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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5516.htm 成语是人类语言运用

上的一大杰作，它简练的形式中蕴含丰富的内容，以生动的

形象唤起人们的联想，以精辟的语义启迪人们的心智。 纵观

近年来国考行测中言语理解选词填空的试题，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新的趋势成语辨析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考点。首先，从

题量来看，08年开始成语辨析题的比重大幅增加。自03年出

现过3道成语辨析题之后，04、05、06这三年均未出现过成语

题，但是从07年开始成语题又再度出现，并由3道题增加为08

年的7道题，到了09年是11道题，占了选词填空的55%，这是

一个非常高的比例。此外，成语辨析题除了题目数量上的增

加之外，题型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两个空以上题目的数量增加，也就是说对考生来言辨析量增

加。以09年为例，11道题中有8道题是两个空到三个空，即一

道题中考生至少要辨析8个以上不同的词语，这无疑增加了题

目的难度和做题的时间；二是，成语和一般词语混合辨析题

型的出现，例如08年国考第40题，仅这一道题就要对包括4个

成语在内的共16个不同词语进行辨析，更是增大了考试的难

度。由上述变化可见，成语辨析题已经成为选词填空的重头

戏。 怎样复习成语辨析题呢？成语词汇量比较大，识记和运

用有一定难度，为帮助考生提高成语题应试能力，我们推荐

以下复习步骤： 第一，熟悉历年考试出现过的成语，考过的

成语还是有机会重复出现，而且国考出现过的成语在地方考

题也会再次出现。 例如：“举世瞩目”、“顺其自然”、“



南辕北辙”、“鲜为人知”都考过两次。 2003年国家B类 81.

作为一条商业通道，“丝绸之路”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商业

贸易上，可实际上，它的历史作用却远远超出经济交流的（

甲）而今天，“丝绸之路”所经地带又重新成了（乙）的所

在。 依次填入甲、乙两处的词语，最恰当的是（ ） A.界限 

举世瞩目 B.界限 举足轻重 C.范畴 举足轻重 D.范畴 举世瞩目

2009年国家行测真题 30.互联网并非________、整齐划一的技

术革命的产物，而是在各种混乱、争论和复杂的利益纠葛中

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力。正是一个个小的草根网络，最

终汇集成一个________的大潮流。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

一项是：（ ）。 A.自上而下 不可逆转 B.一呼百应 铺天盖地

C.有条不紊 举世瞩目 D.运筹帷幄 波涛汹涌 2008年国家行测真

题 31.一个从小吮吸母文化长大的人一旦来到异国他乡，往往

会遭遇“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有人更 地译为“文

化休克”。这种不适应所在地文化、怀念故国文化的现象，

就是乡愁。为了排遣深深的乡思、尽快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

，大多数人都采取了 的态度。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

是： A.巧妙 事在为人 B.形象 兼容并蓄 C.生动 入乡随俗 D.夸

张 顺其自然 2009年国家行测真题 2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

人筑一方城。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原本就是_______的

事情。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顺其自然

B.顺理成章 C.水到渠成 D.司空见惯 2008年湖南省行测真题 4.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动机上的个体差异是明显的。比如

，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个人，洛克菲勒一生追求财富，

圣雄甘地一生粗布缠身，人生目标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

的一项是：（ ） A.相差甚远 B.各有所求 C.截然不同 D.南辕



北辙 2009年国家行测真题 28.柏克和阿伦特等思想家把博爱和

同情视为感伤主义，是滥情、不理智的表现，认为结果

会________，达不到改善弱者境遇的效果。贫困等问题的解

决还是要靠政治，而非部分人的善心。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

当的一项是：（ ）。 A.适得其反 B.事与愿违 C.南辕北辙 D.

雪上加霜 2007年国家行测真题 34.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

拿起相机，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探寻城市中那

些______的古迹和古迹后面那些有韵味的老故事。 填入划横

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闻名遐迩 B.门庭冷落 C.鲜为人

知 D.人迹罕至 2008年湖南省行测真题 8.两栖爬行动物通过冬

眠或夏蛰以抵御严寒酷暑；昆虫以“蛹”或“卵”的形式进

行冬眠；鸟类借助长途迁徙或更替羽翼适应气候的变化。这

都是 的事。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妇孺

皆知 B.众所周知 C.家喻户晓 D.鲜为人知 第二，了解成语运用

中常犯的错误，并且及时进行集中训练，如果用这样的方法

来指导自己，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常犯的错误主

要有三类： 1、成语使用不当，这主要是对成语关键词理解

有误造成的，若考试中大家遇到不常见的成语，切忌望文生

义、胡乱曲解。成语属于固定短语，很多的时候，字面的意

思与它本来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只按字面的意思来理

解往往会出错。同时还要把成语作为整体来理解，不能断章

取义。有许多题目就是在这方面设置障碍，误导考生望文生

义。因此，考试中出现陌生的成语不要想当然地按现代汉语

意义去理解。例如： （1）火中取栗：偷取炉中烤熟的栗子

。比喻被别人利用去干冒险事，付出了代价而得不到好处。 

（2）不刊之论：刊：削除，古代把字写在竹简上，有错误就



削去。指正确的不可修改的言论。 （3）万人空巷：空巷：

街道里弄里的人全部走空。指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里出来了

。多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 （4）不翼而飞：翼：翅膀。

没有翅膀却飞走了。比喻物品忽然丢失。也比喻事情传播得

很迅速。 2、考试时只注意成语的意思而忽略了成语的适用

对象和范围。很多成语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它们有的来自

于历史或寓言故事，有的出自文学作品，有的来源于神话传

说，带有浓厚的文言色彩和特定的含义，每个成语都有比较

特定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适用范围，

弄错了搭配对象，就会造成误用。有些成语形容一个对象是

合理的，而用来形容另一个对象就是不合理的；从这个角度

运用正确，而从另一个角度运用就不正确；在使用中往往出

现错位的现象。例如： （1）休戚相关：休：欢乐，吉庆；

戚：悲哀，忧愁。忧喜、福祸彼此相关联。形容关系密切，

利害相关。只能用于人物之间，不能用于事物之间。 （2）

置若罔闻：置：放，摆；若：好象。放在一边，好象没有听

见似的。指不予理睬。不可用于视觉方面。 （3）筚路蓝缕

：筚路：柴车；蓝缕：破衣服。驾着简陋的车，穿着破烂的

衣服去开辟山林。只用来形容创业艰苦，不可用来形容生活

艰辛。 （4）汗牛充栋：栋：栋宇，屋子。书运输时牛累得

出汗，存放时可堆至屋顶。形容藏书非常多，不能形容其它

东西多。 又如：2009年国家行测真题 2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筑一方城。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原本就

是_______的事情。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 A.顺其自然 B.顺理成章 C.水到渠成 D.司空见惯 水到渠成

：渠，水道。水流到的地方自然形成一条水道。引申为条件



成熟，事情自然会成功。与题干不符。 顺其自然：分开来讲

，顺其就是不主动，听之任之，“顺”服从，不违背，顺从

。“其”无非是指他。自然，是没有经过人为的手段，而使

其保持自身的物质。顺其自然,就是听之任之,不发挥人的积极

主动性,纯粹只让其自身发展.题干讲的是城市风貌的形成，这

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排除A。 顺理成章：指写文章或

做事情顺着条理就能做好。也比喻某种情况自然产生某种结

果。这里强调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合乎逻辑或常理而产生结

果，原因和结果合乎逻辑。故B项合适。 这里想强调的是司

空见惯的用法，司空见惯指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这是

一句很常用的成语，但有很多人仍会把它错用，因为寻常的

事情，如果是发生的很自然，便不可以引用这句成语。如每

天公路上行驶着各种车辆，这样便不能说“司空见惯”。而

有些事情发生的很偶然，又常常会听到的，比方车辆平常都

是很安全地来往着，但常会发生意外，不是撞伤了人，便是

碰伤了车，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多了，用“司空见惯”四字

便恰当了。 3、人们在使用成语的长期过程中，除表示成语

本身的意思之外，往往还带有感情色彩。有些成语，感情色

彩强烈，褒贬分明，因此，在运用时，应注意成语的感情色

彩是否符合一定的语言环境，避免将成语感情色彩使用错误

，褒贬颠倒。例如： 褒义词误用为贬义词 （1）惨淡经营：

惨淡：苦费心思；经营：筹划。费尽心思辛辛苦苦地经营筹

划。后指在困难的的境况中艰苦地从事某种事业。 （2）凤

毛麟角：凤凰的羽毛，麒麟的角。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

。 贬义词误用为褒义词 （1）绞尽心机：挖空心思，想尽办

法。 （2）趋之若鹜：趋：快走；鹜：野鸭。象鸭子一样成



群跑过去。比喻很多人争着去追逐不好的事物。 （3）高谈

阔论：高：高深；阔：广阔。多指不着边际地大发议论。 

（4）始作俑者：俑：古代殉葬用的木制或陶制的俑人。开始

制作俑的人。比喻第一个作某项坏事的人或恶劣风气的创始

人。 （5）神气活现：自以为了不起而显示出来的得意和傲

慢的样子。 关于感情色彩的问题还要注意两点，一是大量中

性词在或褒或贬的语境中都可使用；二是语境对语言表达有

一定的限制作用，有时为了讥讽、自嘲、开玩笑，故意说反

话，褒词贬用，贬词褒用，是可以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

因此，在辨析成语时还要注意语言环境。注意语言环境要求

就是从成语前后的语句来辨别它们内在的关联，因果、转折

、递进、顺承等等。答题时，要结合语境透露的信息来作出

正确的选择。 以上几个方面是成语运用中最常见出错点，也

是成语辨析题考查的着力点，复习时若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可以迅速提最后，成语词汇量的积累也非常重要。由于成

语辨析题近年才出现，真题数量较少，因此，除了熟悉历年

出现过的成语之外，平时还需要注重成语词汇量的积累，总

结常见且容易出错的成语。主要有以下两种：1、容易望文生

义的一些成语。如“侧目而视”斜着眼睛看人。形容憎恨或

又怕又愤恨。“文不加点” 点：涂上一点，表示删去。文章

一气呵成，无须修改。形容文思敏捷，写作技巧纯熟。“首

当其冲” 当：承当，承受；冲：要冲，交通要道。比喻最先

受到攻击或遭到灾难。2、用法比较特殊的成语。“胸无城府

”城府：城市和官署，比喻难于揣测的深远用心。整个词语

的意思是形容待人接物坦率真诚，心口如一。“七月流火”

的真实意思，是说在农历七月天气转凉的时节，天刚擦黑的



时候，可以看见大火星从西方落下去。然而，“七月流火”

多年来却常被误用来形容暑热，至今仍不绝于各种媒体，所

以此古语的本来含义已被通俗而异化。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

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百考试题公务员加入收藏 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