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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句⼦
เขียนประโยคอยา่งไร

1.语义完整
⼀句话要表达⼀个完整的意思。如：
• 我们都学习汉语。
• 他哥哥不是⼤学⽣。
• 你有中国朋友吗？
• 张⽼师太⾼兴了！
• 你跟我们⼀起去上海吧！

2. ⽤词得当
• *他今年⼆⼗三年。（岁）
• *晚上我要⻅⾯我的朋友。（⻅）
• *妈妈对⼉⼦的爱情很深。（爱）
• *桌⼦旁边有电视台。彩电放在电视台上（电视柜）
• *她看起来很年轻，事实上，她的年龄不少。（小）
• *他进了⼀个球，⾼兴地向我们站起⼿来。（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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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乎语法
• *妈妈⼯作在图书馆。——妈妈在图书馆⼯作。
• *我把作业没做完。——我没把作业做完。
• *他踢⾜球得很好。——他⾜球踢得很好。
• *我们下了课就回去宿舍。——我们下了课就回宿舍去。
• *哥哥⽐我⼀点⼉⾼。——哥哥⽐我⾼⼀点⼉。

4.简洁⽣动
句⼦在写对的基础上，应尽量简洁，不要拖泥带⽔。
• *晚上，我吃了晚饭以后，我看电视新闻。——我吃了晚饭就看电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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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成分和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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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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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定语后带“的”，有的定语后不带“的”
他是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
有多项定语时，⼀般只有最后⼀项带“的”。

• 有多项定语时，先后顺序⼀般是：
谁的 + 什么时候的/什么地方的 + 指量/数量 + 什么样的 + 什么 + 名词

注意事项

1.他送给我 ⼀本 ⾮常有意思的 汉语 书。3                  4            52. 他的 那个 旧 玻璃 杯⼦ 摔坏了。1          3       4       53. 他们公司的 那位 能⼲的 项⽬ 经理 辞职了。1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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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1.⼀年级的 他 听⼒课 负责 2. 巨⼤的 获得了 公司 利益

4. 存在 他 ⽅法 问题 的 5. ⼈们的 这篇 反映了 ⽂章
愿望 6. 表演了 节⽬ 他们 传统

3.中国 悠久的 拥有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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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7. 这位 招聘的 负责 经理 ⼯作 8. 计划 这个 ⽀持 ⼯作的 得到了

9. 他的 ⾮常 学习 认真 态度 10. 那位记者 失去 采访了 ⼯⼈ ⼯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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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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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状语后带“地”，有时候不带“地”，有的状语带不带“地”都可以。
• ⼤部分状语放在谓语前。

*时间、处所词作状语时，可以放在谓语前，也可以放在主语前。
1.他昨天来过。——昨天他来过。
2.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在北京我有很多朋友。

• 多项状语的顺序：
语气副词 +	时间 +	地点 +	对象 +	状态 +	动词

1.	他 竟然 坐在地上 ⼤声地 哭 了起来。 2.她 现在 在家⾥ 陪孩⼦ 玩 呢。
1         3          5                     2         3          4        

3. 他 昨天 在书店 给你 买 了⼀本书。
2        3         4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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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项表⽰时间的状语的顺序：
时间名词 +	介词短语（表时间）+	时间副词 + 动词

1.她 现在 已经 ⼯作 了。1       3      2.我 前天晚上 从六点起 就 开始 复习。1                 2         33.他们 昨天 从中午 ⼀直 聊 到晚上。1          2          3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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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1.亲⾃ 电话 总统 打来了

2.有关部⻔ ⻢上 ⾏动 采取了 3.强调了 经理 任务的重要性 再三

4.这个部⻔ 安全检查 主要 负责 5.说明了 那位⽼⼈ 事情的经过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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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7.进出口公司 破产了 那个 已经

6.他们 顺利 那次任务 完成了

8.终于 技术问题 那个 解决了

9. 完全 他的 恢复了 ⾝体

10. 中国的 下⾬ 经常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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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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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介词短语的主要功能是作状语。作状语时，不⽤“地”。
2. 介词短语作定语时，要⽤“的”。

⚬ 我同意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 这是关于“饺⼦”的传说。

3. 只有“于”、“⾃”、“到”、“在”、“给”、“向”、“往”等少数⼏个介词可以组成介词短语作补语。
⚬ 他来⾃中国西部的⼀个小城市。
⚬ 他会把你送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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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4. 介词后不带“着”、“了”、“过”。
• *他在着房间⾥睡觉。
• *他朝了我点了点头。

5. 否定形式在介词前加“不”，或者“没”。
⚬ 他不在宿舍学习。
⚬ 我没为这件事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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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1.为孩⼦ ⽗⺟ 操⼼ 总是

2. 买了 妈妈 很多礼物 给孩⼦ 3.这种现象 解释 科学家 做出了 对

4.⽂学 她 对 产⽣了 兴趣 5. 重要的 这份材料 提供了 我们 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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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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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
1. 应该 你 下来 冷静 2. 明⽩ 终于 他 过来了

3. 想得 她 周到 ⾮常 4.你的作业 乱 太 了 写得

5. 很 小王的 记得 详细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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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节⽬ 今天的 表演得 成功 ⾮常
完成句⼦

7.那位 作家 有名的 1960年 出⽣于

8. 减少 有利于 慢跑 ⼼理压⼒ 9. 于 ⽂学作品 ⽇常⽣活 来⾃

10. 于 那位教授 北京⼤学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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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状态
进行态 持续态

完成态 将要
进行态

经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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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态

CHL3401 



进⾏态也可以省略“呢”或“正在”。
“在”前常有“总”、“还”、“⼀直”、“⼜”、“经常”等副词。

他还在想那件事。 她⼜在看电视。
进⾏态不能和“了”、“过”、结果补语、时量补语或者动量补语⼀起使⽤。

否定式在“正”、“在”、“正在”前加“没”。
他没在睡觉。 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没在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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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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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态可以和进⾏态⼀起使⽤。

持续态可以⽤在其他动词前⾯作状语，表⽰后⾯动作的⽅式。

持续态不能和“了”、“过”或者补语⼀起使⽤。
*⻔开着了。

外⾯正下着⾬呢。 他正上着课呢。

他听着⾳乐写作业。 他们喝着咖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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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态的时间可以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

否定式在谓语前加“没”，谓语后⼀定要⽤“着”

去年墙上贴着⼀幅画。 两年以后，我⼀定会笑着离开。

*抽屉⾥没放学⽣证。
书上没写着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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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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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宾语时，宾语前有定语时，“了”放在谓语和宾语之间。如果没有定语，句末多⽤“了”

有结果补语时，“了”要放在结果补语后。

完成态的时间可以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
昨天他看了⼀个电影。 明天我吃了饭就去找你。

我买了今天的报纸。 我买书了。

我看完了那本书。 我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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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式在谓语前加“没”，不再⽤“了”。

注意区别放在谓语后的“了”和放在句末的“了”。“了”在谓语后主要表⽰动作的完成，在句末主要表⽰变化。

如果宾语是小句⼦，谓语后不能再加“了”，但是可以放在句末加“了”。
*我知道了他是⽇本⼈。 我发现他有⼥朋友了。

*他没去了。 我没买那本书。

他有了⾃⼰的公司。 我有⾃⼰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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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语后有情态补语时，谓语后不能再加“了”，但是可以在句末加“了”。

谓语前有“已经”时，句末⼀定有“了”。

否定式在谓语前加“没”或“不”。⽤“没”时，不再⽤“了”。
他没到北京。 我不想去了。

*他说得了很清楚。 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已经走了。 他的病已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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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
进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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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较正式，后⾯⼀般不⽤“了”。

将要进⾏态的时间可以是过去，但后⾯不⽤“了”。

否定式在谓语前加“没”，不再⽤“要/就要/快（要）/将（要）”。
*我没快要毕业。 ⽕⻋没到上海。

他将要出席那个讨论会。 奥运会将在巴西举⾏。

电影要开始的时候，他忽然肚⼦疼。快毕业的时候，他找到了⼀份理想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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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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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果补语时，“过”要放在结果补语后。

谓语前常有“曾经”。

否定式在谓语前加“没”，谓语后⼀定要⽤“过”。如果谓语前有介词短语作状语，“没”多放在介词短语前。
我没吃过这种⻥。 我没和他说过话。

我看⻅过那个⼈。 我答错过这道题。

他曾经去过上海。 他曾经在哪⾥⼯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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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1.⼀直在 研究 ⽼张 中国历史

2.秘书 会议的记录 正在 整理 3.在 森林的⾯积 减少 ⼀直

4.沙漠化的 ⾯临着 威胁 很多地⽅ 5.存在 东西⽂化 着 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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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句⼦6. 科学技术 了 改变 ⼈们的⽣活⽅式

7. 部⻔的 辞职 也 经理 了 8. ⼯作计划 再 改变了 不要

9. 婚礼 他们 举⾏ 了 快要 10. 也 我们 听说 过 那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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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句
การเขียนประโยคความรวม ประโยคความซ้อน



基本结构



• 这种橘⼦⼜便宜⼜好吃。（并列）
• 她不但会画画⼉，而且画得很好。（递进）
• 如果明天不下⾬，我们就会去上海。（假设）
• 虽然我没⻅过他，但是听说过他的名字。（转折）
• 这种书包不是小王的，就是小李的。（选择）

复句中各分局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关系
注意事项



关联词可能在分局前，也可能在分句后。
• 不是我不愿意去，而是他不让我去。
• 你只要认真去做，就⼀定会做好的。

有的复句中间没有停顿，看起来像单句⼀样，
但是句中包含两个相对独⽴的内容，有条件、
让步等关系，这种复句是紧缩句。有的紧缩句
可以⽤成对的关联词，有的只⽤⼀个关联词，

有的不⽤关联词。
• 要是不下⾬就好了。
• 再难也要试试。
• 你愿意你就去。
• 不同意别勉强。

连接复句的关联词，有的必须成对使⽤；有的可以成对使⽤，可以单⽤；有的只能单⽤。
• 他既聪明⼜努⼒。
• 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 他来过⼏次，不过很快就回去了。



• 我⼀进⻔就看⻅你了。
• 要学什么就要努⼒学习。
• 你说什么也得去。
• 他想要⼜不好意思说。
• 他们失败了还要⼲。

• 有意⻅以后再提。
• 坚持到底才能胜利。
• 谁看⻅她都喜欢。
• 他看⻅了却假装没看⻅。
• 他因为下⾬不能来。

紧缩句中常用的关联词

• 他越说越⾼兴。
• 咱们不⻅不散。
• 我⾮学好汉语不可。
• 你不说我也知道。
• 再说也没⽤。



完成句子

1.如果能/就/便宜⼀些/再/好了
2.不/就/愿意去/要是你/算了
3.要是/就/下⾬/别去了/还
4.假若/就/误会/⿇烦了/被
5.练习/多/就会/只要/进步



完成句子

6.只有/才能/努⼒/取得成功/不断
7.不能/⽆论/都/放弃/什么时候
8.不管/要/都/坚持下去/多难
9. 来了/已经/就/既然/别走了
10.他由于/而/去开会/没/⾝体不好



祈使句
ประโยคคาํสั+ง



基本结构



注意事项
1.主语多是“您”、“你”、“你们”、“我们”、“咱们”，常省略主语
• 你们快去吧。
• 快走，来不及了。

2.句⾸常⽤“请”、“⿇烦”、“劳驾” 、“要”、“应该”等。
• 请过来⼀下。
• ⿇烦您帮忙看看。



句⾸加“请”；句末加“了”。

• 你跟他⼀起走吧。
• 你快来啊。

3.句未常⽤语⽓词“吧”、“啊”

• 不能在这⾥抽烟。
• 别过来。

4.否定式在谓语前加“别”、“不要”、“不能”等。

• 请不要乱扔垃圾。
• 请别这么说。

• 别去了。
• 不要猜了。

注意事项



完成句子

1.请/阅读/仔细/使⽤说明
2.主动/有关部⻔/请/联系
3. 递交/请/留学申请/按时
4.认真/明天的考试/请/准备
5.提前/请/座位/预约



完成句子

6.请/这个句⼦/翻译/帮我
7.寄/请/⼀张明信⽚/帮我
8.找/请/⼀条小号的裤⼦/帮我
9.请/买/帮我/⼀份报纸
10.练习/帮我/请/发⾳



标点符号



句号（。）

1．用于陈述句的末尾。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2．用于语气舒缓的祈使
句末尾。

请您稍等一下。



问号（？）

1．用于疑问句的末尾。 他叫什么名字？

2．用于反问句的末尾。 你不是最了解他的吗？



叹号（！）

1．用于感叹句的末尾。 !"#$%&'()*

2．用于语气强烈的祈使
句末尾。

+,-*

3．用于语气强烈的反问
句末尾。

./012345*



逗号（，）

1．句子内部主语与谓语之间
如需停顿，用逗号。

我们看得见的星星，绝大多数是恒星。

2．句子内部动词与宾语之间
如需停顿，用逗号。

应该看到，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

精力。

3．句子内部状语后边如需停
顿，用逗号。

对于这个城市，他并不陌生。

4．复句内各分句之间的停顿，
除了有时要用分号外，都要

用逗号。

据说苏州园林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

十多处。



顿号（、）

用于句子内部并列词

语之间的停顿。

!"#$%&'()%*+,
-*.%&#/

012345)6789:/



分号（；）

1．用于复句内部并列
分句之间的停顿。

!"#$%&'()*+,-.#$%&'/"/01

2．用于分行列举的各
项之间。

23$456789:;<=>?@

ABCD7=EFGHI:GJKL,

AMCFGHI:=EHINGOGHI OGL,
APCOGHIO=EQG4RQGS1



冒号（：）
1．用于称呼语后边，表示提
起下文。 6789:;8<

2．用于“说、想、是、证明、
宣布、指出、透露、例如、如

下”等词语后边，提起下文。
4=>?@A,<BC9DEFG*H

3．表示引起下文的分说。
IJKLMNOPMQ<RQSTRQS
UVQSWVQX



冒号（：）

4．用于需要解释的
词语后边，表示引出
解释或说明。

外文图书展销会

日期：10月20日至于11月10日
时间：上午8时至下午4时
地点：北京朝阳区工体东路16号
主办单位：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引号（“”）
1．用于行文中直接引
用的部分。

BYZ[9\]^H_`ab9cdef
ghiNjklmX

2．用于需要着重论述
的对象。

nopqrstNuvwxy9z{BN
|N}HXBN|H~FxN�Ä9BN
}H~FxNÅÇX

3．用于具有特殊含义
的词语。

_É$BÑÖoHÜFiáàâX

4．引号里面还要用引
号时，外面一层用双

引号，里面一层用单

引号。

4äãEå<Bçé9èbêëíìFî
ïëñóH



括号（）

用于行文中注释的部分。

注释句子中某些词语的，

括注紧贴在被注释词语

之后；注释整个句子的，

括注放在句末标点之后。

（1）中国猿人（全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

简称“北京人”）在我国的发现，是对古人类学的

一个重大贡献。

（2）写研究性文章跟文学创作不同，不能摊开

稿纸搞“即兴”。（其实文学创作也要有素养才能

有“即兴”。）



破折号（——）

1．用于行文中解释
说明的部分。

!"#$%&'()*+,-&.(/012

/)345'6789&:;<=>>?@'

/A

2．用于话题突然转
变。

BCDEFGH>>IJKLMNOPQRS

TUVV"(&WXYA

3．用于声音延长的
拟声词后面。

BZ>>R[\]^5A



破折号（——）

4．用于事项列举分承的各项之

前。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环境物理学分为以下五

个分支学科：

──环境声学；

──环境光学；

──环境热学；

──环境电磁学；

──环境空气动力学。



!"#$
%&'



!"#$%&'(

)*+,-./0

123456

78#9:;+#<=>'?)@:;AB2+!CD/A

E8F"!#(:GH+IJKL%MNA

O8#9PQRSTASTI'UV+I'WX+I'YZ+I

'"[+I'\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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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Á <=ß®ë:,íVá>?ÇIß®&L@AÇB⁄C&DE'íx,F@

ÇGÉ3ß®&@HI§JO&ÇUKLMıINOå†»Í!£



Ú`3:‹›„‰IáÂiÊ,

tíVPPQRß®IáhS&Ç)TUI,ÇIŒfiêV¸˝˚WÆ,Çt

èêhXéíñ&[®'íYZ,T/[&Ç\√3]^&_STá9≠`aÇ,

\bÇíc≠,ÇaIíKL\0„‰I56`d,†»Í!£

Ú`4:Á âäËÈë:,

‡¥efIgE&häiµjé3ß®Ikl,MıTm@mVIäáQRß

®&ınÃπ∫öo©I®M&pjèê'íqP\=rsINOtu,ı„‰&

Çê⁄⁄12œ√Ñ9v:�gEß®IäŒfi,†»¤!£



Ú`5:WªÎÏÌÓÔß®,

ÏÌbÇ./#ß®wx,´∏&Çy3íVz{&'R3íV|,ÄÅÇÎ

ÏÌ‹›3ÇIwx,}˜I¿Õ~&Ç12œ�˜ÀwxIÄÅtÇ7,Cé√

ÏÌIÄÅ&bÇÉéÑ/IÖÜ�gEì)áéI,†»Í!£

Ú`6:ŒfiÎÏÌÓÔß®,

àÅÇœΩŒfiÛÙıÉ¶ÏÌÁ "Iß®âä,ÛÙ1C”�3ˇ!ñ9

ºã&ÏÌåœ˜Iâäåçé&íèºI◊—,ÇÉéTçê>?&ùûÇ'C

ó˜/◊$C”�ë™CbÏÌÄÅIí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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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B`ì9:



13
îTïñ

ó!ò“



14

12Öö./^ôö`&}ëë:õú&

í®ÇêIÛùfi,

• }îï“û“)/yˇ!“ˇ!≈(“ıüê“”�π,fH“û”t“ˇ!”)+o©Ië
:&†7ùfiI9:,

• íV≈(Çê°I4¢)£§/]•?&pj°/#ùfi&∑∏Çê•©ë“´ˇ!”�
“F@¶”&ß=∏´_`®©)∑�Zú,

• ™û´d12¨¥á≠IÆØ�7öABèêIƒ∞&)§N±≤≥‡ß®Iá,¥ú
Tà#á&µ∂ABèêIiÊdŒ§�Œfi&±≤S±∑,

• ™)ˇ!´dµ∂Z[èêƒ∞�G˝�èê∏öIπ∫π∫”ª,
• *é12)fiºI)∑±≤Ωæ‹›,Zø12)fiºIZú&'12)WªIœm,
´3¿_`IJKU¡¬&√ƒùfiw&12ı≈∆/™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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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V±ãq

≈ó!ò“

!"ãV≈&∂…(…,µ∂

…/™4i I«À&pÃÕ

+ŒœI–6,

æ8ÃÑÖøI¿ÕŒ≈œö

Wª≈——

æÑÖøœöWª≈



!"ãq≈&—©“”,Çê12}O‘tJKà#

wÑ’÷◊”,

• }O‘Sÿ&12_+eÿ,12ŸÖM⁄*GHn*&\◊

¤‹4›fi*—I«Àflr,Ú¥d

Sx§t¶ß®ìE4*ÑÖ——

| )Sx§•)¶ß®&Çê1CìØÑÀ\#+:dÑÖ,



‚‡·}JKSÿ&12}≈‚�;ç�á≠�fiº�„∑tZú‰

©ÂÊÁ◊”_`JK,

• }“ˇ!≈(”õú&‹›fi˝πNI≈‚,Ú¥d

ËË9ÇÉÈÍ,——S#ÎÏ&ËË9ÇÉÈÍ,

• }“ıüê”õú&‹›fi˝πNI;ç,Ú¥d

ÇÉ%èÌ3/#Ó≠,——ÇÉÔI#Ò%èÌ3/#Ó≠,



• }“û”õú&√RÀá≠Úª�ÆÛ�wÙ�O‘I£.,Ú

¥d

]ıwÙ*ˆ,——]ı)ÇIx§Œ§&˜wÙ*ˆ&KL`a

sá&TíV˜¯,

• }“ˇ!fi”õú&U˘˙;°§JK,Ú¥d

Çê˚3/Øê,——Çê˚3àÅI¸˝S˛&ìÉé+FIˇ

!Œœ"3,



• }“´ˇ!”õú&#$‹›Ωæ«À,Ú¥d

x§%6FÇê/&îΩÑ,——x§%62F&˜É'Iß®&Ç

@()§JO&*+Çê⁄⁄¨,+�π-º&L)/&îT.ØΩ

Ñ,

• }“F@¶”õú&“F@¶”¯Zú,'12ıZøXπGc”&

/µ>?JK,Ú¥d

Çùû˜Zçê@,——Çùû˜Zçê@&ÇTñV+”À˜ÿ&

TñV;w”9˜Éœœ&h«Çê/BØ¥éí*Æå,



¤‡·}£.wmSÿ&12Àá≠I01�O‘�Æ~’÷£.,

Ú¥d

˜)#23Iä4ê——

˜)#23Iä4ê&#—òòI&¿Õ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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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TUIN:,>Çœ√3

/VWX,ÇÉéYZ[TU&F2

_S(Ì3±@,>ùûTUØKL

\#Ó≠,†…!£

◊”67

TU)ÇIñ˜¯&x§%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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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片写作

真题分析与解题方法



!"#$%&'()

*+,-%./+0

1

2

1)2345)67

89:3

4 ;9<=



1.观察图⽚，确定主题 >?*+,-%./+0

@?89:

ABCDEAB/FG-EH
IJKAB

LLMNOPDEKQR。

• STUVABK,W
• XYZUVPABK,W
• [\UVPAB]Z^_`ab
• cBdeKfgC(chCij
HklKc

• mUVNnopKDEABq
• _nABrstuvmKq
• m^wxyYiz{s|}K~�q
• _rNÄTÅ%ÇÉ^ÑÖxÜáà
8â“DEäã”q

• måVwçéq

• èV_ê#$%wxcëíìVij
UVPKDEABq

• ]mîìVïññq
• óò}ôcö%ññõúùXYZU
VPDEABq

• ûOü:PDEKúù%††°°ë
vG¢£É§•q



¶?;9<=

• mUVNnopKDEABq
• _nABrstuvmKq
• m^wxyYiz{s|}K~�q
• _rNÄTÅ%ÇÉ^ÑÖxÜáà8â“D
Eäã”q

• måVwçéq

• èV_ê#$%wxcëíìVijUV
PKDEABq

• ]mîìVïññq
• óò}ôcö%ññõúùXYZUVP
DEABq

• ûOü:PDEKúù%††°°ëvG
¢£É§•q

mKß|D®©™äã%{´

´¨á≠ÆØ∞ï{±%≤≥¥ï

wxµ|~�q∂∑mUVïNO

∏πK∫:%ªºNè%ôÉ^N

ÄΩÅæ%ÇÉ^ÑÖxÜáà8â

øDEAB¿q¡å¬ï√mƒ≈

opçéqy∆@«z

èV_»#$%wxcíìV

…Ü…êKDEAB%≤mìVK

rññKQRqññõúù}ôw

ö%ü:¢PDEú ≈VKÀÃ

KABrNÕÉ§HNOŒœq–

—D®≠ÆØ∞ï%m¢_“ü:

1çéqy∆@«z



”?!"#$%

&'()

>?*+,-%

./+0

@?89:

¶?;9<=

• #$CNO‘c—
ª’÷q

LLMª’÷K◊ÿq

• ^OÃŸ⁄%v†°
H¤~�ª’÷q

• ‹’÷%›VïNO
ÃŸ⁄q

• mfifl≈ï‡N·q
• mv‚„ª’÷%‰ÂG
¢_OÃŸ⁄q

• °°›ïÊÁw∞Ëq
• °°òmåVÈÍq
• °°ÎmÏÌ$ÓvGq

m—Ôß=fiflß≈ï‡N·%©™∞ËqÒ}ÁÚÇv

‚„ª’÷%‰ÂG¢_OÃŸ⁄q°°›ïÊÁÛ¬Ùıïˆ

Y%˜GòmåVÈÍ%¯ÎmÏfiflKÌ$Óv˘qèV°°

_`∞Ë%mƒ≈wº˙qy∆¶«z



”?!"#$%&'()

• #$CÑO˚c—è¸flq

LLM˝~�N˛è¸flKQRq

LL˚cKËˇ!Ãq

>?*+,-%./+0

• ij˝Ã~�N˛è¸flq
• "#$%KËˇ!Ã{sC˚c&
'è¸fl%‘c&'è’()q

@?89:

• m¢ÑOcN˛è¸flq
• óò*+}K’(À*%,Ê
m¢—*+}è¸flq

• Ú-è¸flú%.ôë/0â
NO1¸q



¶?;9<=

û234¸flú%m¢ÑOÃ~�ë/N˛èq_2r—*

+}%G}K’(À*qNèVa5KÙ6%m¢6Ë7Ù'8

˛YqÀ^9+KrÚ-%û2è¸flKúù%G.ôë/0â

NO1¸qy:;«z

wx"#ëíòè<`’(-=>D?@%ˆ–_ÜA)(

/róò˚cB‘cKËˇC{sC˚c˝&'DEfifl%‘c

F G&'’()q/ì5H_OA)%FÊIJÎK"¢N˛

è¸%#:¢N˛è’()qy∆¶«z



请结合图片写一篇80
字的短文

1

2

G¢—ºíq

LMºíK,WyNO%

tDKPQz

3 • บริษทั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ประชุมทุกวนัศุกร์
• ในที:ประชุม ผูจ้ดัการพดูวา่……
• ยอดขายของบริษทั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จะลดลง
• ทุกคนต่างพยายามคิดหาวธีิแกไ้ขปัญหา



¶?;9<=

ûOkRm¢ë/ºí%STNkUVK,Wq—

íÇ%T.˜CøXXIYZK[‰Yè%\]^T_

>`Kab%hcdeKfghˆ–ïijklq¿,

Ê*}ë—mnÙ+I^<`ÃK5H67qy:;«z



请结合图片写一篇80
字的短文

1

2

G¢—Ioq

LMIoK,WyNO%

tDKPQz

3 • วนันีJ มีสอบ
•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เงียบมาก
• ทุกคนต่างตัJงใจทาํขอ้สอบ
• การสอบนีJสาํคญัมาก
• หวงัวา่ทุกคนจะไดค้ะแนนดี



!"#



留言 ฝากขอ้ความ
!"#!$%!

&'!()*+,-./0%12



领取

3456789:.;<=

>?@ABCADEFAGHIJAKL

3"MNOP3OQ

MRS3T

U"U?@AUK



证明

IJVAIJW

XYIJZ[\]^_`.2



“留言条”的内容和格式
!"#$

#$%&'()*+,-./0

123-456789(6:;9(

6<<9(687=9>6;?@9

AB
CHN2104	การเขี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留言条”的内容和格式

C"2D

EFGH-IJ.KLMB

NOKPQB



“留言条”的内容和格式

R"ST

UFVWXT-YZ%[/\

#>G#B



“留言条”的内容和格式

!"#$

%&'()%*'#+%&'("%"'

%*'#+%"'

,$--+./#

01#$234567819:;<=>:?<=

@AB4C5DE/#;<FG&&



“留言条”的常用的句型

!"#$%&'()*')+(

,--.%&'/01

2"34'5--(6,%789

/01:;'<=>



“留言条”的常用的句型

?"--%89@A'-->

B"CD+EFGHIJK,>



!"#



因

!"#$%&'()*+,-./0

!1234&5"6789:0



特此：特别在这里

;<=>??

;<@ABCDBEF



此致敬礼

<G

HIJ



国庆节

KLMKN



接

OPQBORST

OUV

OWXBYOZ[\]



已——未

^_``a_

/b^c

<de^fg



于+时间/地点

hijklmnopq0

rstuvwxyzmK{|{}0

~�^miMÄNÅÇ0



探望（多指远道）

ÉÉÑh8ÖÜáàââ0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Käãå

ç=>é9èrb[êë&í

ìî9ï=>éñ0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óäòô

òôíìöõúù&ûü†°¢

è[£§9•X&¶ßï®©™ñ´

ï¨≠Æñ´ïØ∞±ñ´ï≤≥Æñ

¥0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µäú∂

†î∑=>[∏!w=πÆ/

b[>∫ª=>[ºΩæb0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

0*+,-'1)+2,-')/0*

+,-'()34,56

789:;<=>0&'?@;A,6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äø¿

ø¿†¡¬¿&$†î√ò∫

ƒò0



“请假条”的内容和格式
!"#$

%&'()%*'#+%&'("%"'

%*'#+%"'

,-#$./01234-56$7185

9:;9:7<7=>?@%*'#AB0



“ 请假条”常用的句型

!"#$%&&'($)*(

+",&&-./01234567

8($9:(

;"<$=%><$?%&&'



!"#

$%&'

()*+,-./0123*456789:;<=>

?!@)"<

AB'CD



书信



!"

!"#"$%&'()*+,-./01234567

%89:;<=>?==@A?BCADE,FGHBI8@

JKLMN"OP"$%QRSTU8VWXY8

"$%

Z)(+[()*+\



!"

!"#34567%&'()*+,-./0128

9:;<=>?==@A?BCADE,FGHBI8@

JKLMN"OP"$%QRSTU8TU]^_`D()

*Z),8VWXY8

"$%

Z)(+[()*+\



!"

!"#"$%&'()*+,-./01234567%89:;<=

>?==@A?BCADE,FGHBI8JKL"MNOPQ8

RSTUVWX()*Y),

RSZ[X!"#"$%\]^

_`abX(Ycdefg

"$%

Y)(+h()*+,



!"



!"

#$%&!"'()*+,!-"'



./0.12/3

./4%5678'

9:./;<='



>?@@A?

>?B
A?B
)A?6CDEFGHF'



IJ

KLIJ
M&IJ



NO0PNQRST6UO3

NOVWX



VW

YZVW[\'
]VW^_`VW^_'



ab0acdbe3

fghijklmab*no6p"q'



rs0tuvwxyT6z{|C3

}rs~fG�6ÄÄ'
�ÅÇÉfÑ~ÖrsÉfÜ'



Lr@@ár@@àr

âÅS~äãå<Lrt,âÅ~çé
GárTèêâÅ'



生词2



ëí0ìí~îïñó3

ëíwò(ëíôö



õú0õ6ùû3

Öù6õú



ü†

P56ü†
°¢6ü†



£§

•F£§
¶ß£§
®©£§



™

™´¨



≠Æ0Ø1∞~±≤≥3

≠Æ¶ß(≠Æ¥µ



∂∑∏π

∂∑∏π6∫e'



#$%&



ªº

Ωæ6ø¿¡òªº
ªº¬√ƒ≈®yM



∆«

h»∆«
Z…∆«



 À

&t À



ÃÕŒ0noœ–6—“”‘∫3



'()



*+,



-./01

abcdefghMijk&

(lmnopq

•rsabctuuvwtxxvwtyzzvC8
•t{|}abvc~�MuuxxwÄ{MÅpÇ$w{�
MÉÑÖ



格式和写法

abc

ZÜlmnoáq

•àâN"wääããC8
•åÇ$wåçéèêë8



-./01

abc

íÜlmnoìq

•îïsUñcóówêá
•Uñ}abcòôöç
•abcõçwúù



-./01

û!c

(Üü†|°í¢£

ZÜ§gM•¶°BßÇs®©™M?´s¨≠©™M?BÆ
sBØ∞±£

íÜl≤≥mn¥µ∂gM∑±°í¢£



-./01

∏π|c

(ÜBß∏∫|

t∏ªvt∏ººΩ∑vwt∏æ.ø¿vwt∏¡∞¬
JvwtW√{ƒvwt∏≈ººΩ∑wB∆«»v8



-./01

∏π|

ZÜlV… ∏∫|cdefghMÀ.±Ãksc

t∏Õ,¿Œvtœ,–óvwt—“”–v



-./01

∏π|M‘™’÷c

◊◊ÿû!Ÿ8 ◊◊°û!£8

W√ ∏≈

{ƒ⁄ ø¿–ó⁄



-./01

∏π|M‘™’÷c

◊◊ÿû!Ÿ8

∏æ.ø¿w¤∞¬J⁄



-./01

‹›csfiflUw,‡



日记
如何写日记



日记的一般格式

1. 日记的题目（可有可无）

2. 日记的时间

XXXX年XX月XX日 星期X     天气：
3. 正文

描述今天发生的真人真事



日记是什么？

自己一天中说的话、做的事、见过的、听到的、

思考过的、感受到的，选择其中有意义的、重

要的记录下来，这就是日记。



羊年吃羊肉串 2月24日 晴

下课了，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哇塞！今天又有羊肉串啦！，没等到老师说完“吃饭”，同学

们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同学们都吃完了。

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最后三串羊肉串，口水都滴下来，我也

不例外。那金灿灿、香喷喷的羊肉——最后老师分给了六位同学，

可是没有我，真可惜！

羊年吃羊肉，真好！





生词

讨论：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需要讨论。

即将：即将举办/会议即将开始/假期即将到来，大家都很高兴。

辩论比赛

尽力而为：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做好工作。/这次考试，我一定尽力

而为，通不通过只能听天由命了。



生词

心态：他以平静的心态参加了演讲比赛。

的确：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

荣誉：他为祖国赢得荣誉。/损害了荣誉

鹦鹉学舌

两码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生词

挑战：没有挑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挑战自我

超越：超越前人

鼓起勇气



生词

闷闷不乐：这两天我发现她一直闷闷不乐的，好像有什么心事。

赶上：赶上班车/这次来北京正好赶上国庆节。

反正：你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反正我喜欢你。

反倒：让他走慢点儿，他反倒加快了脚步。



生词

偏偏：我不让你做，你偏偏要做。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处在：他受伤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

深奥：一般人很难理解这么深奥的理论。

格外：格外关心/格外漂亮/格外高兴



生词

似乎：听了妈妈一番话，他似乎明白了许多。/他敢这么做，似乎

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箭双雕：他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浅薄：知识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