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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分析 

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 

林怡伶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詞語運用、句子結構與語意表達等方

面病句的分析，嘗試歸納出特定的類型；並根據所得結果，提出教學上的建議，

以期達到提升學童語文能力的效果。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對國小低年級學童的病句進行錯誤分析，將學童的病

句分成詞語運用方面、句子結構方面與語意表達方面等三大類。詞語運用方面的

病句細分為詞類誤用、用詞不當、生造詞語等三項；句子結構方面的病句細分為

成分殘缺不全、搭配不當、成分多餘、語序紊亂、句型雜糅等五項；語意表達方

面的病句細分為歧義、句意費解、概念運用不當、判斷不恰當、不合邏輯和語意

重複等六項。在所蒐集的學童作文語料中，三大類病句的次數共226次。其中比

例最高的三種病句類型為用詞不當、搭配不當、成分殘缺不全。此三種病句的次

數占總次數的67.69%，即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出現的病句，超過半數以上與用詞不

當、搭配不當、成分殘缺不全的錯誤有關。 

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以成人病句語料為主的專書相比後，發現低年級學童

特有的病句類型有下列幾種：1.違反「和」字的用法。2.並列的誤用。3.違反「順

向刪略」的原則而造成賓語多餘。4.定語出現於中心語之後。 

 

關鍵字：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作文、錯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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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rrors that low graders in 

primary school mad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Lin Yi-Li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analyze the errors that low graders in primary school made, 

including the usage of phrases,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researcher came up with th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languag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errors that low graders in primary school mad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rrors, 

including the usage of phrases,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s.  As for the usage of the phrases, the errors include misusing the parts of 

speech, selecting the wrong phrases and creating the phrases.  As for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the errors include missing elements, inappropriate match, extra elements, 

disorder of words and mix of the sentence patterns.  As for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s, the errors include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the original ones, the meaning 

hard to be understood, the inappropriate concepts, inappropriate judgment, illogical 

meanings and the repetition of meanings.  Among the errors that were found in 

students’ compositio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rrors which happened for 226 times.  

The three kinds of errors that appeared most are selecting the wrong phrases, 

inappropriate match, missing elements.  67.69 percent of the errors are these three 

kinds.  In other words, over half of the wrong sentences are something to do with 

selecting the wrong phrases, inappropriate match, missing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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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d with the errors that adults made,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results as 

followings: 

1. They are against the usage of the parallels. 2. The parallel sentences are misused. 

3. They are against the principles of progressive forward deletion so that the extra 

words appear. 4. The adjectival appears behind the head noun.  

 

Key words:  

low graders in primary school, errors,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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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前言 

語文是溝通最重要的媒介，也是學習一切學科的基礎。因此，如何用語文來

表情達意成為學生學習語文所欲達到的重要目標。在學生學習語文的過程中，產

生病句是無可避免的。因此教師與學生皆應正視語文錯誤，藉由瞭解錯誤的類

型，設計適當的練習去減少錯誤的產生。 

本研究收集並分析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的病句語料，試著從中歸納出國小

低年級學童特定的錯誤類型。全文包括四章：第一章論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

的、研究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並介紹研究病句的專著及論文。第二章說明研

究的方法，首先論述本文的研究步驟，並說明如何收集並處理語料，再者，介紹

各學者對病句的定義及類型的看法，最後簡述病句的辨識標準與方法。第三章分

析並歸納學童的病句，找出特定的類型，並對其病因及修改方法加以說明。第四

章說明各類型病句的次數及排序結果，再將結果與研究成人病句的專著做比較，

最後提出教學與研究上的建議。 

第一章除前言外，另分為四節，分別說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

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進行文獻回顧，茲分述如下。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語文是人類珍貴的資產，人們藉由語文與他人溝通、抒發情感以及表達意見

與觀感，因而語文扮演人類生活中最重要的資訊傳播媒介。然而每一種語文在語

音、詞彙及語法等方面皆有一定之規則，吾人在運用此一工具傳遞訊息時皆須遵

循語文的規範，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目的。因此學習如何恰當地使用語文，自然

成為語文學習者的首要之目標。 

教育部（2003：21）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明白指出：本國語文的基本理念在

於培養學生正確理解和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力。為達到此理念，在國小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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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教師透過聽、說、讀、寫的練習，培養學童能充分運用語文來進行學習和

表達。而作文正是統合聽、說、讀、寫等能力的實踐，也是最能檢驗出學生語文

能力的指標，因作文必須能妥善運用所學之詞彙及文句，將心中所欲表達的話以

合理的邏輯、正確的文法結構，書寫出句子、組合成段落再構成完整的文章（孫

麗翎，1988）。故作文能力的好壞與語文能力的高低有直接的相關。 

近年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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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感到憂心，因此加強語文能力成為當務之急。曾雅文（2004：5）認為

在中小學時期，本國語文領域必須注重學生語文能力的訓練，待學生進入更高的

教育階段或邁入社會後才想要補救，為時已晚。而國小低年級學童正面臨學習書

寫句子，進行短文創作，為以後書寫各種文體奠基的時期。在教學中，教師應就

學童文句所產生錯誤給予正確的指導，以利於往後的學習。 

Corder (1971)為了想更有效瞭解學生語言方面的錯誤類型，他提出運用「錯

誤分析」1（Error Analysis）的基本步驟，來對學生學習第二語言時所產生的錯誤，

也就是所謂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2進行分析，期望透過歸納錯誤類型去瞭解

學生應如何學習，才能有效減少錯誤。James (1998:25)則將錯誤分析的研究範圍

擴大至本族語者的本族語錯誤。他認為錯誤分析不僅僅涉及第二語言的教學，也

與母語教學有所關聯。 

Chomsky (1965)認為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除了模仿之外，還會自創一

些成人無法理解或聽來缺乏邏輯的句子，並在不斷的與成人互動中，自動發掘語

言的規律，逐漸修正自己的語法，也就是孩子會受環境的影響習得一套語言的法

則。因此，學生的生長環境、先備經驗及認知基模不同，寫作時的遣詞用字亦會

不同。台灣族群眾多，每個族群各自發展出不同的語言文化，有些學生在學習國

語的過程中，容易受族別及生長環境的影響，使得運用國語時無法符合目標語而

導致語言錯誤。在語文的學習過程中，學生中介語的發展會影響到往後的語文學

                                                 
1轉引自俞理明（2004：39-40）。 
2中介語是指學習者所使用的介於母語與目標語之間的過渡性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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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值得教學者特別留心。黃冰（2004：213）提出對待學生的語言錯誤應與學

生的中介語的發展階段相符合：只有當學習者的語言發展到某一階段，學習者做

好被糾正的準備時，糾正才會有效。因此，為了改善學生語言錯誤、進而提升語

文能力，收集各學習階段學生的病句語料進行錯誤分析，找出學習中易犯的特定

錯誤類型進行補救教學，成為勢在必行的事。 

有關改善學生語言錯誤、提升語文能力的觀點，Menyuk (2003)曾提出以下看

法：教師可藉由讓學生利用語法規則辨認句子的好壞、完成從屬句與邏輯子句及

練習連接兩句子等實際經驗的活動，使學生成為一個主動的語文學習者。王培光

（2005：6）也提出人類的「語感」具有：判斷、指出及改正言語錯誤等三種能

力，經實驗發現語感能力與寫作能力的相關係數相當高。由以上兩者的看法可知

協助學生練習辨識言語偏差、指出句子中的錯誤並加以改正，將有助於加強寫作

能力，進而提升語文能力。 

桂詩春（1995：64）曾就語言錯誤的重要性提出以下省思：「究竟什麼是語

言錯誤？學生為什麼會犯語言錯誤？教師應採取什麼態度去對待語言錯誤？」。

在學生語文能力的習得過程中，教師對於「語言錯誤」的認知決定了能否給於學

生適時的引導，並藉此提升學生的語感。正因學生在語文學習的過程中免不了會

發生錯誤，因此如何讓錯誤產生有助於學習的效力，是很重要的。王希杰（1995：

12）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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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針對在語言運用中出現的語言錯誤現象進行描述與研究，除可以

充實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內容外，還可藉此指導人們如何恰當地使用語言。因此，

研究學生的病句是做為一個語文教育的研究者所應實踐的任務。 

研究者身為國小低年級的導師，在教學中發現學童不論是在日常表達或書寫

時，所使用的句子皆常出現錯誤的用法，有些句子語意不明、有些句子在結構上

出現錯誤，有鑑於學童的病句不斷出現，深覺學童在句子上的錯誤用法必須即時

導正，以建立適當的語言用法，來減少錯誤重複發生的機率。因此在參考研究病

句的相關書籍後，將所收集的學童病句語料，分成詞語運用、句子結構與語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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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等三方面，加以歸納及分析低年級學童常見病句的類型，以做為導正學生病句

的參考。 

此外，任何具備語文研究能力的教師都應進一步提升自身語文能力。王培光

（2005：6）認為修改病句與寫作能力皆屬於語文運用能力。教師做為學生學習

的榜樣，應引導學生去辨識自己文章中不恰當的地方，藉由與學生討論如何修改

病句，以收教學相長之成效。因此教師若能收集學生病句語料並加以分析，除能

歸納出學生語病的規律和其誤用的思考邏輯外，對於改進自身語文教學及導正學

習者的病句，提升語文能力，都有極具正面的啟示。 

綜合以上所言，本研究的目的為透過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詞語運用、句子

結構與語意表達等方面病句的分析，嘗試歸納出特定的類型；並根據所得結果，

提出教學上的建議，以期達到提升學童語文能力的效果。 

 

1.3 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1. 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在語詞運用方面會出現哪些病句類型？ 

2. 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在句子結構方面會出現哪些病句類型？ 

3. 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在語意表達方面會出現哪些病句類型？ 

4. 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哪一種病句類型出現的次數最多？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病句出現的情形，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分別說明如下： 

 

1.4.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95學年度台東市復興國小一、二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以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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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文語料為研究樣本，以下就研究對象與研究樣本兩方面分別說明。 

 

1.4.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析國小一、二年級學童在作文寫作中語言運用的錯誤現象，也就是

存在於作文中，違背詞語運用、句子結構或語意表達中任何一項的病句。語料的

取樣對象是九十五學年度台東市復興國小一、二年級的學童。 

以下以研究對象的背景資料作初步的介紹（詳細個人資料請參閱附錄一）： 

1. 總人數與性別：本研究對象總數80人，其中有45男生，35個女生。 

2. 族別：其研究對象的族別所占人數與比例如下表1-1： 

表1-1  研究對象的族別所占人數與比例一覽表 

族別 人數（人） 比例（％）

閩南 56 70.00 

阿美 9 11.25 

外省 4 5.00 

卑南 3 3.75 

客家 3 3.75 

排灣 2 2.50 

魯凱 1 1.25 

布農 1 1.25 

泰雅 1 1.25 

 

3. 平常在家使用的語言：100％的學童表示在家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國語。

第二種會使用的語言有73.75％的學童表示會使用閩南語，這可能與研究

對象以閩南族群居多有關。 

4. 家長的社經背景：其研究對象的家長其社經背景所占人數與比例如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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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研究對象的家長其社經背景所占人數與比例一覽表 

 

 

 

 

 

 

 

 

 

研究對象的家長以勞工居多，次者為從商、經營小本生意，平均的社

經地位較低。 

 

1.4.1.2 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為九十五學年度下學期台東市復興復興國小低年級學童

在課堂上依照老師所訂定的題目書寫在作文簿上的文章。一年級兩班共39

本作文簿，每本6篇，計234篇；二年級兩班共41本作文簿，每本6篇，計

252，兩個年級共計486篇文章。 

 

1.4.2 研究限制 

1. 基於研究樣本需為學童自行書寫於作文簿且未經家長修改的文章，於是

在研究對象上，本項研究僅對研究者任教國小的一、二年級學童進行病

句收集。 

2. 因低年級所認識的國字量仍不足，因此作文中仍會出現注音，此種情形

以一年級學童的作文最為明顯。因以注音呈現就無法顯示出國字的書寫

情形，因此本研究僅就句子中的詞語運用、句子結構及語意表達方面加

社經背景 人數（人） 比例（％）

工 34 42.50 

商 29 36.25 

公 12 15.00 

軍 2 2.50 

教 1 1.25 

警 1 1.25 

農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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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對於病句中所出現的錯別字就不再做探討。若原本語料中以國

字呈現，但使用錯誤，如「＊我們有唱歌也有很多好玩得東西。」中的

「得」字是錯別字，會在註中說明，但不加以討論。 

 

1.5 文獻回顧 

任何人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發生錯誤、產生病句是不可避免的現象。為了

能追究錯誤根源，矯正錯誤並提出對策，因此各家學者開始費心研究「病句」上，

以下初步整理病句的研究專著與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1.5.1 研究病句的專著 

1. 呂叔湘、朱德熙（1952/2002） 

呂叔湘與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於1952年出版，此書以「匡謬正俗」

為主要目的，藉由說明語法知識及解說錯誤例子來幫助學習寫文章的人理解哪些

格式是不正確的，某一格式怎樣用是好的。 

這本書分成六講：（1）語法的基本知識，（2）詞彙，（3）虛字，（4）

結構，（5）表達，（6）標點。其分別就用詞、結構、表達、標點等方面的語法

及修辭規則進行討論，並列舉出從各書籍、報章雜誌，大學及中學學生的習作中

所採取的病句做為分析、修改的範例。 

    「詞彙」這一講以實詞的使用為講述重點，其中分析詞性、詞義、同義詞、

詞的配合常犯的錯誤及生造詞語等；「虛字」這一講則以虛字運用為講述重點，

如簡介常用的代詞、數量詞、連接詞的正確語法，並修正錯誤範例；「結構」這

一講主要討論結構方面常見的錯誤，如在句子結構中常出現的成分殘缺、搭配不

當、詞語次序及結構混亂的相關問題；「表達」這一講主要介紹使文章通順的表

達技巧，能讓文章達到明確及簡潔的要求。如：合乎邏輯、避免歧義和重複、注

重層次等方法；「標點」這一講介紹標點符號的用法和錯誤用法的改正方式。 

  全書對人們語言運用中存在的錯誤做了較為詳盡的分析，孟建安(2000:3)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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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是當時對現代漢語病句現象研究得較為系統、較為全面的著作。也因此對其

後漢語病句的研究產生了極大的影響。 

 

2. 陸士楠（1993） 

在小學語文教學多年來，陸士楠收集學生日常造句、作文中的錯誤語料，根

據錯誤性質，分門別類地進行分析、糾正，編寫出《小學生作文病句修改1000 例》

一書。書中歸納出以下幾種病句類型：1.用詞方面常見的病句，包括詞性誤用、

虛詞濫用、輕重倒置、褒貶不分、不分對象、重複累贅、指代不明、生造詞語、

成語使用不當、任意破詞、文白夾雜、修辭不當。2.造句方面常見的病句，包括

成分殘缺、搭配不當、詞序顛倒、結構混亂、錯用關聯詞語、標點使用不當。3.

事理方面常見的病句，包括概念使用不當、判斷不恰當、推理不合邏輯三類，其

中概念使用不當又細分成概念不清、前後不一致、範圍不清楚、互相矛盾、錯用

集合觀念五項；判斷不恰當又細分成多次否定，意思相反、主客顛倒，引起混亂

兩項。 

書中作者以淺白、簡要的語法知識分析句子錯誤的部分，並加以修正且提供

正確的寫法。因此這是一本適合做為家長和孩子共同閱讀，互相測試，協助學生

提升遣詞造句能力的書籍。 

 

3. 孟建安（2000） 

孟建安（2000）在《漢語病句修辭》一書中提出新穎的看法：病句是一個自

足的系統，這個系統涵蓋了漢語病詞病句的生成方法、原因。他也提出漢語病句

的辨識原則、方法和標準，歸類與修改原則以及預防策略；他認為漢語語法修辭

不僅應當研究「通」句，也應當研究病句。這樣才能使現代漢語語法學、修辭學

構成完整的體系及擁有完整的理論架構。 

孟建安不只對病句有新穎的看法，在研究病句上也運用新奇、獨特的方法，

如病句的分類方面採用的是歸納法，對病句生成方法的探索則是採用演繹法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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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對病句的辨識也提出審讀法、對照法、比較鑑定法語與分析短語辨識法等

新方法。另外關於漢語病句生成的語言外因素，孟建安也從交際環境、交際目的、

交際者的修養、交際者的心理等方面作了闡述。 

孟建安（2000）在書中引用相當數量的書卷語體的病句材料，還引用不少口

語中的語病，將這些錯誤歸類成詞語運用、句子結構及語意表達三種類型。詞語

運用方面的病句細分成詞類誤用、用詞不當、生造詞語、濫用古詞語、濫用方言

詞、濫用簡稱、割裂詞語、成語運用不當、詞語褒貶不當、詞語重複囉唆；句子

結構方面的病句細分成分殘缺不全、搭配不當、成分多餘、語序紊亂、句式雜糅、

句子冗長等；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細分歧義、句意費解、概念運當不當、判斷錯

誤、推理不當、不合情理、關係不調、層次不清等。孟建安分別就上述各類型的

病句提出正確的修正方法。 

此書對於現代漢語病句系統從研究病句修辭的目的、範圍、必要性到病句的

生成與病句的辨識等方面進行理論性的探討，並運用所闡述的理論來進行病句的

歸納與修改，可說是理論與實踐的統合，值得當作以後研究者的參考典範。 

 

4. 陳一（2002） 

    陳一（2002）所著的《現代漢語語誤》以結構、語義及語用三個平面來進行

語誤的探討。結構平面的語誤即是在處理語言符號與語言符號關係上違反規範而

形成的語誤，也就是語言單位（詞、短語、小句等）之間關係的語誤。包括詞類

誤用、小句結構中的語誤、複句中的語誤；語義平面的語誤是在指處理語言符號

與客觀對象之間的關係時，因違反規範而形成的語誤，語義平面的語誤分為語義

不明、語義重複、語義偏離、語義悖反、語義牴牾；語用平面的語誤是指在處理

語言符號與使用者的關係時，因違反規範而形成的語誤，可分成「謙敬」、「授

受」、「已知與未知」、「言內義與言外義」等方面的語誤。 

    此書除將病句的研究範圍擴大成三個平面外，也收集並分析口誤方面的資

料，為病句研究開闊更寬廣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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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結     

呂叔湘、朱德熙（1952/2002）所著的《語法修辭講話》藉由文法修辭的講述

為病句研究開一扇窗，帶領人們正視病句這個課題。各家學者也以其為基礎來建

立自己的研究架構，如孟建安的《漢語病句修辭》將《語法修辭講話》的內容分

類整理，歸納出脈絡清晰的分類方式。而陸士楠（1993）及陳一（2002）也以自

己收集的語料增添病句類型的分類細項，或擴展不同的研究範圍，來建構出屬於

自己的理論架構。這些學者皆是研究病句的先鋒，他們之前的研究心血奠定了研

究病句的良好基礎，也激發許多後進加入病句的研究，為病句研究貢獻心力。 

 

1.5.2 研究病句的論文 

 

近年來，許多教師越來越重視學生的語言錯誤，因此著力於病句的相關研究

上。以下以相關研究論文的研究對象，將論文分成「國中學生」與「國小學童」

兩類加以介紹： 

 

1.5.2.1 國中學生作文的病句研究 

1. 曾雅文（2004）   

曾雅文（2004）在《國中學生作文病句研究》中抽取高雄市國民中學16校學

生共275人的作文，每人一篇，計275篇。經錯誤分析後，將國中學生作文中出現

的語病分為「語義語病」與「結構語病」兩大類，兼探討標點符號使用不當和錯

別字的問題。語義語病分為用詞不當、不合邏輯、語義重複、表意不明等四類；

結構語病分為成分搭配失當、破壞結構(又細分成成分多餘及成分殘缺兩小項)、

語序失當、結構雜糅、句子冗長等五類語病。 

    曾雅文（2004）在研究中除就語病類型出現之次數及比例做分析外，還依學

生年級另做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1）依出現次數及比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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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作文語病語料中，「語義語病」與「結構語病」共有2218次，「結構

語病」占總語病次數的60.60%，多於「語義語病」的39.40%。而所有語病類型中

以占總數20.65%的「成分搭配失當」為最多；而第二、第三位的分別為占18.21

％的「不合邏輯」與占17.94％的「成分多餘」。此三類的語病就占了總次數的56.81

％，表示國中學生作文的語病大多與「成分搭配失當」、「不合邏輯」、「成分

多餘」的錯誤有關。 

曾雅文（2004）指出「成分搭配失當」出現最頻繁的原因，可能與大部分學

生混用結構助詞「的」、「得」、「地」有關。「不合邏輯」此語病出現頻繁可

能與學生寫作前欠缺通盤思考以及在寫作時心思維混亂有關。「成分多餘」此語

病出現頻繁的原因是受到「我手寫我口」的寫作模式的影響，並且學生作文不懂

得精練之道且在完成作文幾乎不做檢查修改的工作有關。 

（2）依年級分析 

    曾雅文（2004）觀察語病類型出現的比例依年級升進而變化的趨勢，得知「語

義語病」中的「用詞不當」、「語義重複」、「表意不明」等語病並不會因學生

年齡增長、心智發展而得到改善，教師及學生若不加以注意，極有可能永遠存在

作文之中。而「不合邏輯」語病出現之比例，因九年級學生較常寫作複句，句子

與句子之間的關係往往藉由關聯詞語來表現，若關聯詞語用錯，就會造成不合邏

輯的現象。所以學生升進九年級時，「不合邏輯」語病出現之比例呈現上升趨勢，

且出現比例較七年級更高。「成分搭配失當」、「成分殘缺」、「成分多餘」、

「語序失當」、「結構雜糅」、「句子冗長」等六類結構病句，出現之比例並無

隨年級升進而有明顯減少的趨勢，此一現象反映了國中語文教學，尤其是句法結

構與虛詞運用的教學可能不足，或是沒有發揮實際的功效，也顯示出國中語法教

學與實際運用脫節、語文教學缺乏造句訓練等問題。 

 

2. 胡倩華（2006） 

胡倩華（2006）在《偏誤分析與國中作文教學個案研究》中觀察高雄市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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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育班的21位學生的作文。將作文中的偏誤分成「詞語」、「單句」及「複句」

三部分進行分析。 

首先，在詞語偏誤的部分分為實詞偏誤及虛詞偏誤兩類。實詞偏誤之下依照 

偏誤來源分為共同語素干擾、近義詞群混淆二項；虛詞偏誤之下依語法成分分為 

副詞偏誤、介詞偏誤、連詞偏誤、助詞偏誤。 

第二，在單句偏誤的部分分為句子成分偏誤、附加成分或連帶成分偏誤份偏 

誤、句式偏誤三類。句子成分偏誤分為主語偏誤及謂語偏誤；附加成分、連帶成 

分偏誤之下依據表層結構分為動賓搭配不當、補語搭配不當、狀語搭配不當、定 

語搭配不當及語序失當；句式偏誤之下分為特殊句式結構失當、同類句式干擾二 

項。 

第三，在複句偏誤之下分為關聯詞偏誤及分句偏誤二類。關聯詞語偏誤之下 

分為近義關聯詞連用、近義關聯詞混淆、共同語素干擾、關聯詞遺漏、關聯詞語 

搭配不當、關聯詞錯置；分句偏誤之下分為分句遺漏、分句殘缺二項。 

胡倩華將學生語料就各偏誤類型分類之後再進行偏誤類型統計。最後根據研

究所得的偏誤統計進行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如下： 

（1）國中作文常見的詞語偏誤部分 

在國中作文的詞語偏誤分析中，胡倩華發現學生作文偏誤有一些共同的因

素。 

a.近義的混淆。就是「近義詞」、「近義句式」、「近義關聯詞」容易因連

用或混合使用在同一句子裡，造成偏誤的現象。 

b.共同語素的干擾。就是實詞、虛詞、關聯詞語等，在有相同語素的情形下，

容易因為對語義的誤解，出現干擾的現象。 

c.句子主題化。可能由於受到口語的影響，學生喜歡把句子「主題化」，也

就是「賓語」成分前移至句首，造成語序失當的偏誤。 

d.主語概念模糊。學生「主語」的概念模糊，在單句中容易誤將其他成分當

作主語，而在複句中則容易不當地承前或承後省略，造成主語的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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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施受關係不清。學生因為沒有施事、受事的觀念，所以凡是非自願的行為，

學生都慣用「被」字句，或是造出主謂搭配不當、動賓搭配不當的句子，

都是出自對施受關係不清的緣故。 

（2）國中作文常見的句法偏誤 

胡倩華（2006）將國中作文的句法偏誤分成：單句與複句兩類。而單句偏

誤中以主要成分偏誤最為常見。學生往往以其他成分替代主語，如表示範圍的

介詞短語被學生視為主語，因而出現主語遺漏的偏誤；其次，主謂、動賓等成

分搭配不當也是學生作文中常見的偏誤；再者，學生往往將說話時先呼叫對

方，或是先將想要表達的重點說出來的口語習慣帶到作文之中，容易出現賓語

不當提前的偏誤。在複句偏誤中，分句間結構失當的情形較多，佔複句偏誤的

54.43﹪，但與關聯詞語有誤的出現比率差距不大，僅相差8.86﹪。從高低兩個

年級的變化情形來看，關聯詞語有誤的偏誤增加了7.78﹪。而分句間結構失當

卻減少了7.78﹪，此項結果顯示了學生在學習中已逐漸習得了正確的複句結

構，逐漸學會如何拉長句子而不會發生錯誤，但在關聯詞的使用上卻進步很

少，原因是「關聯句式」的種類很多，且每一種關聯詞語都有不同的用法，如

果沒有針對個別種類進行教學，學生容易因混淆而造成使用偏誤。 

 

3. 小結 

胡倩華（2006）論文中的講述方式類似呂叔湘與朱德熙（1952/2002）合著的

《語法修辭講話》，以「語項」及「句子成分」為分類項目，將學生病句中同類

的錯誤一併解說；而曾雅文（2004）則是訂定「語義」與「結構」兩種錯誤類型，

將錯誤語料中符合此類型者納入再進行細部分項。本研究分類的作法與之相似。 

在「句意表達」方面的病句，胡倩華（2006）無就此方面作探討，而曾雅文

（2004）僅在「語義」的範圍內，探討因詞語使用不當而造成句意表達錯誤的句

子。但句子表達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因此有些句法正確但在邏輯有瑕疵或判斷錯

誤的句子，將無法在前兩者研究結果的數據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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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國小學童作文的病句研究 

1. 孫麗翎（1988） 

孫麗翎（1988）在《國小兒童作文常犯錯誤分析研究》中，研究整理了台灣

各地區共47國小一至六年級的國小兒童作文，以「表面結構」與「語項」兩項度

對國小兒童作文進行錯誤分析（Error Analysis），來檢視其中的語法錯誤，並歸

納出語法錯誤類型及各語法錯誤類型在各年級出現率的變化。 

從研究中發現國小學生作文最易出現的表面結構策略錯誤中，以「贅加型」、

「替代型」錯誤出現的比例較高。這與小學生正在進行詞語的學習，對新詞語的

用法不熟悉，在許多想法無法有系統地表達的情形下，常在句中重複或隨意添加

習得的詞語，或以某些習得的詞語來替代未習得的詞語的緣故 

以語項來看國小學生作文常見的錯誤，則副詞、名詞、代詞、動詞、「就」、

連詞等語項最易犯錯。而各年級出現的錯誤類型差異不大。在各語項上以名詞及

代名詞錯誤的出現率高居各年級之最，孫麗翎（1988）指出此可能與名詞及代名

詞的辭彙碩多，小學生難以確實掌握有關。值得憂心的是，在研究中發現學生的

錯誤，如動詞以替代型出現、副詞以贅加型出現及來/去的用法不但沒有隨著年

級升高而改善，反而因作文中欲表達的意念愈來愈複雜，使錯誤率高居不下。 

 

2. 孫碧霞（2005） 

孫碧霞（2005）在《國小高年級學童國語習作語法錯誤類型研究》研究國小

高年級學童國語習作中語法的錯誤現象。此研究以研究者任教班級的二十四名學

生為研究對象。首先，收集學童習作中錯誤的句子，並將總數 152 個包含錯誤的

句子，以「表層結構策略分析（Surface Strategy Taxonomic）」歸類，分為「贅加

型」、「省略型」、「替代型」和「倒置型」四個錯誤類別，分別計算其所佔比

率；其次再以內容分析法進行質的分析。 

其研究結果如下：（1）國小高年級學童國語習作之錯誤，以「贅加型」和

「替代型」問題最為嚴重。「贅加型錯誤」比率為 45.2﹪，「替代型錯誤」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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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5.1﹪，二者合計達 80.3﹪，顯示「添加」和「代替」為學童最常使用的語文

表達策略。（2）贅加情形明顯受到方言語法影響；另外還出現「重複標示」、

「虛詞贅加」和「重複使用同一詞語」等型態的問題。（3）「替代型錯誤」多

數是「方言直譯」所造成。（4）「省略型錯誤」佔總數之 13.3﹪，倒置型錯誤

佔 6.4﹪，此二者比率較低，可見國小高年級學童對詞語的正確位置多能掌握，

「省略詞語」或「顛倒詞語」的情形也較少。 

 

3. 高維貞（2006） 

高維貞（2006）在《國小中年級學生造句練習及寫作病句之分析-以台中縣

太平市國小為例》研究中，以台中縣太平市五所學校 308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收

集學童造句練習及作文病句，並將 308 篇作文及造句練習 10000 多個句子，以錯

誤分析法中的「表層結構策略分析（Surface Strategy Taxonomic）」歸類，經編碼、

錯誤界定、抄錄等整理過程後，分為「贅加型」、「省略型」、「替代型」和「倒

置型」四個錯誤類型，分別計算其所佔比率；其次再以內容進行質的分析。 

此研究旨在瞭解國小中年級造句練習及作文病句之現象。研究的結果為： 

（1）國小中年級造句練習及作文病句之錯誤，以「贅加型」、「替代型」問題最

嚴重。造句練習及作文病句的「贅加型錯誤」比率分別為 33﹪及 40﹪，「替

代型錯誤」比率分別為 29﹪及 32﹪，二者合計分別為 62﹪及 72﹪，顯示「贅

加」和「替代」為學童最常使用的語文表達策略。 

（2）贅加情形出現「重複使用相同詞語」、「意義重複」、「虛詞贅加」及「台灣

國語贅加」等型態的問題。 

（3）「替代型錯誤」多數是「方言直譯」、「關聯詞錯用」、「語詞錯用」、「搭配失

當」所造成。 

（4）「省略型錯誤」造句練習及作文病句的比率分別為 25﹪及 19﹪，「倒置型錯

誤」比率分別為 7﹪及 5﹪，此二者比率較低，可見國小中年級學童對詞語

的正確位置多能掌握，「省略型錯誤」由於造句練習缺少語境的關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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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的比率較作文病句略高。 

 

3. 小結 

以上所有國小學童病句的研究皆顯示相同結果：不論國小高年級或中年級，

在作文上所出現的錯誤皆以「贅加型」、「替代型」兩種類型最為嚴重。表示學

生需要這兩方面多作加強。 

這些研究皆以「表層結構策略分析」做為分類依據。但利用「表層結構分析」

作為病句研究的分類標準，會出現缺失，因為學生階段對於正確的句子結構的認

知並不足夠，究竟正確的標準如何，學生缺乏完整的概念。因此應建立更完善的

分類架構，將各類病句作更詳盡的分類及錯誤說明，讓學生能藉由此病句分析，

修改自己的錯誤，達到自學的效果。 

在研究上，孫麗翎（1988）所採取的樣本擴及全國，而高維貞（2006）則收

集台中縣太平市五所學校，樣本數大，耗費許多心力，值得敬佩。但也因收集的

樣本無法完全確認源自學生自己想法及創作，即無經家長及老師修改後書寫的作

文或造句，所以所得的結果難免會受外在因素所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研究者本

身任教學校的低年級學童的作文做為樣本，此作文為經與任教老師溝通後，所得

的學童創作的原始資料做為研究的樣本。 

 

1.5.3 結語 

綜觀所有研究病句的文獻，專書部分仍以成人的語料為主，所幸，在教學現

場的教師開始著手於中學或小學生的病句研究上，但以國小低年級學童為研究範

圍的研究仍寥寥無幾。學習語文是一連續的過程，之前所學的知識、所培養的習

慣，都會影響到往後的學習，所以每一個學習階段皆很重要，研究每一學習階段

的過程皆是有價值的。有鑑於此，本研究擬研究低年級學童的病句，藉以擴展病

句的研究範圍，為病句研究盡一點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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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前言  

    本研究收集低年級學童作文當作研究語料，並依據各學者所提出的病句辨識

標準與方法，進行錯誤語料的分析處理。將其中的病句就各錯誤類型分類之後，

再進行錯誤類型統計，歸納出低年級學童特定的錯誤類型。 

    本章首先介紹研究步驟。研究者參考相關的病句研究（孫麗翎：1988；曾雅

文：2004）後，擬採用「錯誤分析」的研究步驟對學童語料進行研究。接著介紹

語料的收集與樣本的編碼方式。再者就各家學者提出的病句定義、病句類型作簡

介。最後，就辨識病句的標準與方法作介紹。 

 

2.2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對國小低年級學童的病句進行分析研究，以歸納出語誤

的類型及其多寡。 

  內容分析法主要用來解釋在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狀態，或在某段期間內該現

象的發展情形。其運用在教育研究時可達到以下目標：1.描述現行的實際業務和

條件；2.發現重要的或有趣的若干問題或主題的關聯性；3.發現教科書或其他出

版品內容的難度；4.評鑑教科書導入的偏見或宣傳成分；5.分析學生作業錯誤的

形式；6.指認作家的文學風格、概念或信度；7.解釋可能引發某項結果、行動或

事件的有關因素（王文科、王智弘，2005：404）。本研究的目標與上述第五項「分

析學生作業錯誤的形式」相符，即對學生作業上所犯的錯誤進行錯誤分析。 

Fleishner（1988）指出可採用「錯誤分析」檢測學生在某一領域的工作樣本，

藉以瞭解學生在這一領域的工作是否有系統性的錯誤，以確定錯誤的來源，為在 

教學過程中消除這些錯誤提供依據。國內亦有學者利用「錯誤分析」進行語文方

面的研究。如艾偉（1965）、孫麗翎（1988）與曾雅文（2004）等皆是收集學生

作文，統計其中出現的錯誤類型與錯誤率，並依數據提出教學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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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分析一般可分成六個步驟（孫碧霞，2005：11-12）： 

1. 蒐集資料 

2. 定義錯誤 

3. 錯誤的分類與描述 

4. 計算各錯誤的數量 

5. 錯誤源的分析 

6. 教學建議 

 

參考上述的作法，本研究的步驟如下： 

1. 在語料的來源蒐集方面，藉由蒐集學生平時在課堂中書寫的作文來取得

研究的語料。 

2. 在定義錯誤的過程中，主要利用「審讀法」（亦即內省法），即利用研

究者自身與其他教師的語感，再參照一般字、詞典與文法書的用法，

並利用平行語料庫來仔細檢視學生作文全文並從中摘錄出念起來不通

順、聽起來彆拗的病句3。過程中參考孟建安（2000）所提的辨識病句

的語法、邏輯、修辭及習慣標準，再搭配其他的辨識方法如：抓幹尋

枝法、對照法及類比法來辨識病句4，以求將所有不合語法及不合邏輯

的病句挑選出來進行分析。 

3. 進行錯誤類型的分類與描述。參閱相關病句分類5後，擬採用孟建安

（2000）所訂定病句類目做為本研究的依據。首先將病句初步分成：詞

語運用、句子結構、語意表達等三方面。再就各類中不同性質的病句

加以分類並訂定新細項，最後解釋病因並修正其錯誤。 

4. 計算各錯誤的數量。 

                                                 
3 這裡所謂的病句主要是指違背「教學語法」的情形，也就是指與成人語感或文法書、字詞典不

吻合，而非指「敘述性語法」。 
4 詳見 2.6.2 病句辨識的方法。 
5 詳見 2.5 病句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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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探討學童病句的病因，提出提升學生語文能力的建議。 

 

擬定研究步驟的流程圖如下圖 2-1： 

 

 

 

 

 

 

 

 

 

 

 

 

 

2.3 語料的收集與處理 

   以下分別就語料的「收集」與「處理」這兩部分做說明： 

 

2.3.1 語料的收集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出現的病句現象。本研究語料收集

的時間為九十五學年度下學期，研究者向同校一、二年級導師說明研究目的與需

要，請老師提供各班學生在學校自行完成，且尚未經老師及家長修改的作文。二

年級取得252篇，一年級共取得234篇，總計486篇。 

發現低年級學童病句問題 

語料收集 文獻探討 

病句分析 

語詞運用 句子結構 語意表達 

提出預防病句的方法及教學上的建議 

綜合歸納 

圖 2-1 研究步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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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語料的處理 

1. 樣本編碼：將各班學生的作文以四組數字編碼，第一碼兩位數字代表「班級

編號」，第二碼兩位數字代表「學生的座號」。例如：01-15，班級編號第1

的班級第15號學生的作文。 

2. 篩選病句並編碼：研究者就486篇作文逐篇逐字逐句仔細閱讀，挑出有語病

的句子，加以編碼。每一篇作文出現的病句，其編碼方式是在樣本編號之

後加上兩位數字，這組號碼就成為病句編號。例如：01-15-03中的1代表班

級編號1，15是該學生在班上的座號，03代表該學生作文中第03條病句。

01-15-03代表編號1的班級15號的第03條病句。 

 

2.4 病句的定義 

高葆泰（1981：197）對病句的定義是：「病句，顧名思義，就是有毛病的

句子，沒有把意思正確地、通順地表達出來的句子。」，他認為病句分成思想內

容方面及語言運用方面的病句，而語言運用方面的病句又因不同的情況，可細分

用詞方面、造句方面，標點符號方面及修辭方面的病句。他認為有毛病的句子是

病句，換句話說，病句是因為句子有語病而造成的。 

唐郁文、施匯章、莫銀火（1993：90-91）認為：「違背語言法則的句子就是

病句，簡而言之，病句就是指常見語法錯誤的句子。」，他們認為只要讀起來不

那麼順暢、意思不清晰、不明白的句子，就是不正常。如果不是為了某種特殊的

需要而故意這樣做，那就是病句。 

王艾錄（1994：69）指出病句就是「違背了句法選擇規則、語義選擇規則、

語用選擇規則其中一項、兩項、或三項的語符串。」 

孟建安（2000：2）認為，病句指的是在詞語、語法、邏輯、修辭方面有錯

誤的句子，也就是不合用詞規則，不合語法，不合邏輯，不合修辭，又不能準確

表達語意，令人費解的語句、語段，皆可稱之為病句。 



 21

程美珍等人（1997：1）則指出，說出來的話或寫出來的句子違背漢語的組

合規律，或違背客觀事物的事理，有礙交際，這樣的句子就是病句。 

綜合以上所見，運用語言時必須遵守一定的語言法則、語言規範。若違反，

所表達的句子將會出現不通順、表達不明確、意思不清晰等情形，我們稱此種句

子為「病句」。 

 

2.5 病句的類型 

在病句的分類上，各家的分法並不相同。呂叔湘、朱德熙（1953/2002）在《語

法修辭講話》一書中，分別從詞彙、虛字、結構、表達及標點符號等五方面就相

關語法進行解說，並舉出錯誤的語句進行分析。陸士楠（1993）在《小學生作文

病句修改1000例》一書中將病句分成用詞方面、造詞方面及事理方面等常見的錯

誤。 

而中國大陸為了加強語文知識特別將病句辨析納入高考語文基礎知識考察

要點之一。在高考及大學入學考試《考試說明》中將病句分成「語法」與「邏輯」

兩大方面，且歸納出語序不當、搭配不當、成分殘缺或贅餘、結構混亂、表意不

明、不合邏輯等六種類型。（高利霞，2004）。 

唐郁文、施匯章、莫銀火（1993）將病句的類型大致上歸類為成分殘缺、成

分多餘、搭配不當、語序失調及結構混亂、語類誤用及顧此失彼，張冠李戴等類

型；而周惠貞、戴興海（1995）將病句分為語詞的誤用、結構混亂的句子及句意

費解的句子等三大類型，而且每一類型又細分成好幾種錯誤，共分成三大類十二

項。 

孟建安（2000）在《漢語病句修辭》一書中將病句分成詞語運用、句子結構

及語意表達三種類型。陳一（2002）提出結構、語義及語用三個平面的概念來進

行病句類型分析並劃分，在結構平面分成詞類誤用、小句結構的錯誤語句及複句

的錯誤語句三類，結構平面中各類的分項與孟建安（2000）的分項相似。 

曾雅文（2004）曾就國中學生作文中的病句進行研究，藉由收集、分類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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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得知國中生作文中常出現的病句類型。在其研究中將語料分成「語義病句」和

「結構病句」兩大類。 

趙文惠（2004）將病句分類成語序不當、搭配不當、成分殘缺或贅餘、結構

混亂及不合邏輯等五類。譚曉雲、趙曉紅（2005）從語彙規則、語法規則、語用

規則、邏輯規則的分析中識別病句的類型，將病句分成語彙病句、語法病句、語

用病句、邏輯病句等四類病句。李美萍（2006）以語法的觀點對病句類型加以解

釋，其將病句分成用錯詞語、搭配不當、成分殘缺、成分贅餘、雜糅、歧義等六

類。 

從上述研究中不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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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郁文等人（1993）所歸類的成分殘缺、成分多餘兩類，於周惠貞等人（1995）

之研究則合併歸類為「結構混亂的句子」；而在孟建安（2000）的病句分類中，

則歸為「句子結構的病句」裡的成分殘缺不全與成分多餘兩項。綜觀病句分析之

架構，大多吻合孟建安（2000）所提出詞語運用、句子結構、及語意表達三種類

型。是故本研究擬以孟建安（2000）之分類做為病句類型的主要架構，對學童的

病句進行分析與歸類，並就結果再進行其內容細項的擴充與刪減，使其歸納的類

別更符合低年級學童常出現的病句類型。 

 本研究的病句類型分類結果如下圖2-2所示。 

 

 

 

 

 

 

 

 

圖 2-2 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類型 

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 

語詞運用方面 句子結構方面 語意表達方面 

1. 詞類誤用 
2. 用詞不當 
3. 生造詞語 

1. 成分殘缺不全 
2. 搭配不當 
3. 成分多餘 
4. 語序紊亂 
5. 句型雜糅 

1. 歧義 
2. 句意費解 
3. 概念運用不當 
4. 判斷不恰當 
5. 不合邏輯 
6. 語意重複 



 23

2.6 病句辨識的標準與方法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要分析病句前必須先確實掌握辨識標準

及熟悉辨識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出學生語料中的錯誤成分，並將語料依錯誤類

型做分類。以下參考孟建安（2000）《現代漢語語法修辭》一書中有關病句的辨

識標準、病句的辨識方法做分項介紹。 

2.6.1 病句辨識的標準 

要判斷一個句子是否正確，一般人的第一個反應會是使用自己的語感來做判

斷，但語感是富有彈性的，常因各人而異，因此一個句子常會有不同的判斷，所

以須訂正統一的標準，讓研究病句者有遵循的依據（孟建安，2000：89-98）。 

 

2.6.1.1 語法標準 

「現代漢語語法」是判斷句子是否正確的首要標準，一般符合語法的句子為

通句，不符合的則為病句。漢語語法是用來規範詞語造句的規則，語法標準可以

從以下幾方面來辨識病句： 

1. 結構是否完整：單句是最簡單的句子，它的內部結構稱為「成分」；現

代漢語的基本成分有：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和狀語幾類。一

個正確的句子，必須具備該有的成分，若檢查發現該具備的成分未出現，

或不符合省略條件卻將句子成分省略了，就構成了「成分殘缺」，該句

子應該判定為病句。如：「＊到了電影院，一邊吃爆米花一邊看電影。（假

日生活，04-21-01）」，檢查此句的結構成分，會發現因缺乏主語，造成

主語殘缺，因此無法得知是「誰」一邊吃爆米花一邊看電影，所以我們

判斷這一例句是病句。 

2. 搭配是否得當：在語法上、語意上及邏輯上，檢查構成句子的各種成分

是否具備組合關係。寫作時，因句子中相關連的成分違反了語法習慣、

語法規律或不合情理，使詞語與詞語之間不符合搭配的條件，這個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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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病句。如：「＊你的身材好靈活又健康。（01-08-03）」例中，一般會

用身手靈活及身體健康，而不會說身材靈活或身材健康，所以此例句中，

主語「身材」與謂語「靈活」和「健康」搭配不當，因此我們可以判定

它是病句。 

3. 語序是否得當：句子中，每一個詞語和句子的成分處於什麼位置，哪一

個詞語在前，哪一個詞語在後，皆須受到限制，若違反習慣語序和邏輯

順序，句子就可能產生語序紊亂的問題，而造成病句。如：「＊她漂漂亮

亮地穿衣服，準備去上學。（耶誕舞會，03-11-01）」，此例中「漂漂亮亮」

應該是「穿」的結果，不能作「穿」的狀語，應該放在「穿」之後作補

語，此例可改成「她穿得漂漂亮亮，準備去上學。」 

 

2.6.1.2 邏輯標準 

呂叔湘（2002：169）認為一句話不但要有適當的結構，也要在事理上講得

過去，才算得通。所以人們所說的話、所寫的語句不僅要遵循語法，也要合乎邏

輯。人們說話及寫作時運用邏輯思維可讓所說的話、所寫的語句合乎事理，以符

合客觀事理。唯有符合邏輯思維規律，說出的話、寫出的句子才會是通順且正確

的。若違反相關的邏輯規律而使語言不通或表意錯誤的句子，我們就稱之為病

句，句子是否合於邏輯，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來判斷： 

1. 概念是否明確：一個概念不管用什麼語言形式表達，都必須做到概念明

確，意即明確概念的內涵及外延。寫作時若能明確呈現概念的事物本質、

屬性，以及與概念所指的對象之間的關連，那麼說出的或寫出的句子是

通順的，反之則可能是錯誤的。例如：「＊在表哥家，有玩具，還有娃娃，

大家玩得很快樂。（假日生活，02-02-01）」其中的娃娃和玩具是屬於種

屬關係，娃娃是種概念，全部外延包含於玩具這個屬概念。此例犯了種

屬概念錯誤並列，因此判定為病句。 

2. 判斷是否正確：判斷是一種思維方式，對於世上的所有事物，眾人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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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肯定或否定的判斷。而所有的判斷皆可藉由事實來驗證這樣的判斷

是正確或錯誤，真實或虛假。只有符合構成判斷的條件，將主項與謂項

的聯繫性質準確表達，做出正確的聯項限定，句子才會成立，否則就可

能是病句。例：「＊這顆糖果很好吃，沒有一個小朋友不會不喜歡。（耶

誕舞會，04-04-01）」，此句由於連用了三個否定詞，把本來是肯定的

意思變成否定了，應改成「這顆糖果很好吃，沒有一個小朋友會不喜歡。」 

3. 推理是否合理：人在說話寫作時，皆要具有邏輯推理，每一種思維皆要

從正確的前提出發，根據一定的推理規則，才能推論出正確的相應結果。

一般推論時前提在前，結論在後，進行推論時要充分注意是否符合推理

的要求。只有符合推理的要求，表達推理的句子是正確合理的，反之則

是錯誤的。例：「＊他常常去公園玩，所以他很喜歡運動。（02-13-02）」，

此例原因和結果之間沒有絕對的邏輯關係，無法從前提「常常去公園玩」

推論出結果「他喜歡運動」，所以此句推理無效。 

 

2.6.1.3 修辭標準 

「修辭」是另一個說話或寫作時須符合的標準。修辭是選用語言材料以求得

最佳表達效果的規律、規則，是運用語言的藝術。修辭的使用範圍很廣，有用詞

方面的、有造句方面的，也有表意方面的。使用漢語修辭時需遵守求變、適中、

得體等三個主要規律（莊文中，1999：171-172）。構成某一個修辭格式時，常因

修辭的不同而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如果不符合該修辭格式的構成條件，這語句就

可能是病句，從修辭角度辨識病句，可以由以下幾方面著手： 

1. 用詞是否精當：用詞是否精當的評定標準在於是否濫用文言詞語、是否

生造詞語、詞類是否誤用、是否能掌握詞語色彩、適用對象是否明確等

（孟建安，2000：96）。在具體運用中，只有明確掌握不同詞語的用法，

才可以運用得當，使句子通順明白；否則，句子就會產生錯誤。例如：

「＊妹妹很保護她的鉛筆盒，每天都擦的乾乾淨淨的。（04-08-01）」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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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是中性詞，有盡力照護，使不受損害的意思，但在這裡若改用有愛惜

並保護的意思的褒意詞「愛護」會更好。 

2. 句意是否明白：語文是表情達意最主要的工具。所說的話、所寫的文章

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表達所欲傳達的資訊，讓聽者一聽、讀者一看就能理

解。如果語意表達含混不清，模稜兩可，甚至讓人不知所云，這種句子

就是病句。例如：「我喜歡吃的水果是鳳梨釋迦。（04-16-01）」此句

有兩種意思：1.如果將鳳梨釋迦是為聯合關係，句意就會變成我喜歡吃

鳳梨和釋迦；2.若將鳳梨釋迦是為偏正關係，句意就會變成我喜歡吃鳳

梨釋迦這種水果。所以在陳述句子時應更明確表達。 

 

2.6.1.4 習慣標準 

語言是眾人約定俗成的產物，無論是語音、詞彙、句法，都會隨著年代的變

遷而發生變化。因此句子的通與不通，或合法不合法，是要根據語言習慣來判斷

（湯廷池，1979a：58-61）。 

語言是不斷發展變化的，有些句子語法雖不合語法，但因邏輯正確，而且很

多人使用，久而久之，大家都習以為常，就可歸類於正確的句子。實際的語言運

用中常出現這樣的現象，有些不合乎語法的語句，卻符合邏輯、修辭或習慣；有

些句子不符合修辭標準，卻合乎語法或邏輯。因句子結構如此多樣化，如果只用

一個標準來判斷某語句是通句還是病句，就容易判斷錯誤。因此孟建安（2000：

98）建議在辨識病句過程中可運用多個標準，把幾個標準都考慮在內，從語法、

修辭、邏輯、習慣幾個方面入手，作全方位的綜合判斷，這樣才可以準確地辨識

出通句和病句。 

 

2.6.2 病句辨識的方法 

如何辨識句子是否有錯誤？錯誤是哪些？又是屬於何種錯誤？朱德熙與孟

建安相繼提出辨識的方法，朱德熙（1995/1999）提出類比法與簡縮法兩種方法。



 27

而孟建安（2000）又增加了審讀法、對照法、比較鑑定法與分析短語辨識法（陳

光明，2006：44）。以下分別就上述幾項作介紹：  

 

1. 審讀法 

所謂的「審讀法」是指透過審慎的閱讀來確認病句的方法，主要是藉由閱讀

者的「語感」來做判斷，因為人的「語感」具有判別、指出及訂正語言錯誤的能

力（王培光，2005：16）。因此當閱讀者感到句子讀起來彆扭、繞口、句子不通

順好像缺少成分，話還沒說完或語序不順時，就表示此句有錯誤。而句子中這些

讀起來令人感到彆扭、不順當、含混不清的地方就可能是有語病的地方，找到這

錯誤的地方，再根據自己已有的語法知識，再配合邏輯推理加以分析、比較、判

斷，或結合其他方法，分辨出正誤以確認這個病句屬於何種什麼錯誤；明辨錯誤

癥結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藥，加以修改。 

「審讀法」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所有辨識法的基礎，因為不論使用何種辨識

法，都需要透過審慎的閱讀句子的前提下才能進行，本研究的病句辨識大多採用

「審讀法」。 

 

2. 抓幹尋枝法 

孟建安（2000：102）所提的抓幹尋枝法作法與朱德熙（1995/1999）的簡縮

法相同，就是把結構較為複雜的長句化簡後再進行分析，從而確認句子是不是病

句的方法。簡單的句子，我們可以利用審讀法來進行分析，當結構複雜的句子，

由於附加成分多，較不容易發現句子中是否有錯誤的地方，因此我們就需要將其

壓縮，去除附加成分，找出主幹成分，觀察成分是否有殘缺，相互搭配是否合理，

再看看附加成分與中心語是否搭配。這種方法主要是從語法方面著手、排除複雜

句子成分的干擾，能準確地發現句子主幹存在的語病（張傳聖、王開芳：200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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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照法 

所謂的對照法即是拿具體的句子去套漢語的規則，判斷句子是否合乎現代漢

語的語法的一種辨識病句的方法。使用對照法時，首先必須先瞭解各種詞類的語

法功能，再用這些語法功能來審視句子中的成分，看看這些句子成分是不是有違

背這些規則。如：「＊你把服裝儀容應該整理一下。（04-06-01）」 

依據「把」字句的語法規則，助動詞作狀語應放在「把」字之前，但例子中

做為助動詞的「應該」卻放在「把」字之後，明顯違反「把」字句的語法規則，

也造成詞句不通順，因此可以認定該句為病句。 

 

4. 類比法 

「類比法」是按照原句的格式仿造若干個句子，放在一起比較，看看這個格

式是否符合我們說話習慣的方法。進行類比法時需注意仿造的句子要和原句相

當：包括：詞類相當、語序不變、保持原句的結構、原句中主要的虛詞要保留下

來，不加改動，除此之外還需仿造一組能與之相比較的句子。 

進行分析時，如果仿造出的句子都能夠成立，那就說明語言中有這樣語言現

實存在，這足以證明原句是合格的；相反，如果仿造出來的句子都不能成立。那

就說明現實語言中不存在這種事實，因此原句的正確性就不能得到認可，就是所

謂的病句。 

 

5. 比較鑑定法 

比較鑑定法是指把兩個以上意義相同的幾個句子放在一起進行比較、鑑定，

從而判定語句正誤的方法。 

    運用比較鑑定法需掌握幾項原則： 

（1）所用來比較的句子語義需相近或相同，而結構可相同，也可不相同。 

（2）用來比較的句子間必須要有可比性，如關聯詞的運用、前後句間的因果關

係等，讓辨別者能藉由此相互參照，比較、鑑定出此句為通句或病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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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短語辨識法 

分析短語辨識法主要是對句子的中複雜的短語，採用二分法逐次分析句子的

結構與層次以便看出是否有錯誤。例如：「＊爸爸和媽媽的朋友都來參加趣味競

賽。(運動會，03-06-01)」，此句中「爸爸和媽媽的朋友」可以拿出來做層次分

析。 

（1）爸爸和媽媽的朋友 

         

（2）爸爸和媽媽的朋友 

         

 

由分析可知，這一短語有兩種不同的切分結果。按（1）的切分，意思是：

媽媽的朋友和爸爸；按（2）的切分，意思是：爸爸和媽媽兩個人的朋友，可見，

「爸爸和媽媽的朋友」是個歧義短語。由此可推知「爸爸和媽媽的朋友都來參加

趣味競賽。」此句也是歧義句。 

分析短語辨識法侷限於對單句中某個難以判斷的複雜部分的辨認，無法應用

在對整個句子的分析和檢查上，而且使用者如果不熟悉層次分析法的使用方法也

無法使用，所以實用性不強。 

    孟建安（2000：122）指出在六種辨識方法中，一般人最常用審讀法及抓幹

尋枝法來辨識病句。他認為辨識病句的方法各有優缺點，因此在運用時須配合實

際情況作適當的選用，甚至將幾種辨識方法，尤其是審讀法、抓幹尋枝法及對照

法結合使用，才能夠準確地辨識出病句。 

 

7. 小結 

參考孟建安（2000）所提出的辨識方法後，研究者採用「審讀法」，仔細閱

讀學童的文章，從中將閱讀起來不順當，聽起來彆扭的句子挑出來，並加以編號。 

    分析每一句病句的病因時，除採用審讀法外，遇到較複雜或句子較長的病句

聯 合 

偏 正 

聯 合 
偏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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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會使用「抓幹尋枝法」。如：＊我看到有水龍頭的花車，還有一隻大猪的

車子，真好玩。(元宵節夜晚，01-18-07)，將附加成分的定語去除後，可發現第

二分句成為「一隻車子」。明顯地，車子的單位詞不是「隻」，所以判定為量詞的

誤用。若對句子成分中某個詞語的用法有疑問時，則採用「對照法」拿具體的句

子去套漢語的規則，判斷句子是否合乎現代漢語的語法。 此外，當無法確定句

子是否錯誤時，研究者還使用「類比法」來辨識病句，造出多句與疑似病句的句

子結構、詞性相同的句子，若造出的句子為病句，那疑似病句的句子則為病句。

一般，研究者在辨識病句時，會同時採用多種辨識方法，以求能發覺究竟是哪一

個部分出了錯，並且正確分析並解釋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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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類型 

3.1 前言 

收集學習者的病句語料，並將其依生成的原因分出類型，不但有助於語文教

學者了解學習者運用語文所面臨的問題，還有助於往後教學者或學習者在辨識病

句時，能以此為依據，迅速地掌握病因，準確地修改病句。因此，對語文教學而

言，收集病句並加以分析、分類是一件非常值得進行的工作。本章將國小低年級

學童作文中的病句語料先分成詞語運用方面、句子結構方面及語意表達方面等三

大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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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病因外，還列舉較適宜的修改範例，提供讀者作參考。 

 

3.2 詞語運用方面 

句子是否通順並明確表達意思與詞語運用是否得當有很大的關係。「詞」是

最小的能夠自由且獨立運用的語言單位，也是構成短語（或詞組）與句子不可缺

少的基本語言單位。每個詞都有自己的特定意義及語法功能，如果不瞭解詞義將

無法就詞義的輕重、用詞的範圍大小及感情色彩上的褒貶等方面做出正確的使

用。此外，因句子是由不同詞連接所組成，在遣詞用字時若無法遵守詞類的語法

功能做搭配，就會產生不合語法的句子。 

 

3.2.1 詞類誤用 

詞類是詞在語法上的類別，可以反應出詞的語法特點。漢語的詞類劃分是根

據詞的語法功能。其目的在於指明各類的詞的特點和用法，說明語法結構的規

則，從而提升組詞造句的能力。 

 

在劉月華等（2001：4）著的《實用現代漢語語法》根據語法功能將漢語的

詞分成實詞和虛詞兩大類，實詞可分成名詞、動詞、形容詞、數詞、量詞、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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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七類；虛詞則包括介詞、連詞、助詞、象聲詞四類。各種詞類具有不同的語

法特性，例如：名詞一般用來當作主語或賓語，很少用來當作狀語。因此在使用

詞語時應注意詞的語法功能，避免詞類混淆，而造成詞句語意不明確、結構不完

整的問題。 

 

3.2.1.1 誤名為動 

○1 ＊太晚起床會來不及早餐。（01-08-01） 

○2 ＊有一台車衝過來我就車禍。（03-17-01） 

○3 ＊我會讀書、電腦，跳繩和寫功課。（我長大了，03-17-02） 

○4 ＊
我們坐上公車去初鹿牧場戶外教學。（04-09-01） 

○5 ＊我們去玩了推草和森林浴。（戶外教學，01-11-03） 

○6 ＊星期六早上，我們學校運動會。（運動會，04-14-02） 

 

例○1 中，「來不及」意指時間短促，無法如願到達或趕上，後面只能帶動詞。（呂

叔湘，1999：347）「早餐」本是名詞，卻置於「來不及」後的動詞位置上，表示

把名詞誤用為動詞，應該改為「太晚起床會來不及吃早餐」。例○2 中，車禍是名

詞，在此誤名為動，應該在車禍前加上動詞「出」字。例○3 中，出現於情態動詞

「會」後面的應為動詞，而讀書、電腦和寫功課使用「和」字作連接，表示應皆

屬於動詞組，可見此句將「電腦」誤用為動詞。宜在電腦前加上「使用」一詞。

例○4 中，將「戶外教學」誤用為動詞，宜在戶外教學前加上「進行」一詞。例○5

中，連接詞「和」連接兩個詞類相同的詞語，依例○5 而言，「推草」是動詞組，

所以「和」之後也需連接動詞，所以此句「森林浴」誤用為動詞。例○5 應改成「我

們去玩推草遊戲和享受森林浴。」。例○6 中「運動會」是名詞，在此也是誤名為

動，應該在「運動會」前加上「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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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誤形為名 

＊要被選上要靠幸運。（01-02-01） 

「靠」體賓動詞，只能帶體詞賓語6。但依據形容詞的語法特徵：1.可受程度副詞

修飾。2.可用於比較句。3.可為定語。將其用於檢視「幸運」這個詞。所造出的

句子或短語「他非常幸運。」、「他比我更幸運。」、「幸運的孩子。」皆符合語法

規則，因此可判定「幸運」為形容詞。在此誤用為名詞接在體賓動詞「靠」字之

後，此句可改用與「幸運」詞義較相近的名詞「運氣」來作替換。改成「要被選

上要靠運氣」。 

 

3.2.1.3 誤動為名 

○1 ＊我們在盪鞦韆裡玩。（01-18-06） 

「在」做為介詞用時，常與時間、處所、方位等詞語組合。分析此句應為：我們

（人）+在+處所（+方位詞）+動詞（組）。表示誤將動詞組「盪鞦韆」當作代表

處所的名詞組。此句可改為「我們在鞦韆附近玩。」 

○2 ＊我坐在椅子的盪鞦韆。（快樂的假期，04-16-02） 

「坐在」後面會接處所，而處所一般為名詞組。如：我坐在椅子上；我坐在柔軟

的地毯上。此句如同上句將動詞組「盪鞦韆」誤當為代表處所的名詞組，應把動

詞「盪」刪除。而用來修飾「鞦韆」的定語「椅子的」，因語意不夠清楚，可加

入「造型」兩字，將整句修改成「我坐在椅子造型的鞦韆上。」，語意表達會更

完整。 

 

3.2.2 用詞不當 

概念是客觀事物的本質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應，而概念是透過詞語來表達的。

如果能恰當地選用詞語，就能夠準確表達說話者所欲表達的想法、看法。若對此

詞語的詞義輕重、詞義褒貶及用詞的範圍大小未能確實掌握，不能準確地使用詞

                                                 
6 體詞賓語限於名詞、代詞及數量詞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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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就會產生語意上、語序上、邏輯上的錯誤。7所以句子所表達的意思是否通順、

明確和詞語是否運用得當有很大的關係。 

 

呂叔湘、朱德熙（1952/2002）曾經說過：「我們常說『用詞不當』。一個詞

如果不是生造出來的，它本身是無所謂當與不當的，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上下文

裡，才發生當或不當的問題。」8在使用詞語時，除了需理解詞語的含義和用法，

考慮詞語使用的對象和範圍，還需配合上下文的語境，才不會造成用詞不當的語

病。 

3.2.2.1 不解詞義而造成誤用 

○1 ＊我長大後，我要當校長，因為當校長可以在台上廣播。（我長大了，01-07-02） 

「廣播」是指廣播電台或有線電播送的節目，不適用於形容校長在台上說話的動

作，可將此句改成「因為當校長可以在台上致詞∕訓話。」 

○2 ＊我想要當一位飛機的司機。（我長大了，01-07-03） 

「司機」是開車的人，因此不能用來稱呼飛機的駕駛者。此句可改成「我想要當

一名飛行員∕機長。」 

○3 ＊過馬路時要注意上下的車子。（01-03-01） 

過馬路時應注意四周的車輛，特別是左右來車。因此，此句可改成「過馬路時要

注意左右來往的車子。」 

○4 ＊獅子的牙齒好尖，看起來很恐怕。（02-18-01） 

「恐怕」有兩種意思：一種為害怕；另一種為似乎的意思。依詞義而言，「恐怕」

並不適合運用於此句。學童可能是分別抽取「恐怖」中的「恐」及「可怕」中的

「怕」的意思，而誤用此詞。此句可將「恐怕」改成「恐怖」或「可怕」。 

○5 ＊那個人很溫馨地幫我擦藥。（04-12-01） 

「溫馨」有兩種意思：一種為溫和芳香；另一種溫暖（新編國語日報辭典：1042）。

                                                 
7  趙文惠（2004：40）。 
8 呂叔湘、朱德熙（1952/200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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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句意判斷，此句誤用「溫馨」來描述擦藥時的動作，可改用具有「溫和柔順」

意思的「溫柔」來作替代較為適合。 

○6 ＊我非常喜歡畫畫，因為畫畫對我來說很有興趣。（上畫畫課， 04-14-01） 

此句誤用「興趣」這個詞。《現代漢語詞典（英漢雙語版）》2149 頁解釋：人對

事物的喜好情緒，稱之為「興趣」，而在 2329 頁稱事物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喜愛

為「有趣」。依句意此句可改成「我非常喜歡畫畫，因為畫畫對我而言很有趣。」

或「我非常喜歡畫畫，因為我對畫畫很有興趣。」 

○7 ＊獅子的頭髮很多。（我喜歡的動物，01-11-01） 

「頭髮」是指人類頭上的毛髮。因此「頭髮」此詞不宜用於獅子身上的毛髮。所

以改用意指動物頸上的長毛的「鬃毛」會較適宜。 

○8 ＊媽媽的形狀高高的又胖胖的。（我的媽媽，01-03-02） 

「形狀」意指物體表現在外面的樣子（國語日報辭典：604）。一般不會用於說明

人的身體及外貌。此句宜將「形狀」改成「身材」。 

○9 ＊眼鏡蛇的身體長長的像一根木棍，他的特徵就是吃老鼠。（我喜歡的動物，

01-12-01） 

《現代漢語詞典（英漢雙語版）》1876 頁解釋「特徵」為：「事物特點的徵象」，

通常說明用在事物的外貌或本質特點上。此句中，「吃老鼠」並非表示眼鏡蛇的

特點，所以可改成「眼鏡蛇的身體長長的像一根木棍，牠最喜歡吃老鼠了。」。 

○10 ＊阿嬤一邊耳朵沒聽見，所以我們和阿嬤說話要很大聲才能聽得見。（01-18-08） 

此句學童誤解「沒聽見」的意思，依句意來判斷，外婆應是耳朵的功能已不太好，

太小的聲音就聽不見，所以和外婆說話時要大聲一點。此句可修改成「阿嬤一邊

耳朵聽力不好，所以我們和阿嬤說話要很大聲，她才能聽得見。」 

○11 ＊外面有許多不同的大自然呢！（快樂的戶外教學，03-16-03） 

「大自然」意指「廣大的自然界」，包含了所有自然界的事物。此句可改成「外

面有許多不同的景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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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家前後左右都有左鄰右舍。（01-05-02） 

雖然「左鄰右舍」泛指鄰居，但是因主語已說明是家的前後左右，所以只需採用

「鄰居」這個詞即可。 

○13 ＊你知道妹妹怎麼成長的嗎？（01-05-01） 

例○13 中，「成長」屬於書面語，但問句卻使用較口語提問方式，所以造成用詞的

不一致。可改用較口語的「長大」來取代「成長」。 

○14
＊每個同學都穿的美美帥帥的。（耶誕舞會，03-18-02） 

「美」、「帥」皆是單音節形容詞，只能個別按 AA 式重疊，並用頓號隔開。此句

卻使用雙音節性質形容詞 AABB 的重疊方式。可見將美、帥兩字結合成雙音節形

容詞「美帥」。所以此句可改成「每個同學都穿得美美的、帥帥的。」 

○15
＊綠豆長出了新芽。（03-04-01） 

「新」相對於「舊」，新芽意味著以前已發過芽，現在又新生出嫩芽。但學生在

課堂中種綠豆，觀察其生長過程。所以綠豆並無發過芽，又何來新、舊芽之分呢？

因此，此句應改成「綠豆發芽了！」 

 

3.2.2.2 量詞的誤用 

量詞是表示事物或動作的數量單位的詞。量詞可分成名量詞和動量詞兩大

類。量詞的數量很多，不同的量詞有不同的用法，往往會被要求與不同名詞相搭

配。只有恰當地使用，才能順利地表達語意。 

量詞的使用是低年級學童學習的重點之一，但因量詞的種類繁多，學生在使

用上容易產生誤用的情形，其中又以「個」來代替所有的量詞的錯誤最多。 

○1 ＊樹上落下一枝葉子。（02-03-01） 

○2 ＊我有一個小貓。（02-16-01） 

○3 ＊我看到了一朵很漂亮的植物。（賞花記，01-06-02） 

○4 ＊我家旁邊有一個小巷子。（03-08-01） 

○5 ＊老師教我們一定要演一個戲。（0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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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今天老師幫我們辦一個舞會。（耶誕舞會，03-17-03） 

○7 ＊我會把一個很特別的衣服給國王。（04-12-03） 

○8 ＊一個×××（人名）都沒有找到。（01-14-05） 

○9 ＊我看到有水龍頭的花車，還有一隻大猪的車子，真好玩。(元宵節夜晚，

01-18-07) 

以上 9 例中皆出現量詞使用不當的情形。例○1 中，「枝」應用於帶花或帶葉

的樹枝，或用於桿狀器物9，葉子的量詞為「片」，此句可改成「樹上落下一片葉

子」；例○2 中，「個」應改成用於動物的量詞「隻」；例○3 中，「朵」為花及雲的計

量單位，「植物」應用「一棵」或「一株」較適宜；例○4 「個」應改成「條」；例

○5 「個」應改成「齣」；例○6 「個」應改成「場」；例○7 「個」應改成「件」；例○8

人的名字為專名，不會與量詞做搭配，應刪除量詞「一個」，改成「我沒有找到×

××（人名）。」；例○9 車子的量詞應為「輛」，但卻受到定語「大豬」的誤導，而

誤用為「隻」，應改為「輛」。 

 

3.2.2.3 連詞的誤用 

連詞是用於連接兩個詞、短語、分句的詞。表示被連接的兩個語法單位的各

種關係，不起任何修飾或補充的作用10。常用的連詞有「和」、「與」、「不但」、「而

且」等，每一個連詞，用法不盡相同，若誤用則會產生病句。 

 

1. 「和」的誤用 

連詞「和」用於連接類別或結構相近的並列成分，表示平等的聯合關係。使

用連詞「和」時必須注意連接的成分必須屬於同類的結構11，簡單地說，上面是

個動詞，下面也要是動詞，若上下不同類，就會形成病句。 

 

                                                 
9 呂叔湘主編（1999：676）。 
10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315）。 
11 呂叔湘、朱德熙（2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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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看到煙火和八家將在跳舞12。(元宵節夜晚，01-19-01) 

「和」連接「煙火」及「八家將在跳舞」，煙火為名詞，而「八家將在跳舞」是

句子，兩者的結構與類別不相同，不適合用「和」字做連接。此句可改成「我看

到有人在放煙火，還看到八家將在跳舞。」或「我看到有人在放煙火，還有八家

將在跳舞。」 

○2 ＊海洋公園裡有很多人和海豚在表演。（01-11-04） 

「和」連接「很多人」及「海豚在表演」，「很多人」為名詞組，而「海豚在表演」

是動詞組，兩者的結構與類別並不相同，不適合用「和」字做連接。此句可改成

「我看到很多人，還看到海豚在表演」。 

○3 ＊
我要穿的衣服是藍色的衣服和禮物是小狗。（03-14-01） 

連詞「和」連接兩個平等的關係，依此句來看主語為「我要穿的衣服」，「和」所

連接的應是所要穿著的衣服款式，但作者卻寫成禮物的種類，此句應刪除「和」，

改成「我要穿的衣服是藍色的衣服，要送的禮物是小狗。」 

○4 ＊在山上，我們看到活了很久很久的樹和蝴蝶、蜜蜂還有蜥蜴。（我的假期，

04-07-01） 

「和」可用於名詞詞組與名詞詞組之間的連接，在句子中加上定語可修飾所連接

的所有名詞詞組，所以上句中「活了很久很久的」可以修飾樹、蝴蝶、蜜蜂和蜥

蜴。但這就與學生所要表達的原義不符，因此可將此句修改成「在山上，我們看

到活了很久很久的樹，還看到蝴蝶、蜜蜂和蜥蜴。」或「在山上，我們看到活了

很久很久的樹，還有蝴蝶、蜜蜂和蜥蜴。」13 

 
2. 「還有」的誤用  

「還有」若用於並列結構，結構中常具有三個以上對等且同範疇的成分，並

                                                 
12 此句雖呈現豐富的想像力，如同修辭中的飛白。但因本研究採用「教學語法」，需對錯誤用法

進行解說與修正，為避免往後的誤用，所以仍本著教導正確用法的信念予以指導修正。 
13 「在山上，我們看到活了很久很久的樹，還看到蝴蝶、蜜蜂和蜥蜴。」及「在山上，我們看

到活了很久很久的樹，還有蝴蝶、蜜蜂和蜥蜴。」 兩句的差別在於前句不只著重於看到的事

物，還重新強調看的動作，而後句只著重於所看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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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僅出現於最後一個成分前。如：我和哥哥，還有妹妹一起去旅行；我喜歡吃香

蕉、蘋果、橘子，還有水蜜桃。 

＊我還有跟媽媽還有跟我的姊姊還有我去麥當勞吃東西。14（01-10-04） 

此句使用太多「還有」，宜刪減讓句子簡化。應改成「我跟媽媽，還有姊姊一起

去麥當勞吃東西。」 

 

3. 「既……又……」的誤用 

＊相處了一年的時間，感覺老師既溫柔又嚴格。（感謝師恩，04-17-01） 

「既……又……」中間加入形容詞時，基本上兩個形容詞必須是同向的，也就是

說兩者要麼就是褒義，要麼就是貶義15。「溫柔」與「嚴格」無法用連詞「既……

又……」表示並列關係，可改用「相處了一年的時間，老師雖然對我們很溫柔，

但是對我們做人做事的要求卻很嚴格。」 

 

4. 「如果」的誤用 

＊如果我沒有他的時候，我會很難過。（我最喜歡的寵物，02-01-03） 

連詞「如果」用來表示假設關係。此句中，連詞「如果」用於前一句，後一句推

斷出結論，可用「就」與「如果」相呼應。而「如果……」末尾一般可加上助詞

「的話」。此句可改成「如果我沒有他的話，我（就）會很難過。」 

 

5. 缺少連詞 

○1 ＊下雨的時候，街上會有很多人穿著雨衣拿著雨傘。（下雨天，01-16-01） 

此句的意思是指下雨的時候，街上有些人穿著雨衣，有些人拿著雨傘。但因為此

句缺乏選擇關係的連詞，使句意成為「街上的人穿著雨衣又拿著雨傘」。所以，

此句應在穿著雨衣、拿著雨傘之間加上連詞「或」會較適宜。 

                                                 
14 此句亦有主語重複的錯誤。 
15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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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穿著雨衣撐著雨傘臉變的不高興的樣子。16（下雨天，03-16-05） 

此句跟上句有異曲同工之處，皆是缺乏連詞「或」。此句應改成「路上穿著雨衣

或撐著雨傘的人們，臉上都變得不高興的樣子。」 

○3 ＊雖然在功課方面不是很好，我的體育很棒喔！（運動會，04-20-01） 

「雖然」是表示讓步與轉折的連詞。用在複句的前一的分句中，引出表示某一事

實的論斷，我們稱之為讓步的分句。讓步轉折分句通常先讓步，然後轉折，轉折

連詞有「但是」、「可是」、「然而」等，一般常用「但是」與「雖然」做搭配。此

句宜加入「但是」，並將主語移至前一分句，改成「雖然我在功課方面不是很好，

但是體育方面卻很棒喔！」 

○4 ＊
有的時候我沒做錯事情哥哥就打我。（03-04-02） 

此句宜加入連詞「雖然……，但是……」來表示轉折讓步關係，此句可改成「有

的時候，雖然我沒做錯事情，但是哥哥還是會打我。」 

○5 ＊這兩天是期末考，我緊張，昨天晚上我都睡不好。17（期末考的心情，04-10-02） 

此句宜加入連詞「因為……所以……」來表示句子間的因果關係。此句可改成「因

為這兩天期末考，我很緊張，所以昨天晚上我都睡不好。」 

○6 ＊升上二年級，我長大了。老師教我寫文章，同學教我盪鞦韆，我認真學，學

會了，真有趣。18（我長大了，03-10-02） 

作者長大了可以學習老師和同學所教導的事，因學習在先，學會在後，而上句缺

乏時間連詞「後來」來做為區分，所以宜在「我學會了」前加上「後來」會較適

宜。改成「升上二年級，我長大了。老師教我寫文章，同學教我盪鞦韆，我都認

真的學，後來我學會了，真有趣。」 

○7 ＊在百貨公司，很多人有很多汽車很熱鬧。（假日生活，02-07-02） 

句子中，若有兩個並列的名詞可以使用「和」、「與」、「及」等連詞做連接。低年

                                                 
16 此句亦有主語殘缺及結構助詞誤用的問題。 
17 此句亦有缺乏副詞的錯誤，應在「我」和「緊張」之間加入副詞「很」來修飾緊張。 
18 此句亦有缺乏副詞的錯誤，句中作者學習寫文章、盪鞦韆兩件事，所以應在「我」和「認真

學」之間加入副詞「都」來強調非學習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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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童較常使用「和」字來做連接，所以此句可改成「在百貨公司旁，有很多人

和很多汽車，很熱鬧。19」 

 

3.2.2.4 副詞的誤用 

1. 缺乏副詞 

○1 ＊媽媽辛苦我長大了想幫媽媽掃地洗碗。（我長大了，01-04-01） 

「媽媽辛苦」句中缺乏副詞「很」來修飾「辛苦」，宜補上。 

○2 ＊斑馬他身上的條紋可愛。（我喜歡的動物， 01-14-03） 

「他身上的條紋可愛」句中缺乏副詞「很」來修飾「可愛」，宜補上。 

○3 ＊
這兩天是期末考，我緊張，昨天晚上我都睡不好。（期末考的心情，04-10-02） 

應在「我」和「緊張」之間加入副詞「很」來修飾緊張。並加入連詞「因為……

所以……」來表示句子間的因果關係。此句可改成「因為這兩天期末考，我很緊

張，所以昨天晚上我都睡不好。」 

○4 ＊看到大人放煙火，好多人，看到煙火放在天空上好漂亮。20（元宵節的夜晚，

01-02-06） 

此句敘述作者在元宵節時所看到的情景。前後分句宜用副詞「也」或「還」起關

連作用。另外，將「好多人」刪除，以改善各分句類型範疇的差異。此句可改成

「我看到很多人正在放煙火，也看到放在天空中的漂亮煙火。」 

○5 ＊我看到煙火，看到八家將拿著一把刀，花燈，寒單爺。（元宵節的夜晚，

01-02-05） 

此句如同上句，使用副詞「也」起關聯作用，表示皆於元宵節夜晚所看見的景象。

另外將各分句中所敘述的情景改成同類的結構。此句改成「我看到煙火，看到拿

著一把刀的八家將、各式各樣的花燈，也看到寒單爺的表演。」  

 
                                                 
19 百貨公司內不會出現很多汽車，所以在百貨公司後加上「旁」字，呈現百貨公司周邊的熱鬧

情景。 
20 此句亦屬於主語殘缺方面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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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上二年級，我長大了。老師教我寫文章，同學教我盪鞦韆，我認真學 ，學

會了，真有趣。21（我長大了，03-10-02） 

「老師教我寫文章」與「同學教我盪鞦韆」為句子中作者要認真學習的兩件事，

因為是兩件事，所以需加上有總括全部意思的副詞「都」，改成「我都認真的學」

會較符合句意。 

 

3.2.2.5 介詞的誤用 

1. 缺乏介詞 

○1 ＊大會也歡笑中結束了。（運動會，04-13-02） 

「在……中」表示動作發生或狀態存在的環境、範圍、時間、條件等。22此句缺

乏介詞「在」來與「歡笑中」組成介詞短語，宜改成「大會也在歡笑中結束了。 

○2 ＊我和他坐一個很舒服的椅子。（04-12-04） 

介詞短語「在……」可用在動詞後作補語，表示事物通過動作行為所在的處所或

動作行為發生的時間。23此句動詞後缺乏介詞「在」與方位詞「上」，宜改成「我

和他坐在一個很舒服的椅子上。」 

○3 ＊同學們變成漂亮的公主、英俊的帥哥，超人、蝙蝠俠也出現了，真是有趣，

大家玩得很開心。（耶誕舞會，03-20-01） 

此句在述說耶誕舞會時同學們所做的造型，但分句「同學們變成漂亮的公主、英

俊的帥哥」，與分句「超人、蝙蝠俠也出現了」之間的關係不調，因此可在「超

人、蝙蝠俠也出現了」前加上介詞「連」，改成「連超人、蝙蝠俠的造型也出現

了。」來增加句子間的關聯性。 

 

3.2.2.6 代詞的誤用 

○1 ＊我們就到牧場看乳牛，而且還拿草餵牠。（戶外教學，01-11-03） 

                                                 
21 此句亦有缺乏時間連詞的錯誤。 
22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282）。 
23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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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乳牛可能不只一隻，因此應改用「牠們」會更適宜。 

○2 ＊我們要對待動物，不要欺負他。24（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5）  

「動物」是生物中的一大類，其中所包含的種類眾多，所以其代名詞應該用「牠

們」較適宜。可將此句改成「我們要好好地對待動物，不要隨便欺負牠們。」 

 

3.2.2.7 方言使用習慣造成用詞不當 

學生寫作時有些會受方言使用習慣影響而犯了用詞不當的錯誤，以下

「用……」（用+賓語、用+補語）、「有+V」、「在……」等用法是受閩南語

使用習慣影響而產生的錯誤的用法25。 

 

1. 「用」字的誤用 

○1 ＊我準備好了等爸爸用好我們就要去學校。（戶外教學，04-18-01） 

○2 ＊媽媽幫我把頭髮用得很漂亮。（耶誕舞會，04-13-01） 

寫作者在表達動作進行的方式或動作的結果時，習慣使用「用」字，但並未考慮

「用」能否與後面的賓語或補語搭配，因此產生用詞不當的錯誤。應根據上下文

語義，把「用」改為可適當表意的詞語。如上例○1「用」應改成「弄」，例○2「用」

應改成「綁」。 

 

2. 「有」字的誤用 

○1 ＊我有上台領獎，姊姊很高興。（運動會，03-15-01） 

○2 ＊運動會開始時，六甲、六乙的哥哥有表演舞獅，非常好看。（運動會，04-22-02） 

○3 ＊舞會當中有跳第一支舞，我好害羞。（耶誕舞會，03-10-03） 

○4 ＊今天運動會，我們有跳大會舞，還有大哥哥和大姐姐他們也有表演，很好看。

（運動會，03-19-02） 

○5 ＊我們大家一起去操場集合，有大隊接力雖然，沒有贏可是跑步有盡力就好。（運

                                                 
24 此句也缺乏修飾「對待」及「欺負」的狀語，在之後的「狀語殘缺」會再做解釋。 
25 曾雅文（20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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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會，03-20-03） 

○6 ＊同學有交換禮物又有吃小點心，希望下次還能再辦，很高興。26（耶誕舞會，

03-19-01） 

 

湯廷池在〈從句子的「合法」與「不合法」說起〉一文提出： 

國語動詞的完成時態，原是把「了」加在動詞之後而成。但是年輕一代所使用的國語，卻

在台語句法的影響及語言規則化的趨勢下，以「有」來代替「了」，並且把「有」加在動

詞的前面（湯廷池，1979：66）。 

另根據孫麗翎（1988）在《國小兒童作文常犯錯誤分析研究》一文中指出，

表示過去的經驗或在說話當時已存在的動詞狀態，「有」字是動詞前的贅加字，

是可以省略的。而這一類的「有」字句，閩南語的用法是修飾動詞的助動詞，相

當國語完成式中詞尾「了」的用法，所以上述學童作文的句子，「有」字幾乎都

可以省略，再於動詞後加上「了」字。 

依據上述的規則修改例句，例○1 可改成「我上台領了獎，所以姊姊很高興。」；

例○2 改成「運動會開始時，六甲、六乙的哥哥表演了舞獅，非常好看。」；例○3

改成「舞會當中，我們跳了第一支舞，我好害羞。」；例○4 改成「今天運動會，

我們跳了大會舞，還有大哥哥和大姐姐他們也表演了，表演很好看。」；例○5 改

成「我們大家一起去操場集合，進行大隊接力，雖然，沒有贏可是跑步時盡了力

就好。」；例○6 改成「同學交換了禮物，又吃了小點心，我希望下次還能再舉辦，

我覺得很高興。」 

 

3. 其他受方言影響而誤用的詞語 

○1 ＊有一天我的牙齒在痛，媽媽帶我去看牙齒我就不痛了。（03-03-02） 

「在」當作動詞用具有 1.存在。2.表示人或事物存在的處所位置。3.在於；決定

於等意思。當作副詞用有「正在」的意思。而用作介詞則跟時間、處所、方位詞

                                                 
26 此句亦有因更換主語造成主語殘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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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詞語組合27。依句意而言，例○1 中「在」無符合上述用法，且將句中的「在」

刪除或改用他詞會使句子較通順。例用台語發音會比國語念起來更通順，因此學

生在此受其方言使用習慣影響而造成用詞不當。可把「在」刪除，改成「有一天

我的牙齒痛，媽媽帶我去看牙醫，之後我就不痛了。」 

○2 ＊媽媽煮飯的時候沒關火就失火了。（04-18-03） 

「沒關火」意指沒有關瓦斯爐的火，此處亦受到方言影響而造成用詞不當，此句

應改成「媽媽煮飯完忘記關瓦斯，所以就失火了。」 

○3 ＊我又坐著巴士開回去學校了。（快樂的戶外教學，03-16-04） 

受方言影響而造成用詞不當，「開」在此應為「開車」的意思，因此此句也應改

成「我又坐上巴士，司機開車回學校了。」 

○4 ＊村子裡家家戶戶都辦桌請客。（01-16-02） 

此句的「辦桌」為台語的直譯，有設宴款待客人的意思，此句可改成「村子裡家

家戶戶都設宴款待客人。」，雖然「辦桌」一詞是受閩南語影響而衍生出的詞語，

但在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料庫28中出現 76 例，奇摩新聞搜尋29中也出現了 41

例，表示「辦桌」一詞已漸漸被大眾所使用及接受。 

○5 ＊阿ㄇㄚˋ帶我和哥哥和弟弟去體育場。（假日生活，02-10-04）
 

阿ㄇㄚˋ為台語「外婆」或「祖母」的直譯。可依身份修改成「外婆」或「祖母」。 

 

3.2.3 生造詞語 

隨著時代的變遷，新的知識、新的事物相繼而生，為了記載這些新資訊就需

創造出相應的新詞語來表達。高葆泰認為創造新詞語，除了必須遵守漢語的構詞

規律外，還必須考量其必要性，沒有現成的詞語可以代替才創造新詞語，而創造

出的新詞語的意義必須十分明確。30但因寫作者語彙能力不足，掌握的詞彙太少，

                                                 
27 呂叔湘主編（1999：645）。 
28 網址：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kiwi1/mkiwi.sh（2008/3/24 查詢） 
29 網址：http://tw.news.yahoo.com/（2008/3/24 查詢） 
30 高葆泰（198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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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達思想感情時，找不到適用的詞語，又不肯多花心思推敲或是寫作者標新立

異心理作祟，放著現成的詞不用，而生造詞語。生造詞語，意指除了表達者自己

瞭解詞義以外，其他人不理解詞語所表達的意思，是故常令人摸不清句意。 

 

○1 ＊我真的想養一隻無尾熊，我要跟他做朋友，我要帶他出去玩，我要給他吃油

利菜。（我最喜歡的寵物，02-10-01） 

無尾熊喜歡吃尤加利樹的葉子，此低年級學童因不瞭解尤加利是一種樹名，將其

視為一種菜的名稱，而誤稱為油利菜。 

○2 ＊我聽到咚咚鏘的聲音，我也聽到鑼鼓的聲音。(元宵節夜晚，01-19-02) 

廟宇的神轎在遊街時，廟方人員常會敲鑼打鼓來慶祝。因此，學童會使用「咚咚

鏘」來代表神轎。 

○3 ＊上個禮拜日出太陽，爸爸帶我去台中。（假日生活，02-17-01） 

應改成「上個星期日是個晴朗的好天氣，爸爸帶我去台中。」 

○4 ＊不把插頭拔起來會燒火。（01-21-01） 

應改成「不把插頭拔起來會引起火災。」 

○5 ＊有一隻獅子長得很英猛。（我喜歡的動物，01-19-03） 

「英猛」是生造詞。它是分別抽取「英勇」中的「英」及「凶猛」中的「猛」形

成的。此句可將「英猛」直接用「凶猛」代替。 

○6 ＊大人在講話，小人不要插嘴。（01-14-02） 

原句應為「大人在講話，小孩不要插嘴」，但因仿照前句的「大人」而造出「小

人」，「小人」在漢語中可用來指平民或是沒有道德的人，有時也用來做自謙的話，

不適用於此句。 

 

3.2.4 綜合討論 

分析低年級學童在詞語運用方面的病句，並依其錯誤加以分類後，發現共可

分成三類：詞類誤用（9 例）、用詞不當（62 例）及生造詞語（6 例）。其中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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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不當」類型的病句次數最多。 

 

以各類中的細項進行說明：在「詞類誤用」此類細項中以「誤名為動」次數

最多。低年級學童會因將名詞誤用為動詞，而未在句子中加入述語動詞，所以無

法構成動詞短語，而形成病句。「用詞不當」此類中又分成：因不解詞義而產生

誤用、量詞的誤用、連詞的誤用、副詞的誤用、介詞的誤用、代詞的誤用及方言

使用習慣造成用詞不當等七大項。其中以「因不解詞義而產生誤用」的次數最多，

其次為「方言使用習慣造成用詞不當」。 

 

「因不解詞義而產生誤用」的原因可能為低年級學童的詞彙量不多，當其寫

作時會在其詞彙中尋找詞語，但因對詞義不甚瞭解、想寫的詞又臨時想不出，所

以就改選擇相似的詞語作替代，但仍因選詞不當而產生病句。分析「量詞的誤用」

後發現當學生遇到不知該使用何種量詞時，就會用「個」來代替。而「連詞的誤

用」中以連詞「和」的錯誤最多。這也顯示低年級學童除了對於「和」字的語法

功能不熟悉外，對各範疇詞語的歸類能力也不足。教師宜在教導「和」字時多利

用例句說明其用法。「副詞的誤用」與「介詞的誤用」中，低年級學童的句子以

殘缺為主，如未用程度副詞來修飾形容詞，未用介詞短語「在……」作動作的補

語及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條件等。 

 

「方言使用習慣造成用詞不當」則因研究者的班上以閩南籍的孩子居多，所

以寫作上也受到方言習慣的影響，如錯誤使用「用」、「有」、「在」字等。 

 

生造詞語此類中無再細分，產生病句的原因皆是學童自行結合語素，而創造

出漢語詞彙中尚未有的詞語。此詞語的意思可能只有自己瞭解。這也再次說明學

童詞彙量不足，需協助學生增加其的詞彙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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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句子結構方面 

   構成句子的結構成分是否齊備，成分之間的關係是否協調，成分呈現的順序

是否符合語法規則，這些都是檢視句子是否在結構上有錯誤的要點。以下就成分

殘缺不全、搭配不當、成分多餘、語序紊亂、句式雜糅等五點加以說明： 

 

3.3.1 成分殘缺不全 

「句子」是詞和短語按照語法規則組合，用來表達一個完整意義的語法單位。

當人在與人溝通或在寫作文章時，都會盡其所能地利用完整的結構來準確表達其

意。除某些特定的語境可省略特定的詞語外，若句子不當省略將會造成成分殘缺。 

 

3.3.1.1 主語殘缺 

1. 整句缺乏主語 

○1 ＊到了電影院，吃爆米花一邊看電影。（假日生活，04-21-01） 

從此句中，無法得知是誰吃爆米花和看電影，明顯地缺乏主語，此句宜加上主語，

並利用「一邊……一邊……」的句型來呈現並列關係。可改成「到了電影院，弟

弟吃一邊爆米花，一邊看電影。」 

○2 ＊在表哥家，有玩具，還有娃娃，玩得很快樂。31（假日生活，02-02-01） 

此句無法得知「誰」玩得很快樂，所以是犯了主語殘缺的毛病。 

○3 ＊穿著雨衣撐著雨傘臉變的不高興的樣子。32（下雨天，03-16-05） 

此句主語殘缺。可在「穿著雨衣」與「撐著雨傘」之間補上連詞「或」，再將其

當作定語來修飾之後補上的主語。此句可改成「路上穿著雨衣或撐著雨傘的人

們，臉上都變得不高興的樣子。」 

 

 

                                                 
31 此句也有概念範圍運用不當的問題。 
32 此句亦犯缺乏連詞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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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到大人放煙火，好多人，看到煙火放在天空上好漂亮。33（元宵節的夜晚，

01-02-06） 

此句宜加上主語，改成「我看到很多人放煙火，也看到放在天空中好漂亮的煙火。」 

○5 ＊開始下雨了，打雷的聲音就覺得很可怕。34（下雨天，01-17-02） 

此句因缺乏主詞，所以無法從此句瞭解是描述「誰」對雷聲的感覺。此外需再加

入與聲音搭配的動詞「聽到/聽見」來讓句子更通順。改成「開始下雨了，我一

聽到打雷的聲音就覺得很害怕。」 

○6 ＊到家喝杯熱騰騰的薑茶保暖身體。（01-07-01）  

此句缺乏主語，無法得知誰喝了薑湯，誰保暖身體。宜在句首加上屬人名詞，並

在保暖35
前加上動詞「來」組成「來＋動詞」的目的子句。 

○7 ＊希望家裡可以種那麼多漂亮的花每天心情都會很好。36（賞花記，01-07-04） 

從句中無法得知誰希望家裡可以種很多漂亮的花。所以宜加入主語來讓句子結構

更完整。如改成「希望家裡可以種那麼多漂亮的花，讓我的心情每天都很好。」，

讓「我的心情」成為此句的主語。 

 

2. 前一分句缺乏主語，造成前後分句主語不明 

○1 ＊
學了畫畫可以參加很多很多比賽，有機會得獎的話，我會很開心。（寒假計畫，

03-17-04） 

因第一分句「學了畫畫可以參加很多很多比賽」缺乏主語，所以第二分句「有機

會得獎的話，我會很開心。」無法藉由前向照應（anaphora）得知誰有機會得獎，

而讓作者很開心。因此宜在第一分句加上主語。 

○2 ＊今天舉辦運動會，每個人都很開心。（運動會，03-18-01） 

從分句「今天舉辦運動會」中無法得知是誰舉辦運動會，而第二分句的主語「每

                                                 
33 此句亦屬於缺乏副詞的錯誤。 
34 此句亦屬於搭配不當的錯誤。 
35 依據郭銳（2002：192）對形容詞檢驗方法：1. 很［不］～，表可受程度副詞修飾；2. ＊

很［不］
～［賓］，表能帶賓語的形容詞，不可在帶賓語時，同時受程度副詞修飾。「保暖」屬於可帶
賓語的形容詞。 

36 此句亦屬於缺乏使動結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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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依句意也非主辦者，因此此句缺乏主語，此句可改成「今天學校舉辦運動

會，每個人都很開心。」 

 

3. 更換主語造成主語殘缺 

○1 ＊老師帶我們去吃桑椹，吃起來酸酸的，他的顏色是黑色。（賞花記，01-11-02） 

「吃起來酸酸的」此分句缺乏主語，若回指不當會沿用前句的主語「老師」，會

令人產生誤解。第三分句更換主語為桑椹，指代詞可改成它。 

○2 ＊老師帶我們到校園去賞花，看到非洲鳳仙花、矮仙丹、蝴蝶蘭和朱槿。（賞花

記， 01-08-02） 

此句究竟是老師還是我們看到花呢？因主詞殘缺而無法明確指出，宜在「看到」

之前補上「我們」。 

○3 ＊媽媽帶我去看醫生，人很多。（期末考的心情，04-18-02） 

此句主語從「媽媽」更換成「人」，但沒有交代是哪裡人很多，所以造成主語殘

缺。此句應改成「媽媽帶我去看醫生，醫院裡有很多人。」 

○4 ＊他的名字叫阿冰，很強壯，寵物店裡買來養的狗。37（我最喜歡的寵物，

02-07-01） 

句子中「很強壯」的主語應是阿冰，而不是他的名字，此句也是更換主語，所形

成的主語殘缺。 

○5 ＊小兔子的耳朵像白蘿蔔還會跳躍。（我最喜歡的動物，01-07-06） 

前一分句的主語是「小兔子的耳朵」，後一分句「還會跳躍」的主語應是兔子，

而不是「小兔子的耳朵」，所以此句為更換主語造成主語殘缺。可改成「小兔子

會跳躍，牠的耳朵的形狀像白蘿蔔。」 

○6 ＊獅子的牙齒好堅固好像會咬人。（01-09-02） 

前一分句的主語是「獅子的牙齒」，後一分句「好像會咬人」的主語應是獅子，

而不是「獅子的牙齒」，所以此句為更換主語造成主語殘缺。此句可改成「獅子

                                                 
37 此句亦有缺乏述語動詞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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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堅固的牙齒，他非常凶猛好像隨時要咬人一樣。」 

○7 ＊要跑 60 公尺競賽，我們跑的時候，得了第四名。(運動會，04-02-04) 

由句意得知「得了第四名」的並非之前的主語「我們」，而是作者本身，此句屬

於更換主語所造成的主語殘缺。此句改成「我們這一組的 60 公尺競賽，我得到

了第四名。」 

○8 ＊同學有交換禮物又有吃小點心，希望下次還能再辦，很高興。38（耶誕舞會，

03-19-01） 

這個例子前一個分句主語是「同學」，後一個分句的主語因沒有在主語的位置上

出現，而形成了主語殘缺。分析句意，會令讀者不知是「同學」還是「作者」很

高興。 

○9 ＊我們班一起去看落葉，非常漂亮。（戶外教學記，04-01-01） 

主語由「我們班」變成「落葉」。因更換主語而造成主語殘缺。可改成「我們班

一起去看落葉，落葉飄落的樣子非常漂亮。」 

○10 ＊蜜蜂在採花蜜，蝴蝶在花園裡跳舞，真快樂。（春天來了，02-01-01） 

此句因更換主語，而造成無法得知最後的分句是「誰」真快樂。 

○11 ＊班長拿班牌，×××（人名）拿班旗，看起來真是神氣！（運動會，04-10-01） 

此句因更換主語，令人不知最後的分句是「班長」還是「×××（人名）」看起來很

神氣，或者是兩人都很神氣。依句意應在「看起來真是神氣！」之前加上「他們」，

讓句意更明確。 

○12 ＊春天來了，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真快樂。（春天來了，02-01-02） 

第一個分句的主語是「春天」，第二、第三個分句的主語分別為「人」與「小朋

友」。此句因更換主語，造成「真快樂」的主語殘缺，另此句亦有概念運用不當

的情形。依句意可改成「春天來了，大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春天的生

活真快樂！」 

 
                                                 
38 此句亦有受方言語影響，錯誤使用「有」字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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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春天來了，蝴蝶到處飛舞，蜜蜂忙著採花蜜，真熱鬧。（春天來了，02-10-02） 

此句的錯誤與上句相同。第一個分句的主語是「春天」，第二、第三個分句的主

語分別為「蝴蝶」與「蜜蜂」。此句因更換主語，造成「真熱鬧」的主語殘缺。

依句意可改成「春天來了，大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春天真是熱鬧！」 

○14
＊同學們變成漂亮的公主、英俊的帥哥，超人、蝙蝠俠也出現了，真是有趣，

大家玩得很開心。39（耶誕舞會，03-20-01） 

此句在述說耶誕舞會時同學們所做的造型。第一分句的主語是「同學們」，第二

分句是同學們所打扮的人物造型，但第三分句中的「真是有趣」卻缺乏對應的主

語，若承接上句主語「同學們」成為「同學們真是有趣」，又與前兩分句的句意

不符，因為並非同學們很有趣，而是打扮成各種人物去參加舞會的感覺令人感到

很有趣。依句意來看可以將此句改成「同學們不僅變成漂亮的公主、英俊的帥哥，

連超人、蝙蝠俠的造型也出現了，化妝舞會真有趣，大家玩得很開心。」 

○15
＊我站在門口看見走路的人，快快的走路，躲在屋簷下，也有人騎著腳踏車，

很快的從我的面前騎過去。40（下雨天，01-19-05) 

「躲在屋簷下」此分句的主語不明，可在之前加上「有些人」當作主語。整句可

改成「我站在門口看見走路的人，快快的走路，看見有些人躲在屋簷下，也看見

有人騎著腳踏車，從我的面前很快的騎過去。」 

○16
＊我們的涼鞋太小了，因此媽媽買給我一雙新的涼鞋很漂亮。（01-18-09） 

第二分句的主語是「媽媽」，但「很漂亮」所要修飾的為新涼鞋，而非媽媽，表

示第二分句中更換主語，從「媽媽」換成「涼鞋」。此句可改成「我們的涼鞋太

小了，因此媽媽買一雙新的涼鞋給我，涼鞋很漂亮。」或「媽媽買一雙很漂亮的

新涼鞋給我41。」 

                                                 
39 此句可在「超人、蝙蝠俠也出現了」前加上介詞「連」，改成「連超人、蝙蝠俠的造型也出現

了。」來增加句子間的關聯性。 
40 對於此句也可有另一種看法，將「躲進屋簷下」此一分句視為走路的人的想躲雨所做的行為。

如：「我站在門口看見走路的人，快快的走路，躲進屋簷下，也看見有人騎著腳踏車，從我
的面前很快的騎過去。」 

41 「媽媽買一雙很漂亮的新涼鞋給我。」中利用新、漂亮兩個形容詞同時修飾涼鞋。此種形容
詞堆疊的結構難度較高，需依低年級學童當時能力決定是否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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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動詞殘缺 

1. 缺乏述語動詞 

    一個句子通常可以分成主語與謂語兩個部分，謂語主要由動詞（短語）、形

容詞（短語）、名詞（短語）及主位短語充任。42動詞短語充當謂語時，謂語依結

構可再細分成述語動詞、狀語、補語與賓語等。但其中不可缺的為述語動詞，若

缺乏會使句子不合法或句意不明。以下就學童缺乏述語動詞的病句加以說明： 

○1 ＊他的名字叫阿冰，很強壯，寵物店裡買來養的狗。43（我最喜歡的寵物，

02-07-01） 

短語「寵物店裡買來養的狗」前缺少述語動詞「是」來與前面的主語連接。依句

意可改成「他的名字叫阿冰，他是寵物店裡買來養的狗，他很強壯。」 

○2 ＊到了遠足的日子，我們去的地點初鹿牧場。44 (戶外教學記，04-02-03) 

分句「我們去的地點」中，「我們去的地點」是主語，「初鹿牧場」為賓語，句中

明顯缺乏述語動詞。依句意，可使用「是」字句，讓賓語「初鹿牧場」能對主語

「我們去的地點」加以說明。 

○3 ＊雨打上車子上就會滴滴答答的聲音好好玩喔！（下雨天，01-17-01） 

應在句中增加述語動詞「發出」，改成「雨打上車子上就會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

好好玩喔！」 

○4 ＊老師說我們進去就開始卡拉 OK（耶誕舞會，03-03-03） 

「開始」有兩個意思：1.從頭起，從某一點起。可帶「了」。可帶名詞賓語。如：

從此我們開始了新的課程。2.著手進行。可帶動詞賓語。45依此句句意而言，應

為老師要學生進去某一地點就開始做某件事。所以應接動詞賓語較適合。因此需

在名詞「卡拉 OK」前加上「進行」或「唱」來組成動詞賓語。 

 

                                                 
42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456）。  
43 此句亦有更換主語造成主語殘缺的錯誤。 
44 此句亦屬於前後分句關係不調。 
45 呂叔湘主編（199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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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寒假快到了我好開心，我計畫要游泳。（寒假計畫，03-01-01） 

「計畫」一詞當動詞時，要求之後的句子必須是未發生、未實現的事件。此句述

說學生寒假想做的事。句子中「計畫」與「游泳」可加入「學」字，用來表示學

生不會游泳，要利用寒假假期學習。宜改成「寒假快到了，我好開心，我計畫要

學游泳。」 

○6 ＊我們到初鹿牧場玩，一起糖果、餅乾。（04-17-04） 

「一起糖果、餅乾」應加入述語動詞「吃」會使句子更通順。 

○7 ＊我星期六到地中海水族館。（01-20-01） 

一般說明人到某處常會使用「連謂結構」將到某地點的目的也一併說明，句子會

採用下列結構呈現：屬人名詞＋到+地點+動詞組。如：我到公園散步。「我星期

六到地中海水族館。」缺乏說明目的的動詞組，因此加以說明「到地中海水族館」

去做什麼事會較適當。 

○8 ＊我們有唱歌也有很多好玩得東西。46（耶誕舞會，03-21-02） 

「好玩的東西」缺少相對應的述語動詞來組合成動賓短語，補上述語動詞「玩」

與「好玩的東西」進行搭配。改成「我們有唱歌，也有玩很多好玩的東西。」 

○9 ＊希望家裡可以種那麼多漂亮的花每天心情都會很好。47（賞花記，01-07-04） 

家裡種很多漂亮的花是致使作者心情很好的原因，但因缺少述語動詞「讓」來形

成使動結構，所以前後分句的關聯性較弱。宜改成「希望家裡可以種那麼多漂亮

的花，讓我的心情每天都很好。」 
 

2. 缺乏情態動詞 

○1 ＊我希望還再來。（假日生活，02-10-05） 

「還」與「再」兩字無法結合成一個詞。另外此兩字語意重複，結合在一起會造

成贅詞，因還表示未實現，宜在兩字中間加入表示有可能性情態動詞「可以」，

                                                 
46 「好玩得東西」中的「得」為錯別字，在此不加以討論。但低年級學童對「得」及「的」用

法的分辨能力仍須再加強。  
47 此句亦屬於主語殘缺的錯誤。 



 55

來讓句子更完整。 

○2 ＊老虎跑得很快，沒有人抓住他。（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4） 

此句前後分句並不能構成因果關係。可加入表示可能或能夠意思的情態動詞「可

以」來加強文句之間的關係，宜改成「老虎跑得很快，沒有人可以抓住他。」48 

 

3. 缺乏助動詞 

○1 ＊過年那個禮拜，爸爸都帶我和妹妹去表哥家玩。（假日生活，02-02-02） 

湯廷池（1979a：1）指出國語的助動詞「會」具有兩種意義與用法。第一種為「能

力的會」，用來表示知能、技能、體能等各方面的能力。第二種為「預斷的會」，

表示對於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做一個判斷。此句可解釋為：之前每年過年的那個禮

拜，爸爸都會帶我和妹妹去表哥家玩。此句具有判斷今年也會去的可能性。因此，

此句若加上第二種用法的助動詞「會」字會較適合。 

○2 ＊公園裡有很多大樹，空氣很好，我感覺很舒服。（01-21-02） 

「感覺」是動名兼類的詞，當作動詞時，會在其後面加上助動詞「得」，如：「感

覺得到」。在此，可改成動詞「覺得」，會讓句子更通順。 

 

3.3.1.3 賓語殘缺 

○1 ＊學會了控制腳踏車，寒假的時候可以盡情的騎，而且學會了煮稀飯，就不用

請媽媽了。（寒假計畫，03-10-04） 

述語動詞「請」之後需接雙賓語，如：請同學吃糖果。此句「請」字後只出現「媽

媽」一個賓語，缺乏「動賓短語」來做補述賓語。所以無法得知作者不用請媽媽

做什麼事。 

○2 ＊我高興的想要馬上告訴哥哥。（01-18-01） 

述語動詞「告訴」之後缺乏補述賓語。此句要告訴哥哥什麼事情或消息，並未表

示清楚。 

                                                 
48 也可將「可以」改成「得」來構成述補結構。「得」用在動詞後面，有表示可能、可以的意思。

此句改成「老虎跑得很快，沒有人抓得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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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哥就像老師教我。（01-14-04） 

述語動詞「教」之後缺乏補述賓語。所以無法得知哥哥教作者什麼事，宜補述來

讓句子更完整。。 

○4 ＊耶誕舞會每個人都穿著漂漂亮亮，每個人都帶著禮物到學校來參加舞會！49

（耶誕舞會，04-15-01） 

「穿」為述語動詞，之後應接與賓語組合成的動賓短語，而「漂漂亮亮」則是做

為修飾賓語的定語。但此句因缺乏賓語，所以無法得知每個人都穿著漂漂亮亮的

什麼東西。應在「漂漂亮亮」後加上「的衣服」，成為「耶誕舞會每個人都穿著

漂漂亮亮的衣服」。 

○5 ＊
我在公園發現一個電動。（01-14-01） 

從句中只能瞭解作者找到一個可利用電力驅動的物品，但是什麼電動類的物品，

卻無法得知。因此可在「電動50」後說明是何種物品，如：電動遊樂器、電動玩

具等會較適宜。 

○6 ＊我姊姊喜歡看白雪公主。（02-12-01） 

白雪公主是迪士尼公司所創造出的虛擬人物，她是一位肌膚如同雪般白皙的公

主。此句看+NP。如：看電影、看書，就語法上而言並無錯誤，但因白雪公主的

故事被廣泛製作成故事書、卡通。從此句無法得知姊姊喜歡看有關白雪公主的哪

種產品，所以此句可改成「姊姊喜歡看任何有關白雪公主的書籍及卡通。」 

○7 ＊我想要搭一個漂亮的南瓜車，在穿上美麗的衣服，在打扮成漂漂亮亮，在去

皇宮裡參加舞會。51（耶誕舞會，03-20-05） 

打扮成+NP/＊AP，所以「打扮成漂漂亮亮」為錯誤結構。因為漂漂亮亮是個形容

詞（AP），從此句無法得知作者想成為漂漂亮亮的什麼角色，所以應加上賓語「公

主」，來讓句子結構較完整。 
                                                 
49 此句亦屬於主語重複的錯誤。 
50 低年級學童會將「電動遊樂器」簡稱為「電動」，所以低年級學童使用「電動」這個詞時，雙

是可以理解語意的。但因電動類產品種類繁多，為避免以後溝通上的誤會，仍希望可以精準

表 達語意。 
51 此句亦有語序紊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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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天我好期待，因為今天老師舉辦耶誕舞會。（耶誕舞會，04-06-04） 

「期待」為及物動詞，之後需接賓語，通常賓語的形式會以句子呈現。如：我期

待著你早日學成歸來。所期待的事物，必須是未實現、未來式的。所以學生陳述

他期待今天的到來，就不符合邏輯。因為既然已經是今天了，就不能說期待今天

的到來。所以此句可改成「我好期待明天趕快來，因為老師要舉辦耶誕舞會。」 

○9 ＊我放假的時候跟他玩遊戲跳舞帶出去玩。52（我最喜歡的寵物，02-11-01） 

「帶」屬於及物動詞，必須接上賓語，依句意應在「帶」之後再加上賓語「他」

會較適合。可改成「放假的時候，我跟他玩遊戲，還帶他出去玩。」 

 

3.3.1.4 述語形容詞殘缺 

述語形容詞為謂語中用來描寫事物性質或狀態的形容詞。低年級國語課本中

句型練習中常出現「就像……」、「好像……」等明喻修辭的造句，低年級學童在

這一類的造詞中常會缺少做為喻解的述語形容詞。 

○1 ＊他就像小天使。（01-04-02） 

○2 ＊我就像你。（01-10-01） 

○3 ＊他就像花朵。（01-20-02） 

○4 ＊
媽媽就像一朵荷花。（01-15-02） 

○5 ＊她就像我的妹妹。（01-18-02） 

○6 ＊海狗的嘴巴像手。（我最喜歡的動物， 01-18-03） 

○7 ＊小白兔很像棉花。（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3） 

○8 ＊哥哥好像爸爸，又好像媽媽。(04-02-01) 

○9 ＊我們兩個就像好朋友。(02-13-01)  

以上九句皆屬於述語形容詞殘缺的類型，皆須加上形容詞當作喻解來加以說明喻

體與本體的關係。如例○1 可改成「他就像小天使一樣天真。」，用「天真」來說

明本體如同小天使天真的特質。」；例○2 可改成「我就像你一樣活潑。」；例○3 可

                                                 
52 此句也屬於概念運用不當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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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他就像花朵一樣美麗。」；例○4 可改成「媽媽就像荷花一般美麗。」；例○5

可改成「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樣可愛。」；例○6 可改成「海狗的嘴巴像手一樣靈活。」；

例○7 可改成「小白兔像棉花一樣柔軟。」；例○8 可改成「哥哥像爸爸一樣體貼，

又像媽媽一樣溫柔。」；例○9 可改成「我們兩個就像好朋友一樣親密。」 

 

3.3.1.5 狀語殘缺 

＊我們要對待動物，不要欺負他。53（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5）  

缺乏修飾「對待」的狀語來說明要如何對待動物。在「欺負」前亦可添加狀語補

充說明。可將此句改成「我們要好好地對待動物，不要隨便欺負牠們。」 

 

3.3.2 搭配不當 

句子由不同成分構成，這些構成句子成分之間的搭配要符合邏輯、符合語法

及符合修辭。若其之間的搭配不合理，無法兼具符合邏輯、符合語法及符合修辭

的要素就會形成搭配不當的情況。 

學習、掌握一個詞語，就是對某一客觀事物做抽象認識。句子中出現搭配不

當的錯誤也大都是充當句子成分的詞語沒有準確反應概念或概念之間聯繫54。要

避免其錯誤，除了仔細去瞭解每個詞的意義，還需注意哪一些詞是適合搭配的。 

 

3.3.2.1 主謂搭配不當 

○1 ＊你的身材好靈活又健康。（01-08-03） 

主語「身材」與謂語「靈活」和「健康」搭配不當，一般人會說身手靈活及身體

健康，所以此句可以修改成「你不但身手靈活，身體也很健康。」 

○2 ＊老虎的身體很強壯又很兇。 （我最喜歡的動物，01-07-05） 

主語「身材」與謂語「靈活」能搭配，但與「兇」就會形成搭配不當的情形。 

 

                                                 
53 此句亦有誤用代名詞的情形。 
54 莊文中（19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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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雨的時候，天氣好冷又好滑。（01-09-01） 

主語「天氣」與謂語「冷」能搭配，但與「滑」就會形成搭配不當的情形。此句

改成「下雨的時候，天氣好冷，地上也變得很滑。」 

○4 ＊下雨的時候，天空中都是烏雲滿滿都是水。（下雨天，01-14-06） 

「天空」是主語，能與謂語「都是烏雲」搭配，但因天空不會滿滿都是水，所以

無法與「滿滿都是水」做搭配。可更換「滿滿都是水」的主語成「地上」。 

○5 ＊好朋友是友情。(02-14-01) 

《現代漢語詞典》1651 頁解釋「友情」為：「朋友的感情；友誼」。由此可知，「好

朋友」並不等於「友情」，而是「好朋友之間的感情」才可稱為友情。所以，此

句屬於主位搭配不當。此句應改成「好朋友之間的感情是友情。」 

○6 ＊夏日微風真舒服。（我的假期生活，03-10-01） 

主語「夏日微風」與謂語「舒服」不能搭配，因為夏日微風會吹得讓人感到好舒

服，但為風不會自己好舒服，所以可以改成「夏日微風吹得我好舒服。」或改變

謂語讓句子成「夏日微風，真涼爽！」 

○7 ＊希望下次的耶誕舞會還能再來臨。（耶誕舞會，04-22-01） 

新編國語日報辭典 114 頁解釋「來臨」為：來到，常指事物的到來。如「貴賓來

臨前，要先做好萬全的準備。」或「每當春天來臨，到處都開滿了美麗的花朵。」。

但「耶誕舞會」不會來臨，只能被人舉辦，所以可改成「希望下次的耶誕舞會還

能再舉辦。」 

○8 ＊我看到舞龍舞獅在表演。（元宵節的夜晚，01-12-02） 

主詞+看到+名詞組+在+動詞（組）。如：我看到弟弟在玩遊戲。但此句中「舞龍

舞獅」為動詞組。所以造成句子結構不正確。 

○9 ＊開始下雨了，打雷的聲音就覺得很可怕。55（下雨天，01-17-02） 

此句主要說明作者聽見打雷的聲音而產生的感覺。但通常我們會說可怕的事物，

意指事物本身很可怕。如：可怕的年獸。但對人的感受而言，可怕的事物會令人

                                                 
55 此句亦屬於整句缺乏主語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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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害怕，而不是可怕。所以此句為主位搭配不當。可改成「開始下雨了，我聽

到打雷的聲音就覺得很害怕。」 

○10 ＊我的影子好高。（01-06-01） 

「高」指從下到上距離大。「影子」指物體擋住光線後，映在地面或其他物體上

的形象。所以影子不一定是呈現出從下到上的形象。所以主語「我的影子」與謂

語「好高」不能搭配，「高」應改成「長」較適合。 

○11 ＊下雨的時候，天空都暗暗的，［雲都擠滿了］56，有時候會打雷。(02-15-01) 

此句可分成三句：「下雨的時候，天空都暗暗的。下雨的時候，［雲都擠滿了］。

下雨的時候，有時候會打雷。」。「擠滿」的用法應為：處所+擠滿+客體，如：電

影院裡擠滿了人。因此可將錯誤的分句改成「天空擠（佈）滿了雲」。 

○12 ＊我們復興國小我是二年乙班也是 2號是健體長。 (戶外教學記，04-02-02) 

主語後面文字需對主語加以陳述。但此句「復興國小」當作主語，但後方謂語卻

無與「復興國小」相關，所以此句歸於主謂搭配不當。 

○13 ＊我媽媽的個性剛剛好。（我的媽媽，02-19-01） 

「剛剛好」前只可帶能被度量的抽象名詞。例如：這張椅子的高度剛剛好。例句

中的「高度」就是可度量的抽象名詞，所以可以與「剛剛好」搭配。但「我媽媽

的個性剛剛好」中的主語「個性」雖是抽象名詞，但卻無法被度量。因此不能與

謂語「剛剛好」搭配。 

○14
＊熱水剛剛好。（02-09-01） 

「熱水」這個詞本身並不能與「剛剛好」搭配，而應該是熱水的溫度或是份量這

些可度量的抽象名詞才能與「剛剛好」搭配。因此需將「熱水」當作溫度或是份

量的定語，成為「熱水的溫度剛剛好」，或「熱水的份量剛剛好」會較適宜。 

○15
＊雲朵會變來變去的。（03-09-02） 

雲朵本質並不會隨意變化，而是雲的外在形狀才會改變。所以主語「雲朵」與謂

語「會變來變去的」不能搭配。可將此句改成「雲朵的形狀會變來變去。」 

                                                 
56 此句的錯誤僅有［ ］內的分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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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媽媽的稀飯，熱又熱。 (04-03-01) 

謂語「熱」通常使用在天氣的溫度或將食物加熱上。依句意解釋，此句主要是說

明主語「稀飯」的溫度很高，所以應該用「燙」來表示。 

○17 ＊朱槿的顏色像喇叭。（賞花記，01-08-04） 

喇叭在此句較適宜用來描述朱槿的形狀而不是主語，因此造成主語與賓語不搭

配，此句宜改成「朱槿的顏色是紅色」或修改主語「顏色」成「形狀」。 

 

3.3.2.2 主賓搭配不當 

○1 ＊哇！今天真是出去玩的好天氣。（戶外教學日記，04-07-02） 

主語「今天」是指日子，但賓語「好天氣」卻是指天氣。所以賓語「好天氣」不

能對主語「今天」加以陳述。此句可將賓語改成「好日子」讓句子變成「哇！今

天真是出去玩的好日子。」讓賓語能與主語互相呼應。或改變主語及刪除賓語，

如下：「哇！今天的天氣真是適合出去玩。」 

○2 ＊我要穿的衣服的顏色是紅色的衣服。（03-19-04） 

「我要穿的衣服的顏色」所應描述的是顏色，此句賓語卻是「紅色的衣服」造成

搭配不當，應把「的衣服」刪除，寫成「我要穿的衣服的顏色是紅色。」；或改

成「我要穿的是紅色的衣服。」會較適宜。 

 

3.3.2.3 述賓搭配不當 

○1 ＊姊姊戴著一雙漂亮的襪子。（02-05-01） 

動詞述語「戴」可搭配的賓語有帽子、口罩、項鍊等，此句的賓語為「襪子」，

適合與之搭配的動詞述語為「穿」，此句因選錯動詞述語而造成述賓不當，此句

的動詞述語應更換為「穿」。 

○2 ＊我踩著腳踏車出門找朋友玩。(運動會，03-07-01) 

此句因選錯動詞述語，而造成述賓不搭配，一般會用「騎」著腳踏車，而非踩著

腳踏車，所以此句可以改成我騎著腳踏車出門找朋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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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爸爸發揮力氣把桌子抬起來。(04-11-01) 

「發揮」在《現代漢語辭典（漢英雙語版）》520 頁中的解釋為：1.把內在的性質

或能力表達出來。2.把意思或道理充分表達出。所以此句「發揮」和「力氣」屬

於謂賓搭配不當，此句可改為「爸爸使盡全力把桌子抬起來」。 

○4 ＊我下次還要來參加國王的邀請。（03-16-01） 

《現代漢語辭典（漢英雙語版）》183 頁指出「參加」有兩種意思：1.加入某種組

織或某種活動。如：參加工會。2.提出（意見），如：這件事，請你也參加點意

見。依句意，此句屬於第 1 種意思，但「參加」只能與組織或活動搭配，不能與

「邀請」組成動賓短語。「邀請」只能與「接受」或「拒絕（婉拒）」搭配。此句

應改成「我下次還要來參加國王的宴會。」 

○5 ＊我聞到牛的大便、馬的大便。（戶外教學，(04-11-02) 

「聞到」意指用鼻子嗅到，通常與「氣味」、「味道」相搭配。此句我聞到牛的大

便、馬的大便。用鼻子嗅到的不是「大便」，而是「大便味」。應改成「我聞到牛

和馬的大便味。」 

○6 ＊我們坐下來椅子。（元宵節的夜晚，01-12-03） 

坐下來屬於不及物動詞，不能接名詞賓語（椅子）。坐下來在用法上屬於連謂動

詞，結構為：坐下來+VP（做什麼事）。如：我們坐下來聊聊天。因此此句可改

成：我們在椅上坐了下來聊一聊天。 

○7 ＊小貓咪好可愛，我把你養到我家吧！（我最喜歡的寵物，02-08-01） 

「養」字後通常會接表示結果的文句，如：養育成人；養到大。「我把你養到我

家吧！」中的「我家」表示一個終點，而非結果。因此造成詞意上的不通順。此

句可以改成「小貓咪好可愛，我把你帶回家養吧！」 

 

3.3.2.4 定中搭配不當 

○1 ＊葉子上有一隻走路的毛毛蟲。（01-10-02） 

此句「走路」用來指步行，不能用來描述毛毛蟲的行動，充當「毛毛蟲」這個中



 63

心語的定語成分。可改成「葉子上有一隻正在爬行的毛毛蟲。」。  

○2 ＊今天是一年的里校運動會。（運動會，03-03-01） 

此句「一年」用來指為期一年的時候，不能用來指一年一次為期一天或幾天的里

校運動會，來充當「里校運動會」這個中心語的定語成分。此句可改成「今天是

一年一度的里校運動會」。 

○3 ＊我坐在舒服的沙發上看電視。（03-12-01） 

此句為定語與中心語不搭配，因為舒服適用於人的感覺，而非用來描述物品，所

以「舒服」和「沙發」不能搭配，此句可改為「我坐在舒適的沙發上看電視」。 

 

3.3.2.5 狀語與述語動詞搭配不當 

○1 ＊我們大家吃吃喝喝，西哩嘩啦的說話好開心喔。（耶誕舞會，04-17-03） 

「西哩嘩啦」通常用來形容下雨或流水的聲音，不能用形容說話的聲音，所以不

能「說話」與搭配。此句可仿造疊字詞「吃吃喝喝」的結構，將說話時開心的情

形改成「說說笑笑」，而把此句改成「我們吃吃喝喝、說說笑笑，好開心喔！」

會較適宜。 

○2 ＊大家都很用心在跑步。（運動會，03-21-01） 

「用心」大多與需多花心力及注意力的事件作搭配。所以「用心在跑步」不適宜，

可刪除「很」並把「用心」改成「盡全力」會較適宜。 

○3 ＊我看到了天空中慢慢的都是烏雲。（下雨天，01-02-04） 

狀語「慢慢的」必須搭配動態動詞，如：1.慢慢的走過來。2.慢慢的達到目標。

但此句的述語動詞「是」表示已存在，既然已經存在，就不會慢慢地產生，因此

「是」與「慢慢的」的意義相違背。此句可改成「我看到天空慢慢的佈滿了烏雲。」 

○4 ＊後來我們在跳舞，跳完了，我們在聽校長和一些人在講話。（運動會，03-18-03） 

「後來」只能指過去某一時刻之後的時間。不能與代表進行貌的「在」字搭配，

宜改成「後來我們去表演跳舞，跳完了，我們就聽校長和一些來賓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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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成分多餘 

所謂「言簡意賅」，用精簡的句子明確表達意思，但是如果當句子的構成成

分已明確表達語意時，就不需要再去添加不必要的成分，以免破壞語句結構的完

整性，造成語句上的干擾。國小低年級學童「成分多餘」的病句如下： 

 

3.3.3.1 賓語多餘 

○1 ＊蝴蝶媽媽出去找花蜜給小寶寶吃花蜜。（春天來了，02-21-01） 

○2 ＊我生病了，媽媽會拿藥給我吃藥。（我的媽媽，01-02-02） 

○3 ＊我姑姑買了香蕉給猴子吃香蕉。（我最喜歡的寵物，02-16-01） 

「順向刪略」（progressive 或 forward deletion）是指保留出現於前面的詞語而刪

略出現後面的相同詞語，它是國語語法最常見的刪略方法。57上述三句的動詞（例

○1 的找、例○2 的拿及例○3 的買）後已有適當的賓語成分，為了符合順向刪略原則，

應刪除「給」之後的相同賓語（例○1 的花蜜、例○2 的藥與例○3 香蕉）。 

 

3.3.3.2 主語重複造成累贅 

○1 ＊我們大家全部的人一起去玩。（01-03-03） 

「大家」與「全部」在此句皆指所有的人，此句宜刪除「大家」。 

○2 ＊我還有跟媽媽還有跟我的姊姊還有我去麥當勞吃東西。58（01-10-04） 

從句子中可得知主語「我」出現二次，宜刪除其中一個。改成「我跟媽媽，還有

姊姊都一起去麥當勞吃東西。」 

○3 ＊我和外婆大家都在這裡烤肉。（我的假期，04-13-04） 

此句有「我和外婆」與「大家」兩個主語，應擇一刪除。但依句意而言，作者欲

表達除了自己和外婆外，還有很多人來這裡一起烤肉。所以此句可改成「我、外

婆還有其他的親戚朋友，大家在這裡烤肉。」 

                                                 
57 湯廷池（1981：107）。 
58 此句亦屬於誤用連詞「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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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誕舞會每個人都穿著漂漂亮亮，每個人都帶著禮物到學校來參加舞會！59

（耶誕舞會，04-15-01） 

前後分句中，主語「每個人」重複出現造成累贅。依照順向刪略的原則，可以將

第二分句的「每個人」刪除，來讓句子更簡潔。此句宜改成「每個人都穿著漂漂

亮亮的衣服，帶著禮物到學校來參加耶誕舞會。」 

3.3.3.3 詞義重複造成累贅 

○1 ＊我們兩個就像兩個好朋友一樣親密。（01-02-03） 

主語已說明是我們兩個，賓語就不需再重述像「兩個」好朋友，此句宜刪除好朋

友前的「兩個」。 

○2 ＊
花園裡有朱槿紅色的花。（賞花記，01-01-01） 

此句中「朱槿」與「紅色的花」指的是相同的花，在句中重複敘述造成詞句的累

贅。 

○3 ＊謝謝媽媽照顧我自己。（我的媽媽，01-04-06） 

此句中「我」之後又多加了詞綴「自己」，使得在句中重複敘述造成詞句的累贅。 

 

3.3.3.4 贅詞、贅字 

○1 ＊
我拿著雨傘去家裡附近買東西。（下雨天，01-05-05） 

「裡」與「附近」皆是方位詞。「裡」意指在一定的界線以內。「附近」意指靠近

某地的。「裡」與「附近」兩個詞的意義衝突，不適合一同使用。依句意應把「裡」

刪除。此句改成「我拿著雨傘去我家附近買東西。」 

○2 ＊我複習國語和數學，我一直練習評量，還有練習數學習作，希望可是能有好

成績。（期末考的心情，04-06-03） 

「可是」一詞常與雖然搭配，表示轉折。但此句無需使用轉折，在此出現可能是

筆誤的關係。另外在「我一直練習評量，還有練習數學習作」兩分句中出現兩次

「練習」，依順向刪略的用法可以將後一句的「練習」刪除。此句改成「我複習

                                                 
59 此句亦屬於缺乏賓語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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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和數學，我一直練習評量，還有數學習作，希望能有好成績。」 

○3 ＊我不知道沒有了他我不知道要跟誰玩。（我最喜歡的寵物 ，02-08-03） 

此句分成：我不知道［沒有了他我不知道要跟誰玩。］，單看［］中的句子是合

乎語法的，但因［］接於「我不知道」之後，且［］中的文字重複出現「我不知

道」，所以造成贅詞。「不知道」之後可以接名詞組或句子。為了讓［］中文字形

成完整的句子，所以保留主語「我」，僅刪除「不知道」。此句宜改成「我不知道

沒有了他，我要跟誰玩。」 

○4 ＊一路上姑姑開車回台東走走又停停，一路上姑姑幫我們拍照，一路回台東了。

60（我的假期，04-15-02） 

因修改語序紊亂的問題，所以將「一路上」移至「姑姑開車回台東」之後。但「一

路上走走又停停，一路上不停地幫我們拍照」中「一路上」重複出現，形成了贅

詞，所以可以將後者刪除，以求文句的簡潔。至於「一路回台東了」這一分句，

也將「一路」刪除，改用「不知不覺」。讓句意能表達因姑姑一路上不停拍照，

讓大家不覺得路途遙遠，一下子就回到台東了的感覺。此句改成「姑姑開車回台

東，一路上走走又停停，不停地幫我們拍照，不知不覺就回到台東了。」 

○5 ＊真希望明天的今天趕快到來！（耶誕舞會，04-15-03） 

「明天的今天」的語義費解，但因之後接「趕快到來」，表示時間、日子還未到，

依此來推論，作者要表達的就不會是「今天」，所以此句可刪除「的今天」，改成

「真希望明天趕快到來！」會較適宜。 

○6 ＊有時候，我生病了，媽媽都會給我吃藥，有時候，我肚子餓了，媽媽也會給

我煮東西吃。（我的媽媽，01-09-04） 

「給」具有使對方得到的意思。可帶雙賓語，賓語的詞類通常屬於名詞。例如：

我給妹妹一張貼紙。「妹妹」與「一張貼紙」皆屬於名詞賓語。此外，還可在「給」

所帶的第二名詞賓語後面再加動詞，此時第二個名詞賓語是它後面的動詞的受

                                                 
60 此句亦有語序紊亂方面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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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例如：給我一杯水喝。61依據上述「給」的用法，可將「媽媽都會給我吃藥」

中的「藥」移至「我」之後成為第二賓語，而「媽媽也會給我煮東西吃」只要刪

除「煮」即可符合上述「給」的用法。此句可改成「有時候，我生病了，媽媽都

會給我藥吃，有時候，我肚子餓了，媽媽也會給我東西吃。」 

 

3.3.4 語序紊亂 

語序是指句子中各種成分的排列次序。在漢語中，語序受到邏輯事理和語言

習慣的限制，所以各種成分的次序先後受到一定規則的約束。何容（1973：25）

就曾在《簡明國語文法》說：「一個符合現代漢語基本語序的句子，其各種成分

必須依照邏輯的順序排列，如述語在主語之後，賓語在動詞之後，補語在動詞或

賓語之後。」，因此如果違反這些語序規則，就會使句子的表達不合情理、甚至

產生歧義。 

○1 ＊牠還會特技站起來，逗得我哈哈大笑。（我最喜歡的寵物，02-05-01） 

定語是限制主語中心和賓語中心的成分。前一句分句中「特技」為賓語，也是中

心語；而「站起來」則是用來陳述是何種特技的定語，也就是修飾語。一般而言，

定語會在賓語（中心語）之前，用來修飾賓語。所以此句應改成「牠還會站起來

的特技，常逗得我哈哈大笑。」 

○2 ＊春天來了，大樹發芽了，小花開了，各式各樣的顏色。（春天來了，02-10-03） 

「各式各樣的顏色」應做為補述「小花」的定語，其位置應在中心語「小花」之

前，但此句卻置於中心語之後，可修改成「春天來了，大樹發新芽了，各式各樣

的顏色的小花也開了。」 

○3 ＊我的寵物是一隻臘腸狗叫小紅。（我最喜歡的寵物，02-17-02） 

在此句中「我的寵物是一隻臘腸狗」指出他的寵物是一隻臘腸狗，「叫小紅」所

指的是「寵物的名字」，此處應當作修飾且限制賓語「臘腸狗」的定語。因此應

                                                 
61 呂叔湘主編（199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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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叫小紅」移至「臘腸狗」之前，此句改成「我的寵物是一隻叫做小紅的臘腸

狗。」 

○4 ＊運動會開始了，各年級打扮的各式各樣進場。（運動會，04-06-02） 

「各式各樣」一般用來作定語，如「各式各樣的服飾」，不能當作補語。除此以

外，一般在書寫句子時，需遵守「從輕到重」的原則，也就是「份量62」越重的

句子成分越要靠近句尾的位置。此句「打扮的各式各樣」比「進場」的份量重。

所以在風格體裁上顯得頭重腳輕。此句應加重於描述如何打扮成如何及如何進

場。此句宜改成「運動會開始了，各年級打扮得花枝招展，依序進場。」 

○5 ＊我們大家玩得都很快樂又高興。（我的假期，04-13-03） 

副詞「都」表示總括全部時，除了問句外，所總括的對象必須放在「都」前。63
例

如：每位學生都長得很清秀。由此可知，「都」必須緊接於主語之後，主要用來

修飾主語。但此句卻將「都」至於述語動詞後，有語序紊亂的問題。此外，在此

句中「快樂」和「高興」屬於並列關係，可採用「既…又…」來作連接。因此將

此句改成「我們大家都玩得既高興又快樂。」 

○6 ＊你把服裝儀容應該整理一下。（04-06-01） 

依據「把」字句的語法規則，助動詞作狀語應放在「把」字之前，但做為助動詞

的「應該」卻放在「把」字之後，明顯違反「把」字句的語法規則，也造成詞句

不通順，因此可以認定該句為病句。。 

○7 ＊老師像一般天使美麗。（01-01-02） 

「一般」具有兩種意思：1.一樣；同樣。如：哥哥長得像大樹一般高。2.普通、

通常。他一早出去，一般要晚上才會回來。在此應採用第 1 種意思，利用「一

般美麗」做為補述老師與天使之間相似處的補語。但此句卻把「一般」置於「天

使」之前，造成錯誤。此句可改成「老師像天使一般美麗。」 

○8 ＊她漂漂亮亮地穿衣服，準備去上學。（耶誕舞會，03-11-01） 
                                                 
62 湯廷池（1988：123）指出決定句子成分份量輕重的因素主要有二：1.句子成分所包含的字數

越多，份量越重；（二）句子成分在句法結構上越接近句子，其份量越重。 
63 呂叔湘主編（199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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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例中「漂漂亮亮」應該是「穿」的結果，不能作「穿」的狀語，應該放在「穿」

之後作補語，此例可改成「她穿得漂漂亮亮，準備去上學。」 

○9 ＊我想要搭一個漂亮的南瓜車，在穿上美麗的衣服，在打扮成漂漂亮亮，在去

皇宮裡參加舞會。64（耶誕舞會，03-20-05） 

依事情達成的順序而言，應是先穿上美麗的衣服，打扮成漂漂亮亮的公主，才會

搭南瓜車去皇宮裡參加舞會。所以此句可改成「我想要穿上美麗的衣服，打扮成

漂漂亮亮的公主，再搭一個漂亮的南瓜車，去皇宮裡參加舞會。」（耶誕舞會，

03-20-05） 

○10 ＊一路上姑姑開車回台東走走又停停，一路上姑姑幫我們拍照，一路回台東了。

65
（我的假期，04-15-02） 

以事件的發生點而言，「姑姑開車回台東」這件事必須先發生，才能敘述一路上

所發生的情形。所以應把「姑姑開車回台東」與「一路上」的順序對調，改為：

「姑姑開車回台東，一路上走走又停停，不停地幫我們拍照，不知不覺就回到台

東了。」 

 

3.3.5 句型雜糅 

語言表達的形式與語意內容的聯繫是很靈活的，同一個意思,往往可以用不

同的語言形式來表達,但在具體的表達過程中，一個意思一次只能選擇一種表達

模式，若把兩種不同的句法架構混雜在一個表達模式中，會造成語句混亂、語意

糾纏66，這樣的語病就稱為「句型雜糅」。 

 

3.3.5.1 .兩式相糅 

○1 ＊他現在好像需要幫忙嗎？(04-19-01) 

                                                 
64 此句亦為缺乏賓語的錯誤。 
65 此句亦有贅詞方面的錯誤。 
66 李美萍（2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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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句，表達者想要陳述「他（現在）好像需要幫忙提問」，又想要提出問題「他

現在需要幫忙嗎？」結果兩句混雜在一起，造成錯誤。 

○2 ＊希望明年我能再參加跑步的話，我一定要拿第一名。（運動會，04-10-03） 

「希望明年我再參加跑步比賽時」與「如果明年我能再參加跑步比賽的話」兩個

句子結果兩句混雜在一起所造成的錯誤。可改成「如果明年我能再參加跑步比賽

的話，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3 ＊還要在過一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誕節才會再來。（耶誕舞會，04-17-02） 

此句作者想要同時傳達兩個有關明年聖誕節的訊息：1. 還要再過一年；2.十二月

二十五日，但因將兩句雜糅，反而造成語句混亂。此句可改成「還要再過一年，

等到明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誕節才會再來。」 

○4 ＊我希望學會了跳繩身體一定會很健康。（寒假計畫，03-13-01） 

此句作者將「我希望能學會跳繩」與「學會了跳繩，身體一定會很健康。」兩句

雜糅。可結合上述兩句，改成「我希望能學會跳繩，學會了跳繩，身體一定會很

健康。」 

○5 ＊我們全家去玩水，爸爸和哥哥還有我也跟他們去玩水，媽媽在下面看著我們

三個玩。67（01-14-07） 

「爸爸和哥哥還有我去玩水」和「我和他們去玩水」兩句混雜在一起，造成錯誤。

此句可改成「我們全家一起去游泳池，爸爸和哥哥還有我去玩水，媽媽在旁邊看

著我們三個玩。」 

 

3.3.5.2 藕斷絲連 

○1 ＊蜜蜂採蜜真好喝。（賞花記，01-08-05） 

此句本要表達兩個意思一是「蜜蜂採蜜」，一是「蜜真好喝」。句中把這兩句混雜

在一起，「蜜」既做了前一句的賓語，又做了後一句的主語，但又不符合兼語句

式的條件，所以只能把該句算做句型雜糅。可修改成「蜜蜂採蜜，蜜真好喝。」 

                                                 
67 此句也犯了推理不合邏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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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大雨的時候大人都撐雨傘都不一樣。（下雨天，03-02-01） 

此句要表達的「下大雨的時候，大人都會撐雨傘」與「雨傘都不一樣」兩個意思，

但因句型雜糅而造成詞句不通，此句可在「雨傘」後加上逗號，並在「都不一樣」

前加上每支雨傘，改為「下大雨的時候，大人都會撐雨傘，每支雨傘都不一樣」 

○3 ＊我喜歡長頸鹿脖子長長的可以吃到樹葉。（我最喜歡的動物， 01-18-04） 

此句為學生陳述喜歡長頸鹿的句子。句子「我喜歡長頸鹿」為結果，「長頸鹿的

脖子長長的」是喜歡的原因，「可以吃到樹葉。」是補述「長頸鹿的脖子長長的」

的好處。但因句子省略了一次「長頸鹿」，形成藕斷絲連，讓人產生誤解。此句

可改成「我喜歡長頸鹿。因為他的脖子長長的，他可以吃到樹葉。」 

○4 ＊
我很早就到學校，過了一個小時後我搭上了巴士後又過了一小時我們到初鹿

牧場。（戶外教學， 03-20-01） 

此句於「過了一個小時後，我搭上了巴士」後的敘述中省略了「我搭上了巴士」，

使得讀者容易誤解句意。此句可改成「我很早就到學校，過了一個小時以後，我

搭上了巴士，坐上了巴士後過了一小時，我們才到初鹿牧場。」 

 

3.3.6 綜合討論 

分析低年級學童在句子結構方面的病句，並依其錯誤加以分類後，發現共可

分成五類：成分殘缺不全（57 例）、搭配不當（34 例）、成分多餘（12 例）、語

序紊亂（11 例）及句型雜糅（6 例）。其中又以「成分殘缺不全」類型錯誤的次

數最多。 

 

以各類中的細項進行說明：在「成分殘缺不全」此類細項中可分成主語殘缺、

動詞殘缺、賓語殘缺、述語形容詞殘缺、狀語殘缺等項。其中以「主語殘缺」的

次數最多。國小低年級學童寫作時容易省略主語，這與學童寫作文章常採用「我

手寫我口」的方式，而口語表達時常省略主詞有關。另外，國小低年級學童表達

時，也容易不自覺地更換主語，但卻沒有交代出所欲更換的主語名稱，因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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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分句的主語殘缺。 

 

「搭配不當」此類中又分成：主謂搭配不當、主賓搭配不當、述賓搭配不當、

狀語與述語動詞搭配不當等四項。其中以「主謂搭配不當」最多。寫作時，需留

意句子中每個成分是否符合邏輯、語法及修辭。低年級學童在書寫時容易忽略成

分之間的關聯性，以致句子中的成分無法搭配得宜。 

 

「成分多餘」此類中值得注意的為「賓語多餘」，此項病句如：＊我生病了，

媽媽會拿藥給我吃藥。（我的媽媽，01-02-02）。在一般人的語感中，會覺得將最

後一個「藥」字刪除較適宜。這是我們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依循著父母、師長

的語感，自然而然地遵守「順向刪略」的原則，刪除重複的贅字，來讓句子更簡

潔。但小部分的學童在此方面的語感尚未完整建立，宜多加以指導。 

 

「語序紊亂」此類中，學童將定語誤置於補語或狀語位置的錯誤最多。另外，

則是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敘述不當。 

 

「句型雜糅」可分成「兩式相糅」及「藕斷絲連」兩項，兩項的次數相差不

大，兩式相糅的錯誤源自學童在兩種敘述方式中，一時之間無法選擇其中一項來

陳述，反而將兩種說法混雜所造成。而會造成藕斷絲連此類的錯誤，與學生主題

鏈句型的口語表達要轉換成書面語，卻沒有使用標點符號「，」區隔前後分句有

關。如：「＊蜜蜂採蜜真好喝。（賞花記，01-08-05）」可寫成「蜜蜂採蜜，真好喝。」，

「真好喝」此分句所省略的主語，可回指到「蜜蜂」或「蜜」，但低年級學童並

未熟悉，甚至沒學過此種表達方式，所以將其兩分句結合，造成藕斷絲連此類的

病句。另外，也可能與學童文章中的主位推進模式常採階梯型68方式，但學童卻

無交代下一分句的主語，反而直接將分句連接有關。 

                                                 
68 胡壯麟、朱永生、張德祿、李戰子等人（2005）指出主位推進模式中的階梯型，即後一個句

子的主位是前一個句子的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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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語意表達方面 

句子是語言運用的基本單位。在與人溝通時，對話者對句子最基本的期望便

是語言的可理解性，圍繞著可理解性，語言的各種規則才得以建立。69在語言中

的詞語運用、成分搭配、結構關係、結構層次，大都反應思維的邏輯性，因此說

話、寫作時必須將語意清楚明確地表達出來，若語意的思維邏輯混亂就會產生病

句。 

 

3.4.1 歧義 

多義則是詞語的普遍性質，但歧義卻是一種語病。一種語言的表達形式是有

限的，而人們所要表達的意義則無限的，以有限的形式包含無限的內容,就必然

會出現一形多義現象。在漢語中，多義詞、多義片語大量存在是正常的現象。但

多義詞、多義片語常只在孤獨的情況下才具有多義性，一旦進入句子則通常只能

表達一種意義。否則語言就無法準確地傳遞訊息了。如果在具體的語境中，一種

語言形式仍可以表示多種意義，那麼就犯了歧義的錯誤。語言運用中出現歧義錯

誤，多與成分殘缺、多餘或用詞不當有關。70   

 

○1 ＊舅舅的胃長瘤全部拿掉。（01-18-05） 

這句話呈現了兩種意思：1.「舅舅的胃長瘤，所以胃全部拿掉」；2.「舅舅的胃長

瘤，所以把瘤全部拿掉」。依句意，應是第 2 句較適宜。 

○2 ＊爸爸和媽媽的朋友都來參加趣味競賽。 (運動會，03-06-01) 

此句會因「爸爸和媽媽的朋友」是聯合或是偏正的關係，而有不同的解釋。按聯

合關係來切分，意思是：媽媽的朋友和爸爸；按偏正關係來的切分，意思是：爸

爸和媽媽兩個人的朋友。 

 
                                                 
69 譚曉雲、趙曉紅（2005：70）。 
70 李美萍（2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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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喜歡吃的水果是鳳梨釋迦。（04-16-01） 

此句有兩種意思：1.如果將鳳梨釋迦是為聯合關係，句意就會變成我喜歡吃鳳梨

和釋迦；2.若將鳳梨釋迦是為偏正關係，句意就會變成我喜歡吃鳳梨釋迦這種水

果。所以在陳述句子時應更明確表達。 

 

3.4.2 句意費解 

呂叔湘、朱德熙（1979）認為：話說得不明不白，要人家猜測，就叫做「費

解」。形成費解的原因有三種：1.因作者能力不足或由於疏忽，造成句子中的詞

語選用不恰當或結構不正確。2.因作者故作高深，弄得讀者對作者所欲表達的意

思摸不著頭緒。71 

 

○1 ＊熱水剛剛好。72（02-09-01） 

因為句子苟簡，無法完整表達句意。所以我們無法從此句中，得知符合作者的要

求的是熱水的溫度還是份量。 

○2 ＊我長大要當一位醫生，因為醫生會讓我們生病的人照顧有病的人。 

（我長大了，01-01-03） 

此句句意不明。醫生是能讓生病的人早日康復的人。醫生能照顧有病的人。但此

句所呈現的意思卻是要生病的人照顧有病的人，在句意上明顯表達錯誤，可刪除

不必要的字詞，可改成「我長大要當一位醫生，因為醫生會照顧有病的人。」 

○3 ＊弟弟的哭聲比小狗還要大。（01-05-03） 

Fillmore 在「格變語法」（case grammar）中提出「對比的原則」（principle of contrast），

規定非同樣的「格」不得比較。73如：＊今天比屋裡熱。「今天」是指時間，而「屋

裡」是指空間，「今天」與「屋裡」不是同樣的「格」，所以不得比較。「弟弟的

哭聲比小狗還要大。」中「弟弟的哭聲」是指聲音，「小狗」是動物，兩者不屬

                                                 
71 呂叔湘、朱德熙（1952/2002：176-180）。 
72 此句亦屬於主謂搭配不當的錯誤。 
73 湯廷池（1979b：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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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範疇，不能作比較。可以把「小狗」改成「小狗的叫聲」，讓此句成為聲

音大小的比較。此句可改成「弟弟的哭聲比小狗的叫聲還要大。」 

 

3.4.3 概念運用不當 

詞語一般反應概念，而概念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概括認識。74運用詞語時，

若無準確掌握概念與概念之間的關聯，就容易產生錯誤。國小低年級學童容易錯

誤運用「屬種概念」。 

 

所謂「屬種關係」中，屬概念是外延大的，能把種概念的全部外延包容進去

的上位概念；而種概念是外延小的，屬概念下的一個小類或一個分子，是下位概

念。75若在語言運用上將屬概念與種概念的詞語組合在一起，構成並列關係，就

會形成病句。 

 

○1 ＊春天來了，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真快樂。（春天來了，02-01-02） 

句中的人和小朋友是屬於屬種關係，小朋友是種概念，全部外延包含於人這個屬

概念。此句犯了屬種概念錯誤並列，因此判定為病句。 

○2 ＊
在表哥家，有玩具，還有娃娃，玩得很快樂。

76
（假日生活，02-02-01） 

如上句，句中的娃娃和玩具是屬於屬種關係，娃娃是種概念，全部外延包含於玩

具這個屬概念。此句也犯了屬種概念錯誤並列，因此判定為病句。 

○3 ＊我吃到了棉花糖、餅乾還有糖果。（03-09-01） 

棉花糖屬於糖果的一種，此句犯了屬種概念錯誤並列，應把糖果改成其他種類的

糖果名，或改成「我吃到了棉花糖、餅乾，還有許多其它的糖果。」 

○4 ＊冰箱裡有棉花糖還有糖果。（01-15-03） 

棉花糖屬於糖果的一種，所以此句也是犯了屬種概念錯誤並列，改法與上句相同。 

                                                 
74 莊文中（1999：32）。 
75 韋世林（2000：76）。 
76 此句與屬於主語殘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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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老師帶我們去看繁星花，他看起來像美麗的小花。（賞花記，01-10-03） 

「繁星花」是花的一種，但此句使用譬喻法時，卻採用「美麗的小花」當作喻體，

明顯犯了屬種概念不分的錯誤。此句可改成「老師帶我們去看繁星花，那種花看

起來像美麗的星星。」 

○6 ＊我放假的時候跟他玩遊戲跳舞帶出去玩。77（我最喜歡的寵物，02-12-01） 

小孩子的遊戲中可能就包含了唱歌、跳舞等活動，因並列結構在語意上必須屬於

同一範疇，但「玩遊戲」與「跳舞」是屬於屬種的上下義關係，所以不宜以並列

關係呈現。另外，以事件是否發生而言，此句的「跟他玩遊戲」表示已經發生，

但「出去+動詞」，一般用於未實現、未發生的動作，例如：「我出去吃一下飯」

這一句「吃一下飯」就是為實現的動作。所以以事件的發生點為標準的話，「玩

遊戲」、「帶出去玩」此兩分句也不適合處理為並列關係。最後「出去玩」與「玩

遊戲」中的「玩」重複出現，這樣容易造成意義上的衝突，因為既然已經在玩遊

戲了，又怎麼會出去玩呢？這一整個句子的事件沒有遵循並列條件，因此列為病

句。 

 

3.4.4 判斷不恰當 

多重否定，造成意思相反 

＊這顆糖果很好吃，沒有一個小朋友不會不喜歡。（耶誕舞會，04-04-01） 

此句由於連用了三個否定詞，把本來是肯定的意思變成否定了，應改成「這顆糖

果很好吃，沒有一個小朋友會不喜歡。」 

 

3.4.5 不合邏輯 

○1 ＊他常常去公園玩，所以他很喜歡運動。（02-13-02） 

此例原因和結果之間沒有絕對的邏輯關係，無法從前提「常常去公園玩」推論出

                                                 
77 此句也屬於賓語殘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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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喜歡運動」，所以此句推理無效。 

○2 ＊我長大了，我可以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就可以跟老師一樣漂亮。（我長大了，

01-19-04) 

「教小朋友唱歌跳舞」並不是造成「跟老師一樣漂亮」的原因，所以兩者並不能

構成因果關係，此句可改成「我長大了，我就可以跟老師一樣教小朋友唱歌跳舞。」 

○3 ＊大象的腳很大，因為他很重。（我最喜歡的動物，01-05-04） 

大象的腳很大和體重很重之間並不能構成必然的因果關係，所以此句為病句。 

○4 ＊如果發生火災就會失火。（03-16-02） 

發生火災和失火的意思相同，所以不能夠成因果關係。相同地也是病句。 

○5 ＊
因為媽媽還沒回來，我就肚子餓了。（01-02-07） 

「就」與因為（只要、既然、如果、為了等）做搭配時，其具有承接上文、得出

結論的功能78，如：「因為外面下大雨，我們就進去屋裡躲雨吧！」。但在此句中

「媽媽還沒回來」不是「肚子餓」的原因。「肚子餓」的原因應是沒有人煮飯，

又沒有東西可以吃，才會肚子餓。此句可以改成「因為媽媽還沒回來，沒有人煮

飯，也沒有東西可以吃，所以我肚子好餓。」 

○6 ＊我喜歡愛護動物因為不要傷害動物，因為會很可憐。（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6） 

「因為」是表示因果關係的連詞，「因為」說明原因，後一分句表示結果，常與

「所以」、「就」、「只好」等連接。79在此句中說明因為愛護動物，所以我們才不

會做出傷害牠們的行為。故「愛護動物」是原因，「不做出傷害動物的行為」是

結果。但此句卻把因果倒置，造成錯誤。此外「會很可憐」這一分句應是「傷害

動物」所造成的結果，此處也是因果關係應用的不恰當。此句可改成「我喜歡愛

護動物，所以我不要傷害動物。因為傷害牠們，牠們會很可憐。」 

 

                                                 
78 呂叔湘主編（1999：317）。  
79 劉月華、胡文娛、故韡（20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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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貓咪原來是喜歡母貓的。（我最喜歡的寵物，02-08-02） 

貓咪可分成公貓和母貓。所以此句句意為：原來不論母貓或公貓都是喜歡母貓

的。但事實並不一定如此，因此此句列入病句。 

○8 ＊天氣好冷，因為好不舒服。（下雨天，01-09-03） 

此句因果不分。因為不舒服並不是導致天氣好冷的原因。反而應該是「天氣好冷」

為因，「作者不舒服」為果。此句應改成「因為天氣好冷，所以我很不舒服。」 

○9 ＊我們全家去玩水，爸爸和哥哥還有我也跟他們去玩水，媽媽在下面看著我們

三個玩。80（01-14-07） 

第一分句中陳述「我們全家去玩水」，但第三分句又說「媽媽在下面看著我們三

個玩。」，表示媽媽沒有玩水，依此推論，媽媽就不屬於他們家的一份子。這明

顯不合邏輯。可將第三分句改成「媽媽游泳完，在下面看著我們三個玩。」 

○10 ＊後來我們全班同學就去跑接力賽，結果我們全班都第一名，很開心。（運動會，

03-19-03） 

「接力賽」的冠軍只有一個，但分句「結果我們全班都第一名」卻顯示每個同學

都得到第一名，表示第一名不止一個，明顯不合邏輯，此句可改成「後來我們全

班同學就去跑接力賽，結果我們得了第一名，很開心。」 

○11 ＊當要期末考的時候我非常的緊張結果，兩張考卷的成績都滿意。（期末考的心

情，03-20-04） 

此句中所陳述的「結果」應是「緊張」所造成的。緊張常會導致不好的結果，所

以此句中「緊張」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不調。但如果作者需表述的是考試

的結果，可採用表示轉折關係的連詞「雖然……但是（可是）……」。可改成「期

末考的時候，雖然我非常的緊張，但是兩張考卷的成績都令我滿意。」 

 

 

                                                 
80 此句亦屬於句型雜糅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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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語意重覆 

○1 ＊進行接力賽，我們輸給甲班，結果還是乙班輸了。（運動會，04-02-05） 

作者是乙班同學，所以上句中「我們輸給甲班」和「結果還是乙班輸了」所要呈

現的意思是相同的，因此造成語意重覆的情形，所以可擇一刪除。 

○2 ＊下雨的時候，天上會下雨。（下雨天，01-10-05） 

表示時間副詞的「下雨的時候」與謂語「會下雨」，此兩者所陳述的事件皆為「下

雨」，因此造成語意重覆，形成病句。 

 

3.4.7 綜合討論 

分析低年級學童在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並依其錯誤加以分類後，發現共可

分成歧義（3 例）、句意費解（3 例）、概念運用不當（5 例）、判斷不恰當（1 例）、

不合邏輯（11 例）與語意重覆（2 例）等六類。其中又以「不合邏輯」類型錯誤

的次數最多。 

  

從分析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可得知：1.學童對「屬種關係」的掌握並不佳，

如：＊春天來了，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真快樂。（春天來了，02-01-02）

這一句中的「人」與「小朋友」屬於並列關係，就是未掌握「屬種關係」，所造

成的錯誤。2.因果關係使用不當。學生所寫出的結果，並非由所寫的原因所造成。

如：＊天氣好冷，因為好不舒服。（下雨天，01-09-03），明顯地，在此句中「天

氣好冷」並非由「好不舒服」所造成，因此歸為不合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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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建議 

4.1 前言 

本研究透過分析國小低年級學童作文中的病句，歸納出其在作文中經常出現

的錯誤類型，以瞭解低年級學童運用語文時容易犯的錯誤，並以此作為教師改進

語文教學或進行補救教學的參考。本章將總結前文所述，首先呈現低年級學童作

文中詞語運用、句子結構與語意表達等方面病句類型的次數及排序情形，並針對

學童的語誤現象加以說明解釋。接著將本研究所得的病句結果與孟建安（2000）

《漢語病句修辭》中的分類進行比較，以發現台灣國小低年級學童病句的特點。

再者提出教學上的建議，最後對未來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4.2 結果分析 

本研究取得95學年度台東縣復興國民小學低年級學童486篇作文，透過錯誤

分析，將取得之病句語料分為詞語運用方面、句子結構方面與語意表達方面等三

大類。詞語運用方面的病句包括詞類誤用、用詞不當、生造詞語等三項；句子結

構方面的病句包括成分殘缺不全、搭配不當、成分多餘、語序紊亂、句型雜糅等

五項；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包括歧義、句意費解、概念運用不當、判斷不恰當、

不合邏輯和語意重複等六項。本研究第三章已分析學童的各類病句錯誤並加以修

正，本章將就學童作文中各類病句的出現次數，提出統計結果並加以說明。 

 

以下就三大類14項病句類型作次數統計，語病出現總次數為226次，各項病

句出現次數與排序統計結果如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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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國小低年級學童各病句類型次數及排序總表Ⅰ 

    

  

 

 

 

 

 

 

  

 

 

 

 

 

 

 

 

 

 

 

   

 

 

 

 

病句分類細項 次數 
各細項次數

排序 

三方面病句

次數排序 

詞類誤用 9 6 

用詞不當 62 1 

生造詞語 6 7 

詞
語 
運
用
方
面 

小計 77  

2 

成分殘缺不全 57 2 

搭配不當 34 3 

成分多餘 13 4 

語序紊亂 10 6 

句型雜糅 9 7 

句

子

結

構

方

面 
小計 123  

1 

歧義 3 9 

句意費解 3 9 

概念運用不當 6 8 

判斷不恰當 1 11 

不合邏輯 11 5 

語意重覆 2 10 

語

意

表

達

方

面 

小計 26  

3 

總和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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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1，可得知： 

1. 國小低年級學童在詞語運用方面、句子結構方面及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以

「句子結構方面」的病句出現次數最多，共出現123次，佔總次數的54.44％。

其次為「詞語運用方面」的病句，出現77次，佔總次數的34.07％；而「語

意表達方面」的病句最少，出現了26次，佔總次數的11.50％。 

 

2. 以病句類型的各細項次數排序而言，「用詞不當」共出現62次，為最多。「成

分殘缺不全」出現57次，排名第2。「搭配不當」出現34次，位居第3。此三

項病句的次數占總次數的67.69%，亦即低年級學童作文中出現的病句，超過

半數以上與用詞不當、搭配不當、成分殘缺不全的錯誤有關。 

 
以下分別就三大類中出現次數較多的細項及其成因做說明： 

1. 以詞語運用方面的病句而言，「用詞不當」出現的次數最多。其原因可分成

下列三種： 

（1）實詞方面可能與學童的詞彙量少、對詞彙的詞義不夠熟悉有關。 

低年級學童在書寫時，僅能在有限的詞彙中找尋可用的詞語，過程中

容易因對詞義不甚瞭解，或選用不恰當的詞語代替原本想寫又臨時想不出

的詞而造成錯誤。 

（2）虛詞方面可能與未熟悉詞語用法有關。 

本研究中，低年級學童常會錯誤地使用「量詞」及連詞中的「和」字。

這顯示學童可能對此詞語的用法並不熟悉，宜增加該詞語運用方面的知識。 

（3）受方言詞素影響而造成錯誤。 

本研究中，低年級學童寫作時有些會受方言使用習慣影響而誤用

「用」、「有」等字或其他詞語而造成錯誤。 

 

2. 以句子結構方面的病句而言，「成分殘缺不全」出現的次數最多，其次為「搭

配不當」。此兩類出現次數過多，是造成「句子結構方面」的病句為三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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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的原因。這也顯示低年級學童對於構成句子結構不甚瞭解，對句子成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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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語意表達方面的病句中，「不合邏輯」出現的次數最多，這顯示學生的邏輯

並不佳，特別是有關事件的「因果關係」部分。此外，低年級學童在「概念

運用不當」方面的病句出現6例，這也顯示部分學童對於事物的分類範疇掌

握不佳。 

 

因部分句意費解的句子是由於「用詞不當」或「搭配不當」所造成的，

所以研究者已將其分別分至「用詞不當」及「搭配不當」中，僅保留無法用

上述兩項解釋的句子，所以「句意費解」的病句沒有原先預估的多，也因此

使語意表達的病句數目降低。若將「用詞不當」及「搭配不當」的病句數也

納入語意表達方面的話，三方面病句次數的排序將有所變化。語意表達方面

的病句數目會變得與位居第一名的病句數目幾乎不分軒輊。結果如下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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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國小低年級學童各病句類型次數及排序總表Ⅱ 

 

 

 

 

 

 

 

 

 

 

 

 

 

 

 

 

 

 

 

 

 

 

 

 

 

病句分類細項 次數 
各細項次數

排序 

三方面病句

次數排序 

詞類誤用 9 6 

用詞不當 62 2 

生造詞語 6 7 

詞
語 
運
用
方
面 

小計 77  

3 

成分殘缺不全 57 3 

搭配不當 34 4 

成分多餘 13 5 

語序紊亂 10 6 

句型雜糅 9 7 

句

子

結

構

方

面 
小計 123  

1 

歧義 3 9 

句意費解 99 1 

概念運用不當 6 8 

判斷不恰當 1 11 

不合邏輯 11 5 

語意重覆 2 10 

語

意

表

達

方

面 

小計 1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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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與研究成人語誤的專書比較 

    本研究依據孟建安（2000）在《漢語病句修辭》中的分類進行歸納分析。將

研究所得的結果與此書相比較後，發現台灣國小低年級學童的病句有以下幾個特

點： 

 

1. 違反「和」字的用法 

「和」這個連詞所連接的成分必須在語意上屬於同範疇、句法上要求同一

詞類或詞組。對成人而言使用頻率非常的高，而且鮮少會出現錯誤的用法。

但在本研究中，低年級學童在「和」字的使用上卻出現了 3 例病句，如：＊

海洋公園裡有很多人和海豚在表演。（01-11-04）此句中，「和」連接「很多

人」及「海豚在表演」，「很多人」為名詞組，而「海豚在表演」是動詞組，

兩者的結構與類別並不相同，不適合用「和」字做連接。從此可以看出，部

分低年級學童對連詞「和」的用法並不熟悉，也可能是不太會區分名詞組及

動詞組的差別，也就是不太瞭解詞類範疇的不同。 

 

2. 並列的誤用 

構成並列的條件要點有二：1.詞類範疇相同，2.詞義要能配合。低年級學

童「和」字的誤用與語意表達方面中「概念運用不當」此項病句皆屬於並列

的誤用。其錯誤原因在於：學童無法正確辨識名詞組與動詞組，以致名詞與

動詞會被錯誤地並列。另外，則是在陳述多種事或物時，一個句子中會同時

出現屬概念與種概念，如：＊春天來了，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真快

樂。（春天來了，02-01-02）此句中，小朋友是種概念，全部外延包含於人這

個屬概念之中。研究中，低年級學童有 3 次誤用「和」字的例子，還犯了 6

次屬種概念錯誤並列的錯誤。從並列的誤用情形可顯示出：低年級學童對事

物的關係掌握得尚不精確，所以分類上也較容易出現錯誤。低年級學童病句

中並列的誤用這種情形不在少數，值得教學者注意，並設計練習來協助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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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3. 違反「順向刪略」的原則而造成賓語多餘 

＊我姑姑買了香蕉給猴子吃香蕉。（我最喜歡的寵物，02-16-01）這一句

屬於「賓語多餘」的病句。這一種病句總共出現 3 例，這種情形不只在孟建

安（2000）中未出現，甚至在所有的參考書籍也皆無發現。一般人說話、寫

作時，皆會盡量省略重複的詞或句子，但在此類病句中，學童卻未省略出現

過的賓語，這表示學童的「順向刪略」的能力仍不足。也可能是漢語的特殊

句式「目的子句」的掌握尚未熟練。宜多加強學童在不影響句意的前提下，

刪除句子或文章中重複出現的詞句的能力，來讓學童的文章能顯得更簡潔。 

 

4. 定語出現於中心語之後 

定語一般應置於中心語之前，主要用來修飾中心語。但在本研究中出現

3 例「定語出現於中心語之後」的病句，顯示低年級學童對定語與中心語的

語序關係仍不熟悉。如：＊我的寵物是一隻臘腸狗叫小紅。（我最喜歡的寵物，

02-17-02）「叫小紅」所指的是「寵物的名字」，無法與主語「我的寵物」做

搭配，此處應將其移至「臘腸狗」之前，當作修飾且限制中心語「臘腸狗」

的定語。由於學童將定語與中心語的語序錯置，容易影響句子其他成分的搭

配和句意的表達，所以應引導學生重新檢視句子，使主語與中心語能互相搭

配，並使定語能確實達到修飾中心語的效果。 

 

4.4 教學建議 

1. 詞語教學不只限於詞義的解釋，應擴展至「詞類」與「詞用」方面的教導。 

教師在進行低年級生字教學時，一般會先著重於字形、字音的認識，再

就字義做解釋及造詞練習。但學生一下子面對許多新學的字詞，常無法完全

瞭解該詞語的詞義及用法，所以在使用上就容易產生誤用。湯廷池（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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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曾提出識字用詞教學最重要的兩個原則：（1）必須設法把學生從「被

動的瞭解」引到「主動的運用」；（2）設法使學生從「單字片語的解釋」跨

入「整個句子的運用與整段文意的瞭解」。另外他也強調語文教學不只要著

重詞語語義內涵的解釋，還需加強「詞類」與「詞用」。所以教師需引導學

生利用所學的新詞進行造句，在造句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選出學生的優良句

子，讓學生進行仿作。若遇到錯誤用法時，可以讓學生發表一下對此句的看

法，並說說要如何修改，藉此訓練其語感。 

教師教導低年級學童新的詞語時，可先解釋學童此詞語的意思，再利用

課本裡或教師自行創造的句子作為範例來進行「詞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

說一說範例中具有哪些詞類（低年級的學童對詞類不瞭解，教師可以用「動

作」來代替「動詞」的方式進行說明）或前後分句需具備什麼條件。接著再

進行照樣造句，讓學生能更熟悉詞語的用法。連詞「和」、副詞「也」、介詞

「在」等皆可利用相同方法進行解說。 

2. 利用「照樣造句」，讓學生熟悉句型結構與句法規則。 

        「照樣造句」也可以用於增強低年級學童句型結構方面的運用能力。學

童的國語習作中，常有「照樣造句」此種題型，教師可以藉由講解例句的結

構與所要求的句法規則，並且指導學童依此多加練習。例如「一邊……，一

邊……」這個並列關係的句型，通常運用於描述動作者同時進行兩個動作或

兩件事，所以「一邊」之後會接動賓詞組，如：「我們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東西。」教師在教導此句型時，可詢問學生：「句子中是誰在做這些事？」，

來提醒學生別漏了主詞。如果學生只有寫我們一邊看，一邊吃，可以與學生

討論句子中的述語動詞後可加些什麼賓語，如：「可以看些什麼呢？」、「他

們在吃什麼呢？」來讓敘述更完整。此外也利用錯誤範例來一同討論「一邊」

之後可以只接名詞組嗎？或可以其中一分句接名詞組，另一分句接動賓詞組

嗎？老師透過討論句型結構、句法，可以讓學生更熟悉如何運用句型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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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文章表達形式最豐富。 

3. 指導學生擴寫，來讓句子加長、內容加深加廣。     

        當低年級學童學利用「照樣造句」熟悉句型後，教師可採用 5W1H81的

提問方式就例句進行討論，來指導學童擴寫的方法。再以「我們一邊看電視，

一邊吃東西。」做為例句進行示範，教師在教學時可以詢問學生：「什麼時

間？」、「什麼地點？」、「還有和誰？」、「情況如何？」等問句來提供學生思

考新信息的線索，再將學生所答信息加以組合，如可將例句改成：「昨天晚

上，我們一家人和隔壁的鄰居在客廳裡一邊看電視，一邊吃東西，一同度過

愉快的夜晚。」，在進行「擴寫」的過程中，學生可以檢視句子成分是否殘

缺，將句子不足處補齊後，句子不但會加長，連內容也會跟著加廣。所以「擴

寫」除了可將句子拉長，還可讓所表達的信息更加完整。值得教師多指導學

生練習。 

4. 利用詞語組句和形式組合法82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語序，正確表達語意。 

趙金銘（2006：168）指出詞語組句練習可用來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語

序，教師在設計訓練內容時，可以結合學生在表達上的困難點或學習漢語語

法所遇到的困難點。例如本研究中，低年級學童容易誤置「定語」與「中心

語」的位置，所以教師可設計有關「定語需位在中心語之前」這種類型的詞

組練習。 

詞語組句練習是利用一定的語法手段將詞語按正確的順序組合起來，其

較適用於單句的練習。若需連句成段，就可以使用「形式組合法」來呈現句

與句之間的邏輯語意關係。「形式組合法」即是使用關聯詞來表達句與句之

間的並列關係、轉折關係、因果關係、假設關係、條件關係。若關聯詞的用

法使用得當，就能明確表達語意，連帶著也能加強句子思維的條理性和語言

                                                 
81 5W1H 為 Who、When 、Where、What、What、Why 和 How。 
82 趙金銘（2006：171）指出形式組合法是使用關聯詞來表達句與句之間的邏輯語意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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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貫性。教師可以利用上照樣造句來練習各種「關聯詞」的用法，並鼓勵

學生在文章中運用關聯詞來連接句子。 

5. 鼓勵學童廣泛閱讀來累積豐富的知識，以增加文章內容的可看性。 

錡寶香（1998）在其研究中指出每個星期或每個月固定閱讀課外書籍的

學童的語意、語法能力顯著優於沒有閱讀課外書籍習慣的學生。這可以顯示

出廣泛地閱讀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寫作能力。廣泛地閱讀可累積豐富的知識背

景，有助於促進新知識的領悟，使得學生在學習歷程中能觸類旁通、舉一反

三。低年級學童所知道的知識背景較不足，文章內容就較限於平鋪直述自身

的經驗、想法。透過閱讀，學生除了可以從中習得新詞彙，還可以藉由欣賞

作者如何描述事物、陳述情感，從中學習他人寫作的優點。透過閱讀，學生

無形中吸收各式各樣的知識，這些知識將可以運用於寫作內容中，以增加文

章內容的可看性。老師可鼓勵學生多閱讀，並依學生年齡推薦適宜的書籍，

培養學生閱讀的興趣。 

 

4.5 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1. 宜從水平與垂直的方向擴展病句收集與研究。 

目前對病句的研究，不管是成人、學童還是第二語言，仍然太少，無法

建構出完整的脈絡。期許對病句有興趣的研究者們能擴展研究範圍，讓病句

研究的語料收集能向上、向下垂直延伸。往後可綜合所得語料結果，歸納出

各學習階段病句類型的變化。 

病句語料的收集不只需以垂直方向延伸，也需水平方向擴展。本研究在

附錄一中列出每個學生的基本資料，期許對病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就基本資

料中的類別加以分析，歸納病句類型次數多寡的改變。其中值得探討的是不

同「族別」的學生其母語對學習國語的影響。鼓勵處於某原住民部落或客家

村等族群中的老師、研究者們收集該族群學生作文中的病句加以研究，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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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的母語對學習國語是否造成困難，學生又會因此容易犯何種錯誤。

除此以外，也可比較不同族群間各病句類型的差異。 

2. 利用病句分析結果，進行教材、教學的改進。 

從病句的類型中，可看出某種詞語的運用或某種句型的結構，對某個學

習階段是具有難度的，若有一系列有系統、有脈絡的病句研究，研究者就可

藉此將學習教材分級、分類，並進行實驗教學，再從教學中改進缺失，以設

計出符合不同學習階段需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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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學童個人基本資料 

學生代號 性別 平常在家使用的語言 

班級-座號 男生 1 女生 2 
族別 

第一使用 第二使用 
家長的社經背景

01-01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1-02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1-03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1-04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1-05 1 阿美 國語 無 工 

01-06 1 阿美 國語 無 工 

01-07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01-08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01-09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1-10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1-11 1 卑南 國語 無 工 

01-12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缺號      

01-14 1 阿美 國語 無 商 

01-15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1-16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1-17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1-18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01-19 2 卑南 國語 無 公 

01-20 2 外省 國語 閩南 公 

01-21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2-01 1 阿美 國語 無 工 

02-02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02-03 1 外省 國語 閩南 商 

缺號      

02-05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06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07 1 客家 國語 阿美 農 

02-08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09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10 1 魯凱 國語 閩南 公 

02-11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12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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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3 1 阿美 國語 無 工 

02-14 1 外省 國語 無 工 

02-15 1 阿美 國語 無 公 

02-16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2-17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2-18 2 排灣 國語 無 工 

02-19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缺號      

02-21 1 外省 國語 無 工 

03-01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02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03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04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缺號      

03-06 1 排灣 國語 無 商 

03-07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3-08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3-09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0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1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2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3 2 閩南 國語 閩南 軍 

03-14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5 2 布農 國語 無 公 

03-16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3-17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18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3-19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3-20 2 客家 國語 客家 教 

03-21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3-22 2 阿美 國語 阿美 工 

缺號      

04-02 1 泰雅 國語 無 軍 

04-03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4-04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缺號      

04-06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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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08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4-09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10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4-11 1 閩南 國語 閩南 公 

04-12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13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14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4-15 2 阿美 國語 無 工 

04-16 2 卑南 國語 無 公 

04-17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18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工 

04-19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20 2 閩南 國語 閩南 商 

04-21 2 阿美 國語 無 商 

04-22 2 客家 國語 客家 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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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學童病句語料 

學生代號 

班級-座號 
病句 

＊花園裡有朱槿紅色的花。（賞花記，01-01-01） 
＊老師像一般天使美麗。（01-01-02） 

01-01 
＊我長大要當一位醫生，因為醫生會讓我們生病的人照顧有病的人。 

（我長大了，01-01-03） 

＊要被選上要靠幸運。01-02-01 
＊我生病了，媽媽會拿藥給我吃藥。（我的媽媽，01-02-02） 

＊我們兩個就像兩個好朋友一樣親密。（01-02-03） 

＊我看到了天空中慢慢的都是烏雲。（下雨天，01-02-04） 

＊我看到煙火，看到八家將拿著一把刀，花燈，寒單爺。（元宵節的夜

晚，01-02-05） 

＊看到大人放煙火，好多人，看到煙火放在天空上好漂亮。（元宵節的

夜晚，01-02-06） 

01-02 

＊因為媽媽還沒回來，我就肚子餓了。（01-02-07） 

＊過馬路時要注意上下的車子。（01-03-01） 

＊媽媽的形狀高高的又胖胖的。（我的媽媽，01-03-02） 01-03 

＊我們大家全部的人一起去玩。（01-03-03） 

＊媽媽辛苦我長大了想幫媽媽掃地洗碗。（我長大了，01-04-01） 
＊他就像小天使。（01-04-02） 

＊小白兔很像棉花。（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3） 

＊老虎跑得很快，沒有人抓住他。（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4） 

＊我們要對待動物，不要欺負他。（我最喜歡的動物， 01-04-05） 

＊謝謝媽媽照顧我自己。（我的媽媽，01-04-06） 

01-04 

＊
我喜歡愛護動物因為不要傷害動物，因為會很可憐。（我最喜歡的動

物， 01-04-06） 

01-05 

＊你知道妹妹怎麼成長的嗎？（01-05-01） 
＊
我們家前後左右都有左鄰右舍。（01-05-02） 

＊弟弟的哭聲比小狗還要大。（01-05-03） 
＊大象的腳很大，因為他很重。（我最喜歡的動物，01-05-04） 
＊我拿著雨傘去家裡附近買東西。（下雨天，01-05-05） 

01-06 

＊我的影子好高。（01-06-01） 
＊我看到了一朵很漂亮的植物。（賞花記， 01-06-02） 

01-07 
＊到家喝杯熱騰騰的薑茶保暖身體。（0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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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我長大後，我要當校長，因為當校長可以在台上廣播。（我長大了，

01-07-02） 
＊我想要當一位飛機的司機（我長大了，01-07-03） 
＊希望家裡可以種那麼多漂亮的花每天心情都會很好。（賞花記，

01-07-04） 
＊老虎的身體很強壯又很兇。（我最喜歡的動物，01-07-05） 
＊小兔子的耳朵像白蘿蔔還會跳躍。（我最喜歡的動物，01-07-06） 

01-08 

＊太晚起床會來不及早餐。（01-08-01） 
＊老師帶我們到校園去賞花，看到非洲鳳仙花、矮仙丹、蝴蝶蘭和朱

槿。（賞花記， 01-08-02） 
＊你的身材好靈活又健康。（01-08-03） 
＊朱槿的顏色像喇叭。（賞花記，01-08-04） 
＊蜜蜂採蜜真好喝。（賞花記，01-08-05） 

01-09 

＊下雨的時候，天氣好冷又好滑。（01-09-01） 
＊獅子的牙齒好堅固好像會咬人。（01-09-02） 
＊天氣好冷，因為好不舒服。（下雨天，01-09-03） 
＊有時候，我生病了，媽媽都會給我吃藥，有時候，我肚子餓了，媽

媽也會給我煮東西吃。（我的媽媽，01-09-04） 

01-10 

＊我就像你。（01-10-01） 
＊葉子上有一隻走路的毛毛蟲。（01-10-02） 
＊老師帶我們去看繁星花，他看起來像美麗的小花。（賞花記，

01-10-03） 
＊我還有跟媽媽還有跟我的姊姊還有我去麥當勞吃東西。（01-10-04）
＊下雨的時候，天上會下雨。（下雨天，01-10-05） 

01-11 

＊獅子的頭髮很多。（我喜歡的動物，01-11-01） 
＊老師帶我們去吃桑椹，吃起來酸酸的，他的顏色是黑色。（賞花記，

01-11-02） 
＊我們去玩了推草和森林浴。（戶外教學，01-11-03） 
＊我們就到牧場看乳牛，而且還拿草餵牠。（戶外教學，01-11-03） 
＊海洋公園裡有很多人和海豚在表演。（01-11-04） 

01-12 

＊眼鏡蛇的身體長長的像一根木棍，他的特徵就是吃老鼠。（我喜歡的

動物，01-12-01） 
＊我看到舞龍舞獅在表演。（元宵節的夜晚，01-12-02） 
＊我們坐下來椅子。（元宵節的夜晚，01-12-03） 

缺號  

 

01-14 

 

＊我在公園發現一個電動。（01-14-01） 
＊大人在講話，小人不要插嘴。（01-14-02） 
＊斑馬他身上的條紋可愛。（我喜歡的動物， 01-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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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哥哥就像老師教我。（01-14-04） 
＊一個×××（人名）都沒有找到。（01-14-05） 
＊下雨的時候，天空中都是烏雲滿滿都是水。（下雨天，01-14-06） 
＊我們全家去玩水，爸爸和哥哥還有我也跟他們去玩水，媽媽在下面

看著我們三個玩。（01-14-07） 

01-15 

＊爸爸想不到方式叫狗出去。（01-15-01） 
＊媽媽就像一朵荷花。（01-15-02） 
＊冰箱裡有棉花糖還有糖果。（01-15-03） 
＊我看到舞龍舞獅，我還看八家將，還看到煙火，還看到寒單爺，還

看到神轎。（元宵節的夜晚，01-15-04） 

01-16 

＊下雨的時候，街上會有很多人穿著雨衣拿著雨傘。（下雨天，

01-16-01） 
＊
村子裡家家戶戶都辦桌請客。（01-16-02） 

01-17 

＊雨打上車子上就會滴滴答答的聲音好好玩喔！（下雨天，01-17-01）
＊開始下雨了，打雷的聲音就覺得很可怕。（下雨天，01-17-02） 

01-18 

＊我高興的想要馬上告訴哥哥。（01-18-01） 
＊她就像我的妹妹。（01-18-02） 
＊海狗的嘴巴像手。（我最喜歡的動物， 01-18-03） 
＊我喜歡長頸鹿脖子長長的可以吃到樹葉。（我最喜歡的動物， 

01-18-04） 
＊舅舅的胃長瘤全部拿掉。（01-18-05） 
＊我們在盪鞦韆裡玩。（01-18-06） 
＊我看到有水龍頭的花車，還有一隻大猪的車子，真好玩。(元宵節夜

晚，01-18-07) 
＊阿嬤一邊耳朵沒聽見，所以我們和阿嬤說話要很大聲才能聽得見。

（01-18-08） 
＊我們的涼鞋太小了，因此媽媽買給我一雙新的涼鞋很漂亮。

（01-18-09） 

01-19 

＊我看到煙火和八家將在跳舞。(元宵節夜晚，01-19-01) 
＊我聽到咚咚鏘的聲音，我也聽到鑼鼓的聲音。(元宵節夜晚，

01-19-02) 
＊有一隻獅子長得很英猛。（我喜歡的動物，01-19-03） 
＊我長大了，我可以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就可以跟老師一樣漂亮。 

（我長大了，01-19-04) 
＊我站在門口看見走路的人，快快的走路，躲在屋簷下，也有人騎著

腳踏車，很快的從我的面前騎過去。（下雨天，01-19-05) 

01-20 

＊我星期六到地中海水族館。（01-20-01） 
＊他就像花朵。（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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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不把插頭拔起來會燒火。（01-21-01） 
＊公園裡有很多大樹，空氣很好，我感覺很舒服。（01-21-02） 

02-01 

＊蜜蜂在採花蜜，蝴蝶在花園裡跳舞，真快樂。（春天來了，02-01-01）
＊春天來了，人在唱歌，小朋友在外面活動，真快樂。（春天來了，

02-01-02） 
＊如果我沒有他的時候，我會很難過。（我最喜歡的寵物，02-01-03）

02-02 

＊在表哥家，有玩具，還有娃娃，玩得很快樂。（假日生活，02-02-01）
＊過年那個禮拜，爸爸都帶我和妹妹去表哥家玩。（假日生活，

02-02-02） 

02-03 
＊樹上落下一枝葉子。（02-03-01） 

缺號  

02-05 

＊姊姊戴著一雙漂亮的襪子。（02-05-01） 
＊牠還會特技站起來，逗得我哈哈大笑。（我最喜歡的寵物，02-05-01）

02-06 
＊老師教我們一定要演一個戲。（02-06-01） 

02-07 

＊他的名字叫阿冰，很強壯，寵物店裡買來養的狗。（我最喜歡的寵物，

02-07-01） 
＊在百貨公司，很多人有很多汽車很熱鬧。（假日生活，02-07-02） 

02-08 

＊小貓咪好可愛，我把你養到我家吧！（我最喜歡的寵物，02-08-01）
＊貓咪原來是喜歡母貓的。（我最喜歡的寵物，02-08-02） 
＊我不知道沒有了他我不知道要跟誰玩。（我最喜歡的寵物 ，

02-08-03） 

02-09 
＊熱水剛剛好。（02-09-01） 

02-10 

＊我真的想養一隻無尾熊，我要跟他做朋友，我要帶他出去玩，我要

給他吃油利菜。（我最喜歡的寵物，02-10-01） 
＊春天來了，蝴蝶到處飛舞，蜜蜂忙著採花蜜，真熱鬧。（春天來了，

02-10-02） 
＊春天來了，大樹發芽了，小花開了，各式各樣的顏色。（春天來了，

02-10-03） 
＊阿ㄇㄚˋ帶我和哥哥和弟弟去體育場。（假日生活，02-10-04） 
＊我希望還再來。（假日生活，02-10-05） 

02-11 

＊我放假的時候跟他玩遊戲跳舞帶出去玩。（我最喜歡的寵物，

02-11-01） 

02-12 
＊我姊姊喜歡看白雪公主。（02-12-01） 

02-13 

＊我們兩個就像好朋友。(02-13-01) 
＊他常常去公園玩，所以他很喜歡運動。(02-13-02) 

02-14 
＊好朋友是友情。(02-14-01) 

02-15 
＊下雨的時候，天空都暗暗的，雲都擠滿了，有時候會打雷。(02-15-01)

02-16 
＊我有一個小貓。（02-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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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 
＊我姑姑買了香蕉給猴子吃香蕉。（我最喜歡的寵物，02-16-01） 

02-17 

＊上個禮拜日出太陽，爸爸帶我去台中。（假日生活，02-17-01） 
＊我的寵物是一隻臘腸狗叫小紅。（我最喜歡的寵物，02-17-02） 

02-18 
＊獅子的牙齒好尖，看起來很恐怕。（02-18-01） 

02-19 
＊我媽媽的個性剛剛好（我的媽媽，02-19-01） 

缺號  

02-21 
＊蝴蝶媽媽出去找花蜜給小寶寶吃花蜜。（春天來了，02-21-01） 

03-01 
＊寒假快到了我好開心，我計畫要游泳。（寒假計畫，03-01-01） 

03-02 
＊下大雨的時候大人都撐雨傘都不一樣。（下雨天，03-02-01） 
＊今天是一年的里校運動會。（運動會，03-03-01） 
＊有一天我的牙齒在痛媽媽帶我去看牙齒我就不痛了。（03-03-02） 

03-03 

＊老師說我們進去就開始卡拉 OK（耶誕舞會，03-03-03） 

＊綠豆長出了新芽。（03-04-01） 
03-04 

＊有的時候我沒做錯事情哥哥就打我。（03-04-02） 

缺號  

03-06 
＊爸爸和媽媽的朋友都來參加趣味競賽。 (運動會，03-06-01) 

03-07 
＊我踩著腳踏車出門找朋友玩。(運動會，03-07-01) 

03-08 
＊我家旁邊有一個小巷子。（03-08-01） 
＊我吃到了棉花糖、餅乾還有糖果。（03-09-01） 

03-09 
＊雲朵會變來變去的。（03-09-02） 

＊夏日微風真舒服。（我的假期生活，03-10-01） 
＊升上二年級，我長大了。老師教我寫文章，同學教我盪鞦韆，我認

真學 ，學會了，真有趣。（我長大了，03-10-02） 

＊舞會當中有跳第一支舞，我好害羞。（耶誕舞會，03-10-03） 03-10 

＊學會了控制腳踏車，寒假的時候可以盡情的騎，而且學會了煮稀飯，

就不用請媽媽了。（寒假計畫，03-10-04） 

03-11 
＊她漂漂亮亮地穿衣服，準備去上學。（耶誕舞會，03-11-01） 

03-12 
＊我坐在舒服的沙發上看電視。（03-12-01） 

03-13 
＊我希望學會了跳繩身體一定會很健康。（寒假計畫，03-13-01） 

03-14 
＊我要穿的衣服是藍色的衣服和禮物是小狗。（03-14-01） 

03-15 
＊我有上台領獎，姊姊很高興。（運動會，03-15-01） 
＊我下次還要來參加國王的邀請。（03-16-01） 
＊如果發生火災就會失火。（03-16-02） 

＊外面有許多不同的大自然呢！（快樂的戶外教學，03-16-03） 

＊我又坐著巴士開回去學校了。（快樂的戶外教學，03-16-04） 

03-16 

＊穿著雨衣撐著雨傘臉變的不高興的樣子。（下雨天，0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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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台車衝過來我就車禍。（03-17-01） 
＊我會讀書、電腦，跳繩和寫功課。（我長大了，03-17-02） 
＊今天老師幫我們辦一個舞會。（耶誕舞會，03-17-03） 

03-17 

＊學了畫畫可以參加很多很多比賽，有機會得獎的話，我會很開心。（寒

假計畫，03-17-04） 

＊今天舉辦運動會，每個人都很開心。（運動會，03-18-01） 
＊每個同學都穿的美美帥帥的。（耶誕舞會，03-18-02） 

03-18 
＊後來我們在跳舞，跳完了，我們在聽校長和一些人在講話。（運動會，

03-18-03） 

＊同學有交換禮物又有吃小點心，希望下次還能再辦，很高興。（耶誕

舞會，03-19-01） 
＊今天運動會，我們有跳大會舞，還有大哥哥和大姐姐他們也有表演，

很好看。（運動會，03-19-02） 

＊後來我們全班同學就去跑接力賽，結果我們全班都第一名，很開心。

（運動會，03-19-03） 

03-19 

＊我要穿的衣服的顏色是紅色的衣服。（03-19-04） 

＊同學們變成漂亮的公主、英俊的帥哥，超人、蝙蝠俠也出現了，真

是有趣，大家玩得很開心。（耶誕舞會，03-20-01） 

＊我很早就到學校，過了一個小時後我搭上了巴士後又過了一小時我

們到初鹿牧場。（戶外教學，03-20-01） 

＊我們大家一起去操場集合，有大隊接力雖然，沒有贏可是跑步有盡

力就好。（運動會，03-20-03） 

＊當要期末考的時候我非常的緊張結果，兩張考卷的成績都滿意。（期

末考的心情，03-20-04） 

03-20 

＊我想要搭一個漂亮的南瓜車，在穿上美麗的衣服，在打扮成漂漂亮

亮，在去皇宮裡參加舞會。（耶誕舞會，03-20-05） 

＊大家都很用心在跑步。（運動會，03-21-01） 
03-21 

＊我們有唱歌也有很多好玩得東西。（耶誕舞會，03-21-02）. 

04-01 
＊我們班一起去看落葉，非常漂亮。（戶外教學記，04-01-01） 
＊哥哥好像爸爸，又好像媽媽。(04-02-01) 
＊我們復興國小我是二年乙班也是 2號是健體長。(戶外教學記，

04-02-02) 

＊到了遠足的日子，我們去的地點初鹿牧場。(戶外教學記，04-02-03)
＊要跑 60 公尺競賽，我們跑的時候  得了第四名。(運動會，04-02-04)

04-02 

＊進行接力賽我們輸給甲班結果還是乙班輸了。（運動會，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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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媽媽的稀飯，熱又熱。(04-03-01) 

04-04 

＊這顆糖果很好吃，沒有一個小朋友不會不喜歡。（耶誕舞會，

04-04-01） 

缺號  

＊你把服裝儀容應該整理一下。（04-06-01） 
＊運動會開始了，各年級打扮的各式各樣進場。（運動會，04-06-02）
＊我複習國語和數學，我一直練習評量，還有練習數學習作，希望可

是能有好成績。（期末考的心情，04-06-03） 
04-06 

＊今天我好期待，因為今天老師舉辦耶誕舞會。（耶誕舞會，04-06-04）
＊在山上，我們看到活了很久很久的樹和蝴蝶、蜜蜂還有蜥蜴。（我的

假期，04-07-01） 04-07 

＊哇！今天真是出去玩的好天氣。（戶外教學日記，04-07-02） 

04-08  

04-09 
＊我們坐上公車去初鹿牧場戶外教學。（04-09-01） 

＊班長拿班牌，×××（人名）拿班旗，看起來真是神氣！（運動會，

04-10-01） 
＊這兩天是期末考，我緊張，昨天晚上我都睡不好。（期末考的心情，

04-10-02） 04-10 

＊希望明年我能再參加跑步的話，我一定要拿第一名。（運動會，

04-10-03） 

04-11 

＊爸爸發揮力氣把桌子抬起來。(04-11-01) 
＊我聞到牛的大便、馬的大便。（戶外教學，(04-11-02) 

＊那個人很溫馨地幫我擦藥。（04-12-01 
＊今天天氣很好，是我們戶外教學的日子。（戶外教學日記，04-12-01）
＊我會把一個很特別的衣服給國王。（04-12-03） 04-12 

＊我和他坐一個很舒服的椅子。（04-12-04） 
＊媽媽幫我把頭髮用得很漂亮。（耶誕舞會，04-13-01） 
＊大會也歡笑中結束了（運動會，04-13-02） 

＊我們大家玩得都很快樂又高興。（我的假期，04-13-03） 04-13 

＊我和外婆大家都在這裡烤肉。（我的假期，04-13-04） 

＊我非常喜歡畫畫，因為畫畫對我來說很有興趣。（上畫畫課， 

04-14-01） 04-14 

＊星期六早上，我們學校運動會。（運動會，04-14-02） 

 

04-15 

＊耶誕舞會每個人都穿著漂漂亮亮，每個人都帶著禮物到學校來參加

舞會！（耶誕舞會，0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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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路上姑姑開車回台東走走又停停，一路上姑姑幫我們拍照，一路

回台東了。（我的假期，04-15-02） 
04-15 

＊真希望明天的今天趕快到來！（耶誕舞會，04-15-03） 

＊我喜歡吃的水果是鳳梨釋迦。（04-16-01） 
04-16 

＊我坐在椅子的盪鞦韆。（快樂的假期，04-16-02） 

＊相處了一年的時間，感覺老師既溫柔又嚴格。（感謝師恩，04-17-01）

＊還要在過一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誕節才會再來。（耶誕舞會，

04-17-02） 

＊我們大家吃吃喝喝，西哩嘩啦的說話好開心喔。（耶誕舞會，

04-17-03） 

04-17 

＊我們到初鹿牧場玩，一起糖果、餅乾。（04-17-04） 

＊我準備好了等爸爸用好我們就要去學校。（戶外教學，04-18-01） 
＊媽媽帶我去看醫生，人很多。（期末考的心情，04-18-02） 

04-18 

＊媽媽煮飯的時候沒關火就失火了。（04-18-03） 

04-19 
＊他現在好像需要幫忙嗎？(04-19-01) 

04-20 
＊雖然在功課方面不是很好，我的體育很棒喔！（運動會，04-20-01）

04-21 
＊到了電影院，吃爆米花一邊看電影。（假日生活，04-21-01） 
＊希望下次的耶誕舞會還能再來臨。（耶誕舞會，04-22-01） 

04-22 ＊運動會開始時，六甲、六乙的哥哥有表演舞獅，非常好看。（運動會，

04-2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