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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针对英语中考进行语法短期复习和巩固强化的最佳选择。编者

根据考试大纲要求，将初中要掌握的语法进行概括分类和提炼总结，帮助考

生们制订学习计划，以便更有效地梳理语法知识，从而轻松面对中考。该书

特点如下：

１．语法知识用图表呈现，清晰明了并且便于理解和记忆。重要的语法

知识点也以表格形式进行了详细讲解，紧密结合中考考点，针对性极强。

２．每天学习四页，循序渐进，考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自己的进

步，并能大大提高应考的信心，两个月时间即可将初中语法进行系统的整理

和学习。

３．每章节讲解部分配有练习，既有助于加深理解，又能边学边练，加深

记忆，达到事半功倍。后半部分是海量的综合练习，有利于考生在考前进行

充分练兵，考场上就能做到轻松应对。
相信此书定能成为考生们迎接中考的有力助手，最终帮助大家取得骄

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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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天　名　　词

名词是表示人、物或抽象概念名称的词；通常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

两大类。普通名词可以分为四类：个体名词、集体名词、物质名词和抽象名

词。专有名词表示特定的或者独一无二的人或物，如地名、人名、组织名称、
月份、星期等，其首字母需要大写。
一、名词的分类

名　词
普通名词

!" 个体名词：可计数，常与 #$#% 连用。

&" 集体名词：总称，常与 '() 连用。

*" 物质名词：不可计数，不与 #$#% 连用。

+" 抽象名词：不可计数，不与 #$#% 连用。

专有名词 特定或独一无二的人或物，首字母需大写。

!" 普通名词

,!- 个体名词：表示人或物的个体，通常能与不定冠词连用并且可以计数。
例如：
.'/0)%' 学生　　　　　　1#2 轿车　　　　　　　　　　　　 办公室

3)% 钢笔 　　　　 杂志 245)2 河流

,&- 集体名词：表示一群人或物的总称。例如：
3)637) 人们 　　　　 警察 　　　　 家具

#289 军队 126:0 人群 ;#84 79 家庭

,*- 物质名词：表示无法分为个体的物质，通常无法与不定冠词连用，并且

不可以计数。例如：
:#')2 水 　　　　 空气 847< 牛奶

:660 木头 ./=#2 糖 　　　　 蜜

,+- 抽象名词：表示行为、状态、性质、感情等抽象概念，通常也无法与不定

冠词连用，并且不可以计数。例如：

　　　　 幸福 16/2#=) 勇气 765) 爱

(6%).'9 诚实 　　　　 信心 3)#1) 和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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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有些名词既可作可数名词又可作不可数名词，且意思不同。
例如：
=7#.. ,玻璃- )>3)24)%1) ,经验- 3#3)2 ,纸-
=7#..). ,玻璃杯、眼镜- )>3)24)%1). ,经历- 3#3)2. ,试卷、论文-
&"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表示特定的或者独一无二的人或物，如地名、人名、组织名称、
月份、星期等，其首字母需要大写。例如：
?6%06% 伦敦 @8)241# 美国 A6(% 约翰

　　　　 十一月 　　　　 星期三 '() B2)#' C#7 7 长城

二、名词的数

普通名词还可以分为不可数名词和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指不

能以数目来计算的名词，一般没有复数形式，只有单数形式。可数名

词能以数目来计算，有复数形式，构成方法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

变化：
!" 名词复数的规则变化

名词复数

的

规则变化

,!- 一般情况下，在词尾加.。

,&- 以.，>，1(，.( 结尾，词尾加).。

,*- 以辅音字母＋9结尾，将9变成4，再加).。

,+- 以元音字母＋9结尾，词尾加.。

,D- 以;，;) 结尾，将;，;) 变成5，再加).。

,E- 以辅音字母＋6 结尾，词尾加).；以元音字母＋6 结尾以及某些外

来词或缩略词，词尾直接加.。

例如：

.'629— 　　　　　　　　'69— 　　　　　　　　　86%'( — 　　　　
266; — 　　　　 17#.. — 　　　　 '(4); — 　　　　
7 4 ;) — 　　　　 3(6'6 — 　　　　 ()26 — 　　　　
<)9— 　　　　 '68#'6 — 　　　　 1(4); — 　　　　
540)6 — 　　　　 :#'1( — 　　　　 .)#' — 　　　　
&" 名词复数的不规则变化

,!- 单复数同形。例如：
.())3 羊 F(4%).) 中国人 A#3#%).) 日本人

３



　　　　 鹿 ;4 .( 鱼 　　　　 骰子

,&- 部分改变，即改变单数名词中的元音字母或某些部分。例如：
8#% — 　　　　 ;66' — 　　　　 =66.) — 　　　　
86/.) — 　　　　 36.'8#% — 　　　　 6> — 　　　　
注意：B)28#% 变为复数为 B)28#%.。

,*- 只有复数形式或总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名词。例如：
176'(). 衣服　　　　　　=7#..). 眼镜　　　　　　.(6). 鞋子

'26/.)2. 裤子 .(62'. 短裤 1(63.'41<. 筷子

,+- 特殊名词

!- 以 8#% 或 :68#% 构成的复合名词变为复数形式时，两个构成部分都要

变成复数，但是 G69与 =427 构成复合名词时，G69与 =427 自身不需要变成

复数。例如：
# 8#% 061'62 ,单数- — 　　　　 　　　　 ,复数-男医生

# =427 .'/0)%' ,单数- — 　　　　 　　　　,复数-女学生

&- 某些不可数名词变成复数则表示种类。例如：
'().) ;660. 这些,不同种类的-食品 　　　　　;2/4'. ,各种-水果

*- 有些名词在某些习惯搭配中只能用单数或复数形式。例如：
6% ;66' 步行 　　　　　　　　　　 　　　　 弄错

8#<) ;24)%0. :4'( 交朋友 　　　　 　　　　 　　　　 与……握手

请写出下列名词的复数形式：
G2/.( 　　　　 　　'#> 　　　　　　34#%6 　　　　　　'66'( 　　　　
:68#% 　　　　 1(4 70　　　　 H66 　　　　 G/'')2;79　　　　
1(/21( 　　　　 '#>4 　　　　 3#2'9　　　　 17#.. 　　　　
7 4G2#29 　　　　 4%1( 　　　　 (62.) 　　　　 7)#; 　　　　
三、名词的数量表达

可数名词

!" 基数词＋可数名词。例如：
':6 1/3. 两个杯子

&" 与表示“对、双、群”等短语连用。例如：
# 3#42 6; .(62'. 一条短裤

*" 与表示不定量的短语连用，如：,# -;):，8#%9，# %/8G)2
6;。例如：
# %/8G)2 6; .'/0)%'. 一些学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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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不可数名词

!" 与含有量词的名词短语连用。例如：
':6 G6''7). 6; 84 7< 两瓶牛奶

&" 与表示不确定数量的短语连用，如：8/1(，,# - 7 4 ''7)，#
(/=) #86/%' 6; 等。例如：
# 7 4 ''7) 86%)9 一点钱

注意：

!- 既可修饰可数名词又可修饰不可数名词的量词或量词短语有：.68)，
#%9，# 76' 6;，76'. 6;，37)%'9 6;，)%6/=(

&- 只能修饰可数名词的有：,#-;):，I/4') # ;):，.)5)2#7，8#%9，# %/8G)2 6;
*- 只能修饰不可数名词的有：,#-7 4 ''7)，8/1(，# (/=) #86/%' 6;，# =2)#'

0)#7 6;
四、名词所有格

有生命的

东西

!" 一般名词，在词尾加.。例如：
J#29. G66< 玛丽的书

&" 以. 或). 结尾的复数名词，只要在词尾加。例如：
'() :62<)2.17/G 工人俱乐部

*" 不规则复数名词，在词尾加.。例如：
F(4 702)%. K#9儿童节

+以上结构也适用于表示时间、距离等。例如：
'60#9. %):.3#3)2 今天的报纸,表示时间-
':)%'9 84%/').:#7< &L分钟的步行,表示距离-

无生命的

东西

“6;＋名词”表示所有关系。例如：
'() :4%06: 6; '() 2668 房间的窗户

双重所

有格

“6;＋名词所有格$名词性物主代词”表示整体中的一个或一部分。例

如：
# ;24)%0 6; M68. 汤姆的一个朋友

注意：若某物为两人共有，则只需将后一个名词变成所有格形式；若表示各

自的所有关系，则两个名词都要变成所有格。例如：
J#29 #%0 　　　　 G66< 玛丽和约翰的书,两人共有-

　　　　 #%0 A6(%. G66<. 玛丽和约翰各自的书

５



第２天　名词大练兵

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ａｎｓｗｅｒ：
!" A#%) '#7<)0 :4'( # ;24)%0 6; 　　　　 6% '() N%')2%)' O/.' %6:"

@" .() P" ()2 F" ()2.)7 ; K" ()2.
&" Q26;)..62 ?4 6;')% =45). (4. .'/0)%'. 　　　　 6% (6: '6 :24') )..#9."

@" .68) #0541) P" 34)1). 6; #0541).
F" # ;): #0541). K" 7 4 ''7) #0541)

*" N% 620)2 '6 <))3 ()#7'(9，96/ .(6/70 )#' 　　　　 8)#'，　　　　
5)=)'#G7). #%0 '#<) )%6/=( )>)214.)"
@" ;):)2，;):)2 P" 7)..，862) F" ;):)2，862) K" 7)..，7)..

+" R68) 6; '() 　　　　 4% 6/2 17#.. :#%' '6 G) 　　　　 4% '() ;/'/2)"
@" =427. .'/0)%'.，:68#% 166<.
P" =427. .'/0)%'.，:68#% 166<)2.
F" =427 .'/0)%'.，:68)% 166<)2.
K" =427 .'/0)%'.，:68)% 166<.

D" @7 7 6; # ./00)%，.68)'(4%= 6% '() =26/%0 1#/=(' 　　　　"
@" (4. )9). P" (4. )9)
F" )9). 6; (4. 6:% K" (4. 6:% )9).

E" J9 =660 ;24)%0，A4889，4 . %6: .'/094%= 4% #% 　　　　 /%45)2. 4 '9"
@" B)28#% P" P24 '4.( F" @8)241#% K" S2)%1(

T" U6:#0#9. 1683/')2. 1#% G) /.)0 '6 .'62) 　　　　 4%;628#'46%"
@" 7#2=) %/8G)2. 6; P" 8#%9
F" # 76'. 6; K" (/=) #86/%'. 6;

V" N% 　　　　 '48)，'(6.) 86/%'#4%. :4 7 7 G) 165)2)0 :4'( '2)).，'66"
@" # ;): 9)#2. P" ;): 9)#2.
F" # ;): 9)#2. K" # ;): 9)#2.

W" M()95) =6' 8/1( 　　　　 ;268 '(6.) G66<."
@" 4%;628#'46% P" 3(6'6. F" 40)#. K" .'624).

!L" ?66<！M() 7 4 ''7) G#G9 (#. ':6 　　　　 #72)#09"
@" '66'( P" '))'( F" '66'(. K"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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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1#% N 06 ;62 96/？— N0 7 4<) '6 G/9 ':6 　　　　"
@" G6>). 6; #337) P" G6> 6; #337).
F" G6>). 6; #337). K" G6> 6; #337)

!&" N' 4. <%6:% '6 #7 7 '(#' '()2) #2) '(42'96%) 0#9. 4% 　　　　"
@" S)G2/#29 P" A/%) F" @/=/.' K" @324 7

!*" M() G69 ;4%4.()0 :24'4%= 　　　　 #2'417) 9).')20#9 )5)%4%="
@" # )4=('(/%02)0:620 P" #% )4=('(/%02)0:620.
F" )4=('(/%02)0:620 K" #% )4=('(/%02)0:620

!+" C(#' 　　　　 '()95) =6'！U6 :6%0)2 '()9 #2) 5)29 (#339"
@" # =660 %):. P" =660 %):.
F" I/4') # ;): %):. K" 7 4 ''7) %):.

!D" X6/ (#5) 8#0) 　　　　" X6/ .(6/70 G) 862) 1#2);/7 %)>' '48)"
@" # 7#2=) %/8G)2 6; 84.'#<). P" ;): 84.'#<).
F" # 76' 6; 84.'#<) K" # 7#2=) #86/%' 6; 84.'#<).

!E" Q)')2 4. =660 #' Y%=7 4.(，G/' .68)'48). () .'4 7 7 (#. 　　　　
326G7)8."
@" # 7 4 ''7) P" 7 4 ''7) F" # ;): K" ;):

!T" ?4%0#，N5) G6/=(' 8#%9 　　　　" U6: 7)'. 8#<) '() G42'(0#9 1#<)"
@" ;2).( )==. P" 1(6167#') 84 7<
F" ;26H)% ;660 K" 241) 0/837 4%=.

!V" N% .34') 6; (4. #=)0 #33)#2#%1)，(4. 865)8)%'. :)2) #. .3424 ')0 #. #
　　　　"
@" 96/%= 8#% P" 96/%= 8)%
F" 96/%= 8)%. K" 96/%= 8#%.

!W" Z) (#0 .68)'(4%= '6 :24') 06:% #%0 #.<)0 8) ;62 　　　　"
@" # 34)1) 6; 3#3)2 P" # 3#3)2
F" .68) 3#3)2. K" .68) 34)1). 6; 3#3)2.

&L" J4<) #%0 (4. ;24)%0 #2) =64%= '6 '() 　　　　 '6 .)) '() %): #1'46%
;4 78"
@" G66< .(63 P" 14%)8# F" 16%1)2' K" 2).'#/2#%'

&!" A6(% #7:#9. .#9. '(#' () 7 4<). #337). 6; #7 7 '() 　　　　"
@" 5)=)'#G7). P" ;2/4'. F" 024%<. K" 8)#'

&&" M(68#. Y04.6% %)5)2 =#5) /3" K/24%= (4. 7 4 ;)'48)，() (#0 !WL*
　　　　"

７



@" 4%.'2/1'46%. P" 4%O)1'46%. F" 4%54'#'46%. K" 4%5)%'46%.
&*" C)2) '()2) 8#%9 　　　　 ;24)%0. #' '() 3#2'9 7#.' S240#9？

@" @8)241#. P" @8)241# F" @8)241#%. K" @8)241#%
&+" C(#' 96/ %))0 4. 862) 6/'0662 　　　　" X6/ #2) #7:#9. 064%= 96/2
　　　　 4% '() 2668 #%0 4'. %6' =660 ;62 96/2 ()#7'("
@" )>)214.)，)>)214.) P" )>)214.).，)>)214.)
F" )>)214.)，)>)214.). K" )>)214.).，)>)214.).

&D" [%) #%0 # (#7; 　　　　 #2) 7);'" C) (#5) '6 '#<) '()8 #:#9"
@" G#%#%#. P" G#%#%# F" G#%#%#. K" G#%#%#.

&E" J#%9 　　　　，7 4<) F(4%).) 3)637)，#7.6 )%O69 F(4%).) ;660 5)29
8/1("
@" F(4%).) P" @8)241#%. F" @/.'2#7 4#% K" A#3#%

&T" Q#/7 .#40 ()0 7 4<) '6 G) 4% 6%) 6; '(#' 　　　　"
@" ')#1()2. 17#..). P" ')#1()2. 17#..).
F" ')#1()2. 17#.. K" ')#1()2 17#..).

&V" @ 7 4G2#29 :4'( ':)%'9 '(6/.#%0 　　　　 (#. G))% 63)% '6 '() 3/G7 41
7#')79"
@" 8#=#H4%) P" G66<. F" .'629 K" %):.

&W" J2" B2))% 4. #% )>3)24)%1)0 ')#1()2，'(#' 4. '6 .#9，() (#. 　　　　"
@" 8#%9 )>3)24)%1). P" 7).. )>3)24)%1).
F" # 76' 6; )>3)24)%1) K" 7 4 ''7) )>3)24)%1)

*L" @. :) #7 7 <%6:，　　　　 4 . '() ;4 2.' 0#9 6; # :))<"
@" R/%0#9 P" S240#9 F" R#'/20#9 K" J6%0#9

*!" M() %/8G)2 6; '() 　　　　 4%54 ')0 :#. ;4 ;'9，G/' # %/8G)2 6;
　　　　 :)2) #G.)%' ;62 04 ;;)2)%' 2)#.6%."
@" 3)637).，'()42 P" 3)637)，'()9
F" 3)637).，'()8 K" 3)637)，'()8

*&" @ 　　　　 O6G 4. '6 '2#4% .362'.8)% #%0 .362'.:68)% ;62 =#8).，
1683)'4'46%.，)'1"
@" .)12)'#29. P" 16#1(. F" .#;) =/#20. K" 061'62.

**" J9 0#/=(')2 =6). '6 .1(667 　　　　 )5)29 862%4%="
@" 6% ;))' P" 6% ;66' F" G9 ;))' K" 4% :#7<4%=

*+" N :4 7 7 =45) 96/ 　　　　 '6 ;4%4.( :24'4%= '() #2'417)"
@" ':6 :))<. '48) P" ':6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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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 :))<.'48) K" ':6 :))< '48)
*D" P);62) 96/ /.) # %): 1#8)2#，96/ 8/.' 2)#0 '() 　　　　 ;4 2.'"

@" 042)1'46% G66< P" 8#3
F" 4%.'2/1'46% G66< K" 8#=#H4%)

*E" M68 4. =)''4%= ;#'')2 #%0 ;#'')2 G)1#/.) () )#'. 　　　　 8)#' #%0
06).%' 06 　　　　 )>)214.)"
@" '66 8#%9，'66 8/1( P" '66 8/1(，)%6/=(
F" '66 7 4 ''7)，'66 7 4 ''7) K" )%6/=(，862)

*T" @' '() ;66' 6; '() (4 7 7 96/ 1#% ()#2 %6'(4%= G/' '() 　　　　 6; '()
2/%%4%= :#')2"
@" .(6/' P" %64.) F" 5641) K" .6/%0

*V" C) .(6/70 (#5) 　　　　 4% 6/2.)75). #%0 :) :47 7 8#<) 4' 4 ; :) (#5)
# '29"
@" 16%;40)%1) P" ./11).. F" 326=2).. K" <%6:7)0=)

*W" — C(#' 040 96/ G/9 #' '() ./3)28#2<)'，\#')？
— N G6/=(' ':6 　　　　 ;62 89 .6%"
@" '64). P" '69 F" '69). K" '69.

+L" C()% N (/224)079 =6' '6 '() #42362'，'() 7#09 #' '() :4%06: '670 8)
'(#' '()2) :)2) %6 　　　　 7);' 6% '(#' 37#%)"
@" 37#1). P" .)#'. F" .3#1) K" 2668

+!" [/2 .1(667 ()70 #% #1'454 '9 1#7 7)0 “])1688)%0 P66<. '6 X6/2
M)#1()2.”" M() .'/0)%'. 8#0) # 　　　　 6; !，LLL G66<."
@" %6') P" 7 4%) F" 8)%/ K" 7 4.'

+&" 　　　　 168) ;268 　　　　" M()9 .3)#< 　　　　" M()42 1#34'#7 14 '9
4. ?6%06%"
@" Y%=7 4.(8#%，Y%=7#%0，Y%=7 4.( P" Y%=7 4.(8#%，Y%=7 4.(，Y%=7#%0
F" Y%=7 4.(8)%，Y%=7#%0，Y%=7 4.( K" Y%=7 4.(8)%，Y%=7 4.(，Y%=7#%0

+*" M()2) 4. 6%79 　　　　 847< 4% '() ;240=)" ?)'. =6 #%0 G/9 .68)"
@" 7 4 ''7) P" ;): F" # 7 4 ''7) K" # ;):

++" @. 4. <%6:% '6 #7 7，　　　　 4 . '() 1#34'#7 6; @/.'2#7 4#"
@" Q#24. P" M6<96 F" R90%)9 K" F#%G)22#

+D" ?66< #' '() ;76:)2.！M()9 #2) 4% 04;;)2)%' 　　　　：2)0，9)776:，34%< """
@" 16762. P" . 4H). F" 3241). 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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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天　代 词（１）

代词是代替名词或名词短语的词，必须要在人称、数和性别上与名词保

持一致；一般可以分为六类：人称代词、物主代词、反身代词、指示代词、疑
问代词以及不定代词。
一、人称代词

人　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复数 单 复 单 复 单 复

人称代词
主格 N :) 96/ 96/ ()，.()，4 ' '()9

宾格 8) /. 96/ 96/ (48，()2，4 ' '()8

!人称代词主格在句中作主语，代替上文提到的人、事或物；宾格在句中用

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在口语中也可用作表语。例如：
M68 4. 5)29 ;24)%079 #%0 　　　　 #7:#9. ()73. 　　　　 # 76'"
汤姆很友好，总是帮助我们。
& 4 ' 的用法

4 '
的

用

法

人称代词

,!- 指代除人以外的一切事物或动物，还可以指代性别不明的

对象或用于确认某人的身份等。

,&- 代替指示代词 '(4.，'(#' 以及复合不定代词 .68)'(4%=，
#%9'(4%=，%6'(4%= 等。

非人称代词
,!- 指代时间、天气、距离等。

,&- 作先行词，引导动词不定式、主语从句等。

二、物主代词

人　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复数 单 复 单 复 单 复

物主

代词

形容词性 89 6/2 96/2 96/2 (4.，()2，4 '. '()42

名词性 84%) 6/2. 96/2. 96/2. (4.，()2，4 '. '()42.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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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主代词分为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和名词性物主代词。前者通常作定语

修饰名词；后者有名词的功能，在句中作主语、表语和宾语,不作定语-，指代

上下文中所提到的单数或复数名词，其后不可再带名词。例如：
M() .'/0)%'. 17)#% 　　　　 17#..2668 )5)29 0#9" ,定语-
学生们每天都打扫教室。
M(4. 4. %6' 89 1#2"　　　　 4 . G7#1<" ,主语- 这不是我的车，我的是黑色的。
M().) %): 176'(). #2) 　　　　" ,表语- 这些新衣服是我们的。
J#9 N /.) 　　　　 2/7)2？N5) 76.' 　　　　" ,前为定语，后为宾语-
我能用你的尺吗？我的掉了。
三、反身代词

反身代词

的构成

第一、二人称 89.)7 ;，6/2.)75).，96/2.)7 ;，96/2.)75).

第三人称 (48.)7 ;，()2.)7 ;，4 '.)7 ;，'()8.)75).

反身代词

的用法

!作宾语。例如：
M() =427 766<)0 #' 　　　　 4% '() 842262" 这个女孩照镜子看自己。

&作同位语，起强调作用。例如：
X6/5) =26:% /3，#%0 96/ .(6/70 :#.( '() 176'(). 　　　　"
你长大了，你应该自己洗衣服了。

四、指示代词

具有指示人或事物作用的代词称为指示代词。指示代词包括：'(4.，
'(#'，'().) 和 '(6.)。

'(4. ,这个-

'().) ,这些-

'(#' ,那个-

'(6.) ,那些-

指时间或空间上较近的人或物，或后文要提到的事物。

指时间或空间上较远的人或物，或前文提到过的名词。

例如：
?66< #' '() 32).)%'."　　　　 #2) ;62 96/ #%0 　　　　 #2) ;62 M68"
看这些礼物，这些是给你的，那些是给汤姆的。
M() :)#'()2 4% B/#%=H(6/ 4. (6'')2 '(#% 　　　　 4% R(#%=(#4 "
广州的天气比上海的天气炎热。
五、疑问代词

疑问代词一般用于特殊疑问句或引导从句，主要有 :(6，:(68，
１１



:(6.) ,指人-，:(#' ,指物-，:(41( ,指人或物-。
! :(#' 和 :(41(：都可以指物，如果已经给出选择范围，提问时多用

:(41(；若没有选择范围，提问时常用 :(#'。例如：
— 　　　　 16762 #2) '() 1/2'#4%. 4% 96/2 2668？— M()9 #2) G7/)"
———你房间的窗帘是什么颜色的？———是蓝色的。
— 　　　　 16762 06 96/ 7 4<) G)'')2，G7#1< 62 G7/)？— P7/)"
———你更喜欢哪种颜色，黑色还是蓝色？———蓝色。
& :(68 和 :(6：:(68 是 :(6 的宾格，用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6 既

可作主语也可作宾语。有时 :(68 可以被 :(6 所代替，但与介词连用时

只能用 :(68。例如：

　　　　 06 96/ 7 4<) G).' #86%= #7 7 '() ')#1()2. ()2)？
这里所有的老师中，你最喜欢谁？

!"#$ 　　　　 040 96/ 54. 4 ' A#3#%？你和谁一起去的日本？

六、不定代词

! .68) 和 #%9多用作代词，也可用作形容词修饰可数$不可数名词。区别

如下：

.68)

,!- 一般用于肯定句。

,&- 用于疑问句时表示建议或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例如：
M().) 166<4). #2) 5)29 0)7 4146/." C6/70 96/ 7 4<) %&'(？
这些曲奇非常美味，你想吃点吗？

#%9

,!- 一般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

,&- 用于肯定句时表示“任何一个”，通常与名词单数连用。例如：
)*+ 6; '() 1(4 702)% ()2) 1#% 63)2#') # 1683/')2"
这里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会操作电脑。

例如：
K6 96/ (#5) 　　　　 ;24)%0. 4% 96/2 17#..？班级里你有朋友吗？

M() 8#=#H4%). ()2) #2) 2)#7 79 4%')2).'4%=" N0 7 4<) '6 G/9 　　　　"
这里的杂志真的很有趣。我想买一些。
& 6%) 和 6%).

6%) 用于替代上下文中提到的单数可数名词以避免重复，其复数形式

为 6%).。6%) 可以被 '(4.，'(#'，'()，#%6'()2，:(41(，)4'()2，%)4'()2 等
词修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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