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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B_E8_A8_80_E8_c26_646598.htm 选词填空这种题型比

较成熟，是公务员考试中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非常重要的一

种题型，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是地方公务员考试都涉及

到对这种题型的考察，尤其是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是

出了20道选词填空的题目，可见该题型在言语理解与表达部

分所占比例是相当重的。因此作为备考的考生，首先要足够

重视这种题型，进行重点复习。其次要明确该题型的考核点

，从而有针对性地练习提高。 事实上选词填空主要考察了考

生准确掌握、运用、辨析常用及特定词语的能力，能够在给

定上下文的语境中选择最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从侧面可以

考察考生的语言文字功底及文学感知能力等较高的素质。因

此考生在平时复习时要注意培养自己对语言的规范表达，以

及一种良好的语感。这两点就基于对词汇、短语包括关联词

等熟练、扎实的掌握。因此我们为考生精心编排了三个词表

，以历年考点所涉及的词汇短语为中心点，通过辨析和误用

举例的方式进行引申，同时配以例句帮助考生更好理解，以

期达到熟练掌握，准确运用的效果。 词表（一） “遏制”和

“遏止” “遏制”和“遏止”的差别在“制”和“止”上体

现的很明显，“遏止”侧重抑制、迫使其停止，强调使之停

止。而“遏制”则侧重抑制、控制、压制，强调制约性。如

“虽然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能遏止住对方凌厉的攻势

，痛失奖杯”。这里的“遏止”应该换为“遏制”，因此“

遏止”既然已经表示停止，就不能再有“住”搭配。 “权利



”和“权力” “权利”是指依照法律和章程应当享有的权力

和利益，其和“义务”相对。而“权力”表示政治上的强制

力量，也可以表示在职责范围内的管理和指挥权。两者的侧

重点不同，如下面句子中的“权利”就是误用： “而‘四人

帮’一伙，则利用篡夺的权利，假公济私，挥金如土。过着

穷奢极欲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一句子中的“权利”指

的是某中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因此不应该使用“权利”

，而应该改为“权力”。 “推脱”和“推托” “推脱”和“

推托”读音相同，意义相近，但略有差别。“推脱”侧重指

摆脱、开脱，使之与自己无关，多指推脱责任、问题或与自

己相关的事情等；“推托”侧重借故拒绝，指婉言谢绝、表

示不接受，后面经常带有托词或者表示拒绝的原因，多指推

托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两者不能混用。 如：“我们来你们

公司领取材料，你们的保管员却相互推托，支吾搪塞。”，

该句中的“推托”应该是“推脱”，因为作为“保管员”发

放材料是其责任，而不是其不愿意做的事情，因此用“推托

”不妥，应该改为“推脱”。 “侦察”和“侦查” 同“考察

”与“考查”类似，“侦察”和“侦查”的区别也在“查”

和“察”的意义区别上，“侦察”指的是了解敌方的情况；

“侦查”的意思则是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的调查行动。两者

不能混用。如：“为了了解对手的情况，球队专门派了一名

助理教练去对方训练场地侦查情况”。这里的“侦查”是误

用，应该改为“侦察”，意思是了解对方的情况。 “起用”

和“启用” “起用”有两个意思，一是重新任用已经退职或

者免职的官员，二是指提拔、任用。 “启用”只有一个意思

，是开始使用。一般来说“起用”的对象应该是人，而“启



用”的对象则是事物。 如：“机场新建的候机大楼已经起用

了。”这一句子中的“起用”应该改为“启用”，因为其宾

语是事物，表示的是开始使用的意思，因此应该用“启用”

。 “谋取”和“牟取” “谋取”和“牟取”都是指想办法得

到的意思，但是“谋取”是一个中性词，可以指合法的取得

，也可以指非法的获取。而“牟取”则是贬义色彩较强的词

语，多指非法的获取。因此下面句子中的“谋取”属于误用

： “必须坚决打击不法商人制假贩假谋取暴利的犯罪行为。

”这一句子中的“谋取”显然是错误的，句子表达的意思是

非法地获取的意思，应该改为“牟取”。 词表（二） 关联词

及虚词辨析与误用 “凡是⋯⋯不少⋯⋯” “凡是”强调主语

的总括性，强调主语所涉及的范围内的“所有”性，常常与

“都”“总”等搭配组成关联词组，而“不少”强调的是大

多数，很多，但不是所有，所以“不少”和“凡是”在语义

上是相互矛盾的，不能构成搭配，属于误用。 如：“凡是在

学问和科学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不少是在客观物质条件十分

艰难的情况下，经过顽强刻苦的努力才获得成功的。”这一

句子中应该删掉“凡是”，保留“不少”，因为并不是每个

成功的人都缺乏“客观物质条件”的。 “虽然⋯⋯但是⋯⋯

”和“即使⋯⋯也⋯⋯” “虽然⋯⋯但是⋯⋯”和“即使⋯

⋯也⋯⋯”表示的都是让步关系，但是“虽然⋯⋯但是⋯⋯

”侧重让步和转折，“虽然”引出的让步的事实只能是已然

性的事实，而不能是未然的、假设的情况；“即使”引出的

让步的事实则多是未然的，假设的情况，侧重假设和让步。

因此，把“虽然⋯⋯但是⋯⋯”用于对假设事实的让步，则

是误用。 如：“虽然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



们绝对不能骄傲，何况我们的工作作得还并不好呢？”这里

因为实际上“工作作得还并不好”，可见“我们的工作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并不是已然的事实，而只是一种假设，因此

不能用“虽然”引出，而要用表示假设的“即使”，后面也

相应地换为“也”，构成“即使⋯⋯也⋯⋯”结构，表示假

设让步。 词表（三） 成语辨析与误用 “不刊之论” “不刊

之论”的意思是十分正确，不能进行更改的言论，“刊”是

修改的意思，而不是刊登的意思，最初出自汉代扬雄的《答

刘歆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如：“他的这篇文章

写得狗屁不通，简直就是不刊之论。”这里的“不刊之论”

显然属于误用，“不刊之论”指文章时应该是字字珠玑、不

可修改的好文章，而不是“狗屁不通”的文章，显然说话人

是把“刊”理解成了“刊登”，认为“不刊之论”是“不好

到不能刊登出来的言论”了。 “差强人意” “差”，稍微、

尚、还；“强”，振奋。“差强人意”的本意是“还算能够

振奋人心”。《后汉书吴汉传》中有“吴公差强人意，隐若

一敌国矣”。现在的意思是指大致上能够使人满意。如：“

京沪线上的救护工作，比起其他各线来，还是差强人意的。

” 需要注意的是，“差强人意”尽管不是“非常使人满意”

，但是还是使人满意的，不能用来表示不满意的情况。 如：

“他的学习总是差强人意，天天都要挨老师的批评。”这里

的“差强人意”明显属于误用，说话人要表达的应该是“不

令人满意”的意思，不能用“差强人意”。 又如：“我对学

生工作不熟悉，你却偏让我去做学生工作，这不是差强人意

吗？”这一句子中的“差强人意”也是误用，说话人要表达

的意思是“强人所难”，而不是“还算满意”，因此可以改



用“强人所难”。 “屡试不爽” 对“屡试不爽”理解的偏差

主要出现在对“爽”的理解上，“不爽”并不是“不高兴”

“失败”的意思，而是“没有差错”的意思，“爽”的意思

是“差错”，因此“屡试不爽”的意思是“经过多次实验都

没有任何差错”，而不是“多次尝试都让人不高兴”的意思

。下面句子中的“屡试不爽”属于误用： “他一直想在这家

报纸的主版上留几个铅字，可惜的是他水平不济，屡试不爽

。”显然，这里把“屡试不爽”理解为“屡试不中”的意思

，是误用。 “名不虚传”和“名副其实” “名不虚传”指流

传开来的名声和实际的相符，侧重指确实很好，不是空有虚

名。宋朝华岳《白面毒渡》：“系船白面问溪翁，名不虚传

说未通”。“名副其实”侧重名声或名称和实际的一样，不

论名声好坏都可以，而不一定带有“很好”的意思。因此下

面句子中的“名不虚传”属于误用： “到了中学，就要遵守

中学的饿一切规章制度，学好中学相应的课程，做一个名不

虚传的中学生。”这里的“名不虚传”显然并不一定是“好

的名声”，只是说“中学生”的名称要和实际相符合，所以

应该改为“名副其实”。 “巧夺天工”和“鬼斧神工” “巧

夺天工”的意思是人工的精巧胜过天然，形容技艺高超冠绝

。“夺”胜过。出自元朝赵孟的《赠放烟火者》诗，“人间

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清昼同”。“鬼斧神工”也作“神工

鬼斧”，形容技艺精妙、高超，几乎不是人工所能制作的。

出自《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来

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在强调技艺精巧高超的程度上，“

巧夺天工”侧重指胜过天然，而“鬼斧神工”侧重指非人力

所能做到的。因此下面句子中的“巧夺天工”属于误用： “



翘首西望，海面托着的就是披着银发的苍山，苍山如眉，洱

海如镜，真是巧夺天工。”这里用“巧夺天工”来形容本来

就是天然形成的“苍山”“洱海”，显然是不确切的，应该

改为“鬼斧神工”来赞美。 “无所不至”和“无微不至” “

无所不至”是指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多指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来。《礼记大学》中有“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

无所不至”明显带有贬义色彩。 “无微不至”是指没有一个

细小地方没有照顾到。形容关怀、照顾得十分细心和周到。

是褒义色彩较强的词语。因此，下面句子中的“无所不至”

是明显的误用： “在些年来，乡亲们对我的照顾，真是无所

不至，让我终身难忘。”这里用“无所不至”形容“照顾”

，显然是错误的，应该改用“无微不至”。 相关推荐： 国考

言语理解之语病快速辨析七招 2010年国考端正心态攻克言语

理解的关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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