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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汉语语法中的特殊句式——兼语句，与主谓短语作宾语的句子，在形式上非常

相似，分析辨别它们有一定的难度。在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掌握二者的特点，明

确二者的区别，并把握辨别的方法，从而化难为易，轻松理解句子，不断提高分析理解句子

的能力。  

  【关键词】 汉语语法    辨别  兼语句  主谓作宾句  

 

   兼语句是兼语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主谓作宾句是主谓短语充当宾语的句子。这两种句

式在形式上非常相似，都含有两个动词和两个主谓结构的短语。所以，这两种句子最容易被

混淆，而影响理解。究竟如何辨别它们呢？ 我认为应当引导学生把握好下面三个方面：  

  一、掌握句式的特点 

  兼语句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句式，它与一般动词性谓语句最大的不同在于：句中含有

“兼语”成分。例如，“他派我上山。”中“我”是动词“派”的宾语，也是 “上山”的

主语，“我”是兼语。  兼语句还有以下特点：  

  （1）兼语前面的动词一般是表示使令、要求意义的动词。如“使”“派”“让”“请”

等。这说明汉语中的兼语句大多数是由使令动词构成的。  

  （2）兼语前后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存在因果或目的的关系。如“大家选他当代表。”

中动作行为“选”的预期结果或目的是 “当”这个行为；或者说“当”行为的产生是因为

大家“选”。这说明兼语句中的几个动词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第一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

为处于支配地位，其支配其他的行为动作。  

  （3）兼语与它的谓语之间可以有短暂的语音停顿，而兼语与其前面的动词之间不能有

语音停顿。这时因为兼语句中“兼语”成分一身二任，既要作第一个动词的宾语，又要作第

二个动词的主语，所以这个成分与第一个动词结合得紧密，而相比与第二个动词结合较松。

例如，“妈妈让小红拖地。”不能在“让”与“小红”之间停顿，而能在“小红”与“拖地”

之间停顿。  

    主谓作宾句中，主谓短语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句子的宾语。例如，“我们希望老师回来。”

中主谓短语“老师回来“充当动词”希望“的宾语。句中没有“兼语”成分，动词只是表示

心理活动的词语。  

兼语句与主谓作宾句的特点，要结合具体的例句，让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掌握好。  

  二、明确句式的区别  

  在掌握了两种句式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选一些典型的兼语句与主谓作宾句一起展示给学

生，引导他们观察、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明确二者的区别：  

  （1）两种句式第一个动词的性质不同。兼语句中的第一个动词一般是表示使令、要求

的，它所支配的对象是人或物； 主谓作宾句的第一个动词，一般是“想、希望、知道”等

表示心理活动或感知的动词，或者是“证明、表明、说明、标志”等动词，它所支配的对象

是一件事，即人物连同他的动作行为。例如，“领导派他到北京参加研讨会。”与“我们没

有想到他会来。” 前一句的第一个动词是表示使令的“派”，它支配的对象是人“他”；

后一句的第一个动词是表示心理活动的“想到”，它支配的对象是“他来”这件事。  

  （2）两种句式可以停顿或可以插状语的地方不同。兼语句第一个动词后面（动词与兼

语之间）不能有停顿，也不能插入状语，而只能在第二个动词前面（兼语后面）停顿或插入

状语。 主谓作宾句可以在第一个动词后停顿或插入状语，也可以在第二个动词前停顿或加



状语；这是因为主谓作宾句中，第一个动词的宾语是一个主谓短语，这个动词与宾语之间关

系并不很紧密，作宾语的主谓短语内部的主、谓之间本来就可以停顿或有别的成分。例如，

“我请他修车。”与“我知道他走了。” 前一句可以说“我请他今天修车”，而不能说“我

请今天他修车”；后一句可以说“我知道今天他走了”，也可以说“我知道他今天走

了”。    

   三、把握辨别的方法  

   掌握了两种句式的特点，明确了二者的区别，要正确地分辩兼语句与主谓作宾句，还要

引导学生把握以下三点：  

  1、根据句中第一个动词性质的不同来辨别  

  如果句中的第一个动词具有使令、要求意义，它支配的对象是人或物，它与后面的动作

行为之间有因果或目的的关系，那么这个句子就是兼语句；如果句中第一个动词没有使令、

要求意义，是表示心理活动或感知意义的动词，是“证明、表明、标志”等一般动词，它支

配的对象是人、物连同他们的动作行为，它与后面动作行为之间没有因果或目的的关系，那

么这个句子就是主谓作宾句。例如，“一种好奇心促使我仔细地观察着我的引路人。”“历

史证明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力量。”前一句的第一个动词“促使”是使令动词，它支配“我”，

并与“观察”存在因果关系，这个句子是兼语句；后一句的第一个动词“证明”没有要求的

意义，是一般动词，它支配“人民群众有无穷力量”，这个句子是主谓作宾句。 

 2、可以用在句中加一定词语的办法来辨别，即在第一个动词后面加状语  

   如果句子的第一个动词后面不能加进时间状语，说明这个动词与其宾语结合得紧密，这个

句子就是兼语句；如果句子的第一个动词后面能加进时间状语，说明这个动词与其宾语结合

得不很紧密，这个句子就是主谓作宾句。例如，“我请他来。”与“我相信他来。”前一句不能

在第一个动词“请”后面插时间状语“明天”，即不能说“我请明天他来”，是兼语句；后一句可

以在第一个动词“相信”的后面插时间状语“明天”，能说“我相信明天他来”，是主谓作宾句。  

  3、可以用句子可能的语音停顿来辨别  

  我们可以通过读句子，凭借语感来判断句子在哪儿可以有语音停顿。如果句子在第一个

动词后面不能停顿，说明这个句子是兼语句；如果句子在第一个动词的后面可以停顿，说明

这个句子是主谓作宾句。例如，“领导派他处理这件事情。”与“领导希望他处理好这件事情。”

前一句第一个动词后面不能停顿，是兼语句；后一句第一个动词之后与第二个动词之前都可

以停顿，是主谓作宾句。    

  我们只要把握好以上三点，采用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把兼语句与主谓作宾句分辨

清楚。  

    综上所述，辨别兼语句与主谓作宾句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掌握了二者的特点，明确了二

者的区别，把握好辨别的方法，就可以化难为易了，轻松理解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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