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回顾 

  理解词语是我们学好语文的基础。词义的辨析与词语

（成语）的运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正确理解词义 

  词有单义和多义之分。单义词大多是表示事物名称的

词、科学术语、外来词和新造词。汉语中大多数的词是

多义词。 

  多义词----凡是表示多种相互联系的不同意义的词叫

多义词。 



： 

   一个多义词不论它的义项有多少个，其中必有一个是

本义，其它的意义是从这个本义发展变化而来。意义发展

变化的途径有两种：引申和比喻。 

  引申义：引申义是由词的本义演变发展而产生的意义，

因此引申义与本义在意义上或多或少有一种“子与母”、

“流与源”的关系。如“浅”的本义是表示从表面到底部

距离短的意思（如：水很浅），引申为程度不深（如：：

他的功底浅）、时间不久（如：他们相处的日子很浅）、

颜色淡（如：浅蓝色）。学习过程中要记住本义，学会引

申。 



   比喻义：比喻义是通过基本义的比喻用法而逐步固定

下来的新义。如用“手足”比喻“兄弟”，用“虎口”比

喻危险境地。词的比喻义和修辞上的比喻不同。词的比喻

义虽然最初是通过比喻用法逐渐形成的，但它已经成为词

的一个新的固定意义，为群众所接受；而比喻修辞是在特

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打比方。 



  本体和喻体间无固定搭配关系。一个本体可有多个喻体。了
解了汉语的词义特点，同学们在考试中可以结合语境对词语的含
义进行具体分析。 
2、准确把握词语的感情色彩 
    词语的感情色彩分为三种：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褒义
词是带有赞许、肯定、喜爱、尊敬等感情色彩的词。 
  如：美、秀丽、谦逊、刚强等；贬义词是带有贬斥、否定、
厌恶、鄙视等感情色彩的词。如丑、奸诈、卑劣、渺小等；中性
词是不带褒贬感情色彩的词。如结果、状况、配合、方法等。 



3、辨析近义词 

 （1）从意义方面来辨析 

  ①词义的轻重不同： 

  一般是同义的动词、形容词表现出来的一种意义上的差

别。语意相近的词语，往往语气有轻有重，意思有深有浅，

如“损坏”、“破坏”、“毁坏”，都表示因为某一动作行

为而造成伤害，但毁坏的语意要轻，程度要小，而“毁坏”

则层次升级，程度加重。“他损坏（毁坏、破坏）了公物”

在程度上 

有明显的区别。再如“请求”、恳求”，“轻视”、“蔑视

”，“失望”、“绝望”等词语在语义的轻重上也存在着差

异，所以使用时就得细细斟酌。 



  ②词义着重点不同： 

  有些近义词表达的角度和意义方面有差异，辨析时就应抓

住词义的着重点来进行分析。如“化装”和“化妆”，“化

装”强调身份或者形象的改变，其结果是隐藏自己；“化妆”

则仅仅是为了美化自身，主要是容貌的打扮，结果是为了更好

地展现自身。近义词着重点的区别特征与词性也有着一定的联

系。名词近义词着重点的区别往往在所指事物、 



现象的特点方面。如：“才能”与“才华”， 

前者强调“做事的能力”，而后者强调“具有一定的文艺特
长”；动词近义词着重点的区别则通常在所指动作方式、方法
或动作的结果方面，如上面所讲的“化装”与“化妆”就是个
很好的例子；而形容词近义词的着重点的区别则常在所指的状
态、性质的方面，如“陡峭”与“峻俏”，前者着重在“坡度
大而陡直”，后者着重在“高而险”。 

  ③词义的范围大小不同： 

  这一般是指同义的名词表现出的一种细微的差别。语义相
近的一些词语，有的意义所表达的范围大，有的则较小，相互
有意义涵盖部分，使用的时候就需注意意 



义的大小，以免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如“边疆”和“边

境”，前者指靠近国界的领土，范围较大，而后者指靠近

边界的地方，所指范围较小。再如：“事情”、“事件”、

“事故”，“事情”泛指一切活动和所发生的现象，意义

范围最大；“事件”指已经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事故”

则指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的不幸的事情，范围最小。另外，

词义范围的不同还表现在有的词是指事物的集合体或抽象

概念，有的则指事物的个体或具体概念，前者一般不可数，

后者则往往可数。如“人口”与“人”，“书籍”与

“书”，“想头”与“想法”等。 



  ④词的运用对象不同： 

  在语言实践中，有些词语虽然意义相近，但在使用时
却适用于不同的场合，词和短语的搭配有着一定的限度，
不能任意组合，如：“爱护”和“爱戴”，“爱护”可以
用于人，也可以用于物。用于人，一般用在上对下、长辈
对晚辈或者同学同事之间。“爱戴”只能用于人，而且只
能用于下对上。再如“充足、充分、充沛”这一组词，都
含有“足够”的意思，但一般来说，“充足”多与自然界
或物质方面的比较具体的东西搭配，如阳光充足、水源充
足等，“充分”多与比较抽象的事物搭配，如条件充分、
理由充分， “充沛”则多与表示精神方面的抽象概念搭配，
如精力充沛等。 



例1：依次填入下列横线处的词，恰当的一 

项是(    ) 

  如果不是秋风将种子吹下茎秆，那种子不是要被酷寒

所冻僵吗？是秋风，把种子介绍给根须，使它找到了____

生命的母体；是秋风，把种子藏进了厚实的泥土，使它有

了一个     春天的温床；是秋风，把果实领进了一个个

温暖的家，使它____了生命的胚胎。 

A．延续    萌动    保持    B． 延伸    萌动    保存 

C．延伸   萌生   保持      D． 延续   萌生   保存 



    解析：这是一道考查词义辨析的题目。解答此题，要学
会比较近义词中的细微差别。题中的三组词，“延续”和
“延伸”不同的是，“延续”是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
“延伸”延长，扩大宽度、大小、范围等；萌动”和“萌
生”的不同之处是，“萌生”指开始起步，开始发生，有了
某个念头（多用于抽象事物），“萌动”指草木发芽比喻事
情刚起头；“保持”和“保存”的区别是“保持”是指维持
某种状态不消失或减弱，“保存”指继续存在，不受损失。
根据语境，此题应选择D项。 



（2）从色彩方面来辨析 

①感情色彩不同： 

  汉语词汇有些不带说话者的主观感情，如“树”、人”、

“桌子”等都比较客观。而也有些附带了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如“团结” “勾结”，团结是褒义词，“勾结”是贬义词；

又如“爱护”、“庇护”，“爱护”是褒义词，“庇护”是贬

义词。 



②语体色彩不同： 

    词除了褒贬义之外，还有庄重和诙谐，谦敬和讽刺，委

婉和直露以及文、白、雅、俗等色彩，这是因环境、身份以

及知识等的差异，使得人们说话写文章使用词语表情达意时

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

普通话与方言的不同，生活用语与专业用语的不同，以及此

种文体与彼种文体的不同等等方面。我们将之统称为语体色

彩的差异。如“吓唬”和“恐吓”两个词语，前者为口语，

通俗平易，后者为书面语，则比较典雅、庄重。又如“的士”

适用于口语，“出租车”适用于书面语。 



例2：画线词语在句中含贬义色彩的一项是(   ) 

A. 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情，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

麻木不仁。 

B.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

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C.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D. 我喜欢海，溺爱着海，尤其是潮来的时候。 



        解析：本题中“满腔热情”是本义，属于褒义词；“高傲”

使感情色彩变成褒义，在这里表示“自豪”；“溺爱”也变成

褒义表示深深喜爱的程度。只有“标致”一词，虽然本义是姿

态、形象美丽的意思，但在句中是反语的修辞方法，褒义变成

贬义用法,也叫褒词贬用。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B项。 



（3）从语法功能方面辨析： 

        有些近义词，语意差不多，但其语法特点以及功能不

相同。如：“阻碍”和“障碍”，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

词，词性不同，用法自然就不同了。另外，由于本身语义

差异以及习惯问题，有些动词能带名词宾语，有些动词则

不能带，如：“逃跑”和“逃脱”，前者不可带宾语，而

后者却可以。还有，虽然大部分形容词可以被程度副词修

饰，但也有一部分本身带有表程度的意味，如“白”，我

们可以说“很白”、“太白”等，但“雪白”本身就表示

了“白”的程度，就不能再被修饰了。 

    



例3、(沈阳）依次填入下面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
是（  ） 

  人生旅途，如果太过平坦顺利，反而会在__________ 

中虚度。正如流水，有波折才会__________美丽的浪花。至
于结局，并非是最重要的，__________你享受了__________

的过程。 

 A．索然无味 激起 而且 精致 

 B．如释重负 激扬 况且 精妙 

 C．如释重负 激扬 因而 精美 

 D．索然无味 激起 因为 精彩 



        解析：本题中第一个空和最后一个空根据具体的语境

来判断，应选择“索然无味”和“精彩”，再看中间两个

空，“激起”和“激扬”都是动词，但与宾语“浪花”搭

配恰当的应是“激起”，由于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属于因果

关系，因此这里的关联词语应选择“因为”，显然正确答

案为D。 



 

 
4.正确使用成语 

  考题中常见的成语使用错误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望文生义。如“告别时，这位服装个体户一定要

送我几件高档的衣服，真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是指

专家学者，句中误理解为“出手大方的人”。 

  （2）意思弄反。如“如果能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就

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事倍功半”是形容花费的劳力

大，收到的成效小，与句意相反，应改为“事半功倍”。 



（3）张冠李戴。如：虽然他是残疾人，但我们不能对他刮

目相看。 

“刮目相看”是指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与语义不符合，按句

意可以改为“另眼相看”。 

（4）色彩不当。如“正因为他具有自命不凡的崇高理想，

才在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自命不凡”的意思是自以为很了不起，含有贬义，用在句

中形容“崇高理想”不恰当。 



中考涉及这类知识的考查题型有： 

①选择题： 

  根据语境，找出正确运用或错误运用词语的选择项，

或者根据对词语的记忆程度来判断词语的正确解释。 

②填空题： 

  根据提示，填出正确的词语。 

③其他的一些成语运用题： 

  比如读故事（古诗）猜成语等。 



④根据提供的语境推敲备选词语，以确定恰当的选项。再

如，解答结合语境理解某一词语的这类试题，也应注意三

点： 

第一、准确把握题干所示的语境； 

第二、准确判断词语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含义； 

第三、把词语的语境含义放到它所在的语境中去检验，保

证其使用的准确性。 



要解答好这类题，首先要重视平时对词汇的积累，尤其是

对词义的用法要有准确的理解和掌握。其次，对不同的题

型采取不同的解答方法。如词语运用性选择题，可以从四

个方面入手： 

  ①注意题干中显示测试要求的关键性词语； 

  ②快速浏览句子，了解句子的基本意思； 

    ③把备选词语进行相互比较，找出其细微差别； 



巩固练习 

1、（包头市）下列各句中，加线成语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 

A．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干部中那种对群众疾
苦无动于衷的现象基本消失了。 

B．两位参加散打比赛的少年各自使出了自家的浑身解数和本领，
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C．他手很巧，利用废旧物品制成的电烤箱，虽然外观一般，可
功能并不逊色，真是巧妙绝伦啊。 

D．飞往留学地的飞机即将起飞，弥留之际，这位性格内向的男
孩终于喊出了“妈妈，我爱你！”   

分析：B.重复  C．不合语境  D．望文生义 

A 



2、（湖南长沙)下列加线词语运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马航失联事件牵动亿万民众的心，人们在心中为失联人
员默默祈祷。 

B．众目睽睽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人们的期盼中拉开帷幕。 

C．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将中国美食与传统文化融为一
体，令观众回味无穷。 

D．近日南方连续暴雨，大家对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体
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B 

分析：考察对词语和俗语的积累运用。众目睽睽：指在广大

群众注视之下（多用于贬义）用在此处不恰当。 



3、(南充)依次填人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 

最恰当的一组是(        ) 

 (1)家庭的           使他从小对美就有敏锐的感悟，乡村丰富的色
彩和生动的线条使他陶醉不已。 

(2)花一样的生命，一瓣一瓣地绽放她的美丽，使这个原本死寂
荒凉的世界            充满快乐。 

(3)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        是触犯了党纪国法，      要
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A．熏染    姿态万千  只要……就 

B．熏陶    姿态万千 只有……才 

C．熏染    五彩缤纷 只有……才 

D．熏陶    五彩缤纷 只要……就 

分析：“熏陶”表示好的影响，“熏染”表示不好的影响；“五
彩缤纷”才能与上文的“死寂荒凉”形成对照，“只有……才”
表示必要条件“只要……就”表示充要条件。 
 

D 



4、（枣庄市）下列选项中的成语，全是贬义的一项是 

（    ） 

A.狼心狗肺   虎头蛇尾   蛇蝎心肠 

B.凤毛麟角   童颜鹤发   一丘之貉 

C.乌合之众   狼狈为奸   犬马之劳 

D.狐朋狗友   金鸡独立   牛鬼蛇神 

A 



5.（黄冈市）下列各句中，加线成语使用恰当的一项是(         ) 

A． 现在的电信诈骗案层出不穷，行骗者手段之隐蔽，伎俩之巧

妙，蒙骗形式之多样，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B. 自然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令人异想天开的神秘现象，正等待

着科学家们去破解。 

C.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与国际接轨是一个自

强不息的民族的必然选择。 

D. 有德之人不会以权谋私，不会贪污受贿，虽然清贫点,但活得

坦荡，没有水落石出之虑，也没有半夜敲门之惊。 

C 



         分析：A项“叹为观止”是指赞美所见到的事物好到了

极点，是褒义词，用在这里不合适。 

         B项“异想天开”是指想法很不切实际，非常奇怪，用

来修饰“神秘现象”不恰当；D项“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

现象，后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用在这里与语境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