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块一  语言知识及其运用

专题三　辨析常见病句



考点 题量 分值 题型概述 考查频次

辨析病句 一般设1题 2分
判断句子有无语

病
★★★★★



真题先做  把脉中考

高频考点  疑难突破

巩固训练  实战演练

  
  

内容索引



真题先做  把脉中考

一



1．(2023·江西)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风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之一。地球表面被厚厚的大气

层包裹，作为流体，大气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它在水平方向的移

动被称为风(　　)风拂过了沧海桑田，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许多踪迹，

它曾把细柳装扮成碧玉，让海棠“绿肥红瘦”，也曾无情地打在雪夜回

家之人的身上。________，风既没那么自由自在，也不敢肆意妄为，而

是经常被神魔们操控着。



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正确的一项是(　　)

A．风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

B．风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

C．风是最常见的自然界中一种天气现象

D．风是一种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天气现象之一

B



A项，缺少成分，主语“风”后面应加上谓语“是”；C项，语序不当，

“自然界中”是“归属地”，应放在“最常见”的前面；D项，成分

赘余，“一种”和“之一”重复；语序不当，“一种”应放在“天气

现象”的前面。



2．(2022·江西)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正确的一项是(　　)

         千百年来，虎的形象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民俗文化中，又从多方面

滋养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品格，逐渐形成一种虎文化，焕发出一股英雄气。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虎是勇敢和活力。长期以来，虎一直象征着一种

力量和气魄，也一直为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故事与传说所咏叹，受到芸芸

众生的敬畏。

A．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认为虎是勇敢和活力。

B．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看，虎是勇敢和活力。

C．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虎是勇敢和活力的象征。

D．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虎意味着勇敢和活力的象征。

C



画波浪线句成分残缺，缺少“是”的宾语中心语，应在句末加“的象

征”。



A



B项，搭配不当，可以在句末添加“的百年之路”；C项，句式杂糅，

可以去掉“因为”；D项，语序不当，应改为“周密计划、精心组织、

协同推进”。



[考情总结]

1．2023年延续2022年的考查方式，为病句修改。

2．考查形式：近10年均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查病句辨析，分值为2分，且

设题形式除2022年外都是“没有语病的一项”。

3．选项设错：每年设置3个错误项，且错误类型均不同。近10年共30个

错误句子，错误类型包括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序不当、结构混乱、

不合逻辑、成分赘余等。



二

高频考点  疑难突破



考点1　辨析病句

 
[题型示例]

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这部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B．历代不少石碑为名家撰写，因此石碑上的刻文成了书法大家真迹的

集中场所。

C．相关专家呼吁尽快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以便及早干预、

发现和制止欺凌行为。

D．自共享单车在衡阳运营以来，因外观时尚、轻便易行、收费廉价、

随借随还等优点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A



B项，搭配不当，“刻文”和“集中场所”不搭配，可删去“上的刻

文”；C项，语序不当，应将“干预、发现和制止”改为“发现、干预

和制止”；D项，缺少主语，可删掉“自”或在“因”前加上“它”。



[常见问法]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诊断病句“十二招”

方法1　发现动词不放过

读到一个句子时，首先应看该句中的动词是否带宾语，带了什么样的宾

语，动词和主语、宾语或修饰语能否搭配。

【例句】　1.它每年的发电量除了供给杭州使用外，还向上海、南京等

地输送。(此句中的动词“输送”和主语“发电量”不能搭配，可把“

的发电量”改为“发的电”。)



2．说到这儿，她又向我们哭泣起自己的往事来。(此句中的“哭泣”为

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可把“哭泣”改为“哭诉”。)

常见错误搭配 正确搭配

加强……水平 加强……建设/作用；提高……水平

提高……态度 提高……认识/效率；改善……态度

降低……距离 降低……成本/风险；缩短……距离



常见错误搭配 正确搭配

召开……活动 召开……会议；组织……活动

举办……典礼 举办……活动；举行……典礼

培养……水平 培养……能力/好习惯；提高……水平

看到……歌声 看到……表演/演出；听到……歌声

引起……反响 引起……关注；获得……反响



方法2　发现介词不放过

发现介宾短语开头的句子，看是否缺少主语、是否表意不明。

【例句】　1.通过学习雷锋的感人事迹，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介词位于句首，缺少主语，应删掉“通过”或“使”。)



2．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为隋统

一全国创造了条件。(“由于”导致句子无主语，应去掉“由于”。)

常见类型 表达方式

表方式 通过……、经过……、使、根据、按照、以、凭

表时间、处所 随着、从、于、到、往、向、自从

表对象、范围 对、对于、关于、把、跟、与、和

表原因 由于……使、由于、因为、为

表被动 被、叫、让、给、使



方法3　发现并列词不放过

发现句中有并列结构(主要指动词并列、名词并列以及形容词并列等)，

看到“和”“并”“且”等字时，看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语序错位、是

否搭配得当。



【例句】　1.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和一切出版物，更有责任作出表

率。(此句中“电视”不属于“出版物”，这句话属于并列名词搭配错

误。)

2．我们要认真讨论并听取王校长的发言。(逻辑语序不当，应是先“听

取”后“讨论”。)

3．要办好一个企业，仍旧需要充分发挥个人才智、集体的力量和集思

广益的效果。(搭配不当，谓语“发挥”与宾语“集思广益的效果”不

搭配。)



常见逻辑语序不当 正确语序

研究并调查 调查并研究

管理、认识、把握 认识、管理、把握

通过并审议 审议并通过

解决并发现 发现并解决

惩戒、警示 警示、惩戒

推广和宣传 宣传和推广

销售、使用、生产 生产、销售、使用

采取措施并调查 调查并采取措施

推动并完善 完善并推动



方法4　发现两面词不放过

一个句子如果出现“能否”“是否”“有没有”“成败”“好坏”“优

劣”之类的两面词，就应分析该句是否存在两面与一面不搭配的毛病。

修改这种类型的病句有两种方法，可以去掉句中的“能否”“是否”等

词语，也可以在句中的另一部分再加上“能否”“是否”等词语。



【例句】　一个关系到能否顺利择业的实际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必须

会使用电脑，必须会驾车，英语必须达到四级以上。(两面对一面，前

半句包含了“能顺利择业”和“不能顺利择业”两个方面，但是后半句

只涉及了“能顺利择业”一个方面。)

常见两面词
能否、是否、成败、好坏、优劣、高低、大小、快慢、

得失、能不能、有没有



方法5　发现否定词不放过

否定不当是否定句中常见的毛病，发现否定词时一定要注意含特定意味

的一类词语，看它们是否因多次否定将意思说反了。

【例句】　1.由于管理混乱，监督无力，全国各大酒厂不止一家没丢过

上万份商标。(否定不当，原句的意思是“全国各大酒厂不止一家丢过

上万份商标”，所以应删掉“没”。)

2．谁也不能否认家长的这种做法不是对孩子的关爱，但结果也许适得

其反。(多重否定句，应去掉第二个“不”字。)



3．为了避免不再发生考试作弊的现象，这个学期学校对学生加强了组

织纪律教育。(学校对学生加强组织纪律教育的目的是避免再发生考试

作弊的现象，所以应删去“不”。)

常见否定词 不、无、没有、不可、勿、未、否、非

双重否定词
没有不、不能不、非……不可、不得不、难道不、

不会不

含否定意味的词 避免、切忌、防止、禁止、杜绝、缺乏、预防



方法6　发现句中有“对”“对于”“关于”等词时不放过

看到这些词时，注意看它们是否混用或主观、客观是否颠倒。

【例句】　1.关于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中国消费者协会将

分别给予点评，及时曝光。(“对于”和“关于”混用，应将“关于”改

为“对于”。)



2．克隆技术、非典和禽流感这类概念对年幼的小朋友是陌生的。(主客

颠倒，应改为“年幼的小朋友对克隆技术、非典和禽流感这类概念是陌

生的”或“克隆技术、非典和禽流感这类概念对于年幼的小朋友来说是

陌生的”。)



方法7　发现代词不放过

句中有代词时，注意看是否有指代不明的错误。

【例句】　欧阳推开房门，看见哥哥和他的同学正在促膝长谈。(该句

中，“他的同学”指的是谁的同学，“欧阳”的还是“哥哥”的，没说

清楚，犯了指代不明的错误。)



方法8　发现数词和约数词连用不放过

当句中有数量词和约数词连用时，注意看是否语意重复或造成矛盾。

【例句】　日本磁悬浮列车每千米成本达9亿元人民币以上，德国磁悬

浮列车超过4亿元，国内现有磁悬浮列车也在2亿元左右。(“达9亿元人

民币以上”的“达”和“以上”矛盾，可以将“达”改为“在”，或将

“以上”去掉。)



序数词
第一、第二、第三……这些词不能与“首先”“其次”“最后

”等词连用

约数

“大约(超过、将近)”不与“左右(上下、多)”连用，“达到”不

与“左右”连用，“最多……以下”“至少……以上”为错误

用法



方法9　发现“是”表判断的句子时不放过

【例句】　他的籍贯是江苏海安人。(该句是判断句，主语是“籍贯

”，宾语是“人”，搭配不当。可改为“他的籍贯是江苏海安”或“他

是江苏海安人”。)

方法10　发现“缩小”“减少”“降低”等词语同倍数相搭配时不放过

“缩小”“减少”“降低”等词语同倍数相搭配，是不合逻辑的，这类

词语往往同百分数或分数相搭配。如“减少了三分之二”“降低了百分

之五十”“缩小了三个百分点”等。



【例句】　1.由于高新技术的运用，电视机的价格比三年前降低了两倍。

(“降低”不能和倍数连用，应将“两倍”改为“一半”。)

2．这种模型的赛车是按国际一级方程赛车式样仿真缩小32倍而成，从

外观看，并不比玩具汽车大多少。(“缩小”不能和倍数连用。)



倍数
一倍、两倍、三倍……这些倍数词能与“提高”“增加”

等词连用

分数 “几分之几”能和“降低”“减少”搭配

百分数 “百分之几”能和“降低”“减少”搭配



方法11　发现“不管”“尽管”时不放过

【例句】　不管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都极端不利，登山队员还是克服了困

难，胜利攀登到顶峰。(“不管”后面的词语是不确定的，或有选择性的，

如“怎么”“多么”或者“还是”等词语；“尽管”后面的词语是确定的，

不能是有选择性的词语。应将此句的“不管”改为“尽管”。)



方法12　发现关联词语不放过

句中有关联词语时，看是否出现关联词语搭配不当、关联词语错位等语

病。

【例句】　1.我们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认真复习，就能在考场上正常

发挥，取得好成绩。(关联词语搭配不当，应将“就”改为“才”。)

2．要是一篇作品的思想有问题，那么文字即使很不错，也是要不得的。

(该句犯了关联词语错位的语病，应将“即使”移到“文字”前，否则

就变成了只是文字要不得，不是作品要不得。)



并列关系 既……又……；是……也是……；一边……一边……

递进关系 不但(不仅)……而且(还)……

选择关系
不是……就是……；宁可(宁愿)……也不……；与其……不如

……

转折关系 虽然……但是……；……然而……

因果关系 因为(由于)……所以……；之所以……是因为……

假设关系 如果……就……；即使……也……

条件关系
只要……就……；无论(不管、不论)……也(都)……；除非

……才……



考点2　病句的修改

 
[题型示例]

下列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能否保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贡献。(两面对

一面，可去掉“能否”)

B．通过开展党史宣讲进课堂等，我们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觉悟很快有了进

一步的提高。(成分残缺，删去“通过”)

C.如今初中生近视情况日益严重是由于过度看手机的原因造成的。(句式杂糅，

可将“由于”和“的原因”删去)

D．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比量子计算机还要慢一百万亿倍。

(用词不当，表示慢或少的时候，不能用倍数，可改为：量子计算机的计算速

度比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快一百万亿倍)

B



“通过开展党史宣讲进课堂等”成分残缺，在句末加“活动”。



[常见问法]

下列对病句的修改正确(不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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