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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適用於國小高年級學生病句之教學模組 

 
研究生：安真瑩  

 

國立臺東大學 國語文補救教學碩士專班 

 

摘    要 

 

    本研究是以國小學童為對象，研發適用於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病句教學模組。

期望透過系統化的病句教學模式，提供教學者具體的教學策略參考，教學者可直

接針對學童的錯誤類型進行病句的修改，幫助學童運用學習策略以更有效地掌握

語法規則，提高辨別語言正誤的能力。 

    本模組是以「句子」為單位，依常見的病句錯誤類型作為主要的選材進行病

句教學，病句類型主要分成三大類，分別是「詞語運用」、「句子結構」、「語意表

達」，各大類再依錯誤型態的差異進行細項分析，每一病句分析的內容除了找出

病因外，還列舉較適宜的修改範例，提供教學者參考。 

    本技術報告研發的成果為病句教學模組，教學者可透過病句教學模組，瞭解

學童常見的病句類型，並透過病句修改的四步驟流程，幫助學童在系統化地模組

設計中，學會病句的辨識及修改。 

 

 

關鍵字：病句、病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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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the Teaching Module of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 for Seni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AN CHEN-YING 

 

Abstract 

 

With an aim a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teaching 

module of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for seni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y reference through the 

systematical teaching module of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Teachers can correct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made by students, help students use learning 

strategies to master grammatical rules mor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orrect and wrong languages. 

 

With “Sentence” as a unit, this module conducts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teaching according to common wrong types as the main materials. The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the use of words”, 

“senten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Each category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error patterns. In addition to the causes, each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 is analyzed to cite examples of appropriate 

modification, which offers the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is technical report is the teaching module of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through which teachers can understand the common types of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made by students. Through four-step procedures of 

revising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teachers can help students learn how to 

recognize and revise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s in the systematic module design.  

 

Keywords: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 Grammatically Wrong Senten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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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語文是學習及建構知識的根柢，也是一切學科的基石，不論是人文學科的

歷史、地理，或是科學領域的自然、數學等，均有賴語文作基礎。語文學習的能

力不外乎聽、說、讀、寫，其中又以寫作為語文能力的極致表現。 

    如何寫出一篇好的文章呢？劉勰的文心雕龍曾提到：『因字而生句，積句而

成章，積章而成篇。』章篇屬於上層建築，字句則屬於基層建築。基層不穩妥，

上層便無所寄託。由此可知，學習寫作要先把句子造好；句子都造不好，怎麼能

寫整篇文章呢？所以，學習寫作，要從學習造句開始，因為句子是段落文章的最

小意義單位。 

 

 

壹、 造句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 
    句子是由詞、詞組或分句，按照一定的語法組成的，是語言運用的基本單位。

在組織句子的過程中，必須使用完整的語句，才能使他人明白所要表達的事物。

學習語文，皆從字詞學起，進而造句，而這些句子，會隨著不同的主題而產生變

化，進而組合在一起，組成一篇文章（劉遠楨、黃思華、蕭維蒂，2009）。因此，

句子居於語言結構的中間位置，具有上啟段落、篇章，下承語詞、詞素的聯絡功

能，是詞語、段落、篇章之間的橋樑。 

    從功能來看，造句可幫助學生正確理解和應用詞語含義、詞性及語法知識，

準確地表達思想，為語文寫作奠定了一個紮實之基礎（劉元柏，2002）。楊春（2015）

也認為造句是培養學生理解詞語，運用詞語組織句子的一種最為簡單有效的訓練

方式；從目的來看，宋麟興（1960）提到，造句的目的在以簡短的句子訓練學生

運用文字來表達情意，待短句教學有了相當成效之後，教師進而指導學生寫作長

句，以期從造句練習中領悟作文的方法，使學生有良好的作文基礎。 

    造句教學的重要性，中外學者皆有相關論述，如簡宗梧（1961）提到，造句

教學不但可以訓練學生的發表能力、學習語法規則，還可以作為衡量新詞教學效

果的尺度，因為造句的題目，大都選自一課裡面的新詞，學生必須暸解該詞的意

思，並能正確運用，造出的句子才會通順。李麗娜（2008）的研究發現，國小學

童的病句，錯誤最多的是用詞不當，更加印證學童對於『詞』這個意義尚未清楚，

更不說是用法的限制。所以，教師若想暸解新詞教學是否徹底，只要看學生所造

的句子便可一目了然；從寫作方面來看，Saddler(2005)認為，造句練習是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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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的一個要素，一個完整的寫作課程除了需要大量時間的寫作、師生共同討

論、足夠的示範引導、寫作題材的選定外，尚需包含增加造句技能的小單元。透

過這樣的寫作的過程，可使每位寫作者有規劃的練習，進而建構出有趣、有意義

的和多變化的句型。馮俊明（1974）與葉靖雲（1999）亦提到，造句是寫作的先

備能力之一，文章要寫得好，必須有良好的造句能力；從閱讀方面來看，低閱讀

能力的學生在句子與連接詞的使用上，都低於一般學生，且常有語句使用錯誤的

現象，錯誤語句數皆顯著高於一般學童（錡寶香，2001）。許多低閱讀學生在句

型使用上常產生錯誤，或是無法使用及暸解特定句型，造成閱讀與寫作能力低落

（陳穎相、廖晨惠，2015）。 

    綜合上述，可知造句教學對語文能力的重要性，要提高中小學生語文水準和

寫作能力，造句教學是不容忽視的。 

 

 

貳、 教學現場之困境 
    在國小學習階段有關造句能力方面的指標，指出國小階段對於學生造句大致

上有詞用、詞義、詞性、句法、修辭及標點符號等基本能力要求，因此在教學時，

教師應不時檢視學生是否具備這些造句基本能力。但可惜的是，一般教師常忽視

造句教學，不暸解這項基礎工作在語文能力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認為懂得造句

不一定就會寫文章，因此只有在中低年級時較注重造句教學，而到了高年級就應

該著重文章『章法』、『結構』的講述，很少再要求兒童造句（劉秀男，1976）。

楊茹美（2010）也提到，造句與照樣照句兩大題型提供練習的次數太少，且忽略

標點符號的練習。她也因學生對造句練習抱著敷衍的學習態度，而深深感受只

『叫』學生造句，沒『教』學生如何造句，只會為師生帶來彼此折磨。高維貞（2006）

則建議教學者在造句教學上應該做好徹底的新詞教學、提供情境和學生口語發表

的時間、讓學生多做句型問答、替換詞語、句子增減與轉換的練習，並讓學生自

行創作。 

    相較於生字與造詞練習，造句練習的難度一下提昇不少，大部份學童對其感

到十分棘手，所以只想抄句子（楊茹美，2010）。許多現場教師也都為學生的病

句感到困擾（許淑芬，2009；林怡伶，2008；李麗娜，2008）。例如，黃秀蘭（2012）

舉例班上學生在寫作練習時，寫了『今天很冷，我穿一件外套，但是我們家很冷。

但是我希望我得七千顆戰鬥陀螺，因為我喜歡戰鬥陀螺。』這樣的情形不止發生

在特定學生身上，而是普遍存在班級裡。她還發現，學生的用字遣詞也受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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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廣告』、『電視節目』的影響，常發生口誤或不合文法的句子。廖秀珍（2012）

則指出，一直到大學，依然經常聽到有老師不斷吶喊，學生的專題內容不知所云，

寫作能力嚴重下降。鄭博真（1995）曾以問卷調查台南市國小作文教學情況，當

時教師就公認『句子欠通順』是學生作文在文字語詞方面最常見的缺點。可見通

順達意的文句，一直是語文科亟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學生在造句、寫作的過程中，發生錯誤、產生病句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Corder（1967）認為，學習者的錯誤很重要，它提供了學生語言學習過程採用策

略的線索。錯誤也是學習的元素，學習過程中的錯誤可視為補救教學的依據

（Dulay，1982）。王希杰（1955:12）指出：語言學不但應當研究合乎語法常規

的句子，還應當研究不合乎語法的病句。但是，在國小的教學指引中，句子的教

學是依句法結構在各年段逐年排入課程，依序學習句型，並未排入病句的辨識教

學，若現場教師專業不足，無法察覺病句或不了解病句如何修改，因而對學生的

指導有限，也將導致病句產生的機率提高。由於病句直接關係到學生語言運用能

力的培養問題，因此，身為語文教學的教師都應進一步提升自身語文能力，重視

學習者病句的預防及修正，並進一步培養學習者能覺察與辨識自己文章中有問題

的句子。 

    研究者為高年級教師，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生相處時，發現學生不論是在說

話、造句或短文寫作，所使用的句子皆常出現錯誤的用法，而研究者深感自身對

病句的修改及語言的表達與運用能力尚且不足，因而常為此感到苦惱。為了解決 

學生的病句不斷出現的問題及精進自身的專業素養，研究者收集造句相關之研究

與文獻，發現造句教學的研究大多是附屬在作文教學研究之下，缺乏對其獨立專

門的研究。除此之外，台灣在有關病句的專論、學生論文及網站資料並不多，詳

盡的參考資料都要從大陸或香港取得，即便近幾年陸續有病句相關論文出版，但

也僅止於病句的分析與探討，並無針對病句提供具體的教學策略供教學者實務知

識參考。    

    基於現行病句教學研究的不足，以及學生在句子上的錯誤用法必須及時導

正，本研究嘗試分析學生病句類型，並提出具體教學策略供教學現場的教師參

考，除了精進研究者本身之專業素養外，也希望能改善學生語言錯誤、進而提升

語文能力。本研發具體目的如下： 

一、 分析學生的病句類型。 

二、 提出高年級學生之病句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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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 以造句病句為研究的語料來源之意義與重要性 
    任何一種語言錯誤皆出現在實際運用語言的情境中，書面語言的錯誤---病

句，也必然產生於實際的書面語寫作過程中，病句的生成與寫作的歷程脫離不了

關係（曾雅文，2004）。由於近年來，國內外各種學習成就評量結果皆顯示我國

學生寫作能力有待加強，許多現場教師也提到，學生作文常出現語意不明、文句

結構紊亂的情形，作文能力逐漸低落（林怡伶，2008；高維貞，2006；李麗娜，

2008）。因此，國內許多病句相關研究多從學生的作文病句進行分析探討，將錯

誤的句子分類，歸納出常見的錯誤類型（林怡伶，2008；高維貞，2006；李麗娜，

2008；許淑芬，2009；曾振源，2010）。 

    然而，作文只是病句資料的來源之一。口語和書面表達，本都以『句子』為

單位，所以，在句子中所產生的病句亦是不容忽視的。Corder 認為：句子依賴

上下文語境得以釋義，以『句子』為單位的分析方法既注重句子的結構形式，又

注重語意，因此，錯誤分析應以句子為單位（楊雪琴，1995）。此外，孫碧霞（2005）

以學童國語習作語法錯誤之句子作為研究語料的文獻中也提到，跟作文比起來，

習作句子書寫練習的文章結構的負擔較少，學生較能集中思考於文句的書寫，書

寫問題的顯現就會更明確。再者，以蒐集句子作為研究語料也可避免以整篇文章

為寫作錯誤研究的語料來源時，錯誤情形受到寫作主題限定影響的可能性。高維

貞（2006）在其研究中也建議未來病句相關問題的研究，尤其錯誤性質的分析方

面，可採小樣本—以國小造句練習為研究重點，聚焦在單句或複句為主。  

    綜上，以句子為單位作為研究語料，可以更清楚掌握學童語法錯誤、語意不

清或不連貫等問題，進而提供病句修改的有效教學方法。可惜的是，國內文獻多

著重於作文的病句分析，較少從造句的病句著手。研究者搜尋碩博士論文，至

2016 年為止，病句分析大多附屬於作文教學之下，僅有三篇論文試著從造句練

習來分析病句（孫碧霞，2005；高維貞，2006；黃秀蘭，2012）。例如，孫碧霞

（2005）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國語習作中語法的錯誤，目的在暸解其書寫發展的

情形，並應用錯誤分析，歸納出錯誤類型，進而推論學童語文表達錯誤之成因，

以作為擬定語文教學重點的參考。 

    高維貞（2006）除了蒐集寫作病句外，還加入了造句練習時所產生的病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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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學生書面表達的錯誤，了解學生書面表達的困難及何種句型的練習，學生屢

次犯錯，以作為教師教學引導、加強練習的重點；而黃秀蘭（2012）以國小二年

級學童造句練習時產生的病句為研究的語料，將病句類型分成三大類，進行病句

歸類及統計病句次數，試圖了解不同學童在病句類型出現次數之差異與學業成績

對學童常見病句之相關，及句型難易度。 

    綜合上述三篇研究，雖有從造句的病句著手，但仍較著重在探討病句的類型

和錯誤分布的現象，對於病句只給予教材及教學上的修正建議，缺少各病句類型

的具體修正方法或有效的教學策略。因此，本研究試著針對學童造句之病句進一

步提供具體的教學策略，期望提供現場教師修正病句的有效方法。 

 

貳、 造句的病句類型之研究 
    病句即不合語法的句子，像是語意不清、邏輯不合理、修辭錯誤都屬於病句

的範圍。高葆泰（1981：197）指出，病句不僅包含思想內容，還包括語言運用， 

像是用詞、造句、標點符號、修辭等皆是屬於語言運用方面的病句。病句現象是

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語言運用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語病，不論在任何一個年級的

學生都會出現，但是不同階段的學生會有不同的類型產生。本研究是以學童造句

的病句為研究的語料，故著重在過去文獻上是以造句的病句為錯誤分類之研究來

探討。 

各家研究學生學習錯誤型態，從不同的角度著手，各有其所依循的錯誤分類 

方法與其研究重點，各家說法雖不盡相同，但異中有同，研究者將造句的病句分

類方法整理如下： 

 

 

 

 

    孫碧霞（2005）以錯誤分析法中的「表層結構策略」，為分析高年級學童在

習作中錯誤的句子所犯錯誤的類目。 

          分類方法   

孫碧霞（2005） 贅加型、省略型、替代型、倒置型        

高維貞（2006） 贅加型、省略型、替代型、倒置型        

黃秀蘭（2012） 詞語運用、句子結構、語意表達   

表 1  造句的病句分類方法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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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Dulay（1982）之定義，表面結構策略可分為四類：「贅加」，指在句中

加入不必要之語詞，或多餘、重複的部分；「省略」，指在句中省去不該省略的語

詞，而造成語意不清；「替代」，包括字詞誤用和不正確的替用；「倒置」，指某一

字詞在句中錯置，或語序顛倒。 

    孫碧霞（2005）的研究中發現，高年級學童錯誤類型以「贅加型」比例最高，

其次是「替代型」，二者合計達 80.3%，顯示「添加」和「替代」為學童最常使

用的語文表達策略。 

    贅加型錯誤較明顯的有以下四種：一、受方言語法影響而形成的贅加錯誤，

例如：「用+V」和「有+V」。「用+V」的詞組型態中，「用」是動詞，表示動作進行

的方式，如「用跑的」、「用滾的」，此法既有強調作用，又符合「簡化」原則，

所以就被借來多方運用；「有+V」的詞組型態中，閩南語裡的肯定（他有吃）和

否定（他沒有吃）都把「有」加在動詞前面表示動作完成；國語裡的肯定是用「了」

（他吃了），否定用「有」（他沒有吃）。另外，還有諸如「我有來看畫展」、「大

家都有想要去玩」此類的句子，句中添加「有」字對句意並無妨礙，若以「語言

是自然演變發展」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用法簡易應不歸為病句，但孫碧霞（2005）

認為文字表達若是過於規則化，如「他有吃…」，反而會造成文字上的累贅，因

此仍將其判為「贅加型錯誤」。二、「重複標示」，即意義相同的詞重複使用，如

「好成就」、「被挨打」，此多因學童對文言字義暸解不多和構詞概念不佳有關，

亦即「無睹某一字詞之義在先，因而贅補其他字詞造成意義重複在後」。三、「虛

詞贅加」，此類型發生的錯誤多集中在「介詞」和「助詞」兩項。介詞如「在下

課時，…」和「在班上有的人會彈吉他」都贅加了「在」；「助詞」如贅加「的」

和「了」。虛詞本身不具實在意義，但其贅加使句子結構改變，造成語法問題。

四、「重複使用同一詞語」，如「我們出去不是要出去玩」，「出去」一詞重複了，

應刪去其一。這類的錯誤顯現學童不會適當使用代詞，也不會主動替換詞語，以

使詞語豐富。 

    替代型表面結構錯誤則多數是「方言直譯」所造成，如：「一輛」車譯為一

「台」車、「開」燈作「切」電燈。此類型的錯誤除了證明方言詞彙與句法對於

國語的學習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顯示學童常使用已學過的詞語來代替未學過或

不熟的詞語，亦即學童並未慮及國語與台語兩種語法之間的差異，所寫的句子表

面上看起來是國語書寫，實際上是以方言模式思考運作而成。第二類是因「意義

理解錯誤」而產生的「替代錯誤」。包含「成語」和「一般詞語」。一個詞意義錯

用，將影響全句信息的統一，使理解困難。第三類是因「詞性誤認」而產生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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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誤用，包含「詞」和「詞組」的詞性錯誤。第四類「搭配失當」則是出現「主

語」與「賓語」的「中心語」，以及「動詞」和「賓語」搭配失當。賓語是說明

主語的，應與主語一致，搭配不當即出現錯誤。 

   「省略型」和「倒置型」錯誤分別佔總數之 13.3%和 6.4%，可見到了國小高

年級，學童對詞語的正確位置多能掌握，因此「省略詞語」或「顛倒詞語」的情

形較少。 

    高維貞（2006）同樣以「表層結構策略分析」歸類台中縣太平市五所學校

308名學童造句練習及作文病句類型，發現國小中年級在造句練習及作文病句之

錯誤，皆以「贅加型」、「替代型」問題最嚴重，「省略型」居第三，顯示學童在

語文表達時會不當省略或漏掉句子的某一部份。「倒置型」是四種錯誤類型中最

低的，表示學童語序學習發展良好，對詞語的正確位置多能掌握。 

    從高維貞（2006）與孫碧霞(2005)的研究中可發現，中年級與高年級兩者錯

誤類型的結果相同，皆以「贅加型」錯誤為首，「替代型」次之，且學童作文和

造句裡，都出現「用+V」、「有+V」、「說」字贅加。而林怡伶（2008）研究國小低

年級學童作文病句分析，也發現低年級學童寫作時會受到方言影響，出現「用

+V」、「有+V」的用法，會出現這些錯誤主要受到方言直譯、方言語法及口語化影

響，由此可見，學童書寫句子時受到母語與口語化的影響。此外，高維貞認為學

童因為不會使用名詞、代名詞、副詞、替換詞語，所以句子中常重複出現同一個

詞語，或是重複慣用口語化的詞語，像是「然後⋯然後⋯」，導致「贅加型」錯誤

比例較高，若是學童能了解書面語較口語來得嚴謹，就能減少說話時慣用詞語的

重複。 

    另一種常見的病句分類是依據孟建安（2000）《漢語病句修辭》裡的病句歸

類，其指出兒童在語言表達時會有生造詞語、類比簡化、句子成分殘缺、語序顛

倒、搭配不當、詞類誤用等錯誤現象發生，遂將病句類目分為三大類：詞語運用、

句子結構、語意表達。 

     黃秀蘭（2012）即參考孟建安（2000）病句歸類及陳光明（2007）、林怡伶

（2008）、李麗娜（2008）相關研究後，類目建構分為上述三大類。其類目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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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研究結果發現，「句子結構」類型出現最多錯誤，其次是「用詞不當」，最

後是「語意表達」類型。此結果與林怡伶（2008）研究低年級學童作文病句有相

同之處，皆以「句子結構」類型出現最多錯誤，在句子結構類型病句中，又以「成

分殘缺」錯誤次數最多，「搭配不當」次之，此說明二年級學童在語法認知上較

缺乏，對構成句子的成分不夠了解，因而產生了許多主語殘缺的病句，另外，在

句子成分間的搭配連用也無法確實掌握，也就是說，常用兩個不同的形容詞對同

一個主要語（或中心語）進行描述，卻沒有檢視是否適用，因而造成錯誤。因此，

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加強學生認識句子的組成成分，讓其了解哪些為句子必要組成

成分；其次是「詞語運用」方面，以「用詞不當」錯誤最多，此細項亦為病句類

型的各細項錯誤次數之冠，主要是因為二年級學童詞彙量少，對於詞語的意義、

用法尚在熟悉階段，因此容易出現因不熟詞義或用法而產生的病句；最後是「語

意表達」方面，詞語運用、句法結構對不成熟的寫作者是極大的負擔，因此二年

級學童在語意表達上常出現「邏輯不當」或者是「句意費解」的句子。 

 

    綜合上述，可知早期的分類多用 Dulay（1982）的「表層結構策略」將病句

分為四大項，而近期的研究則以孟建安（2000）病句歸類將病句分為三大項。 

儘管如此，由上述研究中可發現各家的病句分類僅是研究涵蓋範圍及名稱定義的

不同，實則在病句分析的架構上，大多與孟建安（2000）三種類型吻合。是故本

研究擬以周惠貞、戴興海（1995）《正確修改病句》一書為主要依據，斟酌孟建

安（2000）之分類方法，擬定出病句分類的類別。其主要類別包括詞語運用、句

子結構與語意表達等三大項。各大項又細分各小項，其類目表如下： 

 

          分類方法   

主類別 次類別        

詞語運用       詞類誤用、用詞不當、生造詞語   

句子結構 成分殘缺、搭配不當、成分多餘、語序紊亂

句型雜揉 

  

語意表達 歧異、句意費解、邏輯不當、語意重覆   

表 2 黃秀蘭病句類型歸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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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之病句類型歸類表 

          分類方法   

主類別 次類別        

詞語運用       近義詞錯誤、誤用連接詞、混用介詞   

句子結構 成分殘缺、成分多餘、搭配不當、語序混亂   

語意表達 含糊不清、前後矛盾、歸類不當   

 

 

參、 病句的修改 
    病句是個人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因未能全面掌握語言的規律而出現的錯

誤，而病句的修改就是基於規範表達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一定的標準、把

病句轉變成常規句，其目的就在於使語句通順無誤，使思想感情得以正確表達，

訊息得以準確傳遞。 

 

一、 修改病句的原則 

教師指導學生修改病句，要能說出錯誤的性質，而不能單憑直覺知道有錯， 

但卻不知道錯在哪和為什麼錯。而病句的錯誤原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分

析，由於觀察點不同，對造成錯誤語病的原因解釋就不同，同一個病句，也可能

有多種不同的修改方法。 

    其次，要能夠對症下藥，將錯誤改正，是什麼樣的毛病，就用相應的方法來

改，儘量維持原句結構，如果不調整原句基本結構可以把病句改通順，此時就不

要輕易變動原句的結構。 

    最後，改正病句時，應把握句意，修改得要少，改一處可以解決問題，就不

要改兩處，儘量分析並把握句子所要表達的原意前提下，將錯誤進行適當的調

整、修改，切勿違背作者原意，按自己個人的意思找句字去代替原句，導致無法

達到正確修改語病的目的。 

 

二、 修改病句的方法與步驟 

    對於錯誤的句子，我們可以根據其病徵及原因，運用適當的修改方法，依循

修改的步驟，將錯誤不通的語句修改為正確通順的句子（引自曾雅文，2004）。 

（一） 修改病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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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建安（2000）列出六個修改病句的方法，如下： 

1. 刪減法：將病句多餘的成分或錯誤的詞語刪除掉，使句子簡明，使病句 

    成為常規句。 

2. 添加法：把病句中殘缺的必要成分補出來，使語句的結構完整。 

3. 替換法：病句中有不搭配的成分，或使用不當的詞語，此時應用適當的成分

或詞語把病句中的不當成分或詞語替換下來。 

4. 調整法（換位法）：針對會造成邏輯錯誤的詞語順序不當語病、語序失當等

病句，透過改變某些成分或詞語的位置，把語句調整為正常樣態。 

5. 修正法：針對犯有前後矛盾、不合事實等邏輯語病的句子，把其中的邏輯錯

誤改為正確的說法。 

6. 重組法：在保持句意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重新組詞成句，這種方法是最大限

度地對進行了病句重新整合和改寫，也是在前幾種方法都無法恰當改正病的

情形下，才能使用的方法。 

    研究者參考孟建安（2001）修改病句的方法，選用較為常見的四種，分別為

刪減法、添加法、替換法、調整法，並將病句的修改方式簡化如下表，教師批改

學生病句時，可參考此方法進行病句的修正: 

     

                      圖 1 本研究之病句修改方法 

 

 

（二） 修改病句的步驟 

    楊東健（2001）提出下列四個修改病句的步驟供修改者依循此步驟進行病句

的修改： 

1. 讀：修改病句以不改變語句所要表達的原意為前提，因此，只有弄清病句的

原意，才可能正確地修改病句，而「讀」就是弄清句意的重要方法，透過閱

讀，可以理解句子，弄清句子的原意。有語病的句子往往讀起來彆扭不順口，

有些錯誤比較隱蔽，透過反覆讀、仔細辨識，才能發現語病，因此，「讀」

是「改」的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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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要修改病句，先要找到句子的病徵，確定病因。一個病句可能很長或者

結構混亂，修改者在通讀全句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應及時用筆在病句上作出

記號，特別是在平時修改病句時，更需要標出「病灶」，以便集中目標，針

對病因進行分析與修改。 

3. 改：根據語句的病徵與原因，經過認真思考分析，採用增、刪、換、修、組

等方法，針對劃出的部位進行修改，把錯誤的地方改正。 

4. 檢查：一個病句改完後還得重讀一兩遍，看看錯誤的地方是否都修改了，修

改後的句子是否恰當，是否通順，會不會產生新的語病；與原句比較一下，

是否保持了寫作者的原意。有時還得聯繫上下文來讀，看修改後的句子，在

這樣的語境中是否合適。 

    病句的錯誤類型雖多，但其修改步驟是有方法可尋的，一般需掌握好「一

讀二找三改四檢查」，研究者根據上述原則，將修改病句的步驟設計如下： 

               

                          圖 2 本研究之病句修改步驟 

 

    綜上所述，研究者整理了相關文獻，以病句為題材，發展出一套病句教學模

組，於下一章節更詳細說明研究方法，希望提供教學者教學時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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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病句的教材研發設計 

    本技術報告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探討，研發一套病句教學模組。本

章分為二部分，分別依教學模組的理念與特點、模組設計架構及模組教學流程作

說明。 

 

壹、 教學模組設計理念與特點 

 

一、 以「病句」為研發主軸 

    本教材以病句當成教學材料，選擇學童最易出錯的語法現象，利用這些周遭

常見的錯誤實例進行分析，有利於學童將語法應用能力訓練集中到重點方面，既

能促進學童語言的規範，亦能減輕學童學習的負擔，讓學童容易掌握語法規則，

提高辨別語言正誤的能力。此外，透過病句為題材，可提供教學者具體的教學策

略參考，教學者可直接針對學童的錯誤類型進行病句的修改。 

研究者將病句語料先分成詞語運用、句子結構及語意表達等三大類，各大類 

再依錯誤形態的差異進行細項分析。每一病句分析的內容除了說明病因外，還列

舉較適宜的修改範例，提供教學者參考。 

 

二、 病句教學模組符合有效教學原則   

    大部分的學童對造句的練習感到棘手，而病句的辨識及修改對學童來說更是

不容易，因此，教師必須將有效教學原則應用在教學上，並能依學生能力，設計

出便於執行、學習較能見到成效的好教學。本教學模組設計期望教師以明示的教

學，明白地、清楚地說明教材內容，並在有結構性的教學情境及系統性的目標安

排下，教導學童運用學習策略以更有效地達成學習目標。 

 

貳、 病句教學模組設計 

 

一、 本模組的適用對象 

研究者為高年級教師，設計本教材時主要是以高年級學生為教學 

對象，但病句的問題在各年段學習語言的過程都可能會發生，因此教師只要掌握

病句修改的教學步驟與方法，再針對各年段學生常見的病句類型，調整適當的難

易度後即可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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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模組的適用時機 

本病句教學模組主要是在課堂上進行全班教學，可與平日課堂中 

的造句教學搭配使用，像是進行新詞的造句教學時，教師可提供近義詞讓學生瞭

解它們雖意思相近，但在不同的事物和情境中，使用上也會有所差異和限制，此

舉不僅能幫助學生更準確掌握新詞的使用時機，也可有效預防學生未來病句之產

生。此外，亦可在學生產生病句時，直接針對其病句之錯誤類型進行修改，透過

師生互動激發學生思考，讓病句修改有更多開放性的討論。 

    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即時掌握學生的反應，隨時做調整，並提供多個例句

讓學生反覆練習，進而提升病句辨識和修改的能力。 

 

三、 訂定研究單位和類目 

（一） 分析單位 

    本研究以「句子」為分析單位，透過病句為題材設計教學材料。 

（二） 分析類別 

    研究者參考周惠貞、戴興海（1995）《正確修改病句》一書為主要依據，斟

酌孟建安（2000）之分類方法，擬定出病句的類別分別為「詞語運用」、「句子結

構」與「語意表達」等三類。 

1. 詞語運用方面 

（1） 近義詞錯誤：意思相近的詞，因無法精確掌握之間的細微差別

而造成使用錯誤。 

（2） 誤用連接詞：對連詞的意義不夠了解，故產生連詞之間搭配不

當或缺少連詞，亦有所選的連詞不適於句子而出現濫用連詞。 

（3） 混用介詞：包含用錯介詞、介詞位置不對、缺少介詞、有介詞

但沒引介對象。 

2. 句子結構方面 

（1） 成分殘缺：句子缺少某一必要成分，如缺少主語、謂語、賓語。 

（2） 成分多餘：句子結構完整時，添加多餘的成分，如主語、謂語、

賓語多餘或意思重複。 

（3） 搭配不當：句子組成各成分搭配不合乎文法。 

（4） 語序混亂：句子成分放錯位置。 

3. 語意表達方面 

（1） 含糊不清：語意不明白，不清楚。 

（2） 前後矛盾：句子前面的意思和後面的意思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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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類不當：句子中並列存在的事物不屬於同一種類型。 

 

本技術報告以系統化的病句教學模組，依常見的病句錯誤類型作為主要的選 

材進行病句的教學，其病句類型架構圖如下： 

 

 

圖 3 病句類性架構圖 

 

四、 教學流程       

    研究者根據文獻提到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步驟，並參考曾雅文（2004）修改標

準，將兩項結合發展出病句的教學模組流程如下： 

1.讀句子 

請學生先將句子唸一遍， 讀懂句子要表達的原意，並檢查是否通順。 

2.找病症-可分為六種病症 

（1）挑出錯別字 

（2）找出使用不當的詞語 

（3）檢查結構完整與否 

（4）檢視成分的位置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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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標點符號的使用是否正確 

（6）觀察語言簡練與否 

3.對症下藥-四種修改方法 

（1）刪減法：將病句多餘的成分或錯誤的詞語刪除掉，使句子簡明，使病句成 

             為常規句。 

（2）添加法：把病句中殘缺的必要成分補出來，使語句的結構完整。 

（3）調整法：針對會造成邏輯錯誤的詞語順序不當語病、語序失當等病句，透 

             過改變某些成分或詞語的位置，把語句調整為正常樣態。 

（4）替換法：病句中有不搭配的成分，或使用不當的詞語，此時應用適當的成 

             分或詞語把病句中的不當成分或詞語替換下來。 

4.重述句子 

修改完句子後，一定要要求學生重述完整的句子，檢查修正後是否通順，並加深     

學生的記憶。 

 

 

圖 4 病句教學步驟流程圖 

 

    教師在教導學童修改病句之前，要先讓學童清楚知道修改病句的四步驟流程

及修改的方法，初期教師可作四步驟流程字卡呈現出來幫助學童記憶。 

 

五、 研究限制   

    病句的類別主要可分為「詞語運用」、「句子結構」與「語意表達」等三類，

其各類又可再細分為許多項，本研究僅依學生常見錯誤類型將此三大類細分為十

個小細項，再按各項類型列舉出幾個例子做修改示範。實際教學中，教師若遇到

其他類型之錯誤，可將其當作分析的材料，並以同樣的方法及步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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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病句教學模組教學活動設計 

    研究者將病句類型分為三大類，分別為「詞語運用」、「句子結構」、「語意

表達」。各大類又可依其錯誤類型細分為各小項，並依不同的錯誤提供不同的修

改方法，但修改步驟流程大致一樣。 

 

壹、 語詞運用 

    由於學生不了解詞彙的意思及用法，因此常常造出不符詞義的句子。此類常

見的錯誤類型有近義詞常見的錯誤、連接詞的誤用、介詞和語氣助詞的混用三類 

 

一、近義詞錯誤 
教學策略： 

近義詞雖意思非常相近，但仍會依事物和情境的不同，在使用上有所差異和限

制，因此，要修改這類的病句，就必須能準確地辨析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 

※近義詞可依詞義及詞的選用大致分類如下： 

範圍大小：維護、愛護、保護；邊境、邊疆；期間、時間；知識、見識； 

     收成、收穫；事情、事件、事故 

語意輕重：愛惜、珍惜；請求、哀求；優良、優異；損壞、毀壞；成績、成就；  

     保藏、珍藏 

褒詞貶詞：成果、後果、結果；堅強、頑強；行為、行徑 

適應對象：愛護、愛戴；侵蝕、腐蝕；觀賞、欣賞；豐富、豐盛；充分、充足；   

     率領、帶領 

搭配習慣：維持、保持；模糊、含糊；發揮、發揚 

 

 

(一)範圍大小的混淆 

【病句】這場戰鬥持續了十年之久。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使用不當的詞語 

（1） 從『持續了十年之久』可以看出這是長時間還是短時間？長時間 

（2） 想想看，與戰鬥意思相近的詞（近義詞）還有哪些？戰爭、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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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戰鬥」、「戰役」和「戰爭」都有雙方武裝衝突的意思，哪個持續的時間  

 比較長、規模較大？戰爭 

（4） 「戰爭」的時間維持較久、規模也較大，它可能包含許多次的「戰鬥」和  

  「戰役」，所以「戰鬥」和「戰役」都只是「戰爭」中的一部分。 

（5） 「戰鬥」通常是用在比較短時間的武力相爭鬥。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句子中武裝衝突「長達十年之久」，用哪個詞比較適合？戰爭 

（2） 我們可直接用替換法將「戰鬥」換成「戰爭」。 

4.重述句子 

（1） 現在請你們再唸一遍句子看是否通順。 

（2） 有些詞雖然意思很相近，但使用的範圍大小不太一樣，所以使用前要先區

分出彼此之間的差別才不會用錯詞喔！ 

【正確】這場戰爭持續了十年之久。 

 

 

(二)褒詞貶詞的混淆 

【病句】好的領導者做事武斷，並藉由言語傳達堅定信心。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使用不當的詞語 

（1） 好的領導者需要的特質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正面的 

（2） 這個句子用什麼形容詞來形容領導者的特質？武斷 

（3） 「武斷」這個詞是憑自己的主觀判斷行事，不管別人的意見，這是好的領

導者會有的特質嗎？不是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武斷」是負面的，跟它很像的另一個詞是「果斷」，這一般指做事乾脆，

毫不猶豫，是用來形容人正面的特質。（在黑板寫下近義詞果斷） 

（2） 「武斷」和「果斷」雖然是近義詞，都有說話、做事不猶豫的意思，但卻

有褒貶之分，所以使用時要看句子的情境而定。 

（3） 好的領導者需要的是正面特質，所以『武斷』要替換成正面的詞『果斷』，

前後的語句才會通順。 

4.重述句子 

      最後請全班一起讀讀看這個句子，判斷這樣替換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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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好的領導者做事果斷，並藉由言語傳達堅定信心。 

 

＊教學提醒 

有些詞語看似相似，但卻有著不同的意思，適用情境也不同，因此，要善於使

用近義詞，就必須能夠準確地辨析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這時教師就需要有豐

富的背景知識和充分的備課，才可以幫助學生區辨。教師可視學生需要事先準

備足夠的近義詞讓學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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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用連接詞 
教學策略： 

這類型的錯誤主要是沒有正確地理解各種連接語詞所表示的意義，因此，正確地

理解連接詞之間的關聯和作用，有助於我們了解句子的意思，並作修改。 

 

 

(一)對應關係的連接詞 

【病句】因為考試得了滿分，所以他很認真讀書。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成分位置次序錯誤 

（1） 是先認真讀書，考試才會得滿分，還是先考試得滿分，才認真讀書？先認

真讀書，考試才會得滿分 

（2） 所以這個句子的毛病是什麼？位置順序不對 

3.對症下藥—調整法 

（1） 這是因果關係的句子，「因為」什麼原因，「所以」有什麼結果，原因要放

在前面，結果放在後面，這樣句子才會通順。 

（2） 只要把原因跟結果的位置前後調整一下，這個句子的邏輯就會正確。  

4.重述句子 

      請你們再重述一次完整句子，看這樣調整有沒有通順。 

【正確】因為他很認真讀書，所以考試得了滿分。 

 

 

＊教學提醒 

正確地理解各種連接語詞所表示的意義，是修改誤用連接詞這類病句的必要前

提。上述病句「因為…所以…」為表示因果關係的句子，前面應先說明「原因」，

後面再接「結果」。因此，教師可以透過提問的方式，澄清句子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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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配不當的連接詞 

【病句】只有堅持鍛鍊，就會有好的身體。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有些連接詞是必須要搭配一起使用的，不能隨意拆散或更改，否則就會產

生病句。 

（2） 這個句子出現了什麼連接詞？只有…就 

（3） 像這樣的連接詞，我們通常會用「只有…才」或「只要…就」來搭配，句

型不可以隨便更換。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這個句子把本來搭配在一起的連接詞拆散了，我們只要改回原本搭配的連

接詞就可以了。 

（2） 句子提到有什麼條件，才會「有好的身體」？堅持鍛鍊 

（3） 所以我們可以說「只有」堅持鍛鍊，「才」會有好的身體。 

（4） 那「只要」堅持鍛鍊，「就」會有好的身體，這樣也可以嗎？兩句差別在

哪？ 

（5） 這兩個句子都是通順的，但「只要…就」的肯定語氣比較重，而「只有…

才」強調條件只有一個，所以要實現“才”後面的内容，就必須做到“只

有”的條件。 

（6） 因此，使用時必須依照情境來決定用哪個連接詞。 

4.重述句子 

      請你們再重述一次完整句子，檢查連接詞搭配是否正確。 

【正確】只有堅持鍛鍊，才會有好的身體。 

         只要堅持鍛鍊，就會有好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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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用介詞（的、地、得） 

教學策略： 

修改這類型的病句時，教師可先帶學生找出運用這些介詞的規則，再讓學生判斷

如何修正。 

1.「的」多半接在名詞或形容詞的後面 

名詞/形容詞＋的＋名詞 

(1)（誰）的（什麼），如：（妹妹）的（筆） 

(2)（誰）的（誰），如：（我）的（媽媽） 

(3)（什麼）的（什麼），如：（學校）的（走廊） 

(4)（什麼樣）的（誰），如：（認真）的（學生） 

(5)（什麼樣）的（什麼），如：（便宜）的（水果） 

2.「地」多半接在副詞後面（副詞：用在動詞、形容詞前面，表示程度、時間、

範圍、語氣、否定、頻率、情態等的詞。） 

副詞+地＋動詞/形容詞 

（怎麼樣）地（做什麼），如：（耐心）地（等待） 

3.「得」接在動詞後或是形容詞後面 

動詞/形容詞＋得＋形容詞 

(1)（做什麼）得（怎麼樣），如：（走）得（緩慢） 

(2)（怎麼樣）得（怎麼樣），如：（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a.【病句】天空中地雲朵越來越多了。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裡面有沒有錯字。 

2.找病症—挑出錯別字 

（1） 通常「地」後面要接的是動作或形容詞，例如：（怎麼樣）地（做什麼）， 

  我們可以說（耐心）地（等待）、（飛快）地（奔跑），這裡「地」的前面 

  加上（耐心）和（飛快）表示程度或狀態，是用來形容後面動作的詞。 

（2） 句子中「地」的前後分別是「天空中」和「雲朵」，這都是屬於事物的名 

  稱，指的是「什麼」。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像這樣（什麼）的（什麼），我們中間會用「的」，例如：（學校）的（走 

  廊）、（杯子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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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前面也可用在稱呼（誰）的（什麼），例如：（妹妹）的（書包）。 

（3） 因此，句子中的「地」應該換成「的」才正確。 

4.重述句子 

      請你們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再一次確認「的」前後用的詞對不對。 

【正確】天空中的雲朵越來越多了。 

 

 

b.【病句】因為玩的太累會想喝東西。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裡面有沒有錯字。 

2.找病症—挑出錯別字 

（1） 請你們注意看「的」前面是什麼字？玩 

（2） 「的」通常是接在（誰）或（什麼）等事物名稱詞的後面，例如：（我） 

  的筆、（家裡）的門。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玩」是動作（動詞），指（做什麼），通常動作（做什麼）後面要接「得」。 

（2） 例如：（聞）得到、（跳）得高、（洗）得乾淨。 

（3） 所以句子中的「的」要換成「得」才正確。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並確認「得」前面是不是動詞。 

【正確】因為玩得太累會想喝東西。 

 

 

c.【病句】大家手忙腳亂的包起了粽子。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裡面有沒有錯字。 

2.找病症—挑出錯別字 

（1） 「的」通常會接在名詞或形容詞後面，「手忙腳亂」是形容動作的詞，後 

   面可以接「的」。 

（2） 但是「的」後面的「包」是動詞還是名詞？動詞 

（3） 如果後面是接「動詞」，前面通常會用「地」，例如：（怎麼樣）地（做什 

  麼）。 

3.對症下藥—替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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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以這個句子要把「的」換成「地」。 

（2） 記住「地」字的後面，往往接「動詞」，例如：（靜靜）地（睡覺）、（愉快） 

  地（旅行）、（穩穩）地（接住）。 

（3） 請你們判斷「明亮＿教室」、「認真＿打掃」這兩個空格應該填入哪個字？ 

  明亮的教室、認真地打掃 

（4） 非常好，教室是名詞，所以前面接「的」，打掃是動詞，所以前面要接「地」。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再一次確認「地」後面的詞性是不是動詞。 

【正確】大家手忙腳亂地包起了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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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句子結構 

    一個完整的句子若缺少必要的組成成分，添加不必要的組成成分，或組成成

分間的搭配不當或順序錯亂，皆是句子結構的錯誤。句子結構錯誤包括成分殘

缺、成分多餘、搭配不當、語序混亂四類。 

 

一、成分殘缺 

一個完整的句子，一般包括主語、謂語和賓語這三個基本成分。如果缺少了其中

的某種成分，而使句子的結構不完整，表達意思不清楚，就會造成成分殘缺。成

分的殘缺包括缺少主語、缺少謂語、缺少賓語等三種基本類型。 

 

(一)缺少主語的句子 
教學策略： 

句子缺少主語，意思就不夠清楚，讀起來也會感到不完整，修改這樣的病句，只

要按照句子的內容，填上適當的主語就可以了。 

 

【病句】 早自修的時候，在教室裡專心的看書。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有沒有完整。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是誰在教室看書？不知道 

（2） 因為這個句子少了對象－「是誰」在看書，所以結構不完整。 

3.對症下藥—添加法 

（3） 我們只要在句子中加上適當的人物，結構就完整了。 

（4） 根據句子的內容，誰會在教室裡看書？學生 

4.重述句子 

（1） 一個完整的句子，要清楚說明是『什麼人』在做『什麼事』（教師版書關

鍵字）。 

（2） 現在請全班讀一遍，檢查這個句子是否具備了上面兩個條件。 

【正確】早自修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裡專心的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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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少謂語的句子 
教學策略: 

謂語是用來對主語或主詞加以陳述，來說明主語「是什麼」「做什麼」或「怎麼

樣」，包括動詞、形容詞、名詞等用來說明主語或者表示動作的語詞，如果少了

敘述動作或說明主語的語詞，就會不太容易了解句子的意思。 

 

a.【病句】比賽時，小明的足球很遠。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完整。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小明的足球「怎麼樣」才能「很遠」？踢得 

（2） 像這樣的句子缺少表示動作的語詞，結構就不完整。 

3.對症下藥—添加法 

（1） 這樣的病句，只要在前面加上表示動作的語詞就會完整。 

（2） 句子少了足球「怎麼樣」才能「很遠」的動作，所以再加上「踢得」動作，

句子就完整了。  

4.重述句子 

      現在請你們將缺少的字加進去，然後完整的唸一遍句子。 

【正確】比賽時，小明的足球踢得很遠。 

 

 

b.【病句】我們從小要愛閱讀的習慣。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完整。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習慣」需要花時間怎樣？養成、培養 

（2） 「愛閱讀的習慣」前面缺少了敘述動作的語詞，結構不完整就會讓人不容

易了解。 

3.對症下藥—添加法 

（1） 我們通常會說「養成習慣」或「培養習慣」。 

（2） 像這個樣的病句，只要在前面加上表示動作的語詞就可以。 

（3） 句子裡是「愛閱讀的習慣」，我們只要在前面加上「養成」或「培養」愛

閱讀的習慣，句子就完整了。 

4.重述句子 

      現在請你們將缺少的字加進去，然後完整的唸一遍句子。 

【正確】我們從小要養成愛閱讀的習慣。 

          我們從小要培養愛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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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少賓語的句子 
教學策略： 

賓語就是「什麼」，一般是名詞或者代詞，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賓語是動作的

對像或者承受者，用來承受主語動作的詞。修改這種病句，通常只要在後面說明

清楚是「誰」或「什麼」就可以了。 

 

【病句】老師請小安吃一個。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完整。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這個句子少了什麼？吃什麼東西 

（2） 後面沒有講完吃「什麼」東西，所以這句子是不完整的。 

3.對症下藥—添加法 

（1） 只要在最後面加上吃「什麼」東西就可以了。 

（2） 例如：老師請小安吃一個「麵包」，這樣我們就清楚知道老師請小安吃什

麼。 

4.重述句子 

      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檢查句子結構是否已完整。 

【正確】老師請小安吃一個麵包。 

 

二、成分多餘 

教學策略： 

這類型的句子都是成分多餘的毛病，因此可直接將意思相同或重複出現的詞刪除

即可。 

 

(一)主語多餘的句子 

【病句】我們二年甲班的同學，上英文課的時候，我們都能認真聽講。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教學提醒 

一個完整的句子通常應包括兩個部份：前面先表示要說的是什麼人（誰）或什

麼事物（什麼）；後面再針對前部分加以說明，表示『做什麼』、『是什麼』或『怎

麼樣』。缺少了任何一部份，句子就不完整，也不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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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病症—語言簡練與否 

（1） 這個句子有沒有重複的詞，若有是哪個？我們 

（2） 如果刪掉其中一個「我們」，意思會改變嗎？不會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那要刪掉前面的「我們」，還是後面的「我們」比較通順？ 

（2） 通常我們會將第二次出現的『我們』刪掉，保留前面的，也就是說，寫句

子的時候，後面若有重複的字可直接省略，讓句子更簡化。 

4.重述句子 

（1） 請大家將修改後的句子完整的唸一遍。 

（2） 像這樣的句子，我們可以直接把重複多餘的字刪掉，讓句子更簡單，意思

也不會改變。 

【正確】我們二年甲班的同學，上英文課的時候，都能認真聽講。 

 

 

(二)謂語多餘的句子 

【病句】媽媽正在開始打掃客廳。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語言簡練與否 

（1） 這個句子有沒有意思相似的詞？正在和開始 

（2） 「正在」和「開始」都有動作正在進行的意思。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一個句子若出現相同意思的詞，我們可以直接刪掉一個，避免重複。 

（2） 請你們試著刪除其中一個，看意思會不會改變？ 

4.重述句子 

（1） 請大家將修改後的句子完整的唸一遍。 

（2） 像這樣的句子，我們可以直接把相似詞刪掉，讓句子更簡單。 

【正確】媽媽正在打掃客廳。 

          媽媽開始打掃客廳。 

 

 

(三)賓語多餘的句子 

【病句】我忘不了過去的往事。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語言簡練與否 

（1） 這個句子有沒有意思相似的詞？過去和往事 

（2） 「過去」和「往事」都是指過去的、已往的事情。 

3.對症下藥—刪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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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兩個是相似詞，我們可以直接刪掉一個，避免重複。 

（2） 請你們試著刪除其中一個，看意思會不會改變？ 

4.重述句子 

（1） 請大家將修改後的句子完整的唸一遍。 

（2） 像這樣的句子，我們可以直接把相似詞刪掉，保留一個就好。 

【正確】我忘不了過去。 

          我忘不了往事。 

 

 

(四)意思重複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一類多餘的部份是對主要成分起修飾或限制作用的次要成分。在修改時，一般

都是刪除其中一個意思重複的語詞即可。 

 

【病句】老師總是擔心害怕我們放學後亂跑出去玩。 

1.讀句子 

請先讀一讀句子，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語言簡練與否 

（1） 這個句子中哪兩個詞的意思是一樣的？擔心和害怕 

（2） 沒錯，擔心和害怕都有不放心的意思，它們是近義詞。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這兩個同時出現就會造成意思重複，我們可以直接刪去一個。 

（2） 修改這樣的句子，可以直接利用『刪減法』把意思一樣的語詞刪掉。   

4.重述句子 

（1） 請一個同學唸出修正後正確的句子。 

（2） 修正後的句子跟原來的意思有不一樣嗎? 沒有 

（3） 寫完句子的時候，一定要再檢查句子是否通順或出現重複多餘的字。 

【正確】老師總是擔心我們放學後亂跑出去玩。 

          老師總是害怕我們放學後亂跑出去玩。 

 

 

 

＊教學提醒 

造句要簡潔明白，把句子寫通順，刻意增加不必要的語詞讓句子加長，只會讓

人讀起來彆扭和費力，老師應教導學生竭力將多餘不必要的詞語刪去，使句子

簡潔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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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配不當 

一個詞和另一個相關聯的詞，在意義上不能配合或違反了語言習慣，這就是搭配

不當，這類型病句可分為兩種病徵：主語、謂語搭配不當和謂語、賓語搭配不當。 

 

(一)主語、謂語搭配不當 
教學策略： 

修改這類病句時，以不改變原意為原則，若句子有雙主語，不可任意刪去句中的

任何一個主語，也不可隨便更換主語，因此要先斟酌句子的原意再加以修改。 

 

【病句】哥哥的錯誤很快的解決了。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先用找病症的六個方法看看這個句子有什麼問題？ 

（2） 通常我們會說有錯誤需要怎樣才能變正確？更正、修改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很好，通常我們會說錯誤需要「更正」或是「修改」，而不是「解決」。 

（2） 那遇到什麼情況會說「解決」了？有事情、有問題的時候 

（3） 我們通常會說「事情解決了」或是「問題解決了」。 

（4） 句子說的是哥哥的「錯誤」，所以後面應改成「更正」或「修改」，句子才   

      會通順。 

（5） 說話用詞若是違反了我們說話的習慣，就會產生搭配不當的問題，讓句子 

      唸起來不通順。 

（6） 我們只要將搭配不當的詞語替換掉，稍微修正就可以了，盡量不改變句子 

      原本的意思。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 

【正確】哥哥的錯誤很快的更正了。 

         哥哥的錯誤很快的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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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謂語、賓語搭配不當 
教學策略： 

找出在意義上不能配合或違反語言習慣的用詞，以不改變原意為原則，斟酌句子

的原意再加以修改。 

【病句】我們要培養做事負責任的好品質。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負責任通常是形容一個人做事情的什麼？風格、態度 

（2） 「品質」一般是用來形容人還是東西？東西 

（3） 「品質」是指物品的質地或材質，用來形容物品的好壞，不能用來形容人。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那如果要用來形容人，可以用「品」什麼？品格、品德 

（2） 負責任是一個人做事的風格或態度，也可以說是「品格」或「品德」。 

（3） 所以要把「品質」換成「品格」或「品德」，句子才會通順。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 

【正確】我們要培養做事負責任的好品格。 

         我們要培養做事負責任的好品德。 

 

 

 

 

 

 

 

 

＊教學提醒 

修改這類病句時，教師要提醒孩子應該斟酌句子的原意，而加以修改，千萬不

要任意刪去句中的任何一個主語，以免發生違背原意的情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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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序混亂 

一個句子的前中後或語詞先後順序弄顛倒了，句子就會失去條理，意思也會發生

變化或產生混亂，因此，句子的順序是非常重要的。 

教學策略： 

修改這類型的句子，要先找出不合理的地方，再重新調整、理順各部份的先後順

序。 

 

a.【病句】我們大家玩得都很高興。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成分位置次序 

（1） 「都」表示總括全部時，所總括的對象必須放在「都」的前面。 

（2） 例如：這些花都開得好漂亮。花是總括對象（主語），所以要放在「都」 

  的前面，而「都」必須緊接在所說的對象（主語）之後，主要用來修飾前 

   面的對象。 

（3） 回到原本的句子，先找出所指的對象是誰？大家 

3.對症下藥—調整法 

（1） 所以「都」應該接在哪裡？接在大家的後面 

（2） 我們只要把「都」的位置往前調整就可以了。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 

【正確】我們大家都玩得很高興。 

 

 

b.【病句】我家附近有一間麵包店新開的。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成分位置次序 

（1） 我家附近有一間「新開的」什麼？麵包店 

（2） 一間新開的麵包店，這裡「新開的」是形容詞，「麵包店」是主要對象，  

 我們通常會把形容詞放在要說的對象前面，用來形容後面的對象。 

（3） 例如：媽媽做了一些好吃的餅乾，「好吃的」是用來形容後面的「餅乾」，

「好吃的」要放在「餅乾」的前面，我們不會說媽媽做了「好吃的」的一些

「餅乾」。 

（4） 回到原本的句子，「新開的」是形容後面的「麵包店」，但錯放在最後面。 

3.對症下藥—調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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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該怎麼調整才正確？把「新開的」放在「麵包店」的前面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 

【正確】我家附近有一間新開的麵包店。 

 

 

c.【病句】世界著名的發明家是牛頓。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通順。 

2.找病症—成分位置次序 

（1） 你們聽過哪些世界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伽利略、達文西、伏特 

（2） 所以世界著名的發明家有很多，可是這個句子說世界著名的發明家是牛頓 

  有什麼問題？變成只有牛頓是世界著名的發明家 

（3） 沒錯，我們知道發明家有很多個，不是只有牛頓一人。 

3.對症下藥—調整法 

（1） 應該怎麼調整才正確？把牛頓移到最前面 

（2） 很好，前後互調後，意思就變成牛頓是世界著名的發明家之一。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 

【正確】牛頓是世界著名的發明家。 

 

 

＊教學提醒 

1.句子裡的詞序要合乎人們說話的習慣，不能隨便顛倒，若前後部份或語詞的 

 位置顛倒了，句子的調理就會不清楚，意思也會改變。像這樣的句子，需要 

 重新調整、理順句子中各部分的順序。 

2.漢語基本語序：述語在主語之後，賓語在動詞之後，補語在動詞或賓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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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語意表達 

    語文是表情達意最主要的工具，所說的話和所寫的文章一定要能清楚表達所

欲傳達的訊息，讓聽者、讀者能理解，若語意表達含糊不清、邏輯混亂，讓人不

知所云就會產生病句。此類常見的錯誤類型有含糊不清、前後矛盾、歸類不當三

類。 

 

一、含糊不清 

 

(一)交代不清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的病句因句中缺乏清楚的交代，會讓人猜測要傳達的意思。修改這樣的病

句，可以將不當的詞語換掉，或是針對不清楚的部分再多加說明。 

 

a.【病句】 今天早晨下了一整天的雨。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這個句子哪裡怪怪的？ 早晨和一整天 

（若學生無法看出哪裡有問題，老師可提示注意句子裡的「時間」） 

（2） 早晨怎麼能下「一整天」的雨呢？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早晨」的時間比較短，可以怎麼形容雨下一下子或較短暫比較適合？一

陣雨、一場雨 

（2） 所以「一整天的雨」可以替換成「一陣雨」或「一場雨」。 

4.重述句子 

（1） 像這樣的句子就是沒有交代清楚，容易讓人產生疑惑。 

（2） 現在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看是不是能清楚讓人明白。 

【正確】今天早晨下了一陣雨/一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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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病句】 姊姊的笑聲比小狗還大。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這句話是想要比較姊姊跟小狗的什麼？ 聲音 

（2） 我們可以知道「姊姊的笑聲」是指聲音，但「小狗」是指動物，這兩個是  

  不同的，無法直接比較。 

（3） 例如：昨天比教室還大。「昨天」是指時間，而「教室」是指空間，「昨天」 

  與「教室」是不同性質的，無法作比較。 

3.對症下藥—添加法 

（1） 所以，如果姊姊和小狗要放在一起做比較，要清楚說明比較什麼東西。 

（2） 句子可以怎麼修改？把「小狗」改成「小狗的聲音」或「小狗的叫聲」 

（3） 非常好，這樣修改後這句子就是聲音大小的比較。 

4.重述句子 

請你們把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 

【正確】姊姊的笑聲比小狗的聲音還大。 

         姊姊的笑聲比小狗的叫聲還大。 

 

 

c.【病句】哥哥喜歡看故事書和音樂。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完整。  

2.找病症—結構完整與否 

（1） 哥哥喜歡做哪兩件事？ 看故事書和聽音樂 

（2） 這兩件事是不同的，做的動作也不一樣，你們剛說了是「看」故事書和「聽」 

  音樂。 

3.對症下藥—添加法 

（1） 所以這句話還少了什麼動作？「聽」音樂 

（2） 只要在音樂前面補上「聽」，動作就完整了。 

4.重述句子 

請你們把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 

【正確】哥哥喜歡看故事書和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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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代不明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的病句問題在於人稱代名詞運用得不合理，因而使句子的意思含糊不

清，這樣的病句，應該將那些指代不明的人稱代名詞改為清楚的人或物的

名稱 

 

【病句】 小美和小婷是同班同學，可是她比她的年紀大一點。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句中有兩個「她」，到底是「小美比小婷的年紀大」，還是「小婷比小美的 

  年紀大」？  

（2） 因為句子沒有清楚說明「她」指誰，所以我們無法確定。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句中兩個人都是「她」，要改成人名才清楚。 

（2） 請你們直接將句子中的「她」改成人的名稱。 

4.重述句子 

現在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看是不是能清楚讓人明白。 

【正確】小美和小婷是同班同學，可是小美比小婷的年紀大一點。 

         小美和小婷是同班同學，可是小婷比小美的年紀大一點。 

 

 

(三)這與那的混淆 

教學策略： 

這類型的錯誤是因為沒有弄清楚「這」與「那」的區別，「這」是指近的，「那」

是指遠的，所以距離說話人近的要用「這」，遠的用「那」。修改這類的病句時，

要結合句子的意思，判斷指示代名詞所指的事物離說話的人是遠還是近。近的可

用「這個、這裡」，遠的可用「那個、那裡」。 

 

【病句】來到了動物園，妹妹說:「那裡的動物真可愛啊！」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句中說當下妹妹在哪裡？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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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當下妹妹已經「來到動物園」了，她離動物是近的還是遠的？近的 

（3） 距離近的我們會用「這」，像是「這個、這裡」；距離遠的用「那」，像是

「那個、那裡」。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妹妹既然來到動物園了，她離這些動物的距離是近的，所以「那裡」要改

成？這裡 

（2） 像這樣問題的句子，我們要先判斷句中所指的事物離說話者的距離是近的

還是遠的。 

4.重述句子 

現在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 

【正確】來到了動物園，妹妹說:「這裡的動物真可愛啊！」 

 

 

(四)模稜兩可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病句在於看不出句意要表達的是「肯定」還是「否定」，也就是讀起來模稜

兩可，令人感到矛盾。表示肯定的詞有務必、必定、必須、必然、當然、的確等；

表示否定的詞有不、未、勿、莫、沒有、不必、不用等。修改這樣的病句，要先

弄清楚句子的原意，再去添加或是刪除。  

 

a.【病句】 明天下午一點的會議準時開始，請勿不要遲到。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會議準時開始，當然不能怎樣？遲到 

（2） 「勿」就是不要的意思，那它說「請勿不要遲到」，意思就是「請不要不 

  要遲到」，兩個「不要」連用，就變成了「請大家要遲到」！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勿跟不要都是否定的，意思一樣，我們可以把其中一個刪掉。 

（2） 像這樣出現肯定詞或否定詞的句子，要先弄清楚句子原本的意思，才可以

決定用什麼方法做修改。 

4.重述句子 

現在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看意思是否清楚讓人明白。 

【正確】明天下午一點的會議準時開始，請勿遲到。 

         明天下午一點的會議準時開始，請不要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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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病句】 明天的運動會我未必一定會去。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語句是否清楚明白。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未必」表示什麼意思？不一定、不確定 

（2） 但後面又說「一定」表示非常肯定、確定，那他到底會不會去運動會呢？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因為同時出現肯定詞和否定詞，就會產生矛盾，讓人搞不清楚。 
（2） 修改這樣的病句，要先確定句子原本的意思，才可以決定要刪除肯定詞還

是否定詞，否則就會改變句子原本的意思。 

4.重述句子 

現在請將修正後的句子唸一遍，看意思是否清楚讓人明白。 

【正確】明天的運動會我未必會去。 

         明天的運動會我一定會去。 

 

 

 

二、前後矛盾 

 

(一)程度深淺不一的句子 

教學策略： 

詞語有程度深淺的不同，例如：「差不多」與「肯定」，「估計」與「一定」，「稍

微」與「很」、「幾乎」與「完全」，「非常」與「有點兒」，當一個句子中，同時

出現兩個表示不同程度的語詞就會造成前後矛盾。修改這類病句時，通常只需要

刪掉其中一個語詞就可使句子不再前後矛盾。 

 

a.【病句】我這次的國語考試差不多肯定有八十分。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這個句子裡有哪兩個語詞是表示程度的？差不多、肯定 

（2） 「差不多」跟「肯定」這兩個詞差別在哪？肯定是非常有把握，差不多 

 比較還好 

（3） 當這兩個不同程度的語詞放在一起時，就會造成前後矛盾，讓我們無法 

 確定他國語考試到底有沒有把握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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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這樣的句子通常只需要將其中一個語詞刪去，就可以使句子不再矛盾。 

（2） 請你們試著用刪減法刪去其中一個語詞，並比較兩句有什麼差別。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我這次的國語考試差不多有八十分。 

    我這次的國語考試肯定有八十分。 

 

 

b.【病句】我的肚子感到稍微很痛。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是否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請找出這個句子裡表示程度的字詞？稍微、很 

（2） 「稍微」跟「很」這兩個差別在哪？稍微是一點點，很是非常 

（3） 那他的肚子到底是稍微痛還是很痛呢？我們無法確定。 

（4） 因為這兩語詞放在一起就會前後矛盾。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這樣的句子通常只需要將其中一個刪去，就可以使句子不再前後矛盾。 

（2） 請你們用刪減法修改這個句子。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我的肚子感到稍微痛。 

     我的肚子感到很痛。 

 

 

(二)範圍大小不一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的病句是句子中同時存在兩個表示不同範圍的語詞，修改這樣的病句，可以

用刪減法把其中一個刪去，或是添加必要的語詞。 

 

a.【病句】這裡的各種水果我全部都吃過了，只有兩三種沒有吃過。 

1.讀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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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句中的範圍大小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各種水果「全部」都吃過了，怎麼還會「只有」兩三種沒有吃過？ 

（2） 如果還有兩三種沒吃過，應該把這句話裡的什麼刪掉？全部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那可以用什麼詞來代替，表示大部分水果都吃過了？幾乎 

（2） 很好，我們可以把「全部」換成「幾乎」，表示還有一些是沒有吃過的。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這裡的各種水果我幾乎都吃過了，只有兩三種沒有吃過。 

     

 

b.【病句】數學考卷的題目困難極了，我差不多全部不會做。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句中的範圍大小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差不多」是比「全部」還要再多一些還是少一些？少一些 

（2） 少一些跟全部兩個範圍不一樣，同時出現就會前後矛盾。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我們只要刪去其中一個就可以讓句子通順。 

（2） 考卷的題目困難極了，「差不多不會做」跟「全部不會做」哪個比較通 

  順？全部不會做 

（3） 所以把「差不多」刪去。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數學考卷的題目困難極了，我全部不會做。 

 

 

(三)時間上不統一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病句的一般特徵是同時出現兩個不同時間的語詞，造成句子意思前後矛盾，

例如：「偶爾」和「常常」，「暫時」和「一直」，「將要」和「已經」，「正在」和

「完了」等等。修改這種病句，通常只需要刪去其中一個表示時間的語詞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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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a.【病句】妹妹正在洗完澡的時候，爸爸回來了。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句子中的時間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這個句子出現了哪兩個表示時間的語詞？正在、完 

（2） 「正在」表示洗澡這個動作正在進行還是結束了？正在進行 

（3） 「完」就是洗澡這個動作已經結束了。 

（4） 「正在」和「完」是兩個不同的時間，同時出現就會前後矛盾。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我們只要將其中一個時間刪去就可以了。 

（2） 請你們輪流將一個時間刪去，看會變成哪兩種句子。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妹妹正在洗澡的時候，爸爸回來了。 

    妹妹洗完澡的時候，爸爸回來了。 

 

 

b. 【病句】這場大雨已經馬上要停了。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句子中的時間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這個句子出現了哪兩個表示時間的語詞？已經、馬上 

（2） 「已經」表示大雨停了。 

（3） 「馬上」表示大雨快要停但是還沒有停。 

（4） 這兩個時間不同，同時出現就會前後矛盾。 

3.對症下藥—刪減法 

（1） 我們只要將其中一個時間刪去就可以了。 

（2） 請你們輪流將一個時間刪去，看會變成哪兩種句子。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這場大雨已經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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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大雨馬上要停了。 

 

 

(四)不合事理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造成這類病句前後意思矛盾的原因在於句子不合事理，所以在具體修改時，不能

只刪去其中一方面即可，而必須修改句子中違背事理的地方。修改這類病句，需

要具備一定的生活及自然等各方面的知識經驗，方能判斷事情是否合理。 

 

a.【病句】連續幾天傾盆的細雨下個不停。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有沒有前後矛盾。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傾盆」是形容雨勢大而急，「細雨」是形容小雨。 

（2） 既然是小雨，雨勢怎麼可能像用盆子倒的一樣呢！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說說看可以怎麼做？把其中一個換掉 

（2） 你們知道有哪些詞可以形容小雨的嗎？濛濛、綿綿 

（3） 很好，可以把「傾盆」改成「濛濛」的細雨或「綿綿」的細雨。 

（4） 我們也可以把「傾盆」留下，將「細雨」換成什麼？大雨 

（5） 所以如果雨勢很大，可以說傾盆「大雨」。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連續幾天濛濛/綿綿的細雨下個不停。 

    連續幾天傾盆的大雨下個不停。 

 

 

b. 【病句】秋天，稻穀金黃、麥苗青青，給人們帶來豐收的喜悅。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句子的描述是否合理。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稻穀變成金黃色了，表示已經可以怎樣？收割了 

（2） 麥子的苗還是翠綠的顏色的，表示什麼？才剛開始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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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稻穀金黃是秋天的景象，而麥苗青青是春天的情景，這兩個是出現在不 

 同的季節。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句子提到是秋天，有豐收的喜悅，所以哪個詞語用錯？麥苗青青 

（2） 秋天也是瓜果豐收的季節，所以我們可以把「麥苗青青」換成「瓜果遍 

 地」。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秋天，稻穀金黃、瓜果遍地，給人們帶來豐收的喜悅。 

 

 

 

三、歸類不當 

 

(一)種類名稱不一致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病句的問題通常是種類名稱不準確，像是種類名稱完全錯誤、範圍太大或太

小。修改這種病句，只需要將種類名稱修改正確、貼切即可。 

 

a.【病句】果園裡長滿了許多鳳梨、葡萄、檸檬等瓜果。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中的歸類是否正確。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鳳梨、葡萄、檸檬這些都是屬於哪一類的？水果類 

（2） 「瓜果」是指瓜與果，包含的範圍比較大。 

（3） 句子中沒有提到瓜類的，所以不適合用「瓜果」。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像這樣的病句，我們只要將種類名稱替換一下就可以。 

（2） 要把「瓜果」換成什麼？水果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果園裡長滿了許多鳳梨、葡萄、檸檬等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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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病句】我在書局買了膠水、鉛筆、橡皮擦等工具。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中的歸類是否正確。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工具」是指工作時所用的器具，舉凡器材、器械等用具都是，範圍很 

   大。 

（2） 像膠水、鉛筆、橡皮擦就不適合歸類在工具。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那怎麼歸類會比較貼切呢？改成文具 

（2） 很好，把「工具」換成「文具」就更貼切了。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我在書局買了膠水、鉛筆、橡皮擦等文具。 

 

 

(二)事物配合不當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通常這類病句，是句子中都有一個事物與其他的事物不同，不屬於後面的總類。

在修改這類病句時，只要將其中不屬於後面總類的事物，改與其他事物同屬於一

類的事物就可以了，或是也可以將總類名稱換成更適當的。 

 

a.【病句】肉圓、擔仔麵、雞肉飯和牛排等，都是台灣著名的地方小吃。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中的歸類是否正確。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句子中哪一個食物不是屬於「台灣著名的地方小吃」？牛排 

（2） 沒錯，「牛排」算是西式的外來食物。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這樣的病句，只要將其中不屬於後面總類的事物，改成跟其他事物同屬  

 於一類的就可以了。 

（2） 那你們還知道哪些台灣著名的地方小吃？蚵仔麵線 

（3） 所以我們把「牛排」換成「蚵仔麵線」，這樣歸類就正確了。 

4.重述句子 



 

 45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前後矛盾。 

【正確】肉圓、擔仔麵、雞肉飯和蚵仔麵線等，都是台灣著名的地方小吃。 

 

 

b.【病句】獅子、松鼠、黑熊等野獸經常在這片森林裡出現。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中的歸類是否正確。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1） 句子中的哪個動物歸類錯誤了？松鼠 

（2） 「松鼠」不是屬於獸類的。 

3.對症下藥—替換法 

（1） 那「松鼠」可以換成什麼比較適當？老虎、豹 

（2） 很好，我們只要將不屬於獸類的替換掉就可以了。 

（3） 那如果句子前面的獅子、松鼠、黑熊不要改，只修改後面的部分，還可 

  以怎麼改？把野獸改成動物 

（4） 很棒，我們也可以把後面的總類名稱換成更適當的，歸類就正確了。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歸類錯誤。 

【正確】獅子、老虎、黑熊等野獸經常在這片森林裡出現。 

     獅子、松鼠、黑熊等動物經常在這片森林裡出現。 

 

 

(三)總類名和分類名混淆的句子 

教學策略： 

這類型的病句問題包含將總類擺在幾個分類事物中間、把它放在最前面，或者最

後用「和」與分類事物連起來。修改這種病句，通常要將「和」改成「等」，總

類名稱可以提到前面，也可以置於後面，如「超市裡擺放各式各樣的水果，如：

葡萄、香蕉、蘋果……。」 

 

【病句】我們到超級市場買了葡萄、蘋果、香蕉和水果。 

1.讀句子  

請將句子唸一遍，看看語句中的歸類是否正確。 

2.找病症—找出不當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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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子中哪一個詞是屬於「總類」，已包含其他的「分類」在內？水果 

（2） 「水果」是總類名稱，「葡萄、蘋果、香蕉」都是分類名，屬於水果中的  

  其中一種。 

（3） 不能用「和」將總類名和分類名並列在一起。 

3.對症下藥—替換法、添加法 

（1） 如果把總類名放在後面，要將「和」改成「等」，句子就會變成「我們到 

 超級市場買了葡萄、蘋果、香蕉等水果。」 

（2） 總類名也可以放在分類名前面，然後在分類名前面加「如」、「像」，句子 

 就變成「我們到超級市場買了水果，如：葡萄、蘋果、香蕉……。」 

（3） 總類名可以放在句子前面，也可以放在最後面，但用法會因此而不同。 

4.重述句子 

請把修改後的句子重述一遍，檢查還有沒有歸類錯誤。 

【正確】我們到超級市場買了葡萄、蘋果、香蕉等水果。 

     我們到超級市場買了水果，如：葡萄、蘋果、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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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結論 

    配合本教材的病句教學指引，教師可暸解病句教學模組的設計概念，教學

時，教師也可以聯繫實際教學的情況，把學生犯的偏誤當作分析的材料，教學生

以同樣的方法及步驟修改病句，讓學生不僅可以自己找出病因，更能自己動手加

以修改。希望能透過此技術報告的產出，為「病句教學」帶來實務上的貢獻。 

建議 

    本研究主要為發展病句修改的教學步驟及方法讓教師可以系統化及步驟化

地教學，但教學時，教師應視情況提供更多的例句練習，讓學生能確實掌握句型

結構和語法規則。 

  未來，建議對病句有興趣的研究者可進一步依各類型的病句設計完整的學習

單供學生練習，也可讓教師於課堂上搭配使用。 

 



 

 48 

 



 

 49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宋麟興（1960）。造句教學法。中國語文。 

李麗娜（2008）。解除寫作的夢魘：小學生作文病句的診斷與補救途徑。臺    

    北：威秀資訊科技。 

周惠貞、戴興海（1995）。正確修改病句。臺北：人類文化公司。 

林怡伶（2008）。國小低年級學童病句分析。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未出版，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孟建安（2000）。漢語病句修辭。北京：中國文聯。 

高葆泰（1981）。語法修辭六講。銀川：寧夏人民。 

高維貞（2006）。國小中年級學生造句練習及寫作病句之分析-以臺中縣太平 

    市國小為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孫碧霞（2005）。國小高年級學童國語習作語法錯誤類型研究。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陳光明（2007）。國語教科書中病句的類型。慈濟大學第一屆語文教學學術研 

    討會，花蓮慈濟大學。 

陳穎相、廖晨惠（2015）。中文句型特徵與教學之探究。特殊教育與輔助科技， 

    13，頁 46-51。 

許淑芬（2009）。作文病句探究—以九年一貫教育第二階段學生寫作所見現 

    象為例。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黃秀蘭（2012）。國小二年級學童常見病句內容分析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馮俊明(1974)。句法的訓練。國教天地，6，40-41。 

葉靖雲(1999)。以文章寫作和造句測驗評估作文能力之效度研究。特殊教育研 

    究學刊，18，151-172。 

楊雪琴（1995）。對比分析與錯誤分析––對待外語語言錯誤的兩種方法。鹽城師 

    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16。 

楊春（2015）。造句教學思考實踐。中國論文網。 

鄭博真（1996）。臺南市國民小學國語科作文教學現況調查研究。國語文教育 

    通訊，10，42-60。 



 

 50 

廖秀珍（2012）。寫作病句探析-以大一技職生寫作為例。明新學報，38（2）， 

    49-67。 

劉秀男（1976）。加強造句教學。中國語文，39(3)，57-59。 

劉元柏（2002）。常用造句辭典。臺南：文國書局。 

劉遠楨、黃思華、蕭維蒂（2009）。共同學習法教學網站對國小學生造句能力之 

    學習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32 卷 2 期，頁 147-173。 

錡寶香（2001）。國小低閱讀成就學生的口語述說能力：語言層面的分析。特殊     

    教育學報，15，頁 129-175。 

簡宗梧（1961）我怎樣教造句。中國語文。 

 

 

 

 

 

 

 

 

                                             

                        



 

 51 

英文部分 

 

Saddler, B. (2005). Sentence combining: A sentence-level writing intervention.   

    Reading Teacher, 58(5), 468–471. 

Corder.S.P.(1967).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 erro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5:161–170. 

Dulay, H., Burt, M. & Krashen, S. (1982). Error. Language Two.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