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词 

人称代词“本人” “本人”可以用来指代自己，带有严肃的语气。 
这是本人的亲身经历。 本人出

生在大连，成长在北京。 

 代词 指示代词“本”、“本身” “本”，用在名词前，表示自己或自己方面的。 
本校、本国。 生活本身就是复

杂的。 

 量词 

名量词：磅、串、栋、

副、枚、束、艘 、枝、

株、幢、组、番 

表示人、事物单位的词叫名量词。“串”用于连

贯起来的东西。 

一番话。 一栋楼房。 一枚硬

币。 

 量词 动量词：番 
动量词，相当于“回”、“次、“遍”，用于费时较

多、用力较大或过程较长的动作。 

讨论一番。 今年“五一”，公园

门票的收入翻了一番。 

 动词 

离合词：答辩、打架、打

仗、捣乱、发财、发呆、

发火、发誓、分手、化

妆、敬礼、投票、做东、

做主 

离合词与数量词组结合的时候，数量词组应该

放在离合词的中间。动宾式离合词不能带宾

语。“发财”是离合词，可以说“发了一笔财”。 

做不了主。 打了一架。 投了你

一票。 发了一会儿呆。 

 
固定短

语 
固定短语（巴不得……） 

固定短语，指结构比较固定的惯用的短语。“巴

不得”，表示主观意愿十分强烈。 

我巴不得他赶快离开。 我巴不

得立刻就搬家呢！ 

 成语 成语（丢三落四……） 
汉语词汇中特有的一种长期相沿习性用的固定

短语，大多由四字组成。 

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 他老是

这么丢三落四的。 



 介词 介词“于” 

“于”用在动词、形容词后边，表示时间、地

点、方向、对象、比较的结果等，有在、从、

自、向、对此等意思。 

鲁迅生于 1881 年。 您的来信已

于昨日收到。 

 介词 介词“本着” 

“本着”多用于书面语。表示按照、根据。后常

与方针政策原则等抽象名词构成介宾结构作状

语。 

我们应该本着政策办事。 这个

城市本着实用节俭的原则办奥

运。 

 句型 “把”字句（表致使） 
“把”字句的主要动词一定是及物的，并带有处

置或支配的意义。 

看把你美得。 把他累个半死。 

把他气得一夜没睡。 

 句型 被动句（为……所……） 
用法与“被”字句相同，“为”后加的是句中动词

的宾语，“所”用在动词前面。 

不为人所知。 我为他的真诚所

感动。 

 
句子成

分 
插入语（归根到底……） “总而言之”对上文列举的并列成分加以总括。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

国家。 总而言之，梦能时常告

诉我们一些醒着时不能遇到的事

情。 

 
因果复

句 

因果复句“……，以

至……” 

“以至”用在后一分句开头，表示由于前一分句

所说的动作、情况程度很深而造成的某种结

果。 

他太胖了，以至连车门都进不

去。 他看书太认真了，以至我

到他身边他都没发觉。 

 因果复 因果复句“（由 表示由于前一分句的原因而造成“以致”后面的 他工作太累，以致身体都累垮



句 于）……，以致……” 结果。多用于消极方面。 了。 她没把情况说清楚，以致

引起了大家的误会。 

 
转折复

句 

转折复句“不过/只是……

而已/罢了” 

“不过”表示“只是”、“仅仅”的意思，“罢了（而

已）”起冲淡句子意思的作用。“不过”应置于主

语后，后边的动词如果是单音节，应重复。“罢

了”常用于口语，而“而己”则用于书面语。 

昨天的事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别

生气了。 大家都觉得他很自

私，只是不愿意说而已。 

 
转折复

句 

转折复句“固然……但是/

可是/不过……” 

“固然”用于转折复句的前一个分句，表示先承

认或肯定某一事实；后一个分句常以“但是、可

是、不过、然而”等词语与之呼应，以引出所要

表达的本意。 

找工作学历固然重要，但是能力

更重要。 这样的生活固然稳

定，但是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前

途。 

 
并列复

句 

并列复句“时而……，时

而……” 

“时而……，时而……”表示不同的现象或事情

在一定时间内交替发生。 

这几天时而晴天，时而下雨。 

气候善变的季节时而刮风，时而

下雨。 

 
承接复

句 

承接复句“……，进

而……” 

“……，进而……”表示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

步。 

学好基础课，进而学好专业课。 

先提出计划，进而落实实施方

案。 

 
选择复

句 

选择复句“宁肯/宁

愿……，也不/也要……” 

“宁愿”，副词，表示比较两种不太理想的情况

后，选取其中的一面。可以用在主语前面，常

同“与其”、“决不”、“也不”、“也要”等词语配合

我宁肯选择放弃，也不肯凑合。 

我宁肯不吃不睡，也要完成任

务。 



着用。 

 
假设复

句 

假设复句“倘若/倘使/倘如

/倘……也（就）……” 

连接有假设关系的小句，前一小句表示假设，

后一小句表示结果，意思和用法与“如果……

就……”基本相同，“假若/倘若”常用于主语前，

多用于书面语。 

倘若你不信，就亲自去看看吧。 

倘若他们问起此事，你就说不知

道。 

 
紧缩复

句 

紧缩复句“愈（是）……

愈（是）……” 

“愈 A……愈 B”格式，跟“越……越”意义相

同，表示 B 的程度随着 A 的发展而发展变化，

A 和 B 一般为动词、形容词或动词性短语，它

们的主语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一般用于书

面。 

辣椒愈辣他愈喜欢吃。 愈是困

难愈是要冷静。 

 
紧缩复

句 

紧缩复句“（要）+动词+

就+动词+个+补语” 

“（要）……就……”是紧缩句的一种格式，表

示假设关系。 

要玩儿就玩儿个痛快。 要吃就

吃个够，多花点钱没关系。 

 
递进复

句 

递进复句“……，况

且……” 

分句之间具有进层关系的复句叫递进复句。“况

且”，表示进一步追加理由或申述理由。 

下雨了，况且你又有病，今天就

别出去了。 上海地方那么大，

况且你又不知道地址，怎么能找

到他呢？ 

 
递进复

句 

递进复句“尚且……何况/

更别说……” 

分句之间具有进层关系的复句叫递进复句。“尚

且……何况/更别说……”诘进的意思，表示由

浅入深或从深到浅。 

决策者尚且如此，更何况百姓大

众呢？ 这种现象科学家尚且无

法解释，更何况我呢？ 



 
让步复

句 

让步复句“即便/就

算……，也……” 

“即便”用在前一句之前，提出一个假设的条

件，后一句用“也”呼应，表示根据假设的条件

得出的结果，多用于书面。 

即便你不参加，他们还是要去

的。 即便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也不能骄傲自满。 

 
目的复

句 

目的复句“……，以

便……” 

“……，以便……”表示前一分句的行动有利于

后一分句目的的实现。 

出门旅行要带好证件，以便办理

手续。 请告诉我你的电话号

码，以便以后联系。 

 
目的复

句 

目的复句“……，以

免……” 

“以免”前的句子表示应该采取的某种措施；“以

免”后的句子表示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免发生

意外。 不要总是批评孩子，以

免孩子变得不自信。 

 
目的复

句 

目的复句“……，免

得……” 

“……，免得……”表示使某种（不好的或不希

望的）情况不发生。 

你最好提醒他一下，免得他忘

了。 出发之前好好看看地图，

免得走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