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标点，大乾坤
——标点符号的修辞作用与表达效果

2025届高考语言文字运用专题复习



阅读题
中考查
（4分）

选择题
（3分）

主观题
（4-5分）

①标点符号作用比较判断题。如2020年全国卷Ⅰ第19题；

②判断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如2020年浙江卷第3题；

③文段阅读标点正误判断题，如2019年高考浙江卷；

④标点符号复位客观选择题。

①标点符号与修辞作用分析题（2024新课标Ⅱ卷新题型）

②辨析标点符号的表达效果（2023新课标Ⅰ卷新题型）

③指出错误的标点符号并加以修改（与得体、语病综合）

④标点符号探究辨析试题（2021新高考模拟试题形式）

标点
符号
考查
题型

语用题
中考查

【1110大周测】4.材料一第三段多处使用了引号，请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4分）

①直接引用，使论证有依据，真实可信。②突出强调，加深读者对表述对象的
印象。③突出词语的特殊含义，语言更加形象生动。 经典好

题



在书面语言中，标点符号通常起着停顿、表示语气、表示词语的性质

等方面的辅助作用。但是，有时我们可以借助标点符号构造特殊的语句以

便更好地表达感情、刻画心理、描绘神态、强调某项内容等，这时，标点

符号就产生了积极的修辞作用。

2023年、2024年全国新课标Ⅰ卷、II卷都考查了标点的表现力。标点

符号的表达效果主观题渐成热门题型。



第一节

新 题 呈 现



（2024年新课标Ⅱ卷19T）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看云似乎是很多北京人的日常，自到了北京，我也入乡随了俗，经常看起云来。那天是周六，我和

几个朋友在一家书店闲聊，因为一直留意着窗外的云，聊天时我有些心不在焉。书店是整幅的玻璃幕墙，
大大小小的云在窗框里，如画一般，还带有特别随意任性的毛边儿。带着流苏一样的大毛边儿的大块云
和带着细丝一样的小毛边儿的小块云都主打一个飘逸轻盈。哪怕再高妙的丹青手，也画不出来那个劲儿，
实在是美翻了。

云这么好看，却也不妨碍它下雨。那天，我们在宋庄的街道上闲逛，走着走着雨就来了。雨来了，
云还在，太阳也还在。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太阳雨了吧？淋着这雨，我们都没有打伞。打伞会觉得辜负了
这云的，也会辜负这雨，不是吗？

1.文章结尾处的“不是吗？”是个问句，却并不表疑问，它起到了什么作用？（4分）
【官方答案】①直接跟读者对话，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②使文段结束得自然、不突兀；③给读者

带来亲切活泼之感，并与全文风格保持一致。
（评分参考：每答出一点给2分，给满4分为止。意思答对即可。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
【修正答案】①从内容上看，本句是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故意设问加强语气和语势，使表达意思更

肯定；②从读者效果看，直接跟读者对话，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引导读者思考和想象，给读者带来亲
切活泼之感；③从情感效果上看，强调作者和朋友们不打伞在雨中淋着而行的惬意美好，表达对北京的
云和太阳雨的喜爱和享受。
【解析】问句可以分为疑问句、设问句、反问句。其中是问句却不表示疑问的是反问句，“不是吗”属于反问句，无疑而问，

用问句是为了加强语气和语势，使表达意思更肯定，引导读者思考和想象。“不是吗”是对上文作者与朋友在街道上闲逛，恰好

遇上了太阳雨，便淋雨而行这一行为的肯定和强调，表达作者对太阳雨的喜爱，对淋雨而行的喜欢和享受。

问句：表疑问、表设问、表反问、表特殊修辞效果

经典好
题



（2023新课标Ⅰ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①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像一条
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
得他透不出气，②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

2.对文学作品来说，标点标示的停顿，有时很有表现力。文中有两处画横线部分，
请任选一处，分析其中的逗号是怎样增强表现力的。（4分）
示例一：①处，两个逗号将“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三个动作分隔开来,叙

述完每个动作后进行停顿,突出了风之狂之烈，祥子拉车的艰难吃力。(4分）

示例二：②处的两个逗号将时间状语“半天”独立出来，起强调作用，突出“闭住口

”的时间之长，凸显了狂风的猛烈和祥子在狂风中坚持拉车的痛苦与窘态。(4分)

【解析】①处是并列谓语，之间要用逗号，结构上起到延缓语气、突出动作行为

（强调）的作用；内容上要把几个动作连贯起来分析，同时强调对刻画人物的作用。

②处的逗号把状语“半天”独立出来，结构上起到强调作用，内容上要把状语对谓语

的修饰作用及对人物的刻画作用表达出来。



【东华周测1101】（二）...雪落在孩子脸上，光润好比新洗的苹果。孩子眯眼，想从降

雪的上方找出一个孔洞。

雪在地上积半尺深，天空是否少了同样的雪绒？雪这么轻都会掉下来，还有什么掉

不下来呢？星星什么时候掉下来，太阳和月亮什么时候访问人间？

雪让万物变为同一样东西，不同处只在起伏。房脊毛茸茸的，电线杆的瓷壶也有雪，

像人用手捧放上去。

【标点连用的效果】3．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三个问句连用，有什么效果？（5分）
【读题审题】标点的效果——问号的作用、三连问的作用
【思维建模】问作用（效果），常从内容上、艺术上、结构上三个角度
答：①从内容上看，从地上雪的深度、重量到天上的星星、太阳、月亮，一一列举孩子
的疑惑，充分体现了孩子对雪的好奇心。
②从艺术上看，连用三个问句，加强疑问语气，丰富了情感表达，无邪的问题展现

了孩童天真可爱的本性，增强行文感染力。
③从结构上看，承上启下，承接孩子对“天”本真的关注，体现了下文中孩子的“

幸福”。
（1点2分，2点3分，答出两点得5分）

经典好
题



（四川遂宁市高中2024届零诊考试）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日影稍稍西斜了，光辉却仍旧不减，在一天之中，我往往偏爱这一刻。我知道有人歌颂

朝云，有人爱恋晚霞，至于耀眼的日升和幽邃的黑夜都惯受人们的钟爱。唯有这样平凡的下
午，没有一点彩色和光芒的时刻，常常会被人遗忘。但我却不能自禁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
静、恬淡和收敛。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茫茫草原，就只交付给我和那看羊的孩子吗？叫
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偶抬头，只见微云掠空，斜斜地排着，像一首短诗，像一阙不规则的
小令。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正在痴想之间，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连
它的颜色也奇异地转换了。半天朱霞，粲然如焚，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不仔细分辨，
就像莽原尽处烧着一片野火似的。牧羊的孩子不知何时已把他的羊聚拢了，村落里炊烟袅升
，他也就隐向一片暮霭中去了。（李娟《我的阿勒泰》）

4.对文学作品来说，相同的标点符号有时具有不同的表达作用。文中画横线语句中的两
个问号分别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请简要分析。（4分）

（1）第一句问号表示惊讶，表示辽阔的草原只有自己和牧羊的孩子来欣赏；

（2）第二句问号表示感叹，表达沉浸在美丽风景中的愉悦之感。



第二节

知 识 梳 理



     在书面语言中，标点符号的常见修辞功用是起突出的强调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普遍
的作用。

1.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

[解析]在“她”和“刘和珍君”之后用了逗号作停顿，突出强调了“人”。

2.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意义一样。……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事了。(夏衍

《包身工》) 

[解析]分别运用感叹号和和问号，突出强调了“物”一一粥、粥菜，表现出包身工

生存环境的恶劣，也是对包身工罪恶制度的有力控诉。

一、突出强调作用



在书面语中，借助标点符号描绘人物的神态，有时比单用文字描写更富有表现力。

1.“对……对不起!我……大概是走错门了。” (曹禺《雷雨》)

[解析] 借助省略号准确地描绘出了鲁侍的惊慌神态和个性特点：虽然语言显得结

巴，但仍不失“礼节”和“身份”，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人物的坎经历和遭遇。

2.“我的朋友啊。”他说，“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都

德《最后一课》)

[解析] 借助破折号形象地描绘出韩麦尔老师欲言不能、悲痛哽咽的神态。

二、描绘神态作用



     在书面语中，借助标点符号刻画人物的心理，有时能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艺术效果。

1.“再过两天……”她绝望地悲声念着这四个字，好象不懂它们的意义，过后又
茫然问道:“再过两天? ……”(巴金《家》)

[解析] 两个省略号倾注了作家的心血，它既拉下了鸣凤的悲剧的帷幕，又生动刻
画出了鸣凤的悲怆心理:“赖以生活的爱情”“不能推倒的墙壁”、做人妾、为爱情、
生、死、希望、绝望……如泣如诉，是泪在流淌，是血在飞溅。

2.“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
那没有神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地说，“一个人死了之

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鲁迅《祝福》)

[解析] 两个破折号，既表示语言的停顿，便于插入祥林嫂神情动作的描写，又有
助于刻画已成为“末路人”的祥林嫂的矛盾、悲哀、惊恐的心理。

三、刻画心理作用



人的感情是复杂多样的，表达感情的方法和技巧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书面语中，
借助标点符号表达感情无疑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手段。

1.“噢 ，是真金!金子!”他连声叫嚷,“这么多的金子!有两斤重。”(巴尔扎克
《欧也妮·葛朗台》)

[解析] 前两个感叹号表达出葛朗台看到金子的惊喜感情，第三个感叹号表达出葛
朗台惊喜欲狂的感情。

2.黛玉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哪里就冻死了我!”(曹雪芹《红
楼梦》)

[解析] 问号和感叹号配合，表达出林黛玉的“不满”的感情。
3.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里的东西，毁灭，毁灭，

毁灭呀!(郭沫若《屈原》) 

[解析]表达此时的主人公屈原极度了不满、愤恨感情，用呼告、拟人直接与风、
雷、电对话，用短句、反复表达悲愤的心情。

四、表达感情作用



第三节
答 题 技 巧 (重 

点)



看标点+析语义+语境深层解读
标点符号表达效果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思考，迅速找到得分点。

(1) 标点符号分析。运用了什么标点，标点的基本作用是什么。(看标点)

(2) 标点符号语义功用分析。分析标点符号前后文内容，语义分析，如强调了什

么、表达了什么等。(看语义)

(3) 标点符号修辞 (表达) 效果分析。结合语境，分析表达符号所起到的表情达

意效果。这一点最难，也最关键一步，是必答内容。(看深层含意)

总之，标点符号的表达效果是多方面的，题目也很灵活，解题时要结合文本内容，

体会词语含义，绝对不能脱离文本。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
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她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
人; 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
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①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 ②一手拄着一支
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鲁迅《祝福》）

1.文中有两处画横线部分，请任选一处对比原句和改句，分析原句表达效果更好的原因。
改句①: 她一手提着内中有一个空的破碗的竹篮
改句②：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下端开了裂的竹竿

典例讲解

示例一：选择第①处。分析：从句式上看，原句“内中一个破碗”单独成句，定语“空的
”后置，句式简短灵巧；从语义重点上看，原句强调了祥林嫂用于乞讨的碗是空的、破的，表
明她乞讨艰难和命运的悲惨。

示例二：选择第②处。分析：从句式上看，原句逗号将“下端开了裂”独立出来，起突出
强调作用，说明祥林嫂用的时间长，无暇也无心换一支更好的，由此可见其生活境遇之差（或
生命已经走到边缘，对于身外之物已经无所谓）；从语义重点上看，说明竹竿长期承受较大的
重量，可见祥林嫂全身都要靠这支竹竿支撑，体现出她身体日渐羸弱，生命走入了尾声（或身
体状况之差）。 



（三）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
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
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
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
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
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
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
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
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水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

【分析不同标点的用法】2.文中三个加点的“呢”后面的标点并不相同，请简要分析原因。(3分)

【思维建模】结合语境，分析不同标点的作用→分析使用该标点的原因 经典好
题

【分析原因】①第一处，句意强调出乎意料，所以用叹号；②第二处，承接上文的叙述，引出下文的想

象，叙述轻松活泼，所以用逗号；③第三处，用反问句，写出作者无法找到合适的东西比拟梅雨潭的“

绿”，故用问号。（3分，每点1分，如有其它答案，能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到井冈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竹子。其形高挺，接天摩日，叶叶交叠，尾尾相衔，连阳光都难泼进

来一点，小涧清流，雾气氤氲。这气场，突然今我肃然起敬。在竹林中穿行，我居然未敢触碰一棵竹子，
脑海里老装着袁鹰的那段文字：“用它搭过帐蓬（a）用它做过水罐（b）用它做过扁担（c）用它蒸过
米饭；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嚎。”

3.文中（a）（b）（c）三处，有人认为都用逗号，有人认为都用分号，你同意哪种看法?
请结合语段简要分析。（4分）
【答案1】三处都用逗号好。前四个分句写竹子在生活方面的功用，第五个分句写竹
子在战斗方面的功用，两个功用之间用了分号，内部需要用逗号。
【答案2】三处都用用分号好。此处写竹子的五个功用，属于并列关系，而第五个功
用内部有逗号，因此并列分句之间用分号。
【解析】如果认为用逗号，分析“用它搭过帐篷”“用它做过水罐”“用它做过扁担”“用它蒸过

来饭”可知，这是一组结构一致、内容连贯的短句，再结合“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
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可知，最后一句与前面的四句内容发生了变化，前四句是生
活方面，后一句是战斗方面，其前的分号标注了大的层次，由此可知，前四句中间用逗号停顿即可。   

如果认为用分号，结合“用它蒸过来饭”后的分号分析，“用它搭过帐篷”“用它做过水罐”“用它做
过扁担”“用它蒸过来饭”“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
鬼哭狼嚎”这五个句子保持了大体相同的句式，内容上都是写竹子的功用，具有连贯性，而第五个分句
内部使用了逗号，因此五句话中间都用分号即可。

经典好
题



（2024年郑州市一测）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最后，来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大得简直可以当做房子住的水泥筒子。这些水泥筒

子有多重啊，它是那么滚圆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动都不动。①他们跑到这些山上去玩
起来。他们跑到这些大圆筒里玩起来。他们从一个圆筒上跳到一个圆筒上。

  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②孩子们
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4.对文学作品来说，标点标示的停顿，有时很有表现力。文中有两处画横线的句子，
请分析其中的句号、逗号是怎样增强表现力的。（4分）
【答案】①两个句号，将“跑到这些山上去玩起来”“跑到这些大圆筒里玩起来

”“从一个圆筒上跳到一个圆筒上”三组动作分割开来，叙述完一组动作后进行长时
间的停顿，表示每一组动作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三组动作不是交叉进行的，并逐一
强调了他们玩耍的内容，从而突出了孩子们玩得开心投入。
②两个逗号，将“这下面”独立出来，起到了强调地点的作用，突出了修下水道的
过程给孩子们的深刻印象，也和首句相呼应。
【解析】考查标点符号的作用。两个句号将三个独立而又有先后顺序的动作分割开来，既强调内容

的独立性，又强调动作的连贯性，突出孩子们的玩耍的趣味性。两个逗号把“这下面”隔开，单独做状
语，强调地点，突出了修下水道的过程给孩子们的深刻印象。

经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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