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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9 病句辨析与修改 

 

一、病句辨析 

（一）成分残缺 

句子里缺少了某些必要的成分，意思表达就不完整，不明确。 

1．缺主语 

例 1：为了班集体，做了很多好事。 

分析：这句话缺少主语，谁做了许多好事，不明确，可以补充为：班长为了班集体，做了很多好事。 

例 2：通过努力的学习，使她的成绩得到很快的提高。 

分析：“通过”、“使”引导句子，使得该句缺少主语，因而句子不完整。应删去“通过”或“使”。 

2．缺谓语 

例 1：完成了任务之后，大家到餐厅夜宵。 

分析：本句缺少谓语，应是“吃夜宵”。 

例 2：春天到了，林荫大道上的花草树木。 

分析：这句话缺少谓语，提出了话题，却没有回答“林荫大道上的花草树木”在春天“怎样”了，修改的

时候要加上谓语，可以补充为：春天到了，林荫大道上的花草树木生机勃勃。 

3．缺宾语 

例：少先队员们积极响应学习雷锋。 

分析：这句话主语是“少先队员们”，谓语是“响应”。这句话缺少与谓语“响应”搭配的宾语，也属成分

残缺的病句。应该改成：少先队员们积极响应学习雷锋的号召。 

（二）语序不当： 

在一般情况下，一句话里面的词序是固定的，词序变了，颠倒了位置，句子的意思就会发生变化，甚至造

成病句。 

例 1：语文对我很感兴趣。 

分析：“语文”和“我”的位置颠倒了。应改为：我对语文很感兴趣。 

例 2：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两千多年前的新出土的一大批文物。 

分析：新出土的和两千多年前的调换，改为：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两千多年前的新出土的一大批文物。 

例 3：我们要认真克服并善于发现学习上的毛病。 

分析：这句话中有很明显的标志——“并”字，先发现，才能去克服。应改为：我们要善于发现并认真克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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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上的毛病。 

（三）搭配不当 

句子中的词语要互相搭配正确，主、谓之间，谓、宾之间，主、宾之间，主要成分和附加成分之间，都要

搭配正确。如果句子中的词语不互相搭配，就犯了搭配不当的毛病。 

1．主谓搭配不当 

例 1：清晨，参加象征性长跑的同学们在公路上飞快地驰骋着。 

分析：主语“同学们”和谓语“驰骋”不搭配。“驰骋”是说“骑着马奔跑”，参加长跑不能说是“驰骋”，

应改成“跑”。 

例 2：老师用和蔼的语气和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分析：“语气”与“注视”不搭配，应改为：老师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2．动词和宾语搭配不当 

例：他穿着一件灰色上衣，一顶蓝帽子。 

分析：“穿着”与“上衣”搭配，与“帽子”不搭配，应在“一顶蓝帽子”前加上“戴着”。 

3．主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例 1：我们有双聪明能干的手，什么都能造出来。 

分析：主语部分的中心词“手”和前面的修饰部分“聪明”不搭配，应去掉“聪明”。 

4．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 

句子中，前后句子不能一一对应，这一种类型，常常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例 1：有没有持之以恒的力，是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分析：前半句是“有没有”，后半句是“能够”，不相对应，应改为：有没有持之以恒的力，是一个人在事

业上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例 2：电子工业能否迅速发展，并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关键在于要加速造就一批专门人才。 

分析：前面用“能否”是两个方面。后面只有肯定一面，前后不一致，可将“要”改为“能否”。 

5．否定与肯定搭配不当 

例：我想这应该是不必叙述的，没有谁不会想象不出来。 

分析：“没有谁不会想象不出”等于说“谁都想象不出”，推测原意就是“谁也想象得出”。 

6．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例：这次大会上，对工资问题人们交换了广泛的意见。 

分析：并非意见广泛，而是交换的范围广泛，应改为“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7．词语感情色彩搭配不当 

例 1：他提出展开学习竞赛，大家纷纷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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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很多词语都带有感情色彩，如果忽略了词语的感情色彩，也容易出现用词不当。本句“附和”是贬

义词，应改为“赞成”。 

例 2：这件精密的手工作品，出自韩睿之手。 

分析：“精密”用词不当，应改为：这件精美的手工作品，出自韩睿之手。 

（四）语意不明（表意不明） 

句子表达的意思不清楚，不明了。其表现主要有两种。 

1．歧义句 

例：做手术的是他的父亲。 

分析：“他的父亲”是病人还是医生呢？语意不明。这种句子属于歧义句。 

2．指代不明 

例 1：小强推开房门，看见哥哥正摆弄他的玩具。 

分析：“他”指代小强还是小强的哥哥？不明确。这种句子属于指代不明。 

例 2：刘明和陈庆是好朋友，他经常约他去打球。 

分析：谁约谁，没说明白。应改为：刘明经常约陈庆去打球。或陈庆经常约刘明去打球。 

（五）重复啰嗦 

在句子中，所用的词语的意思重复了，显得啰嗦累赘。 

例 1：他兴冲冲地跑进教室，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明天去春游的好消息。 

分析：句中“兴冲冲”和“兴高采烈”都是表示他很高兴的样子，可删去其中一个。 

例 2：一下课，学校顿时立刻热闹起来了。 

分析：可以去掉“顿时”或“立刻”。 

例 3：我忍不住不禁笑了起来。 

分析：“忍不住”和“不禁”重复，任意去掉一个即可。 

（六）不合逻辑 

1．前后矛盾 

例 1：我估计他这道题目肯定做错了。 

分析：前半句估计是不够肯定的意思，而后半句又肯定他错了，便出现了矛盾，到底情况如何呢？使人不

清楚。这种句子属于前后矛盾 

例 2：他们一面拼命的往上爬，一面又不免跌落深渊。 

分析：“一面……一面……”表示两件事同时进行，句中的两件事显然不是同时的，应改为“他们虽然拼命

的向上爬，但是终于不免跌落深渊”。 

2．分类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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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篮子里有青菜、萝卜、葡萄、西红柿等蔬菜。 

分析：葡萄不属于蔬菜，可以改为：篮子里有葡萄、油菜、萝卜、西红柿等果蔬。 

例 2：万里长城、故宫博物院和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外游客向往的古迹。 

分析：这里的“南京长江大桥”不属于“古迹”，归属概念不清，应改为：万里长城、故宫博物院是中外游

客向往的古迹。 

3．概念混乱 

例：造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 

分析：造纸是中国的一项发明技术，应改为“造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4.不合逻辑 

例 1：稻子成熟了，田野上一片碧绿，一派丰收的景象。 

分析：稻子成熟时是一片金黄色，而本句中形容一片碧绿，不合事理。应改为：稻子成熟了，田野上一片

碧绿，一派丰收的景象。 

（七）句式杂糅 

指表达同一个意思，可用两种不同的句式，但如果把这两种句式糅合在一起就是病句了。 

例 1：你可知道，要出版一本译作是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以后，才能与读者见面的。 

分析：把“要出版……的努力”和“一本译作……见面的”两句话揉在一块儿说了，只能选一句说。 

例 2：止咳祛痰片，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远志、秸梗、贝母、氯化铵等配制而成的。 

分析：要么用“主要成分是……等”，要么用“是由……等配制而成的”，不能将二者糅在一起。 

（八）关联词错误 

指的是前后两个分句和所用关联词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或关联词前后搭配不当。 

例 1：只有坚持学习，就能取得优良成绩。 

分析：“只有”和“就”搭配不当，应改为：只有坚持学习，才能取得优良成绩。 

例 2：虽然大家走得很快，但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 

分析：两个分句之间是因果关系，而不是转折关系，应改为：因为大家走得很快，所以一会儿就到达了目

的地。 

二、病句修改 

（一）修改原则 

1.原意要保；2.改法要巧；3.改动要少；4.越简越好。 

（二）修改方法 

1．增——残缺的成分要增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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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重复多余的词语要删除； 

3．调——语序不当的要调整； 

4．换——搭配不当的词语要更换。 

（三）修改步骤 

一读，仔细、反复阅读原句，弄清原句的本意； 

二找，找出病因，确定句子的病症； 

三改，修改时“对症下药”，哪里错就改哪里； 

四查，改好后，回头再读一读，检查是否还有遗漏。 

（四）修改符号 

改正号 

 

把错误的文字或符号更正为正确的。 

增添号 

 

在文字或句、段间增添新的文字或符号。 

删除号 

 

用来删除字、标点符号、词、短语及长句或段落。 

对调号 

 

用于相临的字、词或短句调换位置。 

 

常用病句判断方法 

1.是否有介词——开头有介词：通过，由于，随着，为了，经过…中间有：对，对于，使…… 

2.找双面词——成败，好坏，得失，优劣，能否，是否，高低，有没有，能不能，要不要…… 

3.是否有倍数——有倍数：减少，缩小，下降不能说倍数 

4.并列短语——有并列短语：搭配不当，分类不当，词序颠倒，特别留意：和、并二字及顿号。 

5.是否有“他”——指示代词他”：小明和小华…他… 

6.程度范围——例：全部。…只有…，至少…以上（左右）…，估计……一定，几乎，基本上什么是

什么 

7.什么是什么——作者是谁写的，哪里的季节是地方… 

8.看否定词——“否定词+不”，如：杜绝，防止，避免，禁止，切忌+不 

9.看关联词——原因是因为，因为（由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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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用绝招——先缩再扩，先语法再逻辑，最后看标点  

 

一、选择题 

1．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小明和小华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B．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C．祖父多次反复告诉我要仔细区分谷子和狗尾草。 

D．在阅读文学名著的过程中，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的是病句辨析。 

A.搭配不当，“深刻”与“友谊”搭配不当，应将“深刻”改为“深厚”； 

C.重复啰嗦，“多次”与“反复”重复使用，删掉其中一个； 

D.成分残缺，缺主语，去掉“使”。 

故选 B。 

2．选择没有语病的一项（  ） 

A．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明了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 

B．课堂上，我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地望着老师。 

C．雨来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了。 

D．秋天，稻子成熟了，田野上一片碧绿，一派丰收的景象。 

【答案】C 

【详解】考查病句辨析。 

A．词语使用不当，“发明”错误，应为“发现”。 

B．重复啰嗦，“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语意重复。 

D．不合常理，“碧绿”错误，应为“金黄”。 

故选 C。 

3．下列句子表述正确的项是（  ） 

A．“他含着眼泪，对我倾吐衷肠，说了很多心里话。”这句话没有语病。 

B．“观众们也兴致勃勃地猜测着比赛的结果。”这句话的缩句是；观众们猜测着。 

C．“春天的灵湖公园是一个桃红柳绿、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这句话是个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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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学校里来了两个报社的记者。”这句话是有歧义的。 

【答案】D 

【详解】考查句子综合。 

A．有误，“倾吐衷肠”与“说了很多心里话”语意重复。 

B．有误，去掉修饰语后应为：观众们猜测着结果。 

C．有误，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D.根据题干，可理解为“学校来了两个记者”或者“来了两个报社的很多记者”正确。 

故选 D。 

4．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王丽在演唱会上唱了一支优美的歌。 

B．奶奶常常回忆过去的往事。 

C．昨天傍晚刮了一夜狂风。 

D．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这次公益活动，只有张刚没有参加。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的辨析。 

B.“过去的”和“往事”意思重复，删去“过去的”或“往事”，改为：奶奶常常回忆往事或奶奶常常回忆过去的事； 

C.“傍晚”和“一夜”前后矛盾，把“傍晚”去掉，改为：昨天刮了一夜的狂风； 

D.前一句中的“都”和后一句中的“只有”前后意思矛盾，改为：全班同学除了张刚以外，都参加了这次公益活

动； 

故选 A。 

5．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B．广场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C．任何一切困难都阻拦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D．妹妹红润的脸蛋犹如盛开的梨花。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的修改。 

A．成分残缺。《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其中的一部。应改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一。 

C．重复啰嗦。“任何”与“一切”表达的含义相同，只保留一个词语即可。可以改为一“切困难都阻拦不了我们

前进的步伐”或“任何困难都阻拦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D．比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没有相似点，不符合逻辑。“红润的脸蛋”是红色的，“盛开的梨花”是白色，红色

的脸与白色的花之间没有相似点，比喻不合理，所以是病句。可以改为：妹妹红润的脸蛋犹如盛开的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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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6．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多读好书，可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知识。 

B．王红旭舍己救人的动作，感动了周围的群众。 

C．同学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防止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D．在节能环保型社会里，人们的低碳环保意识正在进一步增强。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修改病句。 

首先认真读原句，弄清句子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找出有毛病的地方，根据病因修改。其中要注意修改病句

不能改变原句的意思。检查修改后的句子，看句子是否完整、通顺、合理。 

A．用词不当，把“提高”改为“增长”。 

B．用词不当，把“动作”改为“行为”。 

C．用词不当，否定句运用不当，去掉“不要”。 

故选 D。 

7．“①班级图书角上摆放着四大名著和各种各样的好书。①通过阅读这些好书，享受到阅读的无限乐趣。①

在班级读书会上，同学们分组表演了精美编排的课本剧。①下课后，大家还聚在一起， 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刚才的节目。”这段话中，没有语病的句子是（  ） 

A．① B．① C．① D．①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的是病句辨析能力。 

①这句话语病是语义重复。“四大名著”和“各种各样的好书”重复，可以改为：班级图书角上摆放着四大名著

等各种各样的好书。 

①这句话语病是缺主语。“享受”前面加上“我们”即可。通过阅读这些好书，我们享受到阅读的无限乐趣。 

①这句话语病是语序混乱。把“精美”和“编排”颠倒一下即可。在班级读书会上，同学们分组表演了编排精美

的课本剧。 

①没有语病。 

故选 D。 

8．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次春游，我们班差不多所有同学都参加了。 

B．老师刚说完放学，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 

C．谁也无法否认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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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随地吐痰的人是一种不文明的习惯。 

【答案】C 

【详解】考查了修改病句。 

修改病句是对句子的结构和含义理解的综合能力的考查。完成时要细心分析所给句子，找出病因后对症下

药，进行修改。 

A．前后矛盾，“差不多”“所有”矛盾，去掉“差不多”； 

B．缺少主语，添加“我们”；  

D．搭配不当，应去掉“的人”。 

故选 C。 

9．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经过大家的帮助，使我的学习进步很大。 

B．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阅读，还要在课外大量阅读。 

C．大家都讲卫生，我们的健康和疾病就会有保障。 

D．我们听着小鸟的欢叫和小草的芳香，感受着阳光的温暖。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辨析。 

修改病句的三个步骤：1.读句子、理句意。2.查排审、找病因。3.改句子、保原意。 

A．错误。成分残缺，句子缺少主语，应删去“使”。 

C．错误。不合逻辑，“讲卫生”、“健康”与后面“疾病就有保障了”前后矛盾，并且生活中是讲卫生，我们的

健康就有保障，所以本句不合逻辑，应删去“和疾病”。 

D．错误。搭配不当，后半部分“小草的芳香”不能够用“听着”来形容，要用“闻着”来表示，应在“小草的芳香”

前加上“闻着”来搭配，去掉“和”字。 

故选 B。 

10．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同学们将来都希望考个好大学，做个有作为的人。 

B．米脂县“建设美丽乡村”的政策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都有了进一步提升。 

C．少年儿童佩戴的绿色胸卡，是环保活动的志愿者。 

D．为了避免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有关部门制定了强有力的措施。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辨析。 

A.有误，词序混乱，应为：同学们都希望将来考个好大学，做个有作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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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确。 

C.有误，语序不当，应为“佩戴绿色胸卡的少年儿童是环保活动的志愿者”。 

D.有误，“避免”与“不”意思重复，去掉一个。 

11．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段时间，同学们的学习态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B．各种新发现的传染病，使我们改正并认识了自己不良的卫生习惯。 

C．每当站在祖国的地图前，使我油然而生无尽的遐想：祖国需要我们学好文化知识。 

D．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它的水资源，将决定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衰落。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辨析。 

A.搭配不当，“态度”与“提高”搭配不当，将“提高”改为“转变”。 

B.语序不当，应该为“认识并改正自己不良的卫生习惯”。 

C.缺少主语，把“每当”或“使”去掉一个。 

D.表述正确。 

故本题选 D。 

12．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我情不自禁地凝望着眼前这棵屹立在黄沙中的柳树。 

B．北京故宫、莫高窟、金字塔、兵马俑都是中国的世界遗产。 

C．李老师把自己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D．读了《清贫》这篇课文，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修改病句。 

B.分类不当，“金字塔”是埃及的世界文化遗产，不是中国的，应去掉。 

C.语意重复，“毫无保留地”与”全部“语意重复，去掉一个即可。 

D.成分残缺，缺少主语，在“禁不住留下了眼泪”前面加上合适的主语即可。 

13．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他对自己能否考上理想的学校充满信心。 

B．他的成绩不仅在全校拔尖，而且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 

C．《杨氏之子》一文中的对话真是巧妙，使我体会到了语言的魅力。 

D．一些家长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防止孩子不玩网络游戏。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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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本题考查病句的辨析。 

A．前后矛盾，前面的“能否”表示不确定，与后面的“充满信心”不相符。 

B．逻辑关系有误，“不仅……而且”是递进关系，应改为：“他的学习成绩不仅在班里名列前茅，而且在全

校也拔尖。” 

C．没有语病。 

D．否定不当，出现了“防止”不能再用否定词“不”。 

故答案选 C。 

1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将同哈萨克斯坦一道圆梦、筑梦、追梦。 

B．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能力。 

C．我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和悦耳的歌声。 

D．“双减”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的辨析。 

A．语序不当。“圆梦、筑梦、追梦”应改为“追梦、筑梦、圆梦”。 

B．主语残缺。去掉“通过”或“使”。 

C．搭配不当。“悦耳的歌声”是看不到的，改为：我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和听到悦耳的歌声。 

D．没有语病。 

15．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我们要及时解决并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B．她那活泼可爱的形象，清脆悦耳的声音，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C．在阅读古典名著的过程中，使我认识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 

D．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病句辨析。 

A项语序不当，应先“发现”再“解决”问题。改为：我们要及时发现并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B项搭配不当，“声音”不能“浮现在眼前”。可改为：她那活泼可爱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C项成分残缺，缺少主语，去掉“在”或者“使”即可。 

16．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所城里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是山东省唯一的文物保护单位。 

B．不久以后，我们就要告别美丽的校园，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带着依依不舍的深情，开始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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