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积累应用

专题四　语病的辨析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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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真题演练

进阶训练



 

2022版

课标要求

　　随文学习基本的词汇、语法知识，用来帮助理解课

文中的语言难点。

题型题量

　　近几年，广东省中考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均

为选出“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1小题，3分。

2023年首次以语段为载体考查语病的修改，分值2分，选

出修改最恰当的一项。



考查内容

　　常考病句类型主要包括：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语

序不当、成分赘余、句式杂糅等。2023年考查搭配不当、

语序不当的语病修改分析。

命题趋势

　　预测2024年仍会以语段的形式考查，设题方式更加

灵活。同学们在复习时要熟悉各种类型的病句和修改方

法，提高发现和修改病句的能力。



 

1.（2023广东节选）语段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

的一项是（　D　）（2分）

　　古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读诗不仅能够增强精神境界，

而且能带来审美愉悦。

A.读诗不仅能够增强精神境界，而且能带来审美体验。

B.读诗不仅能够提升精神境界，而且能带来审美愉悦。

C.读诗不仅能带来审美体验，而且能够增强精神境界。

D.读诗不仅能带来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提升精神境界。

D



2.（2022广东）下列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A　）（3分）

A.学校提倡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简单的家务抢着做，复杂的家

务帮着做”，旨在培养他们每天劳动。（在“劳动”后加上“的观念

”）

B.广大青年崇德向善，不仅关乎其人生道路能否走得正、走得远，更

关乎整个社会能否风清气正、和谐友爱。（在“崇德向善”前加上“

能否”）

C.随着博物馆越建越多，展览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大限度发挥博物馆

的作用就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把“目前的”删掉）

D.在“新时代城市家居”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提出了智慧城

市家居的明确设计理念。（把“明确”调到“提出”前）

A



3.（2021广东）下列对病句的修改不正确的一项是（　C　）（3分）

A.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方面，中国始终是

贡献者、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与“参与者”互换位置）

B.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以文化为内核、以综艺为外壳，融合了多种

创作手法，遭受了观众的好评。（把“遭受”改为“赢得”）

C.长期吃外卖快餐的人容易生病，主要是因为油盐摄入过度以及饮食

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在“容易”前加上“之所以”）

D.粤剧《白蛇传·情》郑州演出终场谢幕时，随着掌声经久不息，反

映了中原地区观众对岭南传统文化的接纳与欣赏。（删掉“随着”）

C



 

第一阶　考点精讲精练

一、语法知识

句子的成分

一般完整的句子成分结构如下：



句子的主干：把句子中的定语、状语、补语压缩后剩下的部分。提

取主干后，根据句子的基本句型来判断句子的主干或枝叶是否存在

语法结构性语病。



成分 语法作用 符号 示例

主语 表示句子陈述的对象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敌人监视着苇塘。
谓语

对主语动作或状态的陈述或

说明

 　　

宾语 动作（动词）的接受者  　　 

定语 用来限制、修饰主语和宾语 （　　）
（我国）的石拱桥有

（悠久的）历史。

    



成分 语法作用 符号 示例

状语
说明地点、时间、原因、目

的、方式结果和伴随状况等
[　　] 我们在[田野上]散步。

补语
对动词性谓语和形容词性谓

语起补充说明作用
＜　＞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



二、常见语病类型技巧点拨及训练

                搭配不当[2023、2022、2021、2020、2019、2018、2017]

分类 病句修改

主谓搭配

不当

（2023达州）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以高标准农田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进。

（将“改进”改为“改善”）



分类 病句修改

动宾搭配

不当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和倾听着这位英雄的报告。

（把“注视和”删去）

当前，科普工作不仅要提升科学知识，还要弘扬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思想。（“提升”改为“普及”）



分类 病句修改

主宾搭配

不当

春季的昆明是富有生命力、充满希望的季节。（“春季的

昆明”改为“昆明的春季”）

修饰语与

中心语搭

配不当

南极洲恐龙化石的发现，强烈地证明地壳在进行缓慢但又

不可抗拒的运动。（“强烈”改为“有力”）



分类 病句修改

一面与两面

搭配不当

（2023枣庄）能否持之以恒、科学健康地进行体育锻炼，

是一个人拥有健康体魄的保证。（删去“能否”）

关联词语搭

配不当

（2023恩施州）古人说，煮茶的水，“山水上，江水中，

井水下”。山水煮出来的茶，汤清亮，茶味浓。水质虽

然不好，味道就差多了。（将“虽然”改为“如果”）



技巧总结

1.关注动词

　　关注句中的动词和主语、宾语或修饰语能否搭配，不能就要换

动词。看动词能否带宾语，不能就删宾语。

解决方法：提取主干

2.关注并列动词

　　关注句中并列的动词（通常用“和”“与”“及”等连缀），

判断其是否都能与对应的宾语搭配。

解决方法：看到并列动词不放过



技巧总结

3.关注判断词“是”

　　带有“是”的表判断的句子，要看主宾搭配是否恰当（主要看

主语和宾语是否属于同一范畴的事物）。

解决方法：是与不是表判断，主宾搭配合习惯。

4.关注两面词

　　关注句中出现的“能否”“是否”“有没有”“成败”“好坏

”“优劣”“轻重”“快慢”“升降”等两面词。



技巧总结

5.关注关联词语

　　句中有成对使用的关联词语时，首先，要检查关联词语本身是

否搭配得当；其次，要注意它们的位置。如果搭配和位置都没有问

题，就要检查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辨析下列句子的语病类型并写出修改意见。

1.（2023恩施州）土家族的“西兰卡普”用料之精湛、做工之精细，

不亚于南方其他刺绣。

主谓搭配不当，“用料”与“精湛”搭配不当，应将“精湛”改为“

讲究”。



2.（2023成都）成都市妇联将联合各界力量，为家庭教育服务，营造

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条件。

动宾搭配不当，“营造”与“条件”搭配不当，应将“条件”改为“

环境”。

3.（2023黄冈）只有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幅提升，就能为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中国力量。

关联词语搭配不当，应将“就”改为“才”。



4.（2023东营）河水的“黄”与海水的“蓝”缠绕交汇又泾渭分明，

夏日的黄河入海口是最美丽的季节。

主宾搭配不当，将“夏日”与“黄河入海口”调换位置。

5.（2023张家界）是否能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革命老区

重点城市对口合作等重要机遇，有利于推广特色旅游产品，增加

互动吸引。

两面对一面。删去“是否能”。



                成分残缺[2022、2021、2020、2018、2017]

分类 病句修改

缺主语
（2023广州）随着广州打造“零换乘一体化”综合交通枢

纽，将构建区域1小时生活圈。（删去“随着”或“将”）

缺谓语
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句末

加“努力奋斗”）

缺宾语

中心语

（2023十堰）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这两个成语是中华民

族热爱读书、敬重知识与学问。（句末加“的代表”）



分类 病句修改

缺定语

或状语

我国鸟类工作者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已查明先后在贵州高

原鸟类多达417种。（第二个“鸟类”前缺修饰语，可加上

“栖息的”）

缺介词
昨天，李苗同她关系最“铁”的朋友吵起来了。（“同”

后加“与”或“跟”）



技巧总结

1.关注介词与使令动词

　　介词（“通过”“为了”“经过”等）与使令动词（“使”

“令” “让”“给”等）同时出现的句子缺少主语，应删去其中

一个。

2.关注长句（含多项定语或状语的句子）

　　定语过长时，先提炼句子主干，再检查是否有谓语、宾语残缺

的语病。当看到“发现”“提高”“研究”“增加”“表现”“证

明”等词语时，要注意检查其宾语是否存在。



 

辨析下列句子的语病类型并写出修改意见。

1.（2023张家界）通过统筹长江沿线地区文化和旅游资源，使长江旅

游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缺主语，删去“通过”或“使”。



2.（2023南充）您扎实的专业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必将对我们深

远影响。

缺谓语，应将“必将对我们深远影响”改为“必将对我们产生深远影

响”。

3.（2023恩施州）我生在农村，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改变农村

面貌植根于心底。

缺宾语中心语，应在“改变农村面貌”后加“的愿望”。

4.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有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决心。

缺定语，应在“理想”后加上“而奋斗”。



5.联合国设立“国际家庭日”的目的，是促进各国政府和民众更加关

注家庭问题，提高家庭问题的警觉性，促进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缺介词，应在“提高”后加上“对”。



                重复赘余[2022、2020]

分类 病句修改

主语赘余
我们中学生，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自学能力。（应删去

后一个“我们”）

谓语赘余

国庆期间，公园内精彩的传统戏曲表演，吸引了众多市

民停下来驻足欣赏、拍照喝彩。（“停下来”和谓语“

驻足”意义相同，应删去其中一个）



分类 病句修改

宾语赘余

浩坤湖旅游休闲度假景区，距百色至凌云二级公路约

五公里的距离，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前面已有宾语

“约五公里”，应删去“的距离”）

修饰语赘余

（2023遂宁）宋瓷博物馆展览内容越来越丰富，最大

限度发挥其复合型功能就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即“当前急切应办的事”的意思，“目前

的”赘余，应删去“目前的”）



分类 病句修改

介词赘余

这次科考活动获取的材料很有价值，有助于对课题的

深化研究。（“于”即“对于”的意思，“对”赘余，

应删去“对”）

关联词赘余

理论如果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

量。（“一旦”即“如果有一天”的意思，“如果”

赘余，应删去“如果”）

数量词和约

数词连用

（2023贵州）全校18个班级大约七百名左右的学生接

受了视觉健康检查。（删去“大约”或“左右”）



技巧总结

1.关注程度副词

　　“过于（太）”“非常（特）”“十分（更加）”“格外（很）

”等。

2.关注数量词和约数词

　　当句中有数量词和约数词连用时，注意看语意是否重复或矛盾。

（注意：“大约”“左右”“超过”“以上”不能成对出现。）



技巧总结

3.关注文言词语、书面语

　　当句中出现了文言词语或书面语，可能是成分赘余，如“诸

（之于）”“堪（可以）”“由衷（在心里）”“忍俊不禁（笑）

”“漫山遍野（到处）”“真知灼见（意见）”等，要检查是否语

义重复。



 

辨析下列句子的语病类型并写出修改意见。

1.附近的工厂永远飘荡着一股刺鼻的铅味，但人们早就感到习以

为常。

谓语赘余，应删去“感到”。

2.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到来，各界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二十

大学习宣传活动，让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宾语赘余，应删去“的到来”。



3.中国高速铁路网几乎差不多覆盖了国内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与

城市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修饰语赘余，应删去“差不多”。

4.（2023枣庄）2022年我国5G基站总量已达到231.2万个，约占全球

5G基站比例60％左右。

约数词连用，“约”“左右”删去其中一个。

5.（2023济南二模）将体育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目的是

为了培养学生终身运动的好习惯。

状语赘余，删去“为了”。



                语序不当[2023、2021、2020、2019、2018、2017]

分类 病句修改

定语语

序不当

目前，我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村

家1977年出土的青铜刀。（应将“1977年”调至“是”和

“在”之间）

状语语

序不当

在休息室里，许多老师昨天都同他热情地交谈。（应改为

“许多老师昨天在休息室里都热情地同他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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