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节 单句

学习要求

1.了解句型、句式、句类的分类依据的不同。

2.掌握各类句子的结构特点、语气特点及其
使用条件。

3.认识变式句的种类和语用价值。

4.了解句子变换的方法和作用。



一、句类概说

句子

单句

复句

句型

句类

由短语或词充当的、
有特定的语调、能独
立表达一定的意思的
语言单位。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
义上相关、结构上互
不作句法成分的分句
加上贯通全句的句调
构成的语言单位。

结构类

语气类



二、句型
（一）主谓句

由主语、谓语两个成分构成的单句叫主谓句。

1.动词谓语句

动词性词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叫动词谓语句。

花开了。（无宾） 我们吃苹果。（带宾）

小王去上海买书。（连谓） 学校派老张值班。（兼语）

2.形容词谓语句

形容词性词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叫形容词谓语句。

天气晴朗。 大楼上的霓虹灯亮得刺眼。



3.名词谓语句

名词性词语充当谓语的句子叫名词谓语句。

昨天晴天。 新来的厂长40来岁。

这本书新买的。 这人好大的架子。

名词性词语作谓语一般受以下四种条件限制：

（1）只能是肯定句，不能是否定句；

（2）只能是短句，不能是长句；

（3）只能是口语句式，不能是书面语句式。

（4）限于说明时间、天气、籍贯、年龄、容貌、数量等的

口语短句。



（二）非主谓句

分不出主语和谓语的单句叫非主谓句。

1.动词性非主谓句 由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形成。

下雨了。 着火了。 欢迎光临！ 让他去。

2.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形成。

太美了！快点吧！ 好！ 太贵了。

3.名词性非主谓句 由名词或定中短语形成。

多好的小伙子啊！ 《老人与海》 炊饼！ 小李！

4.叹词句

5.拟声词句

由叹词形成。

由拟声词形成。

啊！ 嗯！ 喂！

哗啦！ 轰隆！ 滴答！



三、几种常见句式 动词谓语句

根据句子的局部特点分出的下位类名。

根据全句特点分出的上位类名。句型

句式
结构

（一）主谓谓语句 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

1.大主语是受事，小主语是施事。全句的语义关系是：
受事‖施事——动作。

这件事‖大家都赞成。

一口水‖他都不喝。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

这个人‖我见过。

这类主谓谓语句中，大多可以通过大主语移位变换成一
般的主谓句。

大家都赞成这件事。

他都不喝一口水。

大家办大家的事情。

我见过这个人。



2.大主语是施事，小主语是受事，全句的语义关系是：
施事‖受事——动作。

他‖什么酒都尝过。

他‖一口水也不喝。

他‖什么都不吃。

大主语跟小主语可以换位，而意义不变。

什么酒他都尝过。

一口水他也不喝。

什么他都不吃。

3.大主语和小主语之间有广义的领属关系。

她‖眼睛熬得通红。

我们班‖一半是山西人。

领导和群众‖心连心。

她的眼睛熬得通红。

我们班的一半是山西人。

领属性主谓谓语句一般可以在大小主语之间插入“的”
字，变成一般主谓句。



4.谓语里有复指大主语的复指成分 。

这孩子，‖我也疼她。

咱们俩‖谁也别忘了谁。

5.大主语前暗含一个介词“对、对于、关于”等等，大
主语如果加上介词，就变成句首状语 。

这孩子，‖我真没办法。

这个问题，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天文学， ‖我就知道有太阳和月亮。

（对）

（对于）

（关于）

6.小谓语是名词性的 。

大白菜||一斤多少钱？
姐妹俩||一人一件大衣。



（二）“把”字句

在谓语中心词前头用介词“把”或“将”组成介词短语
作状语的一种主谓句。

他拿走书了。

他打碎了那个杯子。

他把书拿走了。

他把那个杯子打碎了。

表示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把”字引出的受事施加影
响。

处置式

（发生变化）

（产生结果）

思考 介词“把”介引的词语可不可以认为是动词的宾语
提前。

王师傅把炉子生上火。

他让我把书放到桌子上。

动词后面已经有了宾语

“把”字短语作补语



“把”字句的特点

我们把这个病人 过来了。

我们把这个病人抢救。

我们把这个病人 抢救过来不休息。

我们把 买来了。

*

*

*

*

1. “把”字句谓语中主要动词一般都有处置意味，也就是动
词对受事要有积极的影响。

苏醒

不

一本书

2.“把”字句中谓语动词前后总有别的成分，一般不能单独
出现，尤其是不能出现单音节动词。

3. “把” 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
这些词只能置于“把”字前。

4. “把” 的宾语一般说在意念上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
因此前面常带上“这”“那”一类修饰语。



我们把 抢救过来了。

把 掰成两半用。

一个病人

一分钱

“把”的宾语如果用无定的、泛指的词语，常常表示泛说一
般的道理。

把我急得团团转 。

把个小偷跑了。

这里的 “把”有“让、使”意义， “把”的宾语是动词
的施事。这种句子不属于表处置的“把”字句。



（三）“被”字句

在核心动词前面，用介词“被（给、叫、让）”引出施
事或单用“被”的表示被动的主谓句。

会议内容被他知道了。

杯子给他打碎了。

大树让风刮到了。

“被”有时不带宾语，直接附于动词前，这往往是因为动
作的施事不可知或不必说出来。

他被逮捕了。 衣服全给淋湿了。

杯子被他给打碎了。 他让人家给撵走了。

这里的“给”是助词。

“被”字句表示受事主语“被处置”，被处置的结果多数
带有遭受、不如意的语用色彩。



“被”字句的特点

这个病人被我们 过来了。

我被他 骗过。

被我买来了。

*

*

*

苏醒

没有

一本书

1.动词一般是有处置性的，跟“把”字句里的动词差不多。

2.能愿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只能置于“被”字前
面。
3.主语表示的受事必须是有定的。



（四）连谓句

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

我站起来往里走。

他摇晃着大脑袋傻笑。

他跳远扭了脚。

领导表扬先进树立榜样。

妈妈又闭着嘴不说话。

大家听了很高兴。

他有权提出申诉。

上街买菜。

他关上门倒在床上蒙着头哭。

连谓句中前后两个谓词有一定的语义关系。

（先后发生的动作行为）

（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的方式）

（前后有因果关系）

（前后是方式和目的关系）

（正反两方面说明一件事）

（后一性状是前一动作的结果）

（前后有条件和行为的关系）

（先后发生的动作 非主谓句）

（先后发生的动作和状态）



连谓句的特点：

1.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共用一个主语，或者说每个动
词结构都可以和同一个主语分别构成主谓短语。

他关上门倒在床上蒙着头哭。

他关上门+他倒在床上+他蒙着头+他哭。

小王出了门，招手打了一个的，开往市委大院。

他在家扫地、舂米、劈柴 。

2.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不能有语音停顿，书面上
不能有逗号隔开。

连贯复句

谓语是联合短语

他一进门就干活。
他拿起砖块就往头上砸。

3.连用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间没有关联词语也没有分句
间的逻辑关系。

紧缩句



（五）兼语句

由兼语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

领导派我接替老王的工作。

根据前一个动词的语义，可以分为一下几类：

1.使令式：V1有使令意义，能引起一定的结果。

常见动词“使、请、让、催、逼、求、命令、动员、号
召、促使、强迫” 等。

V1+N+V2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你催小王快去。

我们发动群众跟犯罪分子作斗争。



2.爱恨式：V1表示“爱恨”义的及物动词，V2表示V1“爱恨”的
原因。
常用动词“羡慕、厌恶、埋怨、爱、恨、骂、感谢、责备”
等。 爸爸埋怨儿子学习成绩不好。

老王责备他来迟了。

3. 有无式：V1是“有、没有、无、轮”等，表示领有或存在
等 。

我们公司没有人喜欢他。

这件房子暂时无人居住。

有人找你。

轮我值班了。
4. 选定式：V1有“称、选聘、说”等意义，V2为“做、当、为、
是” 。

大伙称他是老黄牛。

大家选他当班长。



兼语句的特点：

周围是农田，种满了各色庄稼。

老人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在桥上等着。

1.兼语后面不能有停顿，有停顿的句子不是兼语句，而是复句。

2.兼语连动融合句：V1和V2既能共用一个主语，V2又能以V1

的宾语为主语的句子。

我请小王吃饭。 我请小王＋小王吃饭＋我吃饭。

我陪她上街。

我带他去学校。

3.双兼语句：

我给他几块钱用。

我送你一本书看。

我 给 他 几块钱 用。

我 送 你 一本书 看。

‖

‖
·

·

﹏

﹏

﹏﹏﹏

﹏﹏﹏
·

·



A.我们派小王去。

兼语句和主谓短语作宾语句子的区别。

B.我们知道小王去。

分辨方法：

1.停顿或加状语之处不同。

3.动词支配的对象不同，兼语句中动词支配的是人；主谓
短语作宾语的句子的动词支配的是一件事。

我们派明天小王去。

我们知道明天小王去。

*

2.变换式不同。

小王去，我们派。

小王去，我们知道。

*

兼语句

主谓短语作宾语



A.我 们 派 小 王 去。

4.层次分析法

B.我 们 知 道 小 王 去。

‖ ‖

‖‖

主 主

主 主

谓 谓

谓 谓

动︱ ︱宾 宾动



（五）双宾句

有指人和指事物双层宾语的句子叫双宾句。

小王给她一本书。 我问他哪个办法好。

我们叫他老大哥。 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离动词近的叫近宾语（间接宾语），一般指人；离动词
远的叫远宾语，一般指物或事（直接宾语）。

双宾语句的特点：

1.动词要有“给出、取进、询问、等同”等意义。

2.近宾语一般指人，中间无语音间歇，常由简短的代词、
名词充当；远宾语一般指事物，前头可以有语音间歇或逗号，
一般比较复杂，可以有词、短语、复句形式充当。

3.双宾语句有的可以变换为非双宾语句同义句。

小王给她一本书。 小王把那一本书给她。



4.层次分析法

小王 给 她 一本 书。 他 告诉 我 一个 好 消息。
‖ ‖

｜ ｜

｜ ｜） ）

）

主 主谓 谓

动 动

动 动

宾 宾

宾 宾定 定

定

中 中

中

先切远宾后切近宾



（七）存现句

语义上表示何处存在、出现、消失了何人或何物；

结构上一般有三段：

语用上用来描写景物或处所的一种特定句式。

墙上挂着一幅画。

胡同口来了一个卖豆腐的。

鸡窝里少了三只老母鸡。

处所段+存现动词+人或物；

处所词语+动词+着（了、补语）+宾语



存现句的分类：

存在句：
表示何处
存在何人、
何物。

山上有座庙。

台上坐着主席团。

屋顶上飘着一面红旗。

天空中飞着一只小鸟。

她的脸上透出一丝笑意。

烟囱里冒出一阵阵浓烟。

昨天村里死了两头牛。

小溪边顿时没有了女人的踪迹。

隐现句：
表示何处
出现或消
失何人、
何物。

表静态

表动态

表出现

表消失



A.台上坐着主席团。

B.黑板上写着字。

C.屋里开着会。

D.外头下着雨。

辨析下列句子是否都是存现句

方法：变换句式。主语和宾语变换位置。

主席团坐在台上。

字写在黑板上。

会开在屋里。

雨下在外头。

*

*

A、B是存现句，两句中的动词“坐”和“写”有“附着”语
义特征。

C、D不是存现句，表示动作的持续。

原因



四、变式句

（一）省略句

在交际中出于修辞或语用上的需要，故意减省了句法成分
或调换成分的位置，这些变化了的句型叫变式句。

1.对话省
——你们中午在哪儿吃的饭？

——东餐厅。

——吃的啥饭？

——大米。

（省去主语、谓语）

（省去主语）

（省去主语、谓语中的动语）

2.因上下文省

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读书，∨不常回来。

∨饭还没有吃完，小王就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

∨收到你的来信， ∨很高兴。

承前省

蒙后省

自述省



（二）倒装句

快进来吧，你。

怎么了，你？

九点半了，都。

我昨天看了部电影，冯小刚的。

（主谓倒装）

（状语后置）

（主谓倒装）

（定语后置）



五、句子的变换

按照一定规则，把一种句式转换为另一种句式。

他被石头把脚砸伤了。

他被石头砸伤了脚。

他的脚被石头砸伤了。

他把脚砸伤了。

石头把他的脚砸伤了。

（“被、把”共现）

（“被”字句）

（“被”字句）

（“把”字句）

（“把”字句）

石头砸伤了他的脚。 （动词谓语句）

这些句子在语用价值不同。

关注的“话题”和“焦点”不同。



句子的变换可以发现句式的不同。

A小张在铁锅里炒菜。

B小张在马背上看戏。

C小张在汽车上写字。

小张把菜炒在铁锅里。

小张把戏看在马背上。*

小张把字写在汽车上。

A小张在铁锅里炒菜。

B小张在马背上看戏。

C小张在汽车上写字。

小张坐在铁锅里炒菜。

小张坐在马背上看戏。

小张坐在汽车上写字。

*

原因分析：地点状语的语义指向不同。



六、句类

根据句子的语气分出的类，叫句类。

（一）陈述句：陈述事实而带有陈述语气、语调的句子。

可带语气词“了、的、呢、罢了、嘛、啊” ，表示略有
区别的陈述语气。

我会了。

我会的。

我考了70分呢 。

我考了70分呢罢了。

他头一回做嘛。

他头一回做啊。

（“了”表示新情况出现）

（“的”表示确认本来如此）
（“呢”略带夸张口气）

（“罢了”有故意往小里说的意味）

（“嘛”表示当然如此）

（“啊” 增加了舒缓的口气 ）



1.肯定句：对事物作出肯定判断的句子。

2.否定句：对事物作出否定判断的句子。

他的功课很好。

他的功课不坏。

语意鲜明，语气坚决，直截了当。

语意含蓄，语气较弱，委婉曲折。

3.双重否定句：

他会同情我的。

我把这本书念完。

什么都可以。

他不会不同情我的。

我非把这本书念完不可。

没有什么不可以。

比一般的肯定句语意语气更强，更加肯定。

表肯定。



（二）疑问句

具有疑问语调表示提问的句子叫疑问句 。

提问手段：语调、疑问代词、语气副词、疑问格式。

1.是非问

结构像陈述句，只是使用疑问语调或兼用语气词“吗、吧”
等。（不能用“呢”）

你真要带我走？

你真要带我走吗？

你真要带我走吧？

（语调上升，表示问话者对事情的猜测）

（表示疑问语气）

（表示半信半疑，测度语气）

回答时用“是、对、嗯”或“不、没有”等，或者点头、
摇头。

然否问

↗

↗↘

↘



2.特指问

用疑问代词或由它组成的短语用来表示疑问，说话者希望对
方就疑问点做出答复，句子往往用升调。

可以有语气词“呢、啊”。（不能有“吗” ）

他昨天上哪儿去了呢？

你怎么这么干呢？

你怎么这么干啊？

他什么时候来啊？

小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呀？

（表示困惑）

（表示惊讶）

（表示不解）

（表示期盼）

（表示亲切）

——想喝点什么吗？

——咖啡。

——什么也不喝。

特指是非问

针对特指问回答。

针对是非问回答。



3.选择问

用复句的结构提出不止一种看法供对方选择，用“是、还是”
连接分句。

常用语气词“呢、啊”。（不能用“吗” ）
吃大米，还是吃面？

是光我一个人，还是另有别人？

明天你去呀我去。

4. 正反问

是由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构成的。

反复问

V不V

V不

附加问

常用语气词“呢、啊”。（不能用“吗” ）

你今天去不去学校？

你今天去学校不？

你今天去学校了，是不是？



我明天去南京，你呢？

A.你去哪儿呢？

B.你去还是不去呢？

C.你去不去呢？

“你呢？”是什么类型的问句？

特指问

选择问

正反问

根据疑问句的回答，可以分为：

询问句：有疑而问。

反问句：无疑而问，无需回答。

设问句：自问自答。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

——还不是和祥林嫂。

——祥林嫂？怎么了？

——老了。

——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还不是穷死的？

回声问

用问句形式把说话人所说的话（多半是人家的问话）重复一遍。



类 型 例 句 结 构 语气词 答 语

（1）是非问

他去北京？

他去北京吗
（吧）？

像陈述句+疑问
语调

用“吗”，
不用“呢”

可以回答“是”
或“不|没有”
或用点头、摇
头答复

（2）特指问
谁去北京？

谁去北京呢？
用疑问代词表示

用“呢”，
不用“吗”

就疑问代词部
分做答

（3）选择问
他去北京呢，
还是去上海呢？

用有选择关系的
复句表示

选择其中一项
作答，或用另
外的化作答，
如“后天去”

（4）正反问
他去不去北京
呢？

在单句谓语中，
用表可定否定并
列的形式表示。

选择其中一项
作答，或用另
外的话作答，
如“还没定”



（三）祈使句

要求对方做或不要做某事的句子叫祈使句。

1.命令、禁止。语义上带有强制性，言词强硬、语气坚决。

快去捞饭！ 米烂了！ 带他们走！

不得随地吐痰！ 不许乱说话！ 别动，别动。

常用降调 。

结构上不用主语，结构简单，不大用语气词。

2.请求、劝住。

语义上话语委婉，语气缓和。

包括：请求、敦促、商请、建议和劝阻等。

肯定句常常用语气词“吧、啊” 。

否定句常用“甭、不用、不要、别”等词语和语气词“啊、了”等

您喝吧！不要客气！

说呀，为什么不说呢！说吧！

您说说。

不用来了，信已经邮走了！

（商量的口气）
（“呀”有催促的意味。
“吧”商请的意味）（敦促）

（劝阻）



（四）感叹句

带有浓厚的感情和感叹语气的句子叫感叹句。

常用降调，句末用叹号。

真漂亮呀！

真不是东西！

胡说！

哈哈！你也太幼稚了！

哎哟！疼死我了！

我的妈呀，你到底来了！

祝您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加语气词，感叹的意味更足，口气显得舒缓）

（不加语气词，口气生硬，感叹意味不足）

（表示讥笑）

（表示痛楚）

（名词＋感叹语气词）

（祝词 ）

（语表上是肯定，语义上是否定）



七、单句分类小结

句型

动词谓语句

名词谓语句

天气真冷。

鲁迅绍兴人。

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名词性非主谓句
叹词句

拟声词句

主谓句

非主谓句

形容词谓语句

动词性非主谓句 禁止吸烟。

真冷。

飞机！
啊！

轰隆！

把字句

被字句

连谓句
兼语句
双宾句
存现句

主谓谓语句

……..

他什么书都看过。
他把那本书又看了一遍。

杯子被他打破了。

她上街买菜。
我们派小王去。

老师送给他一本书。
墙上挂着一幅画。

结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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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类

陈述句

是非问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

特指问

选择问

正反问

我们每天都忙于工作。

你们每天都在忙工作？

你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下班后，咱们一起走，还是我先走？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在忙工作？

咱们快走吧！

你俩走的好快啊！

语气类



不影响句型的因素：

1.语气词的有无。

如：你去吗？

你去。

你去！

三个句子句类不同，句意不同，句型相同。

2.倒装与否。

如：你怎么了？

怎么了，你？
同是主谓句。

3.省略与否。

如：——他派谁去？

——派我去。
同是主谓句。

4.独立成分的有无。

如：看来快下雨了。

快下雨了。
同是非主谓句。



单句和短语的区别：

1.句子有特定的语气、句调，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等；
短语没有。

2.短语有主、谓、动、宾、定、状、补、中心语等八个成
分；句子中除了有上述八个成分外，还有独立语。

3.句子有成分的倒装和省略，有倒装句、省略句；短语没
有。

4.句子是语言的使用单位；短语是语言的备用单位。



课后作业：第一、二、三、四、五、六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