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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猛药”“重典”“不断加大……力度”可知，中央

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十分坚决。“意念”指念头、想法，体现不出“坚决”之意，与语境不

符，排除 A 项。“恒心”指长久不变的意志，重在“长久”，与语境不符，排除 B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刮骨”“断腕”可知，体现出的是无惧、勇敢的精神、魄力，非

常人所能做到，语义程度重，因此该空在语义程度上应与其一致。“气魄”指魄力、气势；

“勇气”指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气魄。两者相比，“勇气”的语义程度较重，与语境更相

符，排除 C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本题也可从第一空直接排除干扰项，选出答案。语境信息“猛药”“重典”

“不断加大……力度”表明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态度坚决，由此排除 A 项、B 项后，再

进一步辨析“意志”与“决心”。“意志”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而“决

心”指坚定不移的意志，比“意志”语义程度重，更符合语境，排除 C 项。因此，选 D 选

项。 

气势：（人或事物）表现出的某种力量和形势。 

底气：气力或劲头、信心或勇气。 

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语境信息“未来生活”可知，该空应体现“未来的

情况”的含义。“图画”指用线条或色彩构成的形象；“画面”指画幅、银幕、屏幕等上面

呈现的形象，二者都是具体、确定的，而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与语境不符，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语境中“蓬勃生机”可知，该空体现出的是一种积极的倾向。 

“彰显”指鲜明地显示，表达的意义通常是积极的，与语境相符；“显示”指明显地表现，

是中性词，填入空中不如“彰显”贴切，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图景：画面上的景物。描述的或想象中的景象。 

呈现：显出，露出。 

凸显：清楚地显露。 

景象：现象，状况。 

3.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空前“随时”可知，对于“身边美好的事物”我们

并不需要刻意去关注、对待。“寻找”和“发掘”都有刻意而为之的意思，与语境不符，排

除 C 项和 D 项。 



第二步，第二空与“节奏”搭配。“改善”与“改变”，只有“改变”可与“节奏”搭

配，排除 A 项。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改善：改变原有情况使好一些，通常与生活、环境、条件等搭配。 

改变：事情发生显著的差别。改换、更动。适用范围较广。 

调整：改变原有的情况，使适应客观环境和要求。 

调节：从数量上或程度上调整，使适合要求。 

发现：通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或规律；发觉。 

发掘：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 

4.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一味”“‘出生在农村，注定样样落后’”可知，文

中表达的情感色彩是消极的。“鼓励”感情色彩积极，不符语境，排除 D 项。 

第二步，第二空根据“不仅……的无视，而且……”可知，“无视”感情色彩消极，同

时在语义程度上要比“无视”更重。“肯定”是积极意义的词，与语境不符，排除 B 项。

“漠视”从消极意义上看符合语境，但其语义程度比“无视”轻，与“无视”构不成递进

关系，排除 A 项。“抹杀”指一概不计，完全勾销，无论是感情色彩还是语义程度，都与

语境相符。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宣扬：广泛宣传，使大家知道；传布。 

渲染：国画的一种画法，用水墨或淡的色彩涂抹画面，以加强艺术效果。比喻夸大的

形容。 

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根据“通过各种渠道让政策为民众所熟知”可知，该空

应与“为民众所熟知”构成语义上的一致性。“公布”指公开发布，使大家知道，通常用于

法律、命令、文告、通知事项等方面，而文段强调的是“政策信息”，范围更广，且“公

布”与“强化”搭配不合适，排除 A 项。“发布”指宣布，通常针对命令、指示、新闻

等，与语境不符，同时“发布”一般也不与“强化”搭配，排除 B 项。 

第二步，第二空与“提高”搭配。“力度”只有大小之别，无高低之说，与“提高”搭

配不当，排除 C 项。“提高效率”也是惯常搭配。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宣传：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 

公开：不加隐蔽的，面对大家的，或使秘密的成为公开的。 

6.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修饰“大地”。“结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坚固耐用”，

搭配实物；二是“健壮”，搭配人，不能与“大地”搭配，排除 A 项。“坚韧”强调有韧

性，常形容“质地”“人的意志”等，与“大地”搭配不合适，排除 B 项。另外，该空对

应后文“牢固的立足点”，应体现“牢固”之意。“坚实”指坚固结实，符合语境；“坚硬”



强调硬，无法体现“牢固”之意，排除 D 项。锁定 C 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空，该空修饰“方位感”，“方位感”应该是“准确”的。填入“准

确”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坚韧：坚固有韧性。 

坚实：①坚固结实。②健壮。 

坚硬：又结实又硬。 

7.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根据“一项长期性任务”可知，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下子就能完

成、做好的。“大刀阔斧”形容办事果断而有魄力，不能体现“长期性”的含义，排除 A

项。“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用费力了，与“长期性”意思矛盾相，

排除 D 项。 

第二步，另外，该空修饰“推进”，说明的是结构性改革不停地进行，是一种过程。

“贯穿始终”指从开始贯穿到结束，无法用来形容“推进”，排除 C 项。“持之以恒”指用

心坚持下去，不间断，不松懈，正好与“长期性任务”“推进”呼应。因此，选择 B 选

项。 

8.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该空与“难题”搭配。“根治”指彻底治疗，

彻底治理，用在这里程度过重，因为信息技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难题，排除 A

项。“治理”指统治、管理、整治，适用对象通常是具体的，比如国家、河流等，与“难

题”搭配不合适，排除 B 项。 

第二步，再看第一空，根据递进关系“不仅……也……”可知，该空语义程度要比

“必要性”更进一步。“必要性”强调认识层面，“针对性”也指认识层面，与“必要性”

构不成递进关系。“可行性”指可以实行，具备落实行动的特性，从认识到行动，正好与

“必要性”构成递进关系，故排除 D 项。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本题也可以从第一空入手，根据“不仅……也……”表示递进关系，直接选

出答案。“合理性”“现实性”和“针对性”都是认识层面，而只有“可行性”侧重于行动

方面，从认识到行动是一种递进，所以“可行性”与“必要性”能构成递进关系，故答案

选 C 项。 

合理性：合乎道理或事理。 

现实性：合乎客观情况，合乎必然性存在。 

针对性：专有所指，目的明确。 

根治：彻底治疗；彻底治理。 

治理：统治、管理、整治。例：治理黄河；治理污染。 

解决：处理问题使有结果。 



9.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修饰“额外任务”，且根据“不是……而是……”可知，

该空应体现“这种额外任务是不重要的”之意。“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都表示无关紧

要，可与“额外任务”搭配，符合文意。“坚辞不受”指坚决推辞不接受，一般外界给予奖

赏和报答时使用，不符文意，排除 B 项。“理所当然”指按道理应当这样，和“额外任

务”搭配语义矛盾，排除 C 项。 

第二步，再看第二空。“责无旁贷”指自己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别人，侧重强调职责所

在，有一定强制性。“义不容辞”指道义上不允许推辞，侧重强调道德、良心层面不能推

脱，并没有职责的强制力。文中实现中国梦并不是本职工作，只是一种憧憬和向往，使用

“义不容辞”可以体现当代青年的主动性，排除 A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足轻重：没有它并不轻些，有它也并不重些。指无关紧要。 

当仁不让：遇到应该做的事就积极主动去做，不推让。 

义无反馈：从道义上只有勇往直前，不能犹豫回顾。 

可有可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指有没有都无关紧要。 

1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与“紧迫的事情”搭配。“操作”指按规范和要领操纵动

作。“治理”指统治、管理、整治。两个词都不能和“事情”搭配，排除 B 项和 C 项。对

比“应对”和“处置”，两者均有解决问题的意思。但是“应对”比“处置”更能体现对于

突发事件的解决。答案锁定 A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二个空和第三个空。“耽搁行程”“遏制犯罪”均符合搭配关系。因

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遏制”强调控制，“遏止”强调停止，制止。文中的“金融犯罪和网络诈

骗”并不能完全根除，不能“制止”，只能“控制”，且后文“日益猖狂”是一种趋势，用

“控制”更恰当。 

遏制：制止、控制。侧重于过程、动作。 

遏止：阻止。侧重于结果、状态。 

1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介绍改革目前遇到的困境，即阻力越来越

大。第二句通过转折词“但是”强调了深入改革阻力大也要坚持进行。第三句话介绍政府

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接下来通过“清单制成效不明显”“政府放管不到位”

和“双创受制于政策”三个事例从反面来强调上文观点，即目前问题很多，改革必须要坚

持。 

第二步，文段属于“分-总-分”结构。转折词“但是”后的内容为文段的重点句。 

第三步，对比选项，C 项“改革深入攻坚，已是不容迟滞”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



换。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对应文段第一句话，属于转折之前的内容，并非文段重点。 

B 项“改革不可回避”中“改革”表述宽泛，而文段重点强调“深入改革”。 

D 项中“创新发展”针对文段最后两句话论述，它们属于反面论证的内容，并非文段

重点。 

12.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先介绍文化本质上让人处变不惊，然后通过

递进关系“不仅……也……”强调文化鼓励人们接受新的可能。从第二句开始，作者以

“春节团圆”为例，详细论述了文化形态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总-分”，首句是重点，主体是“文化”，并通过“处变不惊”

“接受新可能”两个短语强调变化。 

第三步，对比选项。只有 B 项主体与文段主体相一致。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主体是“春节”，对应文段举例论证的内容，并非文段重点。 

C 项“家人团聚”是围绕“春节”这个话题论述的，属于举例论证，并非文段重点。 

D 项对应文段最后一句话。从最后一句中“年味儿”一词可以看出，本句话也是围绕

例子论述的。 

1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通过递进关系“不仅……也……”强调

贫困与能力匮乏有关。第二、三两句介绍能力的根本是素质，并着重强调文明是更重要的

素质。前三句内容存在层层替换的关系，综合起来可以表述为，贫困和文明素质有关联。

接下来通过引用研究者的观点和晏阳初先生的例子详细论证了人的文明素养对于贫困的影

响力。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总—分”。前三句联合起来阐述了文段的观点，即贫困往往由文

明素质匮乏导致。 

第三步，对比选项，D 项包含了“贫困”和“文明素质”两个关键信息，并且“提升

文明素质”符合作者意图。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中“国民素质”表述宽泛，文段只是针对“贫困人群”来论述，并非包

含所有国民。 

B 项中“发展能力”并非文段谈论的话题。 

C 项“个人能力”表述宽泛，文段针对的是“贫困人群”，并非所有人。 

14.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观察选项，对应原文。 

第二步，A 项对应“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转型、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崛

起……，正迎来返乡创业的热潮”，中西部返乡创业受东部发展转型和中西部经济崛起两方



面的影响，而 A 项只涉及其中一个方面，表述片面，且文段并未就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更无“主次之分”，属于无中生有，不符合文意。B 项对应“重庆、湖南、四川等传统劳动

力输出地，正迎来返乡创业的热潮”，符合文意。C 项对应“这一趋势方兴未艾，它给中西

部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符合文意。D 项对应“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

图”，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A 选项。 

15.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第一句介绍科学素质的重要意义。第二句阐述目前

存在的问题，即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第三、四两句通过列举数

据详细解释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低于发达国家。 

第二步，文段结构为“分-总-分”。重点为第二句，即强调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比较

低的问题。对比选项，A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合理引申。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应关注”不能解决公民科学素质低的问题，与作者意图不相符。 

C 项对应文段第三、四两句解释说明的部分，且这个选项只谈论了问题本身，并没有

引申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D 项表述只是文段论述的问题，不符合作者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