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语    法

第七节  常见的句法失误

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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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搭配不当

n 二、残缺和多余

n 三、语序不当

n 四、句式杂糅

常见的语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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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配不当

n（一） 主谓搭配不当
n *急躁的人，事情一旦办不成，往往容易转化为灰
心丧气。 

n *今年全国应试的研究生，是这些年来人数最多的
一年。

n *思想正确是衡量文章好坏的重要标准。

n *一年不见，她的身体，她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
都比先前提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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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宾搭配不当

n一种是语义上不搭配：

n *凡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的，必须给
以严厉的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负刑事责任。

n *为了防止这类交通事故不再发生，他们
加强了安全教育与管理。

n *大家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远方的客人和他
们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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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另一种是句法上不搭配：

n *经过这一阶段的整顿，见到了成效，初
步改变了这一条街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混
乱。

n *你会强烈地感到一个没有出场的人，那
就是电影故事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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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饰语和中心语搭配不当

n *注意饮食、不忘运动、保证睡眠和
规律地作息，可以说是健康长寿的
秘诀。

n *这篇文章在写法上非常简洁、生动。

n *我们尤其要注意听取跟自己“合不
来”、“看不惯”的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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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残缺和多余

  句法成分残缺是指不符合隐含、省略的条件而缺少应
有的句法成分。 成分残缺与成分省略不同，省略是 
语言的经济，在一定条件下把某些 略去不说，并不是
语病，而成分残缺是语病。

  所谓成分多余是指句子在句子结构 已完整，表意也
很明确的情况下， 却又画蛇添足，增加了不必要的词 
语，或者语义相同的成分重复出现， 或者出现了不应
该出现的成分，以 致造成语义啰嗦，甚至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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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分残缺

n 1.主语残缺
n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使他的
学习成绩迅速提高。

n *从上述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充分证明案
发时王永明并不在案发现场。

n *听了刘大妈的诉说，使他激起了对往日
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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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谓语残缺
n *对于县委关于扩种省里推广的新的棉花品种
的决定，反应不一，有的甚至抵触情绪。

n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临窗望着天穹上
的一弯新月，千里共婵娟的你，我双手合十，
虔诚地为你默默祝福。

n 这座影院，设计合理，美观大方，宽敞舒适，
声光俱佳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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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宾语残缺
  *他又组织技术人员改装了那条豆腐生产线，

并把另一间空房改造成生产豆腐。

n *这种创作思想，造成了我们的文艺作品千人
一面，千部一腔。

n *张洪友站在被告席上，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放弃向上申诉。

n 高敏荣获十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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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饰语缺少或者不完整
①要想取得优异成绩，必须付出劳 动。 

②我们做青年工作的同志必须坚决 支持青年的要求，维护青年

的利益。 
③油棕是一种热带油料植物，含油 量可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⑤在本届演讲比赛中，华中师范大 学代表队和暨南大学代表队

获得冠 军和亚军。 
⑥我们一下车，她就过来一一握手。
⑦夏天到了，我们应当注意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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