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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句与“把”字句偏误 

I.“把”字句 

1.什么是“把”字句? 

把字句，是汉语中的一种主动式动词谓语句。这种句式又称为“处置式”，因为动词

所表示的动作对宾语作出了“处置”，例如使其位置或状态改变。 基本的结构为: 

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 

* 详细释义 

- 是指在谓语动词前头用介词“把”引进动词所支配、关涉的对象并加以处置的一种

主动句。 

如：我们打扫一下房间吧！ 

我们把房间打扫一下吧！ 

- “把”字句又叫处置式。处置就是指谓语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把”字引出的

受事施加影响，使它产生某种结果，发生某种变化，或处于某种状态。 

- 用介词“把”介引的词语不宜理解为动词的宾语提前或前置宾语。因为很多介引成

分在一定的句子格式里不能移到动词后面。如：他把草稿纸订成一个个本子。此句中动词

后另有宾语。 

他让卖粥大嫂把粥盛在饭盒里。此句中动词后有介词短语做宾语。 

2. 把字句的成立 条件 

把字句的成立有某些条件： 

⑪动词一般是能带支配对象的行为动词，即能带受事宾语的及物动词。 

⑫所用动词的前边或后边要带有表示结果或方式的附加成分。 

⑬“把”字所介系的宾语通常是确定的，即说话人要有确指的对象。 

在书面语言中，有时用“将”字代替“把”字，仍称把字句。 

3.“把”字句特殊句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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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句是现代汉语语法中普遍运用的特殊句式之一，其基本特点显而易见。本文

通过探析“把”字句在日常表达中呈现出的其它语法意义和特点，进一步明晰“把”字句

在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作用，旨在使我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和用好这种特殊句式 

 “把”字句是指在谓语动词前用介词“把”引出受事、对受事加以处置的一种主动句。使

用介词“把”的基本格式是：“甲把乙怎么样”，或表示为： 

“X +把+Y+V”（“V”表示动词性词语）， 

例如：“我们已经把任务完成了”“弟弟把花瓶打碎了”。 

无论从介词研究还是从句式研究看，对介词“把”或者说对“把”字句的研究是最多的。 

一般认为“把”字句都表示一种处置意义。所谓处置，是指谓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对

“把”字介引的对象施加影响，使它产生某种结果，发生某种变化，或处于某种状态。如

“把衣服洗干净了”，“洗”使衣服产生结果“干净”。“把窗户开着”，“开”使窗户

处于一种状态。“把草坪修剪好了”，“修剪”使草坪发生了变化，处于一种新的状态。 

有关“把”字句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许多教材都做了相应的介绍，归纳起来，大体如下： 

（一）“把”的后边一般是名词，表示有定指的、被处置的或被影响的人或物。如： 

(1)把书翻到 1 00页。 

(2)把一位大夫请来了。 

“把”的后边有时也可以是动宾短语或主谓短语，但可以用“这件事”去复指，表示的是

有定指的、被处置或受影响的事情。如： 

(3)我们一定要把维护安定团结（这件事）当作首要工作来抓。 

(4)王师傅把他挖掘第一桶金的过程说了一遍。 

（二）“把”和后边的词语一起组成介词短语，作状语，它后面的动词“V”，前后总有别

的成分，一般不能只用一个单个儿动词，尤其不能是单音节动词。如： 

(5)妈妈把衣服熨了一遍。 

(6)爷爷把腰弯着。 

(7)他把我当朋友看。 

(8)孩子们把手举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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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后的宾语，即乙（或 Y），通常是动词的受事，有时是整个动补结构或动宾

结构的受事。如： 

(9)他把衣服洗了洗。 

(10)队长把情况介绍了一下。 

(11)弟弟把铅笔写秃了。 

(12)妈妈把苹果削了皮儿。 

（四）“把”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如果加了这些词，只能置

于“把”字前。如： 

(13)我没有把钱带来。 

(14)为什么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不过，在某些熟语性的句子里，“不”“别”则可前可后。如： 

(15)你别把它当回事（你把它别当回事）。 

(16)他不把我当外人（他把我不当外人）。 

“把”字句除了具备上述基本特点外，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还呈现出一些其它的语法意义

和特点，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 

4. “把”字句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自王力先生在 20世纪 40年代将“甲把乙怎么样”称为“处置式”以来，一般认为“把”

字句就是表示处置作用的。这种认识对多数“把”字句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有些“把”

字句就很难用“处置”来解释。例如： 

(17)没过多久，他竞把那事儿给忘了。 

(18)这场电影真把我看怕了。 

(19)那孩子真把我累坏了。 

(20)我一下闯进去，竞把他吓了一跳。 

例(17)～(20)中的“把”字句就很难让人体会出“处置”的意思了。有人维护“处置”的

说法，称这种“把”字句为“处置的活用”。认为“所谓‘处置’，不能只理解为对人或

事物的处理，甲对乙主动施加某种直接的影响，或甲的行为动作使乙发生某种变化或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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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状态，都可看作是一种处置。”（马真，1997）。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思考，并参考一

些学者的意见，觉得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定为“表示因果致使”，可能更合适一些。

“‘处置’只是致使的一种，是一种有意志力参与的致使”（叶向阳，2004）。将“把”

字句的语法意义定为“表示因果致使”，这样，典型的表示处置意义的“把”字句和非典

型的表示致使义的“把”字句都能概括进去。这类“把”字句可直接向“使”字句、“让”

字句转化。如： 

(17)没过多久，竟让他忘了那事儿。 

(18)这场电影真使我看怕了。 

(19)那孩子真让我累坏了。 

(20)我一下闯进去，竟使他吓了一跳。 

5.“把”的宾语成分 

（一）“把”的宾语还可以是后面动词的工具、施事、当事和处所 

关于“把”的宾语成分，早期语法著作中，都认为“把”的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

（或称目的语）。后来大家逐渐注意到，“把”的宾语也可以是后面动词的工具、施事、

当事和处所。例如： 

( 21)孩子们把手捂在耳朵上，学着小贩的吆喝。 

( 22)何必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去？ 

(23)他一不小心把刀砍在了脚背上，顿时鲜血直流。 

( 24)在这节骨眼儿上，偏偏把二叔病了。 

(25)老师把我当成同胞姐姐了。” 

( 26)他把世博园跑了个遍。 

以上例(21)、 (22)、 (23)中的“把”一般不能换成“用”。这就是说，例(21)、 (22)、 

(23)不能再理解为“把”作为“用”来使用的例子了，而应看作是现代汉语“把”字句中

的一个小类，其特点是“把”字的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工具。而例(24)、 (25)、 (26)分别

是后面动词的施事、当事和处所。 

（二）“把”的宾语为处所成分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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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的宾语可以是后面动词的处所，它有些特点。这种“把”字句句式是： 

“把+NL 十 V+满+N”， 

这里“NL”：表示处所的名词性成分， 

     “V”：是动词， 

     “N”是表示动词 V的受事的名词性成分。如： 

 ( 27)妹妹把房间四周空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 

(28)不到一天的时间，村民们把十几里长的水渠两岸都种满了白杨树。 

这种“把”字句格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句巾的“把”都可以换成“在”。例如： 

(27)妹妹在房间四周空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 

( 28)不到一天的时间，村民们在十几里长的水渠两岸都种满了白杨树。 

用”把”和用“在”有所不同。首先，用“把”字，含有处置意义，更突出表示句

中所说的行为、动作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用“在”字则不包含这一层意思。其次，

用“把”字，在其后面可以只跟一个本身不表示处所的普通名词。例如： 

(29)他把座位都放满了东西，叫我再往哪儿坐呀！ 

( 30)哥哥故意把两个抽屉都塞满了书。 

用“在”字，则在其后不能只跟“座位、抽屉”那样的名词，一定得在那个名词后

再带上个方位词。因此例(29)和(30)其中的“把”字如要换用“在”字的话，得分别在

“座位”后加上“上”，在“抽屉”后加上“里”。请看： 

(29)他在座位上都放满了东西，叫我再往哪儿坐呀！ 

(30)哥哥故意在两个抽屉里都塞满了书。 

第二，这种“把”字句里的动词“v”都具有[+添加][+附着]的语义特征。因此，句

中的“满”都可以换用“上”（句中用“满一”表示，为保留原先“满”的意思，如果动

词“V”前原先没有范围副词“都”，换用“上”时，需同时在动词前加上“都”）。例如： 

(27)妹妹把房间四周空墙上都贴（满一）上各式各样的年画。 

( 28)不到一天的时间，村民们把十几里长的水渠两岸都种（满一）上了白杨树。 

( 29)”他把座位都放（满一）上了东西，叫我再往哪儿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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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哥哥把两个抽屉都塞（满一）上了书。 

（三）介词“把”的宾语成分不一定都是有定指的 

自吕叔湘先生指出“把”字的宾语必须是有定的，不能是无定的之后，各种语法论

著在谈到“把”字句时都把这一点看作是“把”字句的重要特点之一。应该承认，绝大多

数的“把”字句，其“把”的宾语是有定的。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在口语中也确有“把”

的宾语是无定的那种“把”字句。根据考察，“把”的宾语为无定指成分的“把”字句有

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全句为复句，“把”字句用作后一分句，全句表示乙应甲的要求做了

某件事，而乙所处置的对象并非是甲所要求的；前一分句指明甲原先对乙的要求。例如： 

( 31)我让他去买一副手套，他却心不在焉，把双袜子给买回来了。 

( 32)我叫你去打酱油，你怎么把醋打瓶里了？ 

第二种情况，全句为复句，“把”字句也用在后一分句，全句表示从突然发出的声

响判断，像是毁了什么东西；在前一分句里一定包含有拟声词。例如： 

( 33)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乓啷”一声，像是把个什么玻璃瓶给打了。 

( 34)忽然， “扑通”一声，不知是谁把块儿石头踢到河里了。 

第三种情况，全句为复句，“把”字句用作后一分句，全句表示由于不留神、不小

心，做了不该做的事。例如： 

( 35)他只顾低着头想事，一不留神，把个孩子给碰倒了。 

( 36)他一不小心，把个什么瓶子踢着了，发出的响声立即惊动了岗楼里的敌人。 

不难看出，这些“把”字句，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含有出乎意外的意思。这也许

可以看作“把”字宾语为无定成分的这类“把”字句所共有的特殊表达作用。 

6.“把”字的语用功能 

“把”字的作用在于将旧信息放到动词前，把句末位置让给带有新信息的词项。 

（一）“把”字句强调动作或行为的结果。试比较： 

( 37)周总理为国家的事操碎了心。 

( 38)周总理为国家的事把心都操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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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例(38)“操碎了”这个结果更突出。 

（二）有时“把”字句是为了使句子结构简洁、明晰。试比较： 

( 39)我告诉了团政委战士热爱祖国的感情。 

(40)我把战士热爱祖国的感情告诉了团政委。 

当然，有些结构只能用“把”字句而没有相应的同义形式，就是另外的问题，无所

谓强调、简洁。例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

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地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

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三）“把”字句常规下不作为始发句出现，往往是出现在后续小句里。试比较： 

(41) -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我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开。 

( 42)有一天，我把这只足球踢出去，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忙跑起来追球。 

这个事实反映出“把”字句式强烈的承前性和极弱的启后性。 

II.对外汉语“把”字句偏误 

摘要：“把”字句偏误分析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将

对“把”字句的偏误类型进行总结分析，希望给广大学习者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指导。 

“把”字句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式，其结构比较复杂，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本

文以偏误分析理论为依据，参照前人对“把”字句的研究成果和自身教学实践经验，重点

分析“把”字句偏误的四种类型：状语的偏误分析、与谓语动词有关的偏误分析、宾语的

偏误分析、补语的偏误分析。希望给广大学习者提供有力指导。 

一、状语的偏误分析 

我们根据错把状语放在“把”字前后的情况把状语偏误分析分为：第一 状语在“把”

后的偏误和状语在“把”前的偏误。状语在“把”字后的偏误产生原因是学习者没有掌握

“把”字句中否定副词、关联副词以及能源动词的用法，我们依次来看： 

①﹡我把这本书没看完。 

②﹡他刚回来，妈妈把饭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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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明天老师讲第二课生词，你把生词应该预习一下。 

我们知道，“把”字句中的否定副词“不”、“没”应放在“把”字前。因学习者

受“否定词+动词”这一语法规则的影响，他们会把否定副词放在动词前，于是造成了①句

的偏误。②句的偏误是因为不清楚句中表示关联作用的“就、才、便、再、又”等副词的

用法，他们一般应该放在“把”字前，而非动词前。还有学习者不知道能愿动词要放在

“把”字之前这一用法，因此造成③这样的偏误。 

第二种是状语放在“把”字前的偏误。我们知道，“把”字句中的状语一般要放在

“把”字前，但在特定的情况下，状语需要放在谓语动词前。于是会产生下面的偏误，如，

④﹡他往前面把足球一放，就踢了出去。句④中的“往前面”应该放在“把”字后，因为

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作状语时，若它主要说明的是宾语的处所时，它应放在“把”字短语

后。 

二、与谓语动词有关的偏误分析 

“把”字句中的谓语动词一般表示一种处置意义，它能使宾语受到某种作用和影响。

因此，句中的谓语动词不能是单个的动词。它的偏误有以下五种： 

(一)动词单独作谓语造成的偏误，如：⑤*他把课文看。谓语部分只有一个动词，而没有任

何附加成分，也表示不了处置意义。 

(二)联系动词作谓语造成的偏误。如，⑥*他把蓝色的衬衫有。“是”、“有”、“在”等

联系动词的意义较为抽象，不表示具体的动作，也没有处置意义，因而不能作“把”字句

的谓语。 

(三)心理活动动词作谓语造成的偏误。如，⑦*弟弟把那只小猫喜欢上了。句中的“喜欢”

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没有处置意义，所以它不能作谓语动词。这类动词还有“希望、

愿意、同情、后悔等。 

(四)趋向动词造成的偏误。如，⑧*我们一起把学校回了。句中的“回”是趋向动词。趋向

动词虽然是动作性动词，但只表示动作的方向，而不表处置。这类动词也不能作谓语动词。 

http://www.jiaoyuda.com/JiaoYuLunWen/
http://www.jiaoyuda.com/JiaoYuLu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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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谓语动词缺失造成的偏误。刘月华认为：“把”字句是指谓语部分带有由介词‘把’

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的动词谓语句。也就是说，在“把”字句中一定要有动词，如果句

中没有动词，那就是错误的“把”字句。 

三、宾语的偏误分析 

“把”字句的偏误中宾语的偏误有以下两种: 

(一)宾语无定造成的偏误。如，⑨*他把一台电脑买回来了。一般情况下，“把”字句中的

宾语必须是有定的。所谓“有定”，就是这个宾语必须是谈话双方都确定的。而上句中的

“一台电脑”为不确定的事物，因而不能用作宾语。 

(二)宾语错序造成的偏误。 如，⑩*我把吃完了那些水果。“把”字句的基本结构用公式

来表示就是: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介词“把”之后紧跟的应是宾语，而在⑩句中，

“那些水果”错被放在了句末，因而造成了偏误。 

四、补语的偏误分析 

补语的偏误大都起因于特殊的补语类型，其偏误类型有以下四种： 

(一)可能补语造成的偏误。 如，○11*他把这些功课做不完。“不完”作为可能补语只表

示一种可能性，不能表示确定的结果或变化。学习者没有遵循语义上的“确定性”这一原

则，才出现了如此偏误。 

(二)趋向补语造成的偏误。如，○12*请你把通知单送回来我家。若“把”字句中的谓语部

分是复合趋向动词，同时句中也有表示处所的词，那么处所词就应该放在复合趋向补语的

两个词中间，像上述例句应改为“送回我家去”。 

(三)语义指向错误造成的补语偏误。如，○14*他把这篇课文翻译得很认真。在“把”字句

中，状态补语是可以作谓语动词后的补语的，它的语义指向的应是宾语。而例句中的“很

认真”的语义指向指向了主语“他”而非宾语“课文”。上述句子应该改为“他很认真地

翻译课文”。 

(四)处所补语造成的偏误。如，○15*他把午饭吃在那家川菜饭店。这个句子从句式上看是

“主语+把+宾语 1+动词+在+宾语 2”，从语义角度看，句式是表示位移的，即“宾语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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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因为“动词”动作而发生位移。但此句中的“午饭”并未因为动词“吃”而发生位移。

这个句子应改为:“他在那家川菜饭店吃午饭”。想汇报 

 

p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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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真．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叶向阳，“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世界汉语教学，2004. 

[4]金立鑫,“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中国语文,1997.6 

[5]黎锦熙.说“把”[J].世界汉语(国语周刊),1932.3. 

[6]吕叔湘.把字用法的研究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7]刘颂浩.论“把”字句运用中的回避现象及“把”字句的难点.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 

[8]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把”字句练习 

一、把下面句子改成用把字的句子。   

 1、一座堤坝被凶猛的洪水冲毁了。   

 2、雨水淋湿了小菲的衣服。   

 3、同学们交给我一项任务。   

 4、姐姐送给我一件最有意义的礼物。   

 5、陈医生看好了孩子的病。   

 6、我被这动人的情景吸引住了。   

 7、妈妈，晚饭我已经烧好了。    

 8、山川、田野、村庄被白茫茫的大雪笼罩着。   

http://www.jiaoyuda.com/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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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激流冲跑了那块人们洗衣用的礁石。   

 10、那只大虫被武松使尽气力按定。   

 11、北纬 17摄氏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极限，终于被我省科技人员冲破了。   

 12、北风吹来，地面上的害虫都冻死了。   

 13、小草被人们叫做大力士，那是因为它有一种看不见的生命力。   

 14、我终于取出了装在书包里的小人书。   

 15、黑暗吞没了天涯的最后一丝光亮。   

 16、雨水淋湿了我的衣服。   

 17、我的讲义从头到末藤野先生都用红笔添改了。  

 18、焰火照得夜空光彩夺目。   

 19、妈妈不小心摔坏了小芳的文具盒。   

 20、他们看到桥上喷出的六条火舌封锁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心里十分着急。   

 21、雨过天晴，蚂蚁清除了洞口的泥土，又出来寻找食物了。   

 22、小敏做好了今天的家庭作业。   

 23、乌云遮住了太阳。    

 24、李强被一本好书吸引住了。   

 25、工人们开凿出了一条越江隧道。   

 26、敌人的一架飞机被英雄的人民空军击落了。   

 27、在这次乒乓球比赛中，五班被四班打败了。  

 

（二）改错句 

   1.你今天把这些工作做得完做不完? 

 2. 我在别的学校已经把这本书学过。 

 3. 听说在街上一辆车把有一个人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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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这个孩子把她的爸爸像极了。 

 5. 办公室里的老师把这份地图已经翻译英语了。 

 6. 经过训练，大家都能把错误很快地找到。 

 7. 他把话没说清楚，让大家都误会了。 

 8. 他非常想今天把这本书看在家里。 

   9. 请你一定把这本书交给。 

10. 我们今天要把这本书看在家里。 

11. 她把头发染,我都没认出来 

12. 你把东西别到处乱放 

13. 他放行李到宿舍就跑来看你了。 

14. 大家先别着急,今天把任务要分配一下。 

15. 你能翻译这篇文章成中文吗? 

16. 我 们把老板上午安排的工作得做完才能下班。 

 (三)完成句子 

1. 你把桌上的水擦__________了。 

2.那位同志把开会的通知告诉__________了。 

3. 我把自行车骑__________了。 

4. 他把手表戴__________了。 

5. 我们把电扇关__________了。 

6. 服务员把饭菜送__________了。 

7. 他把眼睛掉到__________了。 

8. 老师把那个句子写在__________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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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把今天晚上芭蕾舞的票给__________了。 

10. 昨天我把那几张照片寄给_________ 了。 

（四）组句 

1. 饮料 喝 他 把 了 完 

2. 大雨 衣服  把 了 淋湿  都 

3. 工作 把 安 排 好 了 我 已经 

4. 包 车 里 我 把 忘 在了 

5. 衣服  他 来 了 送  把 

6. 杯子 请 我 的 把 过来 拿 

7. 家务 我 把 已经 了 做 完 

8．剪刀 破 把 牛仔裤 剪 孩子 了 

 

------------------the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