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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_E7_BB_83_

E5_A5_BD_E6_96_87_E8_c65_106306.htm 一、 断句解读 韩愈

在《师说》中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习其句读”就是教学生断句。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一

篇文章甚至一本书，都是一个汉字挨着一个汉字地写下来的

，所以前人读书都要自己断句，常常在一句话的末了用“。

”断开，叫“句”；在一句之内语气停顿的地方用“，”断

开，叫“读”（dòu）。给古书断句也可以叫断句读。 二、

考点解析 2004年，断句被列入北京高考语文《考试说明》。

作为一项能力来考查，2005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试题中也出

现了给文言文加标点的题目，2005、2006全国高考有多个省

市考了文言文断句。 断句是考查文言文的传统方式，是学习

文言文的基本功。明辨句读，要综合运用古汉语字词句及古

代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常识，因而断句能力高低，成了阅读文

言文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人之所以重视断句，是因

为断句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对文意的理解，断句失误，必然

误解古文原意。古书中就有一些记录断句不当而造成理解错

误的材料。《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

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一足，一只脚。笔者注），信

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

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

有一，足。非一足也。” 这个小故事，对于人们认识断句的

重要性，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高考试题回放 (1)用“/

”给第一部分文言文阅读材料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断句。（3分



） 史官曰交友之道难矣人当意气相得时以身相许若无难事至

事变势穷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多矣况既死而能养其亲乎吾观

杜环事虽古所称义烈之士何以过而世俗恒谓今人不逮古人不

亦诬天下士人哉 参考答案：（1）史官曰/交友之道难矣/人当

意气相得时以身相许/若无难事/至事变势穷/不能蹈其所言而

背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养其亲乎/吾观杜环事/虽古所称义烈

之士何以过/而世俗恒谓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诬天下士子哉

（2006年高考广东语文卷第１２题） 从试卷的得分情况可以

看出，考生文言文的断句能力较差，这实质上是缺乏文言文

的语感。缺乏语感的原因无疑是平时只做题不读书，诵读得

太少，而没有必要的积累。语文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积累

，靠感悟，靠熏陶，对文言文的学习更应如此。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