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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常考题型与考分占比
章节 201904 201804 201704 201604 201510 201504

历年章节
分值占比

章节常考题型

第一章 4 7 14 6 10 9 8%
选择题、判断
题、名词解释
、分析与应用

第二章 25 27 20 18 23 20 22%
选择题、判断
题、名词解释
、分析与应用

第三章 33 35 26 42 41 27 34%
选择题、判断
题、名词解释
、分析与应用

第四章 21 14 34 28 16 38 25%
选择题、判断
题、名词解释
、分析与应用

第五章 10 10 6 6 10 6 8% 改错题

第六章 7 7 0 0 0 0 2%
选择题、判断
题、名词解释

总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试卷形式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40分)

一、单项选择（10*2=20）

二、判断题（10*2=20）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60分）

三、名词解释（4*5=20）

四、改错题（5*2=10）

五、分析与应用题（5*6=30）



第一章 现代汉语语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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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记忆脑图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提炼

考点一、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属性

抽象性

递归性

层次性

稳定性

A

B

C

D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抽象性A

· 语法单位具有抽象性

· 语法关系具有抽象性

李冰把花瓶打破了。

猫把老鼠赶跑了。

小妹把衣服弄脏了。

老师把作业本发下来了。

他们把侵略者打败了。

太阳将花儿晒蔫了。

……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抽象性A

· 语法单位具有抽象性

· 语法关系具有抽象性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递归性B

每一种语法关系都必须具有能够重复使用、不断嵌套的能力。

电影真好看（主语+谓语）

小芳说电影真好看

小敏知道小芳说电影真好看

我听说小敏知道了小芳说电影真好看

老师不相信我听说过小敏知道了小芳说电影真好看

……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递归性B

鸦鹊鹊，肚下白，打下请老伯，老伯耳朵聋；

请裁缝，裁缝手脚慢；请老板，老板心肠黑；

请菩萨，菩萨心眼偏；请神仙，神仙要猜拳；

请和尚，和尚不睁眼……

应用于儿歌：

（一个或几个类似的结构串联出几个句子，训练语言）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层次性C

· 语法单位的层次性（语素、词、短语和句子）

· 语法关系的层次性（三个以上的语法单位组合成的句法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的先后层次属性）

明 天 王 明 和 他 的 哥 哥 将 要 去 杭 州

偏 正

主 谓

联 合 偏 正

偏 正 述 宾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稳定性D

稳定性是语法的基本特点。

我们很难从语法规则本身看到社会历史更迭、新事物的产生、新观念的出现等现象。

但从历史长远角度看，由于语言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语言的接触等原因，语法规则也会发

生微调。（判断）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二、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1、构词形态是指一种语言系统作为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能够

独立运用的词语的构成方式。它可以从两个侧 面来看:一是词形与构成要素的关系

特点;二是词语构成方式特征。构词方式是指一种语言中词语是由哪些比它更小的

成分运用什 么方法构成的。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二、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2.组词手段，就是指将词语组合起来所运用的方法、形式。语序就是指能将词语按

照顺序组合起来并在组合过程中产生语法意 义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它是汉语区别

于其他语言的重要表现。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二、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3.语法手段是指造词以及将词语组织起来并在组织过程中产生语法意义的形式。

英语：词根+词缀=附加词（主要） 词根融合（次要）

able——enable、ability、unable

work——worker、workable

现代汉语：单音节上再造词 词根融合（主要） 附加式（次要）

重叠 轻声 儿化等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三、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1）词类成分与句法(子)成分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2）形态不是语法范畴表达的主要形式，语序与虚词是两个主要的语法手段

（3）短语与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有一致性。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考点四、与其他语言

英语在由音素构成的单词基础上再造词，主要的方式是由词根与词缀合成的附加词

。当然，也有词根融合等另外一些方式。 而现代汉语在单音节基础上再造词，主要

的方式则是词根融合，其次是附加式，另外还有重叠、轻声、儿化等多种方法。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历年真题

一、判断题

1.语法的层次性表现为三个以上的语法单位组合成的句法结构之间先后层次属性。（2019.04）

【答案】A  P7

【解析】语法关系的层次性表现为由三个以上的语法单位组合成的句法结构

之间所具有的先后层次属性。



一、判断题

2.语法规则具有稳定性，但我们也很容易从语法规则本身看到社会历史的更迭。（2018.04）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答案】B  P8    

【解析】语法规则具有稳定性，但我们很难从语法规则本身看到社会历史的更迭。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一、判断题

3.与英语相比，现代汉语构词主要采用词根融合的方式。（2017.04）

【答案】A  P19    

【解析】英语在由音素构成的单词基础上再造词，主要的方式是由词根与词缀合成

的附加词。当然，也有词根融合等另外一些方式。而现代汉语在单音节基础上再造

词，主要的方式则是词根融合，其次是附加式，另外还有重叠、轻声、儿化等多种

方法。故与英语相比，现代汉语构词主要采用词根融合的方式。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重点回顾

1. 语法的基本属性 ① ________性（语法_______具有抽象性，语法_______具有抽象性）、

② _________性（同一个语法规则可以在一个机构体里反复使用，构造出长度无限、数量无穷的语

法结构来）

③ _________性（语法______的层次性和语法_______的层次性：表现为由三

个以上的语法单位组合成的句法结构之间所具有的先后层次属性）

④ _________性（我们____从语法规则本身看到社会历史更迭、新事

物的产生、新观念的出现等现象）

抽象 单位 关系

递归

层次 单位 关系

稳定 很难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语法特点
重点回顾

2.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①词类成分与句法（子）成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形态不是语法范畴表达的主要形式；

③________和_______是两个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短语与句子的基本结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

3.与其他语言相比，现代汉语主要采用____________的构词方式；

英语则主要是词根+词缀合成附加词。

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语序 虚词 主要的语法手段

有一致性

词根融合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记忆脑图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考点提炼

考点一、语法学的主要种类

传统

语法学

结构主义

语法学

转换生成

语法学

功能

语法学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考点二、传统语法学

传统语法理论将语法看作一套具有规范价值的规则系统，研究语法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说话、

写作，在于纠正言语实践中的错误，强调规范性、纯语主义、文学至上等观点，采用拉丁语模型，

注重对书面语的研究。因此有人称这种语法为规范语法。

其主要内容有：

（1）突出形态与范畴的关系，强调形态的重要性，并根据形态归纳语法；

（2）中心词分析法（也叫成分分析法）“抓主干”；

（3）按意义标准划分词类。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1）突出形态与范畴的关系，强调形态的重要性，并根据形态归纳语法；

名词充当主语，主语也只能是由名词性成分充当；

如果动词做主语，也要形体上有所变化，如变成动名词或动词不定式；

（适合用来分析西方形态特征明显的语言）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2）中心词分析法（也叫成分分析法）“抓主干”；

（ 错 误 ） 的 观 念 // [ 总 ] 能 找 到 （ 它 ） 的 （ 藏 身 ） 之 处

定语 主语 状语 谓语 定语 定语 宾语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3）按意义标准划分词类。

名词是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名称的词；

动词是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的词等。

（不够严密）



考点三、结构主义语法学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替换法 分布分析法

变换分析法

03

01 02

直接成分分析法

04



考点三、结构主义语法学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直接成分分析法

04

在结构主义语法学看来，一个较大的语法结构一般是由两

个直接成分构成的，并由这一方式层层包容构成更大的句

法结构，因此，逐层地将结构的直接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

解析出来的方法，称作直接成分分析法，又叫层次分析法。



· 直接成分分析法

小 李 的 哥 哥 和 我 明 天 将 到 上 海 买 书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主 谓

联 合 偏 正

偏 正 偏 正

连 动

述 宾 述 宾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历年真题

一、判断题

1.逐层地将结构的直接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解析出来的方法叫直接成分分析法。（2015.04）

【答案】A  P23

【解析】在结构主义语法学看来，一个较大的语法结构一般是由两个直接成分构

成的，并由这一方式层层包容构成更大的句法结构，因此，逐层地将结构的直接

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解析出来的方法，称作直接成分分析法，又叫层次分析法。



第二节 语法学体系介绍
重点回顾

1. 直接成分分析法：在结构主义语法学看来，一个较大的语法结构一般是由两个直接成分构成的，并

由这一方式层层包容构成更大的句法结构，因此，逐层地将结构的直接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解析出

来的方法，称作直接成分分析法，又叫________________。层次分析法



第三节 语法单位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记忆脑图



第三节 语法单位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层 级 体 系

语素 词 短语 句子

短语

词

语素

句子

句子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考点提炼

考点一、语素

1.定义：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也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2.语素的判定方法：替换法

XY         XY'  X'Y         遗留成分 X 或 Y 保持原来的意义，那么被替换的 X 或 Y 就是一个语素。

如：青菜：青草、青色、青天……

白菜、花菜、韭菜……

“青菜”保持原来的意义，“青菜”算两个语素。



第三节 语法单位

如果一个结构体中某个成分可以被替换，而另外一个不能被替换，或替换后已失去原意，

那么，整个结构体只能算一个语素。

即汉语的半译意半译音词就属此类情形：

卡片：？ 卡车、？ 卡通

纸片、尿片、影片……

“卡片”结构体里，“片”可以被替换并与其他音义形式在保持原义的条件下组合；

“卡”却没有这一功能，卡是记音符号，“card”；

“卡片”算作一个语素。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语素的特征

（1）从音节形式上看，现代汉语的语素大多数是单音节的，但也有两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

（2）从构词能力强弱上看，语素可以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

（3）从构词特点和意义上看，语素可以分为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考点二、词

1.定义：词是由语素构成的，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表达特定的意义，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结构单位。

2.一般特点：

（1）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

（2）表达特定的意义。

（3）它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结构单位。

对于语素而言 对于短语而言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与西方其他很多语言不同，现代汉语的词有自己的特点：

（1）词语双音节化。

（2）同音词数量大。

（3）构成方式丰富。



第三节 语法单位
4.语素与词的区别：

（1）性质上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是语言系统中最基本的音义单位，

也是更高一级单位——词的构成材料，它总是属于构词层面。词则是最小

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是直接构成短语和句子的材料。

（2）意义上语素的意义多是不明确的，而词就不同，无论是意义实在的，还是

意义虚泛的，一般都能给以比较明确的界定。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考点三、短语

1.定义：短语是由词和词构成的句法单位。汉语的短语则专指临时组配的大于词小于句子的单位。

短语的结构关系与句子的

内部结构关系基本一致，

因此，很多短语只要加上

语气，放在具体语境中，

就可以直接成为句子。



第三节 语法单位
2.短语与词的区别

（1）意义上，词义具有整体性、抽象性，但短语则不同，其意义就等于构成成分意义的总和；

（2）语音上。在语音上词是停顿的最小界限，构成词的语素之间一般不能停顿（强调停顿例外）

但短语的构成成分之间可以停顿；

（3）结构上，词的构成成分结构紧密，不能随意扩展。而短语因为是临时组合的，因此其构

成成分之间结构松散，可以扩展。

句法作用看，词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可以直接充当句法成分；

而短语则是由词构成的高一级单位，其内部还可以再切分成更小的单位——词。



（1）意义上，词义具有整体性、抽象性，但短语则不同，其意义就等于构成成分意义的总和；

第三节 语法单位

火车 ≠ 火 + 车

雪白 ≠ 雪 + 白

眉目 ≠ 眉毛 + 眼睛

海带 ≠ 海里的带子

词义的整体性、抽象性

短语意义=构成成分意义总和 高级电脑

雪很白

让她去工作

对祖国



（3）结构上，词的构成成分结构紧密，不能随意扩展。而短语因为是临时组合的，因此其构

成成分之间结构松散，可以扩展。

第三节 语法单位

祖国 祖宗（辈）的国

学习 学和习

词 ×
×

大河 大的河

调查研究 调查并（和）研究

短语 √

√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考点四、句子

1.定义：在口头和书面表达行为中，往往以词语或短语为材料组成更大的单位，通过这个单位表达

一个完整的意思，并且伴有特定的语调，这个单位就是句子。句子是语法链条中的最上层

单位，也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基本的表达单位。



2.构成句子应具备的条件：

（1）必须以词或短语为结构材料，并通过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

第三节 语法单位

完整的主谓短语构成：“山上的树变绿了。”

非主谓短语构成：“又下雨啦！”

一个词构成：（女儿喊）“妈——”（妈妈应）“哎！”



（2）它必须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能完成明确的交际任务。

第三节 语法单位

这五天来，我天天跟她在一起。

你天天？跟这疯女人？

是的。……我们天天去那儿。

那儿？那儿是什么地方？

牌坊。

牌坊？

牌坊。

陈洁《牌坊》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它必须含有一个特定的语调或语气。

鲍其宏已经从隔壁房间过来了，和侯四高坐在一起

喝茶，鲍太太推门进来了。

鲍其宏说：“唉，你怎么进来了，有什么事儿？”

鲍太太说：“你刚才哪儿去了？”

鲍其宏说：“我呀，我陪客人在餐厅里。”

鲍太太冷笑：“什么时候开始撒谎了？”

鲍其宏说：“哎，你这是什么话！”

陈闯《策划幸福》



第三节 语法单位

（4）它只能存在于一个具体的语境中。

“你真好”直接陈述：肯定和感激

讽刺、挖苦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1）性质不同：词或短语是句子的基础材料，是脱离具体语境的静态单位。

句子则是由词、短语构成的表达单位，它必须依托于具体的语境。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2）词、短语没有特定的语调或语气，而句子一定有具体的语调或语气。

短语：王明去上海

陈述语气，语调平缓，用于陈述事实：王明去上海（了）。

祈使语气，语气下抑，用于发出指令：王明去上海！

疑问语气，语调上扬，用于提出疑问：王明去上海（啦）？

反问语气，语调曲折，用于怀疑事实：王明去上海？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3）词、短语没有临时插入的特殊成分以及感叹词等，但句子可以有。

总之，我们的计划是详尽而周密的。

你说的那本书，我已经把它买来了。

唉，如果准备得充分点，他们可能干得比你们还要好！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4）词或短语不会出现省略、倒装等现象。句子由于语用的作用，可以出现成分的省略或倒装。

问：（你）去哪儿？答：（我）去书店。

多么及时呀，这场雨！



第三节 语法单位
3.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5）因为脱离具体的语境，词、短语的表意是明确的，其意义可以直接从表层形式得到。但

句子则不同，因为句子与语境各种因素紧密相关，因此，一个句子的形式意义不一定就是其实

际言语意义。

女儿（对父亲说）：“爸爸，今天是星期天啦！”



第三节 语法单位

历年真题

一、单选题

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2015.04）

A．句子的性质决定了句子具有表述性 B．词和短语构成句子,都具有表述性

C．短语的性质决定了短语具有表述性 D．除语素外,其它语言单位都具有表述性

【答案】A  P36

【解析】句子是以词语或短语为材料组成更大的单位，并且表达一个完整的

意思，能够完成明确的交际任务，所以句子具有表述性。



第三节 语法单位

二、判断题

1.短语与句子的结构关系基本一致，因此很多短语就是句子。（2019.04）

【答案】× P35

【解析】短语需要加上语气，放在具体语境中，才可以成为句子。



第三节 语法单位

二、判断题

2.句子和短语的区别是，句子一定比短语长，短语比句子短。（2017.04）

【答案】× P38~39

【解析】句子和短语的区别不在于长短。



第三节 语法单位

三、名词解释题

1.句子（2018.04）（2015.10）

答：1.以词语或短语为材料组成更大的单位，通过这个单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并且伴有特定的语调，这个单位就是句子。

2.句子是语法链条中的最上层单位，也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基本的表达单位。P36



第三节 语法单位-重点回顾

1. _________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也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2.语素的特征：

①从音节形式上看，现代汉语的语素___________________，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从构词能力强弱上看，语素可以分为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

③从构词特点和意义上看，语素可以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

3.词是由_______构成的，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表达特定的意义，能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词的一般特点：①词语__________。

②__________数量大。③构成方式丰富。

大多数是单音节的 也有两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

成词语素 不成词语素

词根语素 词缀语素

语素

双音节化

同音词

语素

独立运用的最小结构单位



第三节 语法单位-重点回顾

5.词和语素的区别。

6.句子：在口头和书面表达行为中，往往以____________为材料组成更大的单位，通过这个单位表达一

个完整的意思，并且伴有____________，这个单位就是句子。句子是语法链条中的____________，也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构成句子的条件：①必须以___________为结构材料，并通过一定的__________组合起来。

②它必须表达一个_________________，能完成明确的交际任务。

③它必须含有一个__________________。

④它只能存在于一个_______________中。

8.句子与词或短语的区别。

词语或短语

特定的语调 最上层单位

言语交际活动中最基本的表达单位

词或短语 语法规则

相对完整的意思

特定的语调或语气

具体的语境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