ） ／ 村 （居委会 ） 。

５ 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５ ． １ 横排文稿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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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丄 １ 句号 、 逗号 、 顿号 、 分号 、 冒 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 占
一

个字位置 ，

居左下 ， 不 出现在
一

行之首 。

５丄２ 问号 、 叹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后 ， 占
一

个字位置 ， 居左 ， 不出现在
一

行

之首 。 两个问号 （或叹号 ） 叠用 时 ， 占
一

个字位置 ；
Ｈ个 问号 （或叹号 ） 叠用时 ，

占两个字位置 ； 问 号和叹号连用 时 ， 占
一

个字位置 。

５丄 ３ 引号 、 括号 、 书名 号 中 的两部分标在相应项 目 的两端 ， 各 占
一

个字位置 。

其 中前
一

半不 出现在
一

行之末 ， 后
一

半不 出现在
一

行之首 。

５丄４ 破折号标在相应项 目 之间 ， 占两个字位置 ， 上下居 中 ， 不能中 间断开分

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

５丄 ５ 省略号 占两个字位置 ， 两个省略号连用 时 占 四个字位置并须单独 占
一

行 。 省略号不能中 间断开分处上行之末和下行之首 。

５丄 ６ 连接号 中 的短横线 比汉字
＂一＂

略短 ， 占半个字位置 ；

一

字线 比汉字
＂一＂

略长 ， 占
一

个字位置 ； 浪纹线 占
一

个字位置 。 连接号上下居 中 ， 不 出现在
一

行之

首 。

５丄７ 间隔号标在需要隔开的项 目之间 ， 占半个字位置 ， 上下居 中 ， 不 出现

在
一

行之首 。

５ ． １ ． ８ 着重号和专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下边 。

５丄 ９ 分隔号 占半个字位置 ， 不出现在
一

行之首或
一

行之末 。

５丄 １ ０ 标点符号排在
一

行末尾时 ， 若为全角字符则应 占半角字符的宽度 （ 即

半个字位置 ） ， Ｗ使视觉效果更美观 。

５丄 １ １ 在实际编辑 出版工作中 ， 为排版美观 、 方便阅读等需要 ， 或为避免某

一

小节最后
一个汉字转行或 出现在另 外

一

页开头等情况 （浪费版面及视觉效果

差 ） ， 可适当皮缩标点符号所 占用 的空间 。

５ ．２ 竖排文稿标点符号的位置和书写形式

５ ．２ ． １ 句号 、 问 号 、 叹号 、 逼号 、 顿号 、 分号和 冒号均置于相应文字之下偏右 。

５ ．２ ． ２ 破折号 、 省略号 、 连接号 、 间 隔号和分隔号置于相应文字之下居 中 ， 上

下方 向排列 。

５ ．２ ． ３ 引号改用双引号
＂
一

＂＂一和单引号 括号改用
…
一

＂

， 标在相

应项 目 的上下 。

５ ．２ ．４ 竖排文稿 中使用浪线式书名号
＂

＿＿

＂

， 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

５ ．２ ． ５ 着重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右侧 ， 专名 号标在相应文字的左侧 。

５ ．２ ． ６ 横排文稿 中 关于某些标点不能居行首或行末的要求 ， 同样适用于竖排文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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