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句辨析题是中考语文的常规题，要求学生能够借助必

要的语法、修辞知识和语感、辨析并正确修改病句。近几年

来病句辨析题的考查题型多为选择题，也有少数题目是对有

语病的句子进行直接修改。从考查内容看，涵盖面广，试题

难度适中，病例典型。常见的语病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用词不当： 

1、用词的感情色彩误用： 

        ①今后，我一定要戒骄戒躁，变本加厉，取得优良

的成绩。         

        (误用贬义词，“变本加厉 ”应改为“再接再厉”) 

       ②他有时很顽强，不肯虚心接受朋友的正确意见。 

        (误用褒义词，“顽强”应改为“顽固”) 



  

2、同义词、近义词误用： 

        ①星期天，大伯只用半天时间，就帮助我家建设了一

个漂亮的鸡棚。 

           (大词小用，“建设”应改为“建造”) 

       ②教室里的课桌椅毁坏严重。 

          (重词轻用，“毁坏”应改为“损坏”) 

        ③今天是小明十二岁的诞辰 。 

           (书面语误用，“诞辰”应改为“生日”) 

        ④我们非常热爱家乡无比漂亮的山河 。 

           (近义词错用，“漂亮”应改为“美丽”) 



3、词性误用 

①名词误用： 

        a．是敷衍了事地学，还是扎扎实实地学，这是关键

到学好学坏的大问题。 

         (名词误用为动词，“关键”应改为“关系”) 

        b．少年宫的俱乐部这时真正娱乐起来了。 

         (名词误用为形容词，“娱乐”应改为“热闹”) 

②动词误用： 

       a．这个经验值得文教工作者的重视。 

         (动词误用为名词，“重视”应改为“借鉴”) 

       b．这是个多么感动的场面。 

         (动词误用为形容词，“感动”应改为“感人”) 



③形容词误用： 

    a．李老师走了进来，她那条棉裤上沾满了泥泞。 

          (形容词误用为名词，“泥泞”应改为“泥巴”) 

    b．这是一篇充沛着革命激情的好文章。 

          (形容词误用为动词，“充沛”应改为“充满”) 



④数量词使用不当： 

         经过挖潜革新，这个季度废品率降低了一倍。 

         (提高用倍数，降低应用分数，“一倍”应改为“二分之

一”) 

⑤代词使用不当： 

       ①小秦，你急什么，咱们去，又没叫你走！ 

           (“咱们”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 

        ②大胖子睁大眼睛盯住小方，他被他的奇怪神情弄得莫名

其妙。 

            (指代不明) 



1、缺主语： 

       经过这次讲痤，对大家的启发很大。 

        (介词“经过”和“对” 只能保留其一个，如果 同时

用的话，句子缺主语) 

2、缺谓语 

       我厂的煤产量从每天30吨到每天50吨。 

       (在“到”的前面加上一个“增加”，句子就不缺谓语

了) 

二、成分残缺  (句子结构不完整) 



3、缺宾语 

        听了张海迪同志讲述她身残志坚，努力学好各种知识，治

好了许多病人，我们很受教育。 

(应在“许多病人”后加上宾语“的事迹”) 

4、缺中心语 

       这种自由散漫，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 

        (在“随地吐痰”的后面加上“的行为”或“的习惯”，

句子就有了中心语了) 



三、成分搭配不当： 

1、主谓搭配不当： 

        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的改善。 

         (主语“水平”与谓语“改善”不搭配，应将“改善”

改为“提高”。还可以去掉“水平”两个字，“生活”与

“改善”可以搭配。) 



2、动宾搭配不当 

        他参加了这一届运动会之后，正式退出了运动员生涯。 

        (动词“退出”和宾语“生涯”搭配不当，将“退出”

改为“结束”或者去掉“生涯”也可。) 



3、主宾搭配不当 

         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主语“英勇善战”与宾语“军队”搭配不当，应

将“英勇善战”和“人民解放军”互换位置搭配就恰

当了。) 



4、定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在通往机场的大街两旁已站满了数万名欢送的人群。 

        (定语“数万名”与中心语“人群”搭配不当，可将

“人群”改为“人们”。 



5、状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帝国主义统治者口口声声欺骗本国劳动人民。 

       “口口声声”与“欺骗”搭配不当，应将 

       “口口声声”改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或“一再

地”。 



6、补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我们把教室打扫得美观大方。 

        (中心语“打扫”和补语“美观大方”搭配不恰当，

将“打扫”改为“布置”或将“美观大方”改为“干

干净净”都可以。) 



四、成分多余： 

1、主语多余： 

         同学们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们一遍一遍地练习着。 

         (句子只需一个主语“同学们”就行了，“他们”属多

余的，应去掉。) 



2、谓语多余： 

        习惯势力使他对封建迷信感到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中含有“感到”的意思，“感到”是多

余的，应去掉。) 



3、宾语多余 

         他们又快又好地进行施工任务，争取提前竣工。 

        (宾语“任务”是多余的，用在这里反而与谓语“进行”

不搭配，应去掉。) 



4、定语多余 

        学校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学习热潮。 

        (定语“从来没有过的”和“空前的”语义重复，保留

其中一个) 



5、状语多余 

满山遍野到处都是鲜艳的红旗。 

(状语“满山遍野”与“到处”语意重复，去掉其中一个。

) 



6、补语多余 

小李做任何工作都是非常认真得很。 

 

(去掉补语“得很”，也可去掉状语“非常”。) 



五、语序不当 

1、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 

       初夏的江南，正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 

        (将“初夏的”与“江南”互换位置。) 

2、把定语错放在状语的位置上： 

        这个问题在领导和群众中广泛地引起了议论。 

        (应将定语“广泛地”放在名词“议论”的前面，将

“地”改为“的”。) 



3、把状语错放在定语的位置上： 

       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充分的作用。 

       (应将状语“充分的”放在动词“发挥”的前面，将“的”

改为“地”。) 



4、多层定语语序不当： 

          苏州博物馆展出了一千多年前新出土的文物。（应将

“一千多年前”和“新出土的”互换位置。） 

         两个一中的教师出席了先进工作者表彰会。 

         (应将“两个”和“一中的”位置互换，不然会产生歧

义。） 

         注：多层定语的一般次序是：①领属性定语，表示谁的

②指数量，表示多少③形容词，表示怎么样，什么样的④表

示性质的名词，表示什么。 



5、复杂谓语语序不当： 

       大家讨论并听取了厂长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 

       (应该是先“听取”然后再“讨论”，所以这两个动词

应该位置互换。） 



6、主客颠倒： 

       这件事对他感到很突然。 

      （应该是“他”对“这件事”感到很突然。“他”为

主，“这件事”为客。） 



六、句子形式不单一(句式杂糅)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存》，作者是一位蛰居海

外20多年的加拿大籍华裔作者之手。 

         (两种改法：去掉前面的“作者”在“是”后面加上

“出自”；或者去掉“作者之手”。) 



 

 
1、歧义 

      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句使人产生两种或多种理解，这种现象

语法上称作歧义。如今，识别歧义句已列为中考的一项内容。 

         例如：开刀的是他父亲。“开刀的”可以是主刀做手术的

大夫，也可以理解为“被做手术的患者”。  

       又如：鲁迅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文艺创作。 

        “少年儿童的文艺创作”有两个意思，一是“少年儿童自

己写的文艺作品”，二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文艺作品”。此

话有歧义。 

七、表意不明 



2、指代不明 

        小赵和小李在路上相遇，他把星期六照常上课的事

告诉了他。 

         “他”指代谁，并不清楚。 



八、关联词语使用不当 

1、这不仅是丢了一双线袜，而是丢了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关联词搭配不当，将“不仅”改为“不是”) 

2、他小学毕业就回乡参加生产，所以很能干，也吃得苦。 

       (关联词多余，去掉“所以”) 

3、新加坡的竹节虫，不仅体色几乎和竹子一样，在安静时完

全像一根树枝。 

        (关联词残缺，在“在安静时”前面加上“而且”) 

4、他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我也完成了任务。 

      (关联词位置不对，将“他”和“不但”互换) 



九、不合逻辑 

       句子的意思违背了思维规律，不合事理。 

(1)概念范围不清 

      如：他把自己的母亲、家属接到这里来一起生活。 

              “家属”包含“母亲”，两者不能并列。 

(2)自相矛盾 

     如：他是多个死难者中幸免的一个。 

              “死难者中”不可能有“幸免”的。 



(3)一面对两面不当 

         如：有没有远大的抱负和顽强的意志，是一个人取得

成功的关键。 

         “取得成功”是一面性的，“有没有远大的抱负和顽

强的意志”却是两面的。 

(4)多次否定引起混乱 

        如：科学发展到今天，谁也不会否认地球不是绕着太

阳转的。 

       句子连续三次否定，与原意正好相反。应去掉最后一

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