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逻辑填空解题方法 

关联词 

 

【例 1】潮州木雕最大的特色，就在于________后由匠人贴上金

箔或涂抹金粉，使成品展现出________的效果，尽显潮汕人功利性与

实用性相结合的思维模式。 

填入划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精挑细选  活灵活现 

B. 精心琢磨  匠心独具 

C. 精雕细凿  不同凡响 

D. 精雕细刻  金碧辉煌 

【答案】D 

【解析】突破口在第二空。修饰的是“效果”，根据“匠人贴上金

箔或涂抹金粉”可知，潮州木雕展现出的效果是光彩夺目的。D 项“金

碧辉煌”形容建筑物等颜色鲜明华丽，光彩夺目，符合文意，且照应

“金箔”“金粉”。A项“ 活灵活现”形容神情逼真、传神，使人有亲

类型：转折、递进、因果、并列等 

转折——语义相反，感情倾向相反，形成反向照应 

并列——①平行并列：语义相近，感情倾向一致 

②对照并列：语义相反，反向照应 

因果——前后因果相关，感情色彩一致 

递进——前后语义相近，递进后语义略重，感情倾向一

致，递进前后形成正向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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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所见的感觉；B 项“匠心独具”形容艺术构思运用的很独特；C 项

“不同凡响”形容艺术作品或言谈议论不同一般，十分出色。A 项、

B 项和 C项均不符合文意，排除。答案锁定 D 选项。“精雕细刻”形容

创作艺术品时的苦心刻画，体现潮州木雕的制作过程，符合文意。因

此，选择 D 选项。 

【例 2】繁花盛开的季节，蜜蜂在姹紫嫣红之间辛勤劳作，如果

你仔细观察一只蜜蜂的活动就会发现，蜜蜂对柑橘和咖啡的花朵仿佛

着了魔一般，而对其他植物的花朵________，这是为什么呢？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旁若无人 

B. 素不相识 

C. 熟视无睹 

D. 置若罔闻 

【答案】C 

【解析】“而”用在此处为转折关联词，前后语义相反。前文介

绍了“蜜蜂对柑橘和咖啡的花朵仿佛着了魔一般”，因此，填入成语

应与“着了魔一般”语义相反，“着了魔一般”指非常着迷、迷恋。A

项“旁若无人”指好像没有人，形容态度傲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B 项“素不相识”指向来不认识。A 项和 B 项均无法与“着了魔一般”

构成反义关系，排除。C 项“熟视无睹”指看惯了却像没看见一样，

形容对事物漫不经心或不重视，与“着了魔一般”语义相反，符合文

意。D 项“置若罔闻”指放在一边，好像没有听到似的，指不予过问

或不予关心，“置若罔闻”侧重于听，常用于对别人的话不管不问，

不符合文意，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C选项。 

【例 3】在现在，死海的湖水正以每年超过 1立方米的速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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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极为少见的巨大沙坑正以每年________的速度形成，而且这个速度

还可能继续加快。尽管官方没有公布沙坑的破坏程度，但许多电源线、

公路以及活动住宅正被________，甚至曾有游客掉入沙坑受伤。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不计其数    淹没 

B. 数不胜数    湮灭 

C. 数以百计    吞噬 

D. 不可胜数    毁灭 

【答案】C 

【解析】由关联词“而且”可知，所填的词语与“这个速度还可

能继续加快”构成递进关系，说明前面的速度是可以计数的。A 项“不

计其数”指无法计算数目，形容极多；B 项“数不胜数”指数也数不

过来，形容很多；D项“不可胜数”指数不过来，形容多。三者都是

无法计数的，排除 A 项、B 项和 D 项。C 项“数以百计”指数量以百

来计算，可以与后面形成递进关系，符合语境。“吞噬”是吞没的意

思，可以体现电源线、公路及住宅等被破坏，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例 4】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以往的爱国主义

相比较，具有历史进步性和鲜明时代性。这种爱国主义不是盲目排外，

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不是_________，而是与民主和

科学精神紧密联系，追求发展进步；不是_______，而是付诸行动，

以“直接行动”投入反帝运动。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拾人牙慧    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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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固步自封    纸上谈兵 

C.刻舟求剑    作壁上观 

D.邯郸学步    闭门造车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第一空位于“不是”之后，与后

面“而是”引导的分句形成反向并列，填入的词语应与“与民主和科

学精神紧密联系，追求发展进步”意思相反，表示孤立止步。B 项“固

步自封”比喻守着老一套，不求进步，符合语境。C 项“刻舟求剑”

比喻拘泥成例，不知道跟着情势的变化而改变看法或办法，符合语境。

A 项“拾人牙慧”指拾取别人的一言半语当作自己的话，也比喻窃取

别人的语言和文字，不符合语境，排除。D 项“邯郸学步”比喻一味

地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原来的本事也丢了，不符合语

境，排除。第二步，分析第二空。第二空与“付诸行动”形成反向并

列，表示空谈理论，没有行动，B项“纸上谈兵”比喻只凭书本知识

空发议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符合语境。C项“作壁上观”比喻置

身事外，在旁不协助任何一方，语义不符，排除。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 5】近二十几年来，人类已发现数千颗围绕其他恒星公转的

行星，其中绝大多数与地球________。不过，《发现》杂志曾预测，观

察大约 150 个邻近星系，就应该会找到一个类似地球的小型行星。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泾渭分明 

B．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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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息息相关 

D．大相径庭 

【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通过“不过”转折关联词可知横线

处应该和转折之后意思相反，转折之后说的是能够找到类似地球的小

型行星，转折之前应该是绝大多数和地球不类似，强调的是不同。第

二步，辨析选项。A项“泾渭分明”比喻优劣、是非等非常分明，不

符合语境，排除 A项。B 项“唇齿相依”指像嘴唇和牙齿那样互相依

靠，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靠；C项“息息相关”形容彼此的关系非

常密切。它们强调的都是关系密切，没有体现不同，排除 B 项和 C 项。

D 项“大相径庭”比喻相差很远，大不相同，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例 6】语言是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标志，因此，大力开展历史汉

语、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________。 

填入画横线最恰当的一项是： 

A.有目共睹 

B.不言而喻 

C.不置可否 

D.众口一词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由“语言是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标志”

可知，语言很重要，“因此”表因果关系，前后语境相互提示，空白处



6                    
 

应填入重要性“很明显”的程度词。第二步，对比选项。B 项“不言

而喻”指不用说，大家都很清楚，符合文意。A项“有目共睹”指人

人都可以看到，极其明显，一般指以前的成就大。文段主要说汉语研

究很必要，不是强调汉语以前的成就大，排除 A 项。C 项“不置可否”

指不明确表态，既不说对，也不说不对；D 项“众口一词”形容许多

人说同样的。C 项和 D 项均不符合语境，排除。因此，选择 B 选项。 

 

 

标点符号、提示性词句 

 

【例 1】莫里哀曾说：“喜剧的责任，就是通过娱乐来纠正人的

缺点。”近年来的法国轻喜剧，尤其擅长_________，用淡淡的笑声

拆解社会难题的九连环，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举重若轻 B.借古讽今 

标点符号 

并列（、 ， ； ） 

解释说明（——   ：） 

引用、强调、反讽（“ ”） 

提示性词句 

找到提示性的字、词或者句子，选择与之含义相近、搭配得

当、感情色彩相符等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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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微言大义 D.振聋发聩 

【答案】A 

【解析】根据提示性语句“用淡淡的笑声拆解社会难题的九连环”

可知，填入空格的成语要表达“很轻松地就能解决困难的事情”的意

思。辨析选项。A 项“举重若轻”比喻做繁难的事或处理棘手的问题

轻松而不费力，符合语境信息。“借古讽今”强调借评论古代的人和

事来影射讽刺现实；“微言大义”指语言精微但又含有深刻的道理；

“振聋发聩”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三者均与文中“轻

松地解决难题”的语境信息不相关，故排除 B 项、C项和 D项。因此，

选择 A 选项。 

【例 2】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________出发，突出中国特

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

守旧、________。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国情  冥顽不化 

B. 实际  墨守成规 

C. 现状  食古不化 

D. 现实  茕茕孑立 

【答案】B 

【解析】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可知，横线所填成语与

“因循守旧”为并列关系，表意相近。“因循守旧”指的是沿袭旧

规，不思革新，死守老一套，缺乏创新的精神。A 项“冥顽不化”

形容人非常顽固，不通情达理，文段强调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而

非人的特点，不符文意，排除 A 项。B项“墨守成规”指思想保

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与“因循守旧”表意相近，符合文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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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食古不化”指对所学的古代知识理解得不透，不善于按现在的

情况来运用，文中并未提及“所学的古代知识”，不符文意，排除 C

项。D 项“茕茕孑立”意思是孤独无依地站着，形容孤苦伶仃，不

符文意，排除 D项。答案锁定 B 选项。根据后文“突出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可知，全面依法治国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具体

的情况。B 项“从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 3】一个现实是，受普通大众欢迎的产品才能走得更远，才

能在市场上更长久地立足。很多所谓的高科技产品________，来也匆

匆去也匆匆，忽悠了消费者一把，最后无影无踪。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昙花一现 

B. 弄虚作假 

C. 徒有其表 

D. 华而不实 

【答案】A 

【解析】根据横线之后的提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忽悠了消费

者一把，最后无影无踪”可知此处应填入一个词表示短暂的出现，但

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的意思。A项“昙花一现”比喻美好的事物或景

象出现了一下,很快就消失，符合文意。B 项“弄虚作假”指制造假的

现象以欺骗别人，不符合文意，排除 B 项。C 项“徒有其表”指空有

好看的外表，实际上不行，指有名无实，不符合文意，排除 C 项。D

项“华而不实”指只开花而不结果，比喻表面好看，但没有实际内容，

不符合文意，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A选项。 

【例 4】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建筑都是________历史

信息的资源，是历史的“活化石”，对待历史文化遗存，要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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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而不是“返老还童”。一些古城区成片拆除、全迁居民

另建仿古街，这不是名城保护，也不是棚户区改造的正确方法，既丢

了人气，文化传承也无从说起。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包含  老当益壮 

B．囊括  焕然一新 

C．蕴藏  方兴未艾 

D．饱含  延年益寿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语境当中的提示词为“返老

还童”，文段中的双引号表示强调，意思为恢复青春和年轻时的状态，

与之相反相对的文意应该是保持原来的状态，放在否定的语境中，对

应的是 D项“延年益寿”指的是增加岁数，延长寿命。A项“老当益

壮”指人到老年依然威猛，强调的是“壮”，而不是“衰老”，不符合

文意，排除。B项“焕然一新”指改变陈旧的面貌，呈现出崭新的样

子；C 项“方兴未艾”指事物正在发展，尚未达到止境或还没有停止，

多形容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二者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B项和 C项。

答案锁定 D 选项。第二步，验证 D 选项。“饱含”即充满，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D 选项。 

【例 5】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________、荣辱与共，努力把我

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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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风流云散 

B.风雨同舟 

C.如影随形 

D.通同一气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该空和“荣辱与共”形成并列，文

段意思是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风流云散”指像风和云那样流动散开，比喻在一起的人分散到

四面八方，不符合文意，排除 A 项。B项“风雨同舟”比喻共同经历

患难，符合文意。C项“如影随形”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常在一起。

无法体现“荣辱与共”的意思，只侧重关系亲密，不符合文意，排除

C 项。D 项“通同一气”指串通在一起，表意偏消极，不符合文意，

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 6】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人才的________作用，但是，有的地方并没有认真思考自身实际条

件对吸引人才、发挥人才积极作用的影响，恨不得引进一批人才后立

刻就让当地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引进人才工作上出现

________的问题。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引导  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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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辅助  一拥而上 

C.支撑  急功近利 

D.推动  因噎废食 

【答案】C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填入词语修饰“问题”。根据

前文“恨不得引进一批人才后立刻就让当地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可知，填入词语应表达“贪图眼前利益，引进人才时急于求成”

的含义。A 项“拔苗助长”指把苗拔起来，帮助其成长，比喻违反事

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坏事。文段并未提及地方在帮助人才

成长时出现问题，不符合语境，排除 A 项。B 项“一拥而上”指一下

子全都挤上去，形容周围的人同时向一个目标猛挤过去；D 项“因噎

废食”比喻要做的事情由于出了点小毛病或怕出问题就索性不去干。

B 项和 D项均不符合语境，排除。C项“急功近利”意思是急于求成，

贪图眼前的成效和利益，符合文意。答案锁定 C 项。第二步，验证第

一空。填入词语修饰人才的作用。C项“支撑”意思是顶住物体使不

倒塌，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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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色彩 

 

【例 1】打开书本，一股久违了的墨香扑面而来，摩挲纸张，淡

淡的凹凸感非常舒服。味觉、视觉、触觉顿时都活泛起来，连脑细胞

也显得格外活跃。读累了，就闭眼歇一歇，顺便回味刚读过的情节，

思考作者的________；看到精彩的描写和精辟的议论，就反复重读、

吟咏再三，读到妙处更是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春秋笔法  弹冠相庆 

B. 言外之意  低头折节 

C. 弦外之音  额手称庆 

D. 微言大义  击节赞叹 

【答案】D 

【解析】突破口在第二空。空前的“更”表递进，递进前说“看

到精彩的描写和精辟的议论，就反复重读、吟咏再三”，递进之后需

要与上文语义相近、程度加重，强调对“妙处”的认同。A 项“弹冠

相庆” 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其他人互相庆贺，将有官可做，含贬义；

B 项“低头折节”指丧失气节，屈服于他人；C 项“额手称庆”表示

庆幸。三者均与语境不符，排除 A 项、B 项和 C 项。而 D项“击节赞

叹”形容对别人作品的赞赏，符合语境。答案锁定 D 选项。“微言大

类型：积极、消极、中性 

标志：词汇、标点等 

使用：根据文段的语境选择感情色彩与之相符的词

语，同积极，同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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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指含蓄微妙的言语，精深切要的义理，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D

选项。 

【例 2】“诗是不可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更是不可译的。”爱好

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包括不少作家、学者、翻译家常常如是说，语气

中带着七分______三分______。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翻译，中

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自豪  遗憾 B.无奈  悲伤 

C.感伤  埋怨 D.骄傲  惭愧 

【答案】A 

【解析】根据“七分”“三分”可知，空格处填入词语应相反相

对，且第一空主语为“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因此第一空应该是

积极感情倾向。B 项“无奈”、C 项“感伤”，两项词语均为消极感

情色彩，不符合语境，排除 B项和 C项。再看第二空。根据“如果没

有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可知，“三分”

表达因为无法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走不出国门，走不向世界的可惜。

A 项“遗憾”侧重可惜，符合语境。D 项“惭愧”侧重自己做错了事

而感到不安，与前文“爱好古典诗歌的中国人”语境不符。因此，选

择 A 选项。 

【例 3】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我们今天所共同面对的风险挑战：当

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________存在；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不断________；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

的表现；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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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仍然  出现  激浊扬清 

B. 依旧  显现  拨云见日 

C. 依然  涌现  沉渣泛起 

D. 仍旧  浮现  振臂高呼 

【答案】C 

【解析】突破口在第三空。根据前文语境“我们今天所共同面

对的风险挑战”可知，后文是由三个“；”连接的 4 类风险挑战，且

4 类挑战均为当今世界存在的消极现象。所以第三空应填写具有消

极倾向的词语，而且所填词语应与“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

搭配，C项“沉渣泛起”比喻已经绝迹了的腐朽、陈旧事物又重新

出现，在文中表示“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陈旧的不良言论时不

时出现，符合文意。答案锁定为 C项。验证第一空和第二空。C项

“依然”和“涌现”均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 选项。 

【例 4】对人类而言，环境发挥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来源，另一方面它承受着各种人类活动所产生的

________。这种功能决定了人类自身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环境

的发展过程，因此，人类必须彻底地________利己主义，保护好环境，

保持同环境和谐与协调的互利关系。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效果  唾弃 

B.结果  摒弃 

C.后果  扬弃 

D.恶果  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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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第一空。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

该空应填入一个中性词。B 项“结果”为中性词，符合语境。A项“效

果”指事物或行为、动作产生的有效结果，与“承受”搭配不当，排

除 A 项。C 项“后果”指有害的或不幸的结果；D 项“恶果”指坏结

果、坏下场。二者的感情色彩与文段不符，排除 C 项和 D 项。答案锁

定 B 选项。第二步，验证第二空。“摒弃”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抛

弃一些东西，也形容思想上的抛弃、丢弃，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 5】未来将会怎样，不可准确预知，但格局和________总有

踪迹可循。在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所________的巨大变革面前，时

代和社会呼唤产生一批真正的未来学家，能够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关口，

对信息社会的未来有所把握，为未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选择和行为

提供一些理论上的___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趋势 引发 指导  B．路径 导致 服务 

C．轨迹 带来 解释  D．方向 造成 设想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整个文段是在客观描述未来

社会的发展情况，是中性感情色彩。B项“导致”和 D 项“造成”一

般带来的是不好的结果，感情色彩偏消极，排除 B 项和 D 项。第二步，

分析第三空。根据“对信息社会的未来有所把握”“为未来人们的生



16                    
 

产和生活、选择和行为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可知，该空与“未来”有

关，未来的情况是不明确的，因此未来学家只能为未来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等提供一些理论“指导”，而不是理论“解释”，排除 C 项。答案

锁定 A 选项。第三步，验证第一空。“趋势”指事物或局势发展的动

向，表明未来的发展趋势有迹可循，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