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子的成分

第二章

▲ ▲ ▲ ▲

學習目標　 ▲ ▲ ▲ ▲

1.� 能掌握句子的成分。
2.� 能辨析句子成分中成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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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句子成分

句子是由詞和短語（詞組）組成的，它們在句子中有一定的關係，也
擔任不同的職務，按照不同的職務可以把句子分為不同的組成部分，我們
把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叫做句子成分。句子的成分有哪些？主語、謂語、
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主語和謂語是句子的基本成分，也叫主要成
分。賓語、補語、定語、狀語是次要成分。基本公式如下：

例如：
⑴ 聰明的學生認真地讀完書。

主語 謂語

述語（動詞） 賓語主語

定語 狀語 補語

補語：
加在動詞後面，或
是動賓短語後，作
程度、趨向、情況
等的補充說明。

狀語：
加在動詞或形容詞
前面，用來修飾、
限制等作用的詞
語。不一定是副
詞，如「形容詞」
亦可。

定語：
加在名詞或代名詞
前面的附加成分，
用來形容名詞或代
名詞。
不一定是形容詞，
如「名詞」亦可。

＝ ＝ ＝

聰明的學生 認真地讀完　書

讀 書學生

聰明的（定） 認真地（狀） 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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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句子的成分 037

定語「聰明的」修飾名詞「學生」；狀語「認真地」修飾「讀完書」；
補語「完」，可放在述語（動詞）後，賓語前，補充「讀」的結果。

⑵ 可愛的芯芯開心地唱著歌唱得十分悅耳。

定語「可愛的」修飾名詞「芯芯」；狀語「開心地」修飾「唱著歌唱
得十分悅耳」；補語「唱得十分悅耳」可放在述賓短語「唱著歌」後，述
語（動詞）再重複一次，然後再說明補充情況。

⑶ 溫文儒雅的老師神采奕奕地解說完中國的文化。

定語「溫文儒雅的」，可放在句首，修飾主語「老師」；定語也可放
在句子中間，定語「中國的」修飾賓語「文化」。

通常一個句子包含主語和謂語兩個部分，例如：

老師教。

「老師」是主語，「教」是謂語。這個句子比較簡單，主語和謂語都
分別只由一個詞充任。如果要表示複雜一點的意思，主語、謂語就得分別
由短語來擔任。例如：

新來的老師教漢語語法。

可愛的芯芯 開心地唱著歌唱得十分悅耳

唱著 歌芯芯

可愛的（定） 開心地（狀） 唱得十分悅耳（補）

溫文儒雅的老師 神采奕奕地解說完中國的文化

解說 文化老師

溫文儒雅的（定） 神采奕奕地（狀） 中國的（定）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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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就比較複雜了。這個句子的主語「新來的老師」是一個偏正短
語，「老師」是中心語，「新來」是定語；而作定語的成分本身又是一個
偏正短語，「來」是中心語，「新」是狀語。這個句子的謂語「教漢語語
法」，是一個述賓短語，「教」是述語（動詞），「漢語語法」是賓語；
而作賓語的成分又是個偏正短語，「語法」是中心語，「漢語」是定語。
如果想在一句話裡，表達那新來的老師以什麼態度進行教學，希望達到什
麼要求等意思，那就得說成：

新來的老師努力地教好漢語語法。

這樣一來，謂語又複雜一點兒了，它還是個述賓短語，但是作述語
（動詞）的成分（「努力地教好」）不是個單詞了，而是一個複雜的偏正
短語了。「努力地」是狀語，中心語是「教好」；而這個中心語本身又是
個述補短語，「教」是述語（動詞），「好」是補語。

可見，一個句子如果要表達比較複雜的意思，往往就包含主語、謂
語、述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中心語等多種句法成分。但是，必
須明瞭一點，任何一個句子在內部構造上都是有層次的，因此句子裡所包
含的多種句法成分，並不是處在同一個平面上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語法規
則一層一層的進行組織，最後成為一個句子。且在每一個層次平面上，一
般都只包含兩個互相對立而又互相依存的句法成分。

新 來 的 老 師 努 力 地 教 好 漢 語 語 法

主 謂

定 中 狀 中

狀 中 述 賓

述 補 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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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　語
主語是陳述說明對象或者話題，陳述說明的是「誰」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地方」、「什麼時間」。例如：
⑴ 祖父長年在風雨裡辛勞。（陳之藩〈謝天〉）
⑵ 夏天真的到了。（曾志朗〈螞蟻雄兵〉）
⑶ 她是慈母兼任嚴父。（胡適〈母親的教誨〉）
⑷ 我們都是吃地瓜飯長大的。（蔡昭明〈地瓜的聯想〉）
⑸ 老人的生活十分平安寧靜。（藍蔭鼎〈飲水思源〉）

例⑴名詞「祖父」，作主語；例⑵名詞「夏天」，作主語；例⑶代名
詞「她」，作主語；例⑷代名詞「我們」，作主語；例⑸帶定語的偏正短
語「老人的生活」，作主語。

二、謂　語
謂語是陳述主語，說明主語「做什麼」、「是什麼」或「怎麼樣」。

例如：
⑴ 你走吧。（朱自清〈背影〉）
⑵ 我寫毛筆字。（羅蘭〈欣賞就是快樂〉）
⑶ 雖然修底的工作是最枯燥的。（劉墉〈做硯與做人〉）
⑷ 水流急得很。（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⑸ 當地客家人樸素保守。（奚淞〈美濃的農夫琴師〉）

例⑴述詞「走」，作謂語動詞；例⑵述賓短語「寫毛筆字」，作謂
語；例⑶的字短語「最枯燥的」，作謂語；例⑷述補短語「得很」，作謂
語；例⑸聯合短語「樸素保守」，作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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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　語
定語是名詞前面的修飾語，它指出名詞所表示的事物是「什麼樣

的」、「誰的」、「多少」等情況。定語的詞常常是形容詞、名詞、代
詞、聯合短語、述賓短語等。例如︰

⑴ 使他成為一個堅強的人。（麥克阿瑟〈麥帥為子祈禱文〉）
⑵ 我的運氣不好。（蔣經國〈生存與奮鬥的啟示〉）
⑶ 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彼此容忍和尊重對方的看法與觀點的雅量。
（宋晶宜〈雅量〉）

⑷ 穩定從容的四季。（羅蘭〈欣賞就是快樂〉）
⑸ 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例⑴形容詞「堅強的」，作定語；例⑵代詞「我的」，作定語；例⑶
名詞性聯合短語「看法與觀點」，作定語；例⑷形容詞聯合短語「穩定從
容」，作定語；例⑸述賓短語「看炊煙」，作定語。

四、狀　語
狀語是動詞、形容詞前面的修飾語，它指出動作行為或者性狀「什麼

樣」，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等情況。
狀語可以用來表示動作、性狀的情態、程度、處所、時間、範圍、重

覆、肯定、否定等。充當狀語的詞包括：副詞、形容詞、動詞、代詞、名
詞，及短語。例如：

⑴ 冬天還有遮風的棉罩，十分地優待。（梁實秋〈鳥〉）
⑵ 在靜定的朝氣裡漸漸地上騰，漸漸地不見。（徐志摩〈我所知
道的康橋〉）

⑶ 枝頭上青澀的果子，靜靜地等待成熟。（琴涵〈酸橘子〉）
⑷ 人們緊緊地握起手來。（艾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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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句子的成分 041

⑸ 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地白了。（陳之藩〈失根的蘭花〉）

例⑴副詞「十分」，作狀語；例⑵副詞「漸漸」，作狀語；例⑶形容
詞「靜靜」，作狀語；例⑷形容詞「緊緊」，作狀語；例⑸數量短語「一
根一根」，作狀語。

五、賓　語
賓語用來表示動作或行為的成果，是述語（動詞）的連帶成分。例

如：
⑴ 我在書房裡寫稿，聽你們在客廳談得很高興。（林良〈父親的
信〉）

⑵ 夏日吃冰，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古蒙仁〈吃冰的滋味〉）
⑶ 我只好佩服他。（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
⑷ 顫動著蕭颯的風聲。（陳醉雲〈蟬與螢〉）
⑸ 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例⑴名詞「稿」，作賓語；例⑵名詞「冰」，作賓語；例⑶代詞
「他」，作賓語；例⑷名詞性偏正短語「蕭颯的風聲」，作賓語；例⑸聯
合短語「清蔭與美草」，作賓語。

六、補　語
補語是動詞、形容詞後面的連帶成分，它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結果、

趨向、數量、時間、處所或性狀的程度等情況。例如：
⑴ 兩三下就可以弄好了。（劉墉〈你自己決定吧〉）
⑵ 那翅膀在我手中掙扎的生之慾望，令我震驚，使我忍不住放了
牠！（杏林子〈生之歌〉）

⑶ 安靜極了。（奚淞〈美濃的農夫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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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屋頂上的雨水滴落下來。（洪醒夫〈紙船印象〉）
⑸ 像駱駝行走在沙漠上一樣。（司馬中原〈走進春天的懷裡〉）

例⑴「好」，作結果補語；例⑵「忍不住」，作可能補語；例⑶
「極」，作程度補語；例⑷「下來」，作趨向補語；例⑸「在沙漠上」，
作處所補語。

貳、句子成分中成對的關係

在一個句子裡，詞與詞，短語與短語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結構關係，按
照不同的結構關係，可以把句子分為若干個不同的組成部分。

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 發生成對的關係 舉例

主　語 謂　語 陳述關係 他　來

述　語 賓　語 支配關係 看　書

述　語 補　語 補充關係 吃一頓

定　語 中心語 修飾關係 白　布

狀　語 中心語 修飾關係 難　吃

上述成分在一般情況下都是成對出現的，比如：有主語就有謂語；有
賓語就有述語（動詞）；有定語、狀語和補語就有中心語等，以體現句子
結構成分之間的各種句法關係。陳述與被陳述關係、支配與被支配關係、
補充與被補充關係、修飾限制與被修飾限制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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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一試  
▲ ▲ ▲ ▲

一、簡答題
請說出下列畫線部分，是六大成分中的哪一類？
1. 跑了五趟。
2. 買了五本。
3. 媽媽買的衣服件件漂亮。
4. 件件都是漂亮衣服。
5. 明天中秋節。
6. 我明天去學校考試。
7. 明天的考試不需要緊張。
8. 今天情人節。

二、問答題
1. 短語中詞與詞之間的前後關係，各是什麼關係？
2. 請說明句子的成分是哪些？
3. 請分析「壯麗的山河很美」中，「壯麗的」、「山河」、「很
美」的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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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

一、選擇題
（　）1. 漢語六大「語」類中不包括：
 Ⓐ主語 Ⓑ賓語  Ⓒ補語  Ⓓ雙賓語

【2006語言學一 21】
（　）2. 「多讀書可以豐富我們的語言水平。」這句話的毛病是：
 Ⓐ主謂搭配不當  Ⓑ狀語搭配不當
 Ⓒ動賓搭配不當  Ⓓ定語搭配不當

【2007語言學一 11】
（　）3. 下列哪一個詞語不具語句（句子）成分？
 Ⓐ邯鄲學步   Ⓑ柳暗花明
 Ⓒ莫名其妙   Ⓓ雞零狗碎

【2008語言學一 27】
（　）4. 以下哪個句子犯了主謂搭配不當的毛病？
 Ⓐ他們對這個原則相當懷疑
 Ⓑ大家都看到陳先生痛定思痛
 Ⓒ他喜歡玩籃球和足球
 Ⓓ他的脾氣比較內向

國外【2009語言學一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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