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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5_85_AC_E8_c26_646451.htm 国家公务员考试和部

分省市公务员考试中都有试题要求选择合适的词补充到空格

里使句子完整，这类题目叫做选词填空。这类题目实际是在

考查应试者对语言的基础理解和实际运用程度。中公教育多

位名师在总结多年考试经验的基础上，为广大考生归纳出了

一整套有效方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技巧。 一．明词义 

要正确使用词语，首先要正确理解词语的含义。这主要靠平

常认真看书，勤查字典，注重词汇量的积累。 例题：在人际

交往中，多听少说，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是一种良好的 。 填入

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修养 B.格调 C.素养 D.道德 

解析：素养是指一个人在政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知

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学习所达到的一定水平。

它是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属性，能对人的各种行为起到长期

的、持续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修养：①培养自己高尚的品

质和正确的处世态度或完善的行为规范。②指思想、理论、

知识、艺术等方面所达到的一定水平。③指逐渐养成的待人

处世的正确态度。格调多指作品的艺术风格。道德是人们共

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题干中“倾听别人讲话”与

“格调”和“道德”不符，BD两项排除。因为素养侧重于强

调经过长期锻炼、学习所达到的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属性，

而修养侧重于逐渐养成的待人处世的正确态度，所以修养更

符合题意，答案为A。 二．正搭配 公务员选词填空中给出的

选项一般来说词义相近，在了解词义的基础上再来分析词与



词、词与句之间的搭配关系，从正确的搭配关系入手也是一

个正确率极高的手段。 例题： 中美关系 动荡，不符合双方的

根本利益。 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

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 的部分。 A.一再 重要 B.再三

首要 C. 一再 主要 D. 再三 必要 解析：“一再”和“再三”都

是虚词，词义相近，区分难度较大。“一再”和“再三”的

含义是一样的，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意思，“一再”和“

声明”、“表示”等词语搭配，“再三”则同“挽留”、“

考虑”等搭配，此题中“一再”同“动荡”搭配最为贴切。

必要，是指不可缺少的，一定要做的；首要，摆在第一位的

；“主要“是相对于“次要”来讲的。因此，本题正确答案

是C。 在考查关联词语的使用时，前后的搭配则显得更为重

要。 例题： 是那些有能力适应人造光的动物，它们在进化的

过程中也不得不付出生物学的代价：某些异常的品质受到奖

赏， 在正常的自然状态下，它们 变得不适应了。 A.虽然，至

于，也 B．除非，或许，仍然 C.尽管，不过，反而 D．即使

，而，却 解析：根据句意可知第一个分句是假设关系，故选

择D“即使”。“虽然”和“尽管”表转折，“除非”表条

件。第二个分句表转折选择“而”，和“却”连用。本题正

确答案是D。 三．析语境 词语的使用离不开语言环境，公务

员考试中的选词填空更多考查的是词语在不同语言环 境下的

具体运用，因此辨明语境显得尤为重要。在考试过程中，假

如对语境感觉强烈，则能迅速得出答案。 例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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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截然不

同:形容两件事物毫无共同之处。南辕北辙: 想往南而车子却

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题干中强调的是人生目标

的差异性，因此首先B项不符合要求。南辕北辙强调的是行动

和目的的差异性，因此也排除。相差甚远强调的是差距，而

截然不同强调的是差异，相比较起来截然不同更符合题意。

因此选C项。 四.强语感 语感是一种修养，是在长期的规范语

言运用和语言训练中养成的一种对语言文字（包括口头 语言

、书面符号）比较直接、迅速、灵敏的领会和感悟能力。公

务员考试时间紧、题量大，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不仅能

快速、敏锐地抓住语言文字所表达的真实信息，感知语义，

体味感情，领会意境，而且能捕捉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例题： 雪山草地， 下前辈铿锵的足迹；战火硝烟， 起先烈英

勇的雕像。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留 树 B.写 刻

C.印 铸 D.刻 铸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词语的程度把握和词语

间的相互对应。仔细分析“留”、“写”、“印”、“刻”

，可以发现这四个是程度逐渐加重的动词，那么和“铿锵的

足迹”搭配显然要用程度最重的“刻”。同理，后一个空应

选“铸”。本题答案是D。 人生三境界： ，才能览物于胸； 

，才能洞若观火； ，才能超然物外。此三重境界，形影交错

，亦梦亦境，需反复思虑，不断探索，才能冲破重天驾驭人

生。 A.看淡 看远 看透 B.看远 看透 看淡 C.看透 看淡 看远 D.

看透 看远 看淡 解析：有览物于胸的宽容和大气，需要人能够

看得远，此空应填“看远”。洞若观火：洞：透彻。形容观

察事物非常清楚，好像看火一样。显然此空应填“看透”。

超然物外：超出世俗生活之外，引申为置身事外。超出世俗



之外，要做到淡泊名利，此空应填“看淡”。 更多信息请访

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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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