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句(語病、文字病) 
 

病句類別(種類) 

 

1.成分殘缺： 
如「昨天去開家長會了。」這句話如果沒有語境，也就不知道是誰，則視為病句。此時要主語，如「昨

天我的父親去開家長會了。」 

 

2.重複贅餘： 
如「我這道題答得真是準確而又無誤。」這句話「準確」與「無誤」是一個層面，應該改成「我這道題

答得真是準確。」或「我想這道題答得真是無誤。」 

 

3.語序不當(顛倒、倒置) ： 
如「我車已經買了。」這句話不符合「主述賓」語序，應該改成「我已經買車了。」 

如「我國棉花的生產，現在已經自給有餘。」應該改成「我國生產的棉花，現在已經自給有餘。」 

 

4.前後矛盾： 
如「過一會兒我們已經完成任務。」這句話的「過一會兒」和「已經」矛盾並存，應該改成「過一會兒

我們就會完成任務。」或「我們已經完成任務了。」 

 

5.搭配不當(字詞運用失誤)： 
如「緬懷未來。」這句話的「未來」不能「緬懷」，應該改成「緬懷過去。」或「放眼未來。」 

 

6.連詞誤用： 
如「因為父親病了，所以他仍舊堅持工作。」這句話連詞用的不恰當，應改成「雖然父親病了，但是他

仍舊堅持工作。」 

 

 



 

7.分類不當(歸類有誤) ： 
如「街上有家店賣水果，有橘子、黃瓜和菠菜。」這句話表示類別的詞「水果」不當，應改成「街上有

家店賣蔬果，有橘子、黃瓜和菠菜。」或者「街上有家店賣水果，有橘子、蘋果和香蕉。」 

 

8.不合情理(不合邏輯)： 
如「盲人看到有一個小女孩走過這條路。」這句話中「盲人」是不可能看到小女孩的，應改成「盲人知

道有一個小女孩走過這條路。」 

 

9.指代不明： 
如「李明和劉彤是好朋友，他經常約他去打球。」這句話常出現在句中有多個人或物時，容易造成指代

不明。這類型的病句主要有兩種：一是用一個代詞同時代替多個人或物；二是指示代詞（這、那、這

裡、那裡……）和疑問代詞（誰、哪裡……）誤用；應改成「李明和劉彤是好朋友，兩人經常相約去打

球。」或「李明和劉彤是好朋友，他們經常互相邀約去打球。」 

 

10.費解或歧義： 
費解就是一句話表達出來，讓人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想要表達什麼；歧義就是一句話有兩種理解。 

○1費解如「到大自然裡參觀各種的動物和植物，輕便的鐵路是我這次旅行的歸途。」去參觀怎麼會是歸

途？應改成「我預計在旅行歸途前要到大自然裡參觀各種的動物和植物。」或是「搭乘輕便的鐵路前往

大自然旅行，參觀裡面各種的動物和植物。」 
 

○2歧義如「廠長採納了兩個工人的建議後，意外激發了全廠職工的積極性。」兩個工人是共同提一個建

議？還是兩個建議？理解上會產生歧義。應改成「廠長採納了兩個工人所統整的建議後，意外激發了全

廠職工的積極性。」或是「廠長採納了兩個工人不同的建議後，意外激發了全廠職工的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