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内蒙古公务员每日刷题答案解析

言语理解与表达（2021 年 3 月 3 日）

1.【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根据语境可知疫情之下欧洲旅游业的发展受到重创，但是“一马

当先”是指冲在最前面的，不符合语境，排除 A项。“首当其冲”是指最先受到伤害和冲击的。

“深受其害”是指深深地受到某人或某事的伤害。“深受重创”形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三者均

符合语境。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欧洲旅游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第二个横线处填入的词应该形

容损失的程度。“不可估量”形容数量大或程度重。可以形容受损失的程度之重。“不可限量”

意思是前程远大。不符合语境，排除 C项。“数不胜数”是形容数量多，不能形容程度重，排

除 D项。因此，选择 B选项。

2.【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三空。“西方之乱”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由语境“从而使问题成堆”

可知存在很多问题，横线处填入的词语应该体现出问题很多的含义。“积重难返”是指长期形

成的不良的风俗、习惯不易改变，也指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易解决，可以形容存在的问题。“积

习难改”是指长期形成的旧习惯很难更改，多形容不好的习惯，不符合语境，可排除 B、D

选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考查实词搭配，填入的词语应与“国家治理能力”搭配，结合语境

来看，国家的治理能力只能越来越弱，不能搭配“退化”一词，排除 C项。

第三步，验证第一空。将“低下”带入语境，“效能”指效率、能量，可与“低下”搭配。因

此，选择 A选项。

3.【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由后文“四大美女”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话中可以得知，都是早期流

传下来的观点，说明前面是在讨论美的追求在早期就已经有了。“毋庸讳言”是指用不着隐讳，



可以直说的内容，文中并没有避讳的内容，不符合语境，排除 A项。“追根溯源”与“追本溯

源”都有追溯事物发生的根源的含义，符合语境。“无可厚非”指说话做事虽有缺点，但还有

可取之处，应予谅解，不符合语境，排除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根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今中外，”可知，横线处填入的词

语应该体现出“全部都是这样”的意思。“无一幸免”有全部的含义，但多指没有一个人能幸运

的躲过，一般多用于灾难，不符合语境，排除 C项。“概莫能外”形容没有例外的，都是这样，

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

百喙如一：犹言众口一辞。许多人都说同样的话，看法或意见一致。

4.【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填入的词应搭配“现象”，而且为消极感情色彩。“催生”是因为某

些原因，被迫形成当前状态的意思，符合语境。“滋生”指引起、产生、滋生祸患，有贬义，

符合语境。“引发”是指引起、触发，可与“现象”搭配。“促使”语法错误，应是“促使……现

象的形成”，排除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填入的词语应是贬义词，“精耕细作”感情色彩不符，排除 C项。

“粗枝大叶”比喻工作粗糙，不认真细致，马虎大意，不能与“现象”搭配，排除 B项。“粗制

滥造”指制作粗劣，不讲究质量，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偷工减料：原指商人为了牟取暴利而暗中降低产品质量，削减工料。现也指做事图省事，

马虎敷衍。

5.【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填入的词语搭配的是“行人”，因此成语必须可以修饰“行人”。而

“车水马龙”多形容车马来往不断，非常热闹。不能直接形容“行人”，排除 A项。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可知是在形容天下虽太平，忘记了战备

就一定会产生危机，是在强调要时刻警惕，不是一次战争就能换来和平的，“一劳永逸”形容

只做一次，以后都不用做了，符合语境。“一步登天”比喻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境界或程度。



有时也用来比喻人突然得志，爬上高位。“登峰造极”比喻学问、技能等达到最高的境界或成

就。“以逸待劳”指在战争中做好充分准备，养精蓄锐，等疲乏的敌人来犯时给以迎头痛击。

三者均不符合语境要求，排除。

第三步，验证第三空。“驱逐”指驱赶或强迫离开，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络绎不绝：形容行人车马来来往往，接连不断。

熙来攘往：形容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拥挤。

川流不息：形容行人、车马等像水流一样连续不断。

6.【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先从第三空入手。通读文段可分析出作者对不法分子窃取学生个人信息的行为

是批判的，消极的感情色彩。可采用语素差异及感情色彩法，辨析“谋取”和“牟取”的区别。

“牟取”多用于消极感情色彩，指赚取非法的利益，有犯罪行为。“谋取”指设法取得，往往为

中性词。根据语境可排除 B项和 D项。

第二步，分析第一空。第一个横线处填入的词语由标点符号“、”可知，应与“良莠不齐”

形成并列关系，“良莠不齐”指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但“鱼目混珠”是形容以假乱真，不能与

其形成并列关系，排除 A项。“鱼龙混杂”是指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符合语境。最后将“予

取予求”带入横线验证，符合语境要求。因此，选择 C选项。

【拓展】

泥沙俱下：指在江河的急流中泥土和沙子随着水一起冲下。比喻好坏性质不同的人或者

事物混杂在一起。

滥竽充数：比喻无本领的冒充有本领，次货冒充好货。

予取予求：任意索取。

7.【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第二空为突破口。“打破”与“局势”“形势”搭配不当，常见搭配为打破……局面、

改变……局势、……形势发生……变化，排除 A、C选项。“牢笼”指关住鸟兽的东西，比喻

束缚人的事物、骗人的圈套，与“传统世界的碎片化、区域化、片段化的”搭配不当，排除 D



选项。“打破……格局”搭配得当。答案锁定 B选项。

第二步，代入验证 B选项。“博弈”指为了谋取利益而竞争，“边界”指地区之间的界线，

代入原文，均符合语境。因此，选择 B选项。

8.【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要表达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的含义。A项“绞尽脑汁”意思是

形容苦思积虑，费尽脑筋，想尽办法，D项“费尽心思”形容千方百计地谋算，二者均不符合

语境，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表达的是因为坚信“应用性科技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

对社会有实际贡献”，所以中国电子出版产业变得更好，B项“焕然一新”、C 项“脱胎换骨”

均可。

第三步，分析第三个空。B项“牢固”形容结实，坚固，不能与“支撑”搭配，排除。因此，

选择 C选项。

【拓展】

焚膏继晷：形容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工作等。

改头换面：现多比喻只改外表和形式，内容实质不变。

穷经皓首：形容勤勉好学，至老不倦。

脱胎换骨：现在常用来比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革故鼎新：多指改朝换代或施政有重大变革等。

焕然一新：指改变陈旧的面貌，呈现出崭新的样子。

9.【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表达的含义是复杂性越来越明显。A项“突现”指突然出现，不符

合语境，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表达的是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交叉在一起的含义。B项“穿插”指小

说戏曲中，为了增加情节曲折性和衬托主题而加上的一些次要内容，不符合语境，排除。

第三步，分析第三空。表达的是含有危险的意思。C项“蕴藉”多形容君子气质。也指言

语，文字，神情等含蓄而不显露，不符合语境，排除。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

显现：呈现。

突显：突出地显示。

凸显：清晰地显露。

交织：指纵横交错或错综复杂地合在一起。

蕴藏：蓄积，深藏未露。

10.【答案】A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该空和“唤醒了大学生的从被动到主动学习”含义相同，B项“催

促”指促使赶快行动，不符合语境，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要与“大胆创新”构成并列关系且修饰的对象是“网络教学”。D项

“别出心裁”用来形容诗文、美术、建筑等的构思设想独具一格，与众不同，不符合语境，排

除。

第三步，分析第三空。根据“非常时期的虚拟网络教学，让传统的课堂教学退居幕后”

可知，特殊时期网络教学意义重大，C项“拭目以待”形容殷切期望或密切关注事态的动向及

结果，不符合语境，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

另辟蹊径：比喻另创一种风格或方法。

刮目相看：指别人已有进步，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他。

独具慧眼：形容眼光敏锐，见解高超。

另眼相看：指看待某个人（或某种人）不同于一般，也指不被重视的人得到重视。

推陈出新：指去掉旧事物的糟粕，取其精华，并使它向新的方向发展。

青眼有加：表示对人喜欢或尊敬。



华图微信客服：htjyxka

更多公务员考试信息加好友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