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

语法基础知识



语法大家庭
语素

词

词组（短语）

句子

花

鲜花

花团锦簇

花开了。

高中语文语法重点了解“词”“句子”两部分。



四级语法单位:

语 素

词

短 语

句 子（单句、复句）



词
实词

名词

动词

形容
词

数词

量词

代词

虚词

副词

介词

连词

助词

叹词

拟声
词

实词：有实在的意义、能做句子成分、能单独回答问题
虚词：一般没有实在意义，不能单独做句子成分，不能单独回
答问题。



第一讲：

      词性
                         



实
词

壹



              实词表示实在的意义，能够作短语和

充当句子成分，能够独立成句。

    根据实词的不同意义和不同作用，可以分为

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
代词以及拟声词与叹词。



• 一、名词的种类

• 1、表示人或事物。如：朋友、张恒、人民、道德、苦头

• 2、表示时间。如：秋天、早晨、明年

• 3、表示处所。如：北京 、中国 、 亚洲

• 4、表示方位。前、后、左、右

• 二、名词的语法特征

• 经常做主语和宾语



• 一、动词的种类

• 1、动作、行为。如：走、坐、听、看、批评、宣传

• 2、心理活动。如：爱、怕、恨、喜欢、羡慕、希望

• 3、存在、变化、消失。如：在、存在、有、发生、演变

• 4、判断动词。如：是

• 5、能源动词。如：能、会、愿意、敢、应该、要

• 6、趋向动词。如：去、上、下、进、出、回、开。

• 二、名词的语法特征

• 作谓语或谓语中心，多数能带宾语。



• 形容词的种类

• 一、表示性质、状态。

• 1、性质形容词。如：软、硬、甜、苦、好、坏

• 2、状态形容词。如：雪白、笔直、绿油油、水灵灵

• 3、表示不定数量。如：多、少、全、许多、好些

• 二、语法特征

• 可以做谓语或谓语中心语和定语



• 一、数词的种类

• 1、基数词。如：一、二、三、四、五、六

• 2、序数词。如：第一、第二、初一、初二

• 数词的语法特征

• 数词通常要跟量词组合成数量短语，才做句子成分。数量短语通常做定语或
补语、状语。



• 量词的种类
• 一、物量词。
• 1、专用量词。

• 度量衡单位：尺、丈、米、升、斗、两、斤
• 个体单位：个、位、件、本、间、把
• 集体单位：对、双、副、堆、批、群
• 不定单位：些、点
• 2、借用量词。

• 借用名词：头、口、尾
• 借用动词：挑（一挑水）
• 语法特征
• 总是出现在数词后边，同数词一起组成数量短语，作定语、状语或补语等。



辨别词性

 1．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做状语，表程度、时间、范

围等。 

（1）表程度的

，       

（2）表时间的

，      

（3）表范围的

，        

（4）表语气的

，        

（ ）表肯定的，

语法特征
都能作状语

如：很、极、最、太、越、稍、颇、非常

如：已、刚、才、常、曾、将、立刻、马上 

如：都、全、总、单、仅、只、一概、一律 

如：岂、却、就、竟、简直、难道  

如：准、必、的确、确实   



辨别词性

 1．副词：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做状语，表程度、时间、范

围等。 

（6）表否定的，     

（7）表示情态、方式的，

（8）表重复的，        

（9）表处所的，        

如：不、别、未、莫、无、勿、没有 

如：正好、忽然、亲自、仿佛、连忙 

如：又、再、还、尤   

如：到处、处处、随处、四处



辨别词性

副词：副词常限制、修饰动词、形容词，表示程度、范围、时间等意义。
一、副词的种类。
1、表程度。如：很、最、极、非常、十分
2、表范围。如：都、总、共、统统、只、仅仅
3、表时间、频率。如：已、已经、曾、曾经、刚、才
4、肯定或否定。如：必、必须、必定、准、的确
5、情态、方式。如：大肆、特意、亲自
6、语气。如：难道、岂、究竟



• 代词语法特征

• 1、人称代词

• 2、指示代词。指示代词用来指代人和事物。如：这、那、某、每、另等

• 3、疑问代词。如：哪，谁等



          :没有词汇意义光有语法意义的、不能充

当句子成分的词叫虚词。
             虚词可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

。 



辨别词性

  2．介词：用在名词（或短语）、代词前边，与之构成介

宾短语，表方向、处所、方式、时间、对象、比较，做定语、
状语和补语。

（1）介方向、处所，

（2）介方式、方法，

（3）介时间，      

（4）介目的，              

如：从、自、往、朝、向、在、于

如：以、依、照、凭、按 

如：从、自从、在、于、当

如：为、为了、为着 



辨别词性

  2．介词：用在名词（或短语）、代词前边，与之构成介

宾短语，表方向、处所、方式、时间、对象、比较，做定语、
状语和补语。

（5）介原因，

（6）介对象，

（7）介比较，

（8）介行为发出者，        

如：由、由于、因 

如：把、对、对于、关于、至于、除了

如：比、跟、同 

如：被 



辨别词性

3．连词：连接词、短语、句子、表示某种关系。

（1）表并列，

（2）表递进，

（3）表选择，

（4）表转折，        

如：和、同、跟、与、及、而、以及、并且 

如：而且、并且、况且、不但

如：或、或者

如：虽然、尽管、但是、可是、然而、不过 

如果……就……            只有……才……            
即使……也……          虽然……但是……



辨别词性

3．连词：连接词、短语、句子、表示某种关系。

（5）表假设，

（6）表条件，

（7）表因果，

（8）表取舍，        

如：如果、假如、倘若、要是、即使

如：只要、只有、除非、无论、不论、不管、任凭

如：因为、既然、所以、因此、于是、那么

如：与其、宁可、不如 



辨别词性

4．助词：附在词或短语、句子后面表示一定的结构关系或

附加意义或语气。

（1） 结构助词：

（2） 动态助词：   

的、地、得，所，似的、一样。

着、了、过。     

“了”是完成态：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着”是进行态：我听着歌做着作业。
“过”是曾经态：我找过她两次。



辨别词性

4．助词：附在词或短语、句子后面表示一定的结构关系或

附加意义或语气。

（3）“所”的作用
：        

A、构成所字短语：他所讲的故事都非常有趣。

B、用在“被（为）…所…格式中表示被动：

①贪官被人民（所）唾弃。             

②茅屋为秋风所破。



辨别词性

4．助词：附在词或短语、句子后面表示一定的结构关系或

附加意义或语气。

（4）语气助词， 

       

如：啊、吗、呢、吧、呐、呀、么、哇



辨别词性

5．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的词。

（1）表感叹，

（2）表招呼、应答

， 

如：啊、哎、呀、哇

如：喂、哎、哦

6．拟声词：这是摸拟声音的词。

如：呜、哗哗、轰隆、咚咚、沙沙沙、呼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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