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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先看第一空。根据语境可知，第一空要和“创造精神”相搭配，

“迸发”意思是一起爆发出来，而且常为从内到外的过程，精神本是人体内部的东西，所以

“精神迸发”为常用搭配。“激发”指激之使奋起，常在句式为“激发潜能”或“潜能被激

发出来”，所以搭配不当，排除 B 选项。“涌现”指在同一时期大量的出现，符合文意。“呈

现”有显现、展示出的意思，一般指具体的事物在眼前显现出来，与“创造精神”搭配不当，

排除 D 选项。 

第二步，观察第二空，填入词语应与上下文语境 “推动”“发展”对应，“日新月异”

意思是每天都在更新，每月都有变化，指发展或进步迅速，符合语境。“千变万化”单纯形

容变化极多，但是没有发展的意思，排除 C 选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气象万千”形容景象或事物壮丽而多变化。 

“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 

2.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先看第一空，根据语境填入词语要和“变革”相搭配。“发动”

是使开始的意思，常用搭配为“发动汽车”“发动战争”等，但“发动”与“变革”搭配不

当，排除 A 选项。“提倡”“推动”“倡导”均可与“变革”搭配。 

第二步，观察第二空，填入词语应和“优势”相搭配。“增加”指的是量的增加，是绝

对数是具体数字，“增强”指增加效能、强度，强调的是程度的不同，所以“优势”无法和

“增加”搭配，排除 B 和 D 选项。 

第三步，观察第三空，验证 C 选项。“实现”可以与“高质量发展”相搭配。因此，选

择 C 选项。 

3.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语境。根据“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

________”可知，这些问题的控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遏止”指用力阻止，侧重于“止”，

制止并使其停止。“遏制”指制止，压抑控制，侧重于“制”，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遏制”

更符合文意，排除 B 项和 C 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语境。根据“在全面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写下了________的一笔”

可知，修饰的对象是“写下的内容”。A 项“铿锵有力”形容声音响亮而有节奏，修饰的对

象为“声音”，置于此处搭配不当，排除 A 项。D 项“浓墨重彩”意思是用浓重的墨汁和颜

色来描绘。指绘画或描述着墨多，可形容着力描写，也形容醒目突出，分量重，置于此处搭

配恰当。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B 项：“入木三分”意为王羲之笔力强劲，字迹已透入木板三分深，借以形容

书法笔力遒劲，亦比喻见解、议论深刻、确切。 

C 项：“掷地有声”比喻文章文辞优美，语言铿锵有力。现也形容落实力度大。 

4.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此题突破口在第一个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为宪法定义表述的一部分，“宪法是……总章程”为确定性表述，锁定答案为 C

项。 

第二步，验证 C 项。“体现”是指某种性质或现象通过某一事物具体表现出来。如“这

幅油画体现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个人身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在文段中的意思是

“宪法”这一具体事物将抽象的“党和人民的意志”得以表现出来，符合文意。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规范”意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如：道德规范、技术规范等。

“呈现”指具体的事物在眼前显现出来。“呈现”较清楚，持续的时间长，对象多是现实的

事物，直接看到的，如颜色、景色、神情、气氛等，而不是想象的事物。 

B 项：“章法”指文章的组织结构，或比喻处理事情的规则和办法。“展现”指明显地表

现出来。 

C 项：“章程”是组织、社团经特定的程序制定的关于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规范性文

书，是一种根本性的规章制度。 

D 项：“标准”是规范性文件之一。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

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表现”表示出来、显

现出来。 

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考查动宾搭配。“代表民心”搭配得当。 

第二步，第二空考查动宾搭配。“反映”指把情况、意见等告诉上级及有关部门。“反映

民意”搭配得当。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反应”指反响，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或刺激产生的对应变化称为反

应，不能与“民意”搭配。 

B 项、C 项：“表现”与“民心”搭配不当。 

6. 【答案】B 

【解题思路】第一步，第一空所填实词需要与“社会环境”进行搭配，“打造”“营造”

“创造”均可搭配。 

第二步，根据第二空后文的提示性信息“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可知，

前文应是“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遍照耀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故“阳光普照”表意正确。 

第三步，将“诉求”带入第三空进行验证。“利益诉求”为常见搭配且符合文意。因此，



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C 项：“映照”与“照射”均不能表达出“普遍”之意，故不能和后文

的“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形成照应关系。 

D 项：“制造”指把原材料加工成适用的产品制作，或将原材料加工成器物。故“制造”

不能与“环境”搭配。 

7.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前后语境。空格后文对空格处意思做了解释，即“在

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担当”指敢于承担责任，有魄力。“勇敢”指

不怕危险和困难，有胆量，有勇气。而“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大义凛然”更侧重于一份对

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挺身而出”指有魄力，有勇气和胆量。所以“担当”的语义要比“勇

敢”更加全面，更符合语境。排除 B 项和 D 项。 

第二步，第二空不好辨析，从第三空入手。“坚持”指意志坚强，坚韧不拔，持久，有

耐性，侧重“意志力坚强和持久”。“坚守”指坚决守卫，侧重“守卫”。而语境中“忠”就

是在利益诱惑面前心有定力，侧重“仁人志士”能够坚决守卫国家和民族。而不是强调“仁

人志士”的意志力坚强，持久，有耐性。因此，选择 C 选项。 

8. 【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判断考点，考查虚词，需要判断虚词连接前后两部分的逻辑关系，以及考虑虚

词的常规搭配。分析语境，“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在原文中是对立的概念，根据文意

“对西方文明不需要仰视或全盘否定”和“对传统文化要科学理性”可以知道前后形成转折

关系，用“但”更合适，而且“即使……而”“虽然……而”不是转折关系的常规搭配，常

见的搭配是“即使……也”“虽然……但”，排除 C 项和 D 项。A 项逻辑关系符合，但是“肯

定”一词，语义太重，且偏口语化，而文段的语体风格偏正式、书面，“固然”一词显得更

符合书面表达。故可以锁定 B 项。 

第二步，进一步验证 B 选项。分析第三空前后逻辑关系，前后是正面论述和反面论述的

关系。“也”“又”表示递进或并列关系，不能连接“正反”论述；“却”表示转折的逻辑关

系；“而”符合前后逻辑关系。因此，选择 B 选项。 

9.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第一空之前出现顿号，表并列，所填入的词语需与“坚

持科学绿化”“规划引导”语义相近，即所填入的词语要有“指向性落实”的意思。A、C 选

项的“因地制宜”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或采取适当地措施，符合语义。B、D 选项

的“因势利导”指顺着事物发展的趋势很好地加以引导。仅有引导的意思，无落实去做的含

义，并且该词与顿号前“规划引导”一词语义重复。故排除 B、D 选项。 

第二步，第二三两空所填入的词语分别用来修饰“森林面积”“森林质量”，“扩大面积”



“提高质量”为固定搭配。A 选项“扩大”，侧重于“大”，扩展到范围之广；C 选项“扩充”

侧重于“充满”，扩展到内容充实，因此根据文段中所表示的内容，第二空所填入词语应用

来形容“面积之大”，故选择“扩大”一词，排除 C 选项。因此，选择 A 选项。 

10.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阅读文段，通过分析语境可知，第一空所填入的词语用来修饰“中

华民族发展史”，选项 B“恢弘壮丽”多用于具体的物体，例如建筑物、广场等，与“中华

民族发展史”搭配不当，故排除。 

第二步，排除选项 C、D。第二空所填入的词语用来修饰“中华文明”，选项 C“奔流不

息”用来描写景物，比如形容水流等。有时还用于某种精神或力量延续不断，因此此处用来

搭配“中华文明”不当，故排除选项 C；选项 D“厚积薄发”形容只有准备充分才能办好事

情。多用来搭配人或力量，无法修饰“中华文明”，可排除。 

第三步，第三空用以修饰“中华民族精神”，选项 A“历久弥新”指经历长久的时间而

更加鲜活，更加有活力，更显价值，搭配正确且语义相符。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波澜壮阔”原形容水面辽阔，现比喻声势雄壮或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形容宏伟壮观，雄壮有气势的样子。 

“延绵不绝”指连续不断的意思。 

11. 【答案】C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是由“同时”引导的并列关系。第一层并列论述

的是调查研究的意义，即“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第二层并列论述的是调查

研究的方法，即“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 

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是对整个文段的全面概括。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A 项和 B 项：表述片面，都只是并列的其中一方面。 

D 项：没有提及文段的核心话题“调查研究”。 

12.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提出话题“乡村振兴”，并介绍其根本和前提。

接下来通过原因“农业天然具有较大风险”，引出对策。对策部分是由“因而”引导的两个

并列分句，主要讲了金融制度安排、完善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升级，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

原有基础上的创新。 

第二步，文段重点在表结果的关联词“因而”之后，强调体制机制的创新。 

第三步，对比选项。A 项是文段主旨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文段重点讲做法，而不是“本质和基础”。 

C 项、D 项：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与文段主体“乡村振兴”不符，且“实践”过于

泛泛，文段已经提到具体做法；“改革”指改掉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使更合理完善，文段

虽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其为“通过”之后的内容，属于方式，目的是达到“农业



产业升级”。 

13. 【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A 项内容“网络语言的流行说明大众对于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影响”，回到文

段，根据首句“语言文字正从精英时代进入大众智慧时代”和后面“年度十大流行语有超过

一半的入选流行语来自于网络或由网络赋予了新的含义”的例证，可知 A 项理解正确。因

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B 项：“主要组成部分”表述错误，原文只说有超过一半的流行语和网络有关，

但并不是网络流行语是大众语言文字的主要组成部分。 

C 项：曲解文意，原文“2017 年有超过一半的入选流行语来自于网络或由网络赋予了新

的含义”和选项“流行语征集范围主要以互联网用户为主”含义不同，原文并没有说主要是

以互联网用户为主。 

D 项：文段并没有提及，属于无中生有。 

14.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其后文“主要体现为……”是对所要

填入句子的解释说明，其具体内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强调的

是我们的思想上的重视，后面“主动为发展营造安全环境”属于策略。且由文末“后者改变

了……”可知这是一种改变、转变。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 D 选项“理念和战略转变”是其同义替换。而 B 项强调的是

“人民群众”，C 项“政策制度”，均与之不符，予以排除。A 项“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

的提高”是横线前“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选择 D 选项。 

15. 【答案】D 

【解题思路】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任何技术的价值观说到底还是人的价值

观”引入话题，然后提出问题“技术中立如果失去约束，就会有触碰底线的危险”。接下来

从商业组织角度来说，保护收集的个人数据如果与利益产生冲突，仅凭自律是不够的；从政

府组织角度来说，如果缺乏监管，收集的个人数据也可能暴露在风险之中。 

第二步，文段围绕问题“收集的个人数据不通过监管会存在风险”展开，所以要对收集

的个人数据进行监管。D 项是解决对策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A 项：仅提到“商业组织”，过于片面。 

B 项：“利”文段未提及，且不是对策。 

C 项：缺少前提条件“失去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且不是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