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辨析并修改病句
—搭配不当

2025 新高考 语言文字运用



年份 卷别 题型 病句类型 命题特点

2023

新高考Ⅰ
语段中病句

修改主观题

搭配不当，关联词语

错误

①高考频率“高”：几乎未“缺席”

过全国卷。

②命题形式“稳”：以语段中修改选

择题为主，辅以语段主观修改题。

③病句类型“显”：主要以搭配不当、

结构混乱为主，兼及语序不当、成分

残缺等。

④所选病句较长，一般含两处病因。

要求不仅能辨析病因，更要准确修改。

新高考Ⅱ
语段中病句

修改主观题
搭配不当、成分残缺

考情微观



年份 卷别 题型 病句类型 命题特点

2022

全国高考

乙卷

语段中病句

修改选择题
句式杂糅或不合逻辑

①高考频率“高”：几乎未“缺席”

过全国卷。

②命题形式“稳”：以语段中修改选

择题为主，辅以语段主观修改题。

③病句类型“显”：主要以搭配不当、

结构混乱为主，兼及语序不当、成分

残缺等。

④所选病句较长，一般含两处病因。

要求不仅能辨析病因，更要准确修改。

全国高考

甲卷
语段中病句

修改选择题

搭配不当、不合逻辑

且语序不当

考情微观



【知识图要
】



一、真题引路



（2023新课标全国Ⅰ卷）

……

有一位记者，①拥有人们只能望其项背的超强记忆力。②他虽然能轻松地记住

一长串数字，③却发现不了其中的规律；④他脑海里充满各种孤立的事实，⑤

却不能归纳出一些模式将它们组织起来。⑥这促使他不能理解隐喻等修辞手法，

⑦甚至复杂一点的句子。⑧记忆大师奥布莱恩曾多次获得世界记忆锦标赛冠军，

⑨虽然他的阅读理解能力比常人低很多，⑩听课的时候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也

许正是牺牲了一部分记忆，我们才有了独一无二的归纳和抽象思维能力。 

  ……                     

文中第二段有三处表述不当，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畅，

逻辑严密。不得改变原意。

真题引路



答案：语句①可修改为：拥有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超强记忆力。语句⑥可修改
为：这导致他不能理解隐喻等修辞手法。语句⑨可修改为：但是他的阅读理解
能力比常人低很多。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词语以及辨析修改病句的能力。

①处，“望其项背”指能够望见别人的颈的后部和脊背，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
多用于否定式，故可将“只能”改为“难以”。★⑥处，“这促使他不能理解
隐喻等修辞手法”搭配不当，“不能理解隐喻等修辞手法”是这位记者拥有超
强记忆力的代价，“促使”意为推动使达到一定目的，用在语境中不合适，故
应将“促使”改为“导致”。“导致”，引起，造成（常用于不好的结果）。

⑨处，“记忆大师奥布莱恩曾多次获得世界记忆锦标赛冠军”和“他的阅读理
解能力比常人低很多”是转折关系，故应将“虽然”改为“但是”。

真题引路



  2（2022年全国甲卷） 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请进行修改，使语言表达准确流
畅。可少量增别词语，不得改变原意。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那场名为《清明上河图3.0》的高科技互动展演艺术，用现

代超高清数字技术完美融合古代绘画艺术。

答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那场名为《清明上河图3.0》的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

将古代绘画艺术与现代超高清数字技术完美融合。

解析：①“举办……展演艺术”搭配不当，“举办”的应是“活动”或者“展

演”，改为“举办……艺术展演”；②“用现代超高清数字技术完美融合古代

绘画艺术”不合逻辑，融合应有两个对象，将两个东西融合，改为“将古代绘

画艺术与现代超高清数字技术完美融合”。

真题引路



二、知识讲解



 搭配不当

       主谓搭配不当，句中有多个主语与一个谓语，存在其中的某个主语与谓语不

搭配的情况。如：

      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不能遏制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土地沙漠化的

速度与面积仍然在不断扩大。 

   【★ 句中“速度”不能“扩大”。】

    判断主谓是否搭配合理，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凭借语感，判断句子

是否顺畅；（2）重视语法分析，确定主语和谓语；（3）注意多个主语和单个谓

语是否顾此失彼；（4）注意是否暗中更换主语。

考向1.主谓搭配不当



       1.主语+谓语。语句的主语和谓语都是单个词语,语义上搭配不当。两者往往

离得较远,考生容易忽略。如:高考改革定会借助更多专家的力量,在认真研究的

基础上才出台。主语“高考改革”和谓语“出台”不能搭配,可在“高考改革”

后加“方案”。

       2.主语+复杂谓语。语句中,主语只有一个,但谓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容

易造成主谓搭配不当的现象。

       3.复杂主语+谓语。主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或语句,容易与后面的

谓语搭配不当。

◆    常见的主谓搭配不当类型



修改下面病句：

   他死后，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

的遗愿，他的墓就葬在老信客的墓旁。

答案：（主语“墓”与谓语“葬”不搭配，应将“葬”改为“筑<建>”）

牛刀小试：



       主宾搭配不当，有的在第一个句子中搭配恰当，但在第二个句子中则暗换了

主语，致使主宾搭配不当。如：

      当今的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相互依存，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格局，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 句中“世界”不能是“时代”。可将“世界”改为“时代”】

考向2.主宾搭配不当



      1.主语和宾语在同一单句中时,提取句子主干,就可以辨析主宾是否搭配。

      2.主语和宾语分别位于前后两句中时,可将后一句中的主语补出来,就可以

辨析主宾是否搭配。如:当今的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相互依存,已经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当今的世界”不是“时代

”,可把“当今的世界”改为“当今的时代”。

     3.主语是并列短语时,要分析主语中的每个词语与宾语的搭配来判断主宾是

否搭配。如:改进教学方法以后,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兴趣”和

“发挥”不搭配。

     4.复句中的两个分句的主语不一致时,注意分析各个分句的主语与宾语是否

搭配。如:古镇的形成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而且其大量的传统建筑也与当地

的地形地貌相融合,构成了古镇别具一格的景观。前一分句的主干是“古镇的形

成具有历史功能”,主语和宾语搭配不当,把“古镇的形成”改为“古镇”。

◆    正确辨析主宾搭配是否恰当



修改下面病句：

   松材线虫堪称林业第一杀手，松材线虫病已经成为目前为止我国松林经

济损失排名第一的有害生物。

【答案】主语“松材线虫病”与宾语中心语“有害生物”搭配不当，可改为“松材

线虫病已经成为……的森林疫病”。

牛刀小试：



.(2020·新高考Ⅱ)下面文段有四处语病，请指出其序号并做修改，使语言表

达准确流畅。

①凝聚几千年的文明和智慧，②人类形成了现代城市，③并努力用灯光

点亮城市的夜晚。④作为经济学家来说，⑤城市灯光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社会经

济秘密，⑥可以据此估算城市人口的数量，⑦预测房价的走势，⑧进而反映城

市的经济发达程度。⑨然而这样的繁荣背后却带来了隐患：⑩城市的灯光不仅

会增加能源消耗，⑪还会破坏动植物乃至人类的生物节律。

答案　②修改为“人类创造了现代城市”；④修改为“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者

“经济学家认为”；⑧修改为“进而推断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⑨修改为“

然而这样的繁荣却带来了隐患”或者“然而这样的繁荣背后却存在着隐患”。

真题练习



解析：②“人类形成了现代城市”主宾搭配不当，“人类”这一主语无法形成

“城市”这一宾语，逻辑上不通，应改为“人类创造了现代城市”。

④“作为经济学家来说”成分赘余或介宾搭配不当，可改为“对经济学家来说

”；从语义顺畅的角度看，改为“经济学家认为”也可。

⑧“进而反映城市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前几句紧密相连，共用一个主语“经济

学家”，而“反映”的主语一般是事物或现象等，而这里是人物概念作主语，

可改为“推断”“判断”等谓语动词。

⑨“然而这样的繁荣背后却带来了隐患”的主干是“繁荣背后带来隐患”，从

语义上看“背后”即包含“隐”的意思，两者语义重复，同时，“背后”与“

带来”主谓搭配不当，可改为“然而这样的繁荣却带来了隐患”或“然而这样

的繁荣背后却存在着隐患”。

真题练习



       动宾搭配不当，不少动词和其所带的宾语都是彼此较为固定的搭配对象，如
果打破了这样的搭配习惯，则属误用。如：

         [2020浙江卷]汽车影院以停车空间为电影放映场地,通常设置超大银幕,观众

坐在私家车内就可以看到大银幕上清晰稳定的图像和车内收音机上接收的电影原

声。

   【★ “看到”“车内收音机上接收的电影原声”搭配不当，应改为“看到大

银幕上清晰稳定的图像，听到车内收音机上接收的电影原声”

考向3.动宾搭配不当



       1.谓语+宾语。谓语和宾语分别由单一的动词和名词充当，二者语义上搭配

不当。如:经过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创了以“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开创”的意思是“开始建立、创

建”,与之搭配的多是时代、模式、新局面、先河等，而“成就”指“事业上的

成绩”,与之搭配的多是取得、创造等；语句中“开创”与“成就”不搭配,把“

开创”改为“创造”。

     2.谓语+复杂性宾语。当宾语是“主谓短语”“定中短语”时，容易产生谓

语动词和宾语中心语之间的搭配不当。

     3.复杂谓语+宾语。当谓语是并列短语时,容易与宾语搭配不当。如:规范企

业海外经营行为,要围绕体制机制建设,突出和落实问题导向,补足制度短板,加强

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和制度建设。语句中,“突出”的是“问题导向”,“落实”的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删除“和落实”。

◆    常见的动宾搭配不当类型



修改下面病句【 2021·浙江】：
   近期，公安部联合主要媒体网站持续推出反诈骗系列报道，不断加强社会

宣传，扩大宣传精准性，构建立足社区、覆盖全社会的宣传体系，掀起全社

会共同反诈骗的热潮。

【答案】“扩大宣传精准性”，动词“扩大”与宾语“精准性”搭配不当。

可将“扩大”改为“提高”。

牛刀小试：



       动补搭配不当，动词与所带的补语也有不搭配的。主要指“一动”与“多

补”不能完全相搭配。如：

      每次查房、会诊后，李大夫总是耐心地指导她怎样把病历写得完整、条理、

清晰。

    【★ 句中一动与多补不能全相搭配，“写得”和“条理”不搭配。应改为

“有条理”】

       除了常规的动补搭配不当外，本类型还涉及“减少”“降低”“缩短”

等词语后面接倍数的问题。根据习惯表述，“倍”只能用在“增加”后。因为原

数减少一倍为零，更不用说减少更多倍了。如：这个炼钢车间，由十天开一炉，

变为五天开一炉，时间缩短了一倍。(倍数词使用不当，表缩短、降低、减少只

能用分数、百分数或几成等)。

考向4.动补搭配不当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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