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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下期中备考防坑【03 期/共 10 期】

期数 防坑 指南

03 病句辨析易错点 病句辨析知识点

【例坑】

1.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鲁迅先生的一生，写了不少讽刺揭露反动派罪恶的杂文。

B.学好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

C.在他不断地启发教育下，终于使我认识了错误。

D.还没吃晚饭，我已经做完了作业，只剩下外语作业还没动手。

解析：答案为 B。A 选项，“一生”是主语，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不会“写杂文”的；C

选项，“在……下”和“使……”同时存在，会使句子缺乏主语；D 选项，前后矛盾。

2.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在节约型社会里，人们有效利用资源进一步增强。

B.这篇小说完美地塑造了一个普通船长的光辉事迹。

C.大家去郊游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防止不要发生意外事故。

D.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许嘉璐日前表示，重视外语学习、忽视中文教育所产生的不良反应

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解析：答案为 D。A 搭配不当，应在“资源”后增加“的意识”；B 搭配不当，“事迹”不

能“塑造”，“形象”才可以；C 选项不合逻辑，“防止不要”意思实为“一定要”，与句

子原意不符。

【坑在哪儿】

1.病句辨析题，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对于不会做这道题的同学来说，最大的坑就是“不

了解病句有哪些类型”；

2.还有一类同学，四个选项还没看完，就急急忙忙选择入眼的第一个“正确的”或“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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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作为“答案”，结果，真正的“答案”根本连看都没看过；

3.还有一些题目，其中两个选项“不相上下”，似乎都没错误，同学们就只好“蒙”——碰

运气，但是，这种情况，得分的概率也是不高的。

【坑来坑去】

1.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为了防止类似的恶性事故不再发生，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

B．教育观念能否从根本上转变，是我们解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程问题的重要保证。

C．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才使他打开了思路，掌握了解题方法，成绩有了明显提高。

D．本次校际联欢会上，来自不同学校的几十名同学携手同欢，共话未来，相互增进了友谊。

2.选出没有语病的一个句子。 ( )

A．大量地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增长人的知识，而且能丰富人的感情。

B．目前，我国各方面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

C．实验中学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开展多项综合实践活动，学生非常受欢迎。

D．江南药业集团采取积极有效的节水措施，用水量由去年同期的四十吨下降为现在的十吨，

下降了三倍。

3.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她那红润的脸蛋犹如盛开的梨花。

B.能否努力学习，是我们取得优秀成绩的保证。

C.小屋子的灯熄了，主人也进入到香甜的梦境，山林中只留下守护着她的黑色的夜。

D.早晨六点钟，在通往机场的大街两旁，已经站满了数万名欢送的人群。

4.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广州申办亚运成功，我就萌发了想学好外语，去当个志愿者，为亚运服务。

B.我生长在戏剧之家，豫剧对我一点都不陌生。

C.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D.材料厂经过技术革新，成本下降了一倍，而产值却增长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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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面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球馆设施齐全，可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球拍、秋衣、球鞋和衣柜等乒乓器材。

B.当亲民党访问团来到长沙时，受到长沙人民的热情接待与热烈欢迎。

C.在政协会议上，人大附中校长呼吁：不要把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当成品德问题。

D.能否保持一颗平常心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关键。

6.下列句子中有语病的一项是（ ）

A.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看它的教学质量。

B.一个人能不能干好工作态度是最重要的。

C.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关键是要勤奋学习。

D.作文能不能拿高分选择材料很重要。

答案：

1.D（A，“防止”或“不再”删去；B，两面对一面；C，“才使”去掉）

2.A（B，成分残缺，句末加“的需要”；C，应为“非常受学生欢迎”；D，“倍数”不能

“下降”，只能“增加”）

3.C（A 比喻失实，“梨花”是白色的，B“能否”讲两种情况，“优秀成绩”只是一种，D

“人群不能用“数万名”修饰）

4.C（A 却宾语，应在“学好外语”后加“的想法”等，B 应改为“我对豫剧”，D 改为“成

本下降了 50%”。下降、减少不能用“倍”表述）

5.C（A“衣柜”不是“乒乓器材”，B 缺乏主语，去掉“当”和“时”，“热情接待”和“热

烈欢迎”语序不当，应对调，D 两面对一面）

6.C（A“关键看它的教学质量”暗含了“教学质量高低”两个方面的内容，B 言外之意是：

态度好能干好工作，态度不好就不能干好工作，C 前后失去照应，应为“关键看你是否勤奋

学习”，D 的意思是：材料选择得好能拿高分，选不好不能拿高分。）

【防坑出招】

1.熟悉病句的常见类型，对于各种类型的病句题目十分了解，掌握“缩句法”等常用的病句

判断方法，快速看穿病句的问题所在；

2.不管题目有多长，一定要把每个选项看完！每看一个选项，对于第一遍默读时就觉得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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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地方，用笔稍微划一下，表示“已看过且这里有问题”。注意：不建议在选项上打“×”。

打“×”存在弊端，比如，题目问的是“下列句子有语病的一项是（ ）”，做题的时候在

选项“A”等字母上打“×”，既可以表示“这句话有错”，也可以理解为“这句话没错，

不是我要选择的对象”，妨碍我们做选择，扰乱我们的答题情绪，也拖累了答题速度。也就

是说，做题习惯是十分重要的！

3.对于实在无法判断答案应该选 A 还是选 B 的情况，重新运用学过的知识，给两个句子“缩

句”，主干没问题，再看细节，一点点判断。最后要选择那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把握的答案。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十分清楚每个选项的病因所在！

【病句的判断方法】

（一）缩句法。常用的语法分析方法。

先把句子中的附加成分(定语、状语和补语)都去掉,缩句出主干,检查主干是否存在成分

残缺、搭配不当的语病；如果主干没问题,再检查局部,看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搭配有无问

题,修饰语的内部是否存在语序问题。例如：

青年担负着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缩句法也适于检查句子成分是否搭配得当。例如：

老红军向我们讲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在毛主席的

领导下勇往直前的一曲壮歌。

缩句以后,全句成为"老红军向我们讲述了……一曲壮歌。"这样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讲述"

与"一曲壮歌"搭配不当。

缩句法运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缩句时,为了避免在否定句中去掉否定词而出现与原意相反的情况,应把否定词保留在

主干里。

②缩句时,必须保持原格式的基本结构不变。如果砍掉了修饰成分以外的词语,就会破坏

原句的结构。

(二)类比法。对句子的毛病拿不准时，按照原句格式仿造一些浅近的、容易把握的句子加以

比较，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语病所在。例如：

这个经验值得文教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重视。



广州初一&初二交流 QQ 群 322020544 课程咨询热线：4000-121-121

5

（修改：把“的”去掉）

(三)语感审读法。调动语感,在审读的过程中从感性上察觉语句的毛病,即按习惯的说法看是

否别扭。如别扭则再作分析比较,明辨原因,加以修改。例如：

不管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都极端不利，登山队员仍然克服了困难，胜利攀登到顶峰。

（修改：把“不管”改成“虽然”）

（四）逻辑分析法。有的语病从语法上不好找毛病,就得从事理上进行分析,这就是逻辑意义

分析法。逻辑意义分析法要从概念、判断、推理方面考虑是否得当,从语句的前后顺序、句

间关系方面考虑是否合适。例如：

①该市有人不择手段仿造伪劣产品……

②凡是有杰出成就的人，都是艰苦环境中磨炼成才的。

（修改：①把“仿造”改成“制造”；②在“都是”前加“大”，变成“大都是”）

常见语病句例归类：

1、留意否定词：否定词多次出现在同一句中，有可能导致句子意思和要表达的意思相反。

（1）我们没有人不认为他这件事做得不对，所以我们都为他高兴。

（2）她虽然还小，但谁又能否认现在就不要教育她呢？

（3）为了防止（避免、禁止、杜绝等）欺负同学的事不再发生，老师对我们进行了教育。

2、留意与数量有关的词语，表达约数的词语，不能在一句中出现两个。

（1）我完成今天的作业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2）许多莘莘学子正在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学习。

（3）汽车公司的销售量提高了一半。（“提高”可用倍数）

（4）今年这些海鲜的价钱比去年降低了两倍。（“降低”可用分数或百分数）

3、留意并列短语（如“和”字），若是动词，留意语序是否颠倒；若是名词，留意是否从

属关系；

（1）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2）他到医院治疗和检查了身体。

（3）妈妈买了葡萄、苹果和水果。

4、留意介词（如“由于”“通过”“对”等词语），是否缺少主语或主客体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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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教师的关心，使他改正了坏习惯。

（2）通过大家的帮助，使他的学习成绩有了极大的提高。

（3）武侠片对我很感兴趣。

5、留意选择性词语（如“是否”“好坏”“是不是”等词语），前后句是否有两面的意思

与它对应

（1）是不是努力学习，是取得优异成绩的保证。

（2）正确的学习态度，是我们成绩好坏的关键。

6、留意关联词，考虑关联词是否搭配恰当，位置是否得当

（1）尽管有多大困难，我们都不能停滞不前。

（2）不管天气十分炎热，同学们还是很认真地考试。

7、留意代词（如“他”的指代内容），是否指代不明

（1）小明、小红、小芳一起去小文家，他很开心。

（2）有人主张接受，有人反对，他同意这种主张。

8、句子出现谦辞和敬辞时，考虑是否用错对象。

（1）我们将光临贵馆参观。

9、出现歧义的句子。

（1）李老师到中山大学上课去了。

10、搭配不当的句子：

（1）他的家乡是湖南人

11、并列不当的句子：

（1）春节期间，这个城市的 210 辆消防车和 3000 名消防官兵，放弃休假，始终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