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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专项点拨-判断】定义判断+类比推理 1（讲义） 

 

1.军装∶士兵 

A.套装∶女人                   B.服装∶场合 

C.警服∶警察                   D.制服∶邮递员 

 

2.焊接工∶护目镜 

A.水生物∶鲸鱼                 B.技工∶扳手 

C.妇女∶泼妇                   D.骑士∶盾牌 

 

3.演播室∶主持∶主持人 

A.游乐园∶游乐∶幼师           B.马路∶指挥∶交警 

C.法庭∶审判∶律师             D.电脑∶设计∶程序员 

 

4.紫竹∶植物学家 

A.电影∶影迷                   B.页岩∶地质学者 

C.昆虫学家∶昆虫               D.瓷砖∶镶嵌 

 

5.岳父∶科学家 

A.男人∶女人                   B.矿产∶石油 

C.医生∶儿童                   D.女青年∶运动员 

 

6.运动员∶裁判 

A.消费者∶消费者协会           B.候选人∶计票员 

C.股民∶企业                   D.商贩∶城管 

 

7.举报∶立案∶抓捕 

A.询价∶订购∶退货             B.加速∶减速∶换挡 

C.普查∶发布∶统计             D.出售∶谈判∶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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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育种∶丰收 

A.洗涤∶去污                   B.禁猎∶环保 

C.筑堤∶防洪                   D.打折∶促销 

 

9.推销∶砍价∶付款 

A.买房∶装修∶入住             B.起诉∶审理∶上诉 

C.报警∶接警∶出警             D.生病∶诊断∶吃药 

 

10.公证∶申请∶受理 

A.成功∶鼓励∶奖励             B.考研∶报名∶笔试 

C.射击∶拔枪∶瞄准             D.网购∶预定∶发货 

 

11.教∶学 

A.屈∶伸                       B.买∶卖 

C.死∶活                       D.问∶答 

 

12.卫星∶航拍 

A.搜索∶网络                   B.医院∶手术 

C.火车∶客运                   D.照明∶电灯 

 

13.水杯∶喝水 

A.汽水∶果汁                   B.池塘∶游泳 

C.标尺∶丈量                   D.零件∶制造 

 

14.车库∶停车 

A.讲台∶领奖                   B.表演∶舞台 

C.操场∶跑步                   D.地图∶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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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车∶卡车∶运输 

A.钟表∶沙漏∶计时             B.电报机∶手机∶通讯 

C.空调∶冰箱∶制冷             D.电脑∶平板∶照相 

 

16.灯∶黑暗 

A.手表∶缓慢                   B.扫帚∶杂乱 

C.口罩∶嗅觉                   D.窗帘∶紫外线 

 

17.烧∶泥∶陶瓷 

A.砸∶玉∶手镯                 B.水∶鱼∶鸬鹚 

C.淬∶铁∶剑                   D.土∶树∶树化石 

 

18.生铁∶钢∶千锤百炼 

A.士兵∶元帅∶调兵遣将         B.少年∶老年∶斗转星移 

C.石头∶石像∶鬼斧神工         D.玉石∶玉镯∶精雕细琢 

 

19.面粉∶面包∶充饥 

A.芦苇∶纸∶书写               B.黄金∶戒指∶婚戒 

C.轮胎∶汽车∶运输             D.琉璃∶屏风∶装饰 

 

20.水∶电解∶氢气 

A.干冰∶升华∶降温             B.铁锅∶潮湿∶铁锈 

C.煤气∶燃烧∶氧气             D.淀粉∶发酵∶酒精 

 

21.冰块∶雕刻∶冰雕 

A.爆竹∶点燃∶烟花             B.原油∶蒸馏∶煤油 

C.纸张∶剪刀∶窗花             D.木炭∶燃烧∶灰烬 

 

22.西湖醋鱼∶草鱼∶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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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毛血旺∶鸭血∶吉林           B.蚂蚁上树∶蚂蚁∶重庆 

C.狮子头∶五花肉∶江苏         D.京酱肉丝∶豆皮儿∶北京 

 

23.伛偻 对于（  ）相当于（  ）对于 国家 

A.老翁  祖国                   B.老朽  国度 

C.老人  社稷                   D.黄发  家园 

 

24.（  ）对于 五音 相对于（  ）对于 七情 

A.角律  情思                   B.宫商  思悲 

C.五声  六欲                   D.四书  六律 

 

25.量杯∶毫升 

A.汽车∶公里                   B.加油机∶升 

C.轮船∶集装箱                 D.宾馆∶住宿 

 

26.斯诺克∶自由球 

A.网球∶持球                   B.羽毛球∶越位 

C.乒乓球∶一米线               D.篮球∶罚篮 

 

27.小篆∶隶书 

A.评剧∶二人转                 B.拉丁文∶英语 

C.诗歌∶寓言                   D.唐诗∶汉乐府 

 

28.本草纲目∶李时珍∶明朝 

A.齐民要术∶贾思勰∶三国       B.海国图志∶林则徐∶清朝 

C.梦溪笔谈∶沈括∶南宋         D.茶经∶陆羽∶唐朝 

 

29.山东∶青岛 

A.湖南∶长沙                   B.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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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辽宁∶沈阳                   D.江西∶萍乡 

 

30.山东∶河北 

A.四川∶重庆                   B.辽宁∶云南 

C.天津∶上海                   D.山西∶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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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专项点拨-判断】定义判断+类比推理 1（笔记） 

 

【注意】说在课前： 

1.本节课和下节课前部分讲解类比推理，后半部分和第三节课讲解定义判断，

大家可以下载电子讲义。 

2.本节课添加给系统班和小班学员，因此老师不会重新讲解什么是语义关系

/语法关系，而是按照专项讲解的方式带领大家学习类比推理。 

 

 

【注意】类比推理： 

1.语义关系：一般考查 1道题，有时考查 2道题，主要考点是近、反义关系

和比喻象征义。 

（1）近义关系、反义关系：是主要考点，成语很重要（下节课讲解）。 

（2）多重含义：如“寒冷∶寒舍”，比较相同的“寒”字，含义是否相同。 

2.逻辑关系：在方法精讲课（基础）阶段，并列关系、包容关系、交叉关系

是分开学习的，但此阶段建议大家将三个知识点结合学习。比如考试中题干是并

列关系，选项既有并列关系又有交叉关系，容易迷惑考生，同时也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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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节课重点讲解对应关系，老师会总结专项考点，会涉及之前学习的内容。

对应关系的难点是想不到考点，如“功能对应、职业、属性”，此外还有常识（本

节课最后会补充），现在尽量记住所见过的常识。 

4.语法关系：考查少且简单。 

 

类比推理——涉及“职业”名词 

如：警察、记者、老师„„ 

都能怎么考？ 

是干啥的„„ 

在哪里工作„„ 

用啥工作„„ 

包吃住么„„ 

【注意】类比推理——涉及“职业”名词： 

1.通过题干中的词，把握做题的方法。 

2.当题干出现“职业”，如“记者、警察、老师”。比如相亲时，会通过“做

什么、在哪里上班、待遇如何、是否包吃包住包制服”来了解对方的职业。 

 

1.军装∶士兵 

A.套装∶女人                   B.服装∶场合 

C.警服∶警察                   D.制服∶邮递员 

【解析】1.“士兵”是一种职业，“士兵”穿“军装”，考查职业与服装的对

应。 

C项：“警察”穿“警服”，当选。 

A项：“女人”穿“套装”，但男人也能穿套装，且“女人”不是职业，排除。 

B项：95%的“场合”都穿“服装”，5%的“场合”不穿“服装”，排除。 

D 项：“邮递员”是一种职业，但是“制服”不单是邮递员穿的衣服，很多

职业都有制服，比如法官、税务人员均可以穿制服，排除。 

题干的“士兵”涉及职业，C、D 项均涉及职业，因此优先看，其一当选的

可能性较大。【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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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题干涉及“职业”时，优先看涉及“职业”的选项。 

 

2.焊接工∶护目镜 

A.水生物∶鲸鱼                 B.技工∶扳手 

C.妇女∶泼妇                   D.骑士∶盾牌 

【解析】2.题干：“焊接工”是一种职业。 

A、C项：“水生物”和“妇女”均不是职业。 

B、D项：“技工”是一种职业，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是一种职业，二

者均是职业，优先看。 

题干：“护目镜”是“焊接工”使用的工具。 

B、D项：“扳手”和“盾牌”均是工具，考虑工具的作用。 

“护目镜”用来保护眼睛，“扳手”用来拧东西，“盾牌”用来保护自己，D

项贴近题干，当选。 

小技巧：当题干和选项的组合是“职业+工具”的形式，但无法确定选项时，

只要区别工具的作用（因为职业不分好坏）。“护目镜”和“盾牌”均有保护自己

的作用，二者的作用有关联，而“扳手”主要作用是拧东西，优选有关联性的选

项。【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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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当题干和选项的组合是“职业+工具”的形式，但无法确定选项

时，只看“工具”，优选与题干的“工具”有关联的选项。 

2.工具的细化考法： 

（1）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焊接工”的主要工具是焊接的工具，“护目镜”

是次要工具；“技工”的主要工具是“扳手”，钳子和扳手无法比较出主次；“骑

士”的主要工具是“盾牌”（作战工具）。 

（2）起到的作用：比如保护作用。 

 

3.演播室∶主持∶主持人 

A.游乐园∶游乐∶幼师           B.马路∶指挥∶交警 

C.法庭∶审判∶律师             D.电脑∶设计∶程序员 

【解析】3.题干的“主持人”是一种职业，选项均涉及职业，“演播室”是

工作地点，属于职业和工作地点的对应。 

A项：“幼师”的工作地点在幼儿园，不是在“游乐园”，排除。 

B项：“交警”的工作地点在“马路”，保留。 

C项：“律师”的工作地点可能在“法庭”，保留。 

D项：“电脑”是工具，不是地点，排除。 

题干造句为“主持人在演播室主持”。 

B项：造句为“交警在马路指挥”，保留。 

C项：造句为“律师在法庭审判”，“审判”的主体应是法官，如果“律师”

改为“法官”则正确，排除。【选 B】 

 

4.紫竹∶植物学家 

A.电影∶影迷                   B.页岩∶地质学者 

C.昆虫学家∶昆虫               D.瓷砖∶镶嵌 

【解析】4.“植物学家”是一种职业，观察选项中的第二个词，只有 B项的

“地质学家”是职业，优先看。 

题干造句为“植物学家研究紫竹”，即使不了解“紫竹”，可以由“竹”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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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其是一种植物，因此“紫竹”属于研究对象。 

B项：造句为“地质学家研究页岩”，“页岩”是一种岩石，属于研究对象，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选 B】 

 

类比推理——涉及“职业”名词 

如：警察、记者、老师„„ 

两个“职业”名词怎么考？ 

（1）交叉关系（职业与身份） 

（2）两者间相互关系 

【注意】两个“职业”名词的考法： 

1.交叉关系： 

（1）比如职业与身份，二者没有标准的概念，无法通过概念进行区分。例

如： 

①“父亲”不是职业，职业可以带来收入。 

②“科学家”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身份。 

（2）只要了解不能作为职业的词即可，比如“父亲、老公、岳父”等，不

用做精细化区分。 

（3）“学生”是身份，一般不能带来收入。 

2.两者间相互关系。 

 

5.岳父∶科学家 

A.男人∶女人                   B.矿产∶石油 

C.医生∶儿童                   D.女青年∶运动员 

【解析】5.题干中“科学家”是一种职业，“岳父”不是职业，有的人既是

“岳父”，又是“科学家”，二者是交叉关系。 

A项：没有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二者不是交叉关系，排除。 

B项：“石油”是一种“矿产”资源，二者不是交叉关系，排除。 

C项：“医生”不可能是“儿童”，二者不是交叉关系，排除。 

D项：比如女性年轻运动员，既是“女青年”，又是“运动员”，二者是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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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当选。【选 D】 

 

【注意】1.交叉关系的判定：如“A∶B”。 

（1）方法一：造句“有的 A是 B，有的 A 不是 B；有的 B是 A，有的 B不是

A”。 

（2）方法二：某事物是否同时具备 A和 B。 

2.当题干中的两个词涉及职业和身份时，考虑交叉关系。 

 

6.运动员∶裁判 

A.消费者∶消费者协会           B.候选人∶计票员 

C.股民∶企业                   D.商贩∶城管 

【解析】6.本题的课堂正确率为 59%。题干“运动员”和“裁判”分别为两

个不同的职业，若考虑交叉关系，需同时具备这两种角色，但在运动场上不可能

兼备“运动员”和“裁判”两种角色，所以二者是并列的两个职业。 

A项：“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不涉及职业，排除。 

B项：“计票员”属于职业，保留。 

C项：“企业”不属于职业，排除。 

D项：“城管”属于职业，保留。 

题干“裁判”是管理“运动员”不能犯规的职业。 

D项：“城管”是管理“商贩”不犯规的职业，当选。 

B项：“计票员”（计数的）和“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逻辑关系，比如面试

的过程中一般有七个考官，其中的计时员不属于考官，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

系，排除。【选 D】 

 

【注意】遇到两个并列的职业时，可以考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

是否为同一行业，比如“警察”和“法官”均属于公务员。 

 

类比推理—涉及多个动词 

如：吃饭、睡觉、打奥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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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考法： 

（1）动作顺序：先后、连续性——1、2、3 

（2）动作主体：一个、多个——你、我、TA 

 

【注意】动词（考频较高）：吃饭、睡觉、打奥特曼。 

1.一个动词。 

2.多个动词。 

（1）常见考法： 

①动作顺序：常考先后、连续性，利用“1、2、3”的方法来判定动作的顺

序。 

②动作主体：一个、多个主体。比如“吃饭、睡觉、打奥特曼”为同一个主

体，又比如“嫁”和“娶”一定是两个主体。利用“你、我、TA”的方法来区分

多个主体。 

（2）系统班曾讲过先看动作顺序，再看动作主体。其实它们之间没有明显

的先后顺序，但考试中考查动作顺序的题目较多，所以可以优先考虑动作顺序。 

 

7.举报∶立案∶抓捕 

A.询价∶订购∶退货             B.加速∶减速∶换挡 

C.普查∶发布∶统计             D.出售∶谈判∶签约 

【解析】7.题干均是动词，优先考虑动作顺序，应“举报”，再“立案”，

最后“抓捕”。 

A项：先“询价”，再“订购”，最后“退货”，保留。 

B项：正常情况下车辆应先“加速”，再“换挡”，最后“减速”，实际操

作过程中，如果开手动挡的车也可以含着离合器，等“减速”后，再“换挡”，

但自动挡的车只需“减速”踩刹车即可，三者间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排除。 

C项：应先“统计”，再“发布”，词语顺序错误，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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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应先“谈判”，再“签约”，最后“出售”，词语顺序错误，排除。

【选 A】 

 

【注意】优先考虑动作的先后顺序（考查更多），其次考虑动作的主体（考

查较少）。 

 

8.育种∶丰收 

A.洗涤∶去污                   B.禁猎∶环保 

C.筑堤∶防洪                   D.打折∶促销 

【解析】8.题干“育种”和“丰收”均为动词，优先考虑动作的先后顺序，

先“育种”，再“丰收”。 

A项：先“洗涤”，再“去污”，保留。 

B项：“禁猎”和“环保”之间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排除。 

C项：先“筑堤”，再“防洪”，保留。 

D项：“打折”属于“促销”的一种方式，没有先后顺序，排除。 

题干“育种”是在春季播种，秋季“丰收”。 

A项：“洗涤”和“去污”是同一时间完成的，排除。 

C项：先“筑堤”以后才能“防洪”，当选。 

若认为“育种”为动宾结构，A 项“洗涤”只是动词，C 项“筑堤”为动宾

结构，也能选到 C 项，但题干“丰收”不是动宾结构，“防洪”和“去污”均为

动宾结构，该类思考方式不太严谨。 

若考虑目的对应，题干“育种”的目的是“丰收”，A项“洗涤”的目的是

“去污”，C项“筑堤”的目的是“防洪”，此时不能选出唯一答案。【选 C】 

 

【注意】先后顺序细化（重点）：同时与间隔，即连续性。 

 

9.推销∶砍价∶付款 

A.买房∶装修∶入住             B.起诉∶审理∶上诉 

C.报警∶接警∶出警             D.生病∶诊断∶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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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9.本题的课堂正确率为 71%。题干应为先“推销”，再“砍价”，最

后“付款”。选项的先后顺序均与题干一致，只能考虑动作的主体，题干为你“推

销”，我“砍价”，我“付款”。 

A项：你“买房”，你“装修”，你“入住”，排除。 

B项：你“起诉”，我“审理”，你“上诉”，排除。 

C项：你“报警”，我“接警”，我“出警”，保留。 

D项：你“生病”，我“诊断”，你“吃药”，排除。【选 C】 

 

10.公证∶申请∶受理 

A.成功∶鼓励∶奖励             B.考研∶报名∶笔试 

C.射击∶拔枪∶瞄准             D.网购∶预定∶发货 

【解析】10.若分不清“公证”与“申请”和“受理”之间的先后顺序，可

以先不看第一个词，优先观察后面两个词，“申请”和“受理”均为动词，考虑

动作的先后顺序，题干应先“申请”，后“受理”。 

A项：“鼓励”和“奖励”没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排除。 

B项：先“报名”，再“笔试”，保留。 

C项：先“拔枪”，再“瞄准”，保留。 

D项：先“预定”，再“发货”，保留。 

根据动作先后顺序无法选出唯一答案，考虑动作的主体，题干为你“申请”，

我“受理”。 

B项：你“报名”，你“笔试”，排除。 

C项：你“拔枪”，你“瞄准”，排除。 

D项：你“预定”，我“发货”，当选。【选 D】 

 

【注意】三词型题，有词拿不准，别慌，先看其他词。第 10 题“申请”和

“受理”属于“公证”过程中的两个环节，“预定”和“发货”也属于“网购”

过程中的两个环节。 

 

11.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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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屈∶伸                       B.买∶卖 

C.死∶活                       D.问∶答 

【解析】11.本题课堂正确率为 48%。题干：“教”和“学”没有明显的先后

顺序，二者几乎同时发生。 

A项：可以先“屈”后“伸”，“屈”和“伸”不能同时发生，排除。 

B 项：“买”和“卖”几乎同时发生，例如搞价的时间是“买”和“卖”的

时间，“买”和“卖”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连续过程，

当选。 

C 项：先“活”后“死”，不能先“死”后“活”，二者不能同时发生，排

除。 

D项：“问”和“答”不能同时连续进行，可以先“问”后“答”，排除。 

涉及动词的考点包含两种，分别为先后（连续性）和主体。题干和 B、D 项

均是不同的主体，因此需要根据动作的先后（连续性）解题，题干和 B 项的动作

几乎同时发生，D项的动作有明显的先后顺序。【选 B】 

 

【注意】动作的连续性是重要的考点。 

 

类比推理——涉及名词+动词 

如：汽车+飞驰 

常见考法： 

（1）功能对应 

（2）制作工艺 

（3）语法关系 

【注意】一个动词： 

1.题干中有一个动词时，常出现名词与动词搭配考查，例如“汽车∶飞驰”

是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 

2.名词和动词常考查功能、工艺、语法关系。例如“我喜欢你”是主谓宾结

构，考查语法关系。 

3.本节课主要讲解功能和工艺，题干给出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时，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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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工艺。 

 

12.卫星∶航拍 

A.搜索∶网络                   B.医院∶手术 

C.火车∶客运                   D.照明∶电灯 

【解析】12.题干：“航拍”（拍照）是动词，“卫星”是名词，“航拍”是功

能。 

A项：“网络”有“搜索”的功能，但是词语前后顺序错误，排除。 

B项：“医院”是名词，“手术”是动词，若认为“医院”有“手术”的功能，

保留。 

C项：“火车”是名词，“客运”是动词，“运”指运输，“客运”是功能，保

留。 

D 项：“电灯”是名词，“照明”是动词，“照明”是功能，但是词语前后顺

序错误，排除。 

B项：“医院”是做“手术”的场所，不能认为“医院”有“手术”的功能，

如果无法区分则盖住一个词纵向比较，例如盖住题干的“航拍”、B项的“手术”

和 C 项的“客运”，比较“卫星”、“医院”和“火车”，“卫星”和“火车”

均是具体的物体，“医院”是场所、机构，C 项当选。【选 C】 

 

【注意】类比推理：词语顺序错误的选择直接排除。 

 

如果拿不准，盖住一个词，纵向比较。 

（1）看名词是否同一范畴。 

（2）看动词是否为动宾结构。 

【注意】如果无法区分，盖住一个词，纵向比较。 

1.名词主要考虑同一范畴，例如“卫星”和“火车”均是具体的物体，“医

院”是场所、机构。 

2.动词考虑动宾结构和动词，考试常用动词和动宾结构设置迷惑点，例如

“歌唱”是动词，“唱歌”是动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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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词和动宾的区分不明显，建议优先看名词，再看动词。 

 

13.水杯∶喝水 

A.汽水∶果汁                   B.池塘∶游泳 

C.标尺∶丈量                   D.零件∶制造 

【解析】13.本题课堂正确率为 86%。题干：“水杯”是名词，“喝水”是动

词，“喝水”是“水杯”的功能。 

A项：“果汁”不是功能，排除。 

B项：“池塘”用来养鱼、养鸭等，不能用来“游泳”，排除。 

C项：“标尺”用来“丈量”，当选。 

D项：“制造零件”是动宾结构，排除。【选 C】 

 

14.车库∶停车 

A.讲台∶领奖                   B.表演∶舞台 

C.操场∶跑步                   D.地图∶指路 

【解析】14.本题课堂正确率为 72%。题干：“车库”有“停车”的功能。 

A项：“讲台”的主要功能是“讲课”，“领奖台”的主要功能是“领奖”，涉

及主要功能，排除。 

B项：词语的前后顺序错误，排除。 

C项：“操场”有“跑步”的功能，保留。 

D项：“地图”有“指路”的功能，保留。 

无法确定两个选项时，只观察一个词，例如只观察“车库”“操场”“地图”，

“车库”和“操场”均是场所，“地图”是物品，C项当选。 

本题可以根据地点对应选择 C项。 

修建“操场”的目的是用来“跑步”锻炼身体，“操场”还可以用来“踢足

球”，但是“跑步”是“操场”的主要功能之一。区分主次要功能，例如“足球”

与“跑步”同等重要，说明二者均是“操场”的主要功能。 

本题根据唯一功能无法解题，D 项“地图”的唯一功能不是“指路”，例如

学习地理时需要“地图”，打仗也需要“地图”。【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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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小技巧：没有解题思路时，考虑盖住一个看另一个词， 

 

15.马车∶卡车∶运输 

A.钟表∶沙漏∶计时             B.电报机∶手机∶通讯 

C.空调∶冰箱∶制冷             D.电脑∶平板∶照相 

【解析】15.本题课堂正确率为 65%。题干是名词+动词的形式，难点是出现

两个名词，考虑功能对应。 

“钟表”和“沙漏”都有“计时”的功能，“电报机”和“手机”都有“通

讯”的功能，“空调”和“冰箱”都有“制冷”的功能，“电脑”和平板都有

“照相”的功能，选项均为功能对应关系。 

D 项：“平板”可以用来“照相”，但是“电脑”很少用来“照相”，排除。 

题干给出两个名词，优先观察两个名词，“马车”和“卡车”均是车，古代

用“马车”，现代用“卡车”。 

A项：先有“沙漏”，后有“钟表”，先后顺序错误，排除。 

B项：先有“电报”，后有“手机”，当选。 

C项：先有“冰箱”，后有“空调”，排除。【选 B】 

 

【注意】如果两个名词并列，无法确定唯一答案时，考虑看古今，分中外。

例如拳击是外国的，太极拳是中国的。电报机是发电报的工具，通常在谍战电影

中出现，发电报时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16.灯∶黑暗 

A.手表∶缓慢                   B.扫帚∶杂乱 

C.口罩∶嗅觉                   D.窗帘∶紫外线 

【解析】16.题干：“灯”和“黑暗”均不是动词，功能的新考法是省略中间

动词。有“灯”便不“黑暗”，“灯”的功能是驱散“黑暗”。 

A项：“手表”的功能不是“缓慢”，排除。 

B项：“扫帚”的功能不是减少“杂乱”，例如房间衣物杂乱，不能用扫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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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扫帚”的功能是清扫垃圾，排除。 

C项：“口罩”的功能不是减少“嗅觉”，排除。 

D项：“窗帘”的功能是减少“紫外线”，例如房间挂窗帘的目的是减少紫外

线的太阳光线，当选。 

本题可以根据造句子解题，考虑省略的动词是什么，例如“火∶热量”，火

有产生热量的功能，但是题干是“减少”，选项是“产生”，与题干不一致。【选

D】 

 

17.烧∶泥∶陶瓷 

A.砸∶玉∶手镯                 B.水∶鱼∶鸬鹚 

C.淬∶铁∶剑                   D.土∶树∶树化石 

【解析】17.题干是名词+动词，“泥”的功能不是用来“烧”的，“泥”经过

“烧”的工艺变为“陶瓷”，题干是工艺、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 

A项：“玉”不能经过“砸”的工艺变为“手镯”，排除。 

B项：“鱼”不能经过“水”的工艺变为“鸬鹚”，排除。 

C项：“淬”是把烧红了的铸件往水或油或其他液体里一浸立刻取出来，用

以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铁”经过“淬”的工艺变为“剑”，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当选。 

D项：“土”和“树”不是工艺对应关系，排除。【选 C】 

 

【注意】名词+动词可能考查功能和工艺。 

 

18.生铁∶钢∶千锤百炼 

A.士兵∶元帅∶调兵遣将         B.少年∶老年∶斗转星移 

C.石头∶石像∶鬼斧神工         D.玉石∶玉镯∶精雕细琢 

【解析】18.本题课堂正确率为 92%。题干：“生铁”是原材料，大自然没有

钢，只有铁元素，铁矿石变为铁再变为钢。“生铁”经过“千锤百炼”变为“钢”。 

D项：“玉石”经过“精雕细琢”变为“玉镯”，当选。 

A项：“士兵”不能经过“调兵遣将”变为“元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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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少年”不能经过“斗转星移”变为“老年”，“斗转星移”不是工

艺，排除。 

C项：“鬼斧神工”形容大自然的东西漂亮，形容词，不是工艺，排除。【选

D】 

 

【注意】区分鬼斧神工和巧夺天工：所谓“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天

和人搭配，因此巧夺天工形容人的技艺高超。神（老天爷）和鬼搭配，鬼斧神工

形容大自然的东西漂亮。 

 

19.面粉∶面包∶充饥 

A.芦苇∶纸∶书写               B.黄金∶戒指∶婚戒 

C.轮胎∶汽车∶运输             D.琉璃∶屏风∶装饰 

【解析】19.课堂正确率为 49%。题干“面粉”可以做成“面包”，二者为原

材料对应关系；“面包”与“充饥”为功能对应关系。 

A 项：“芦苇”与“纸”为原材料对应关系，但“纸”的功能不是“书写”，

“书写”应该是用笔，“纸”是被“书写”，排除。 

做错本题的同学可以在题干旁标注“主动”和“被动”，纠结选项时，二级

辨析可以考虑“主动”和“被动”。 

B项：“婚戒”是“戒指”的一种，不是功能对应关系，排除。 

C 项：“轮胎”和“汽车”是组成关系。区分组成关系和原材料对应关系：

原材料对应关系一般会变样，组成关系则一般不变样。如“狗∶尾巴”，“尾巴”

长在“狗”身上，不会变样，而题干“面粉”变成“面包”会变样子，排除。 

D项：“琉璃”是“屏风”的原材料，且“屏风”有“装饰”的功能，当选。 

有同学认为“屏风”的主要功能是遮挡。需要注意，本题只有 D项符合题干，

即前两者是原材料对应关系，后两者是功能对应关系，此时无需考虑主要/次要

功能。【选 D】 

 

20.水∶电解∶氢气 

A.干冰∶升华∶降温             B.铁锅∶潮湿∶铁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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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煤气∶燃烧∶氧气             D.淀粉∶发酵∶酒精 

【解析】20.题干“电解”是动词，“水”和“电解”为工艺对应关系，即“水”

经过“电解”产生“氢气”。 

A项：“降温”不是成品，不能说“干冰”经过“升华”产生“降温”，只能

是产生“降温”的现象，排除。 

B项：“潮湿”不是工艺，排除。 

C项：“煤气”经过“燃烧”需要“氧气”，而不是产生“氧气”，排除。 

D项：“淀粉”经过“发酵”产生“酒精”，当选。【选 D】 

 

【注意】当题干出现动词时，考虑是功能对应关系还是工艺对应关系。 

 

21.冰块∶雕刻∶冰雕 

A.爆竹∶点燃∶烟花             B.原油∶蒸馏∶煤油 

C.纸张∶剪刀∶窗花             D.木炭∶燃烧∶灰烬 

【解析】21.课堂正确率为 41%。题干“冰块”与“雕刻”为名词+动词的搭

配。“雕刻”属于工艺。 

A项：“点燃”不是制造“烟花”的工艺，且“烟花”是“爆竹”的一种，“烟

花”不是成品，排除。 

B项：“原油”经过“蒸馏”变成“煤油”，保留。 

C 项：“剪刀”不是工艺。需要注意，本节课讲解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通过对

词的理解去锁定考点。之所以强调是名词+动词，还是多个动词，是为了大家避

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排除。 

D项：“木炭”经过“燃烧”变成“灰烬”（“燃烧”是动词，属于工艺），保

留。 

比较 B、D项，题干的“冰雕”和 B项的“煤油”都是产物，D项的“灰烬”

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产物，B项当选。【选 B】 

 

【注意】工艺常考的二级辨析： 

1.物理变化：不产生新物质。如蒸馏、打磨、雕琢、剪裁、织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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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变化：产生新物质。如燃烧、氧化、发酵、酿造、冶炼等。 

 

22.西湖醋鱼∶草鱼∶浙江 

A.毛血旺∶鸭血∶吉林           B.蚂蚁上树∶蚂蚁∶重庆 

C.狮子头∶五花肉∶江苏         D.京酱肉丝∶豆皮儿∶北京 

【解析】22.题干“西湖醋鱼”和“草鱼”为原材料对应关系，且“西湖醋

鱼”产自“浙江”。 

A 项：“鸭血”是“毛血旺”的原材料，但“毛血旺”是川菜（产自重庆），

排除。 

B项：“蚂蚁”不是“蚂蚁上树”的原材料，排除。 

C项：“五花肉”是“狮子头”的原材料，但不确定是否产自“江苏”，保留。 

D项：“豆腐皮”是“京酱肉丝”的原材料，且产自“北京”，保留。 

题干“草鱼”是“西湖醋鱼”的主要原材料，C 项“五花肉”是“狮子头”

的主要原材料，D项“京酱肉丝”的主要原材料是肉，而不是“豆皮儿”，C项当

选。【选 C】 

 

【注意】原材料细化考法： 

1.主要与次要。 

2.直接与间接。如“树根∶根雕”，二者为直接原材料对应关系，而“面粉”

做成“面包”时，需要加水和成面团，再发酵、成型、烤制，二者为间接原材料

对应关系。 

 

类比推理——涉及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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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得知比赛打了几比几„„ 

【注意】类比推理：涉及常识。常识也有学习的方法，辽宁省考中考到了“五

音”和“七情”（这两个词在国考中考查过），但再次考查还是会错。所以希望大

家能够把做过的常识题记住。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得知道比赛打了几

比几。 

 

23.伛偻 对于（  ）相当于（  ）对于 国家 

A.老翁  祖国                   B.老朽  国度 

C.老人  社稷                   D.黄发  家园 

【解析】23.代入选项。 

A项：“伛偻”形容老人，“老翁”是指年龄较大的男性，“老翁”和“伛偻”

为种属关系；“祖国”和“国家”不是种属关系，排除。 

B 项：“老朽”是老年人的自称，“伛偻”形容老年人；“国度”是从政治上

划分，与“国家”意思相同，排除。 

C 项：“伛偻”形容“老人”，“社稷”形容“国家”，均为形容关系，当选。 

D项：“黄发”指老人，不是形容小孩（黑发用来形容小孩）；“家园”与“国

家”无明确的关系，排除。【选 C】 

 

1.与身体相关的比喻象征 

眉目∶头绪 

咽喉∶要塞 

白发∶沧桑 

乳牙∶稚嫩 

七寸∶要害 

骨肉∶亲人 

手足∶兄弟 

手腕∶手段 

首脑∶领袖 

臂膀∶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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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勇气 

心脏∶中心或要害 

2.与颜色相关的比喻象征 

白色∶纯洁 

蓝色∶忧郁 

紫色∶高雅 

红色∶热情（革命） 

绿色∶环保（和平） 

3.与神兽相关的比喻象征 

麒麟∶祥瑞（龙、凤凰、龟、貔貅都可以象征吉祥、祥瑞） 

4.与植物相关的比喻象征 

牡丹∶荣华富贵（华贵） 

莲花∶纯洁无瑕 

松∶高洁（长寿） 

翠竹∶高洁 

桃李∶学生 

折柳∶惜别 

梅兰竹菊∶高洁 

梅花∶坚韧不拔、不同流俗、坚强、忠贞、高雅等 

兰花∶淡泊、高雅、贤德、爱国、坚贞不渝等 

菊花∶素雅、坚强、坚贞不屈等 

竹∶不亢不卑、刚直、谦逊等 

5.与感情相关的比喻象征 

玫瑰∶爱情 

并蒂莲（鸳鸯）∶恩爱 

红豆：相思 

其他比喻象征 

明镜∶公正 

天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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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母爱 

火∶热情 

蜡烛∶老师 

月圆∶团聚 

荆棘∶困难 

桎梏∶束缚 

汗青∶史册 

桑梓∶故乡 

狼烟∶入侵 

6.与动物相关的比喻象征 

豺狼∶凶残 

蜜蜂∶勤劳 

鸽子∶和平 

仙鹤︰长寿 

【注意】1.比喻象征义在考试中考查较多，需要记忆。如“七寸∶要害”，

常说“打蛇打七寸”，所以“七寸”形容“要害”。 

2.与植物相关的比喻象征：如“松”可以象征“高洁”或“长寿”；“梅兰竹

菊”象征“高洁”，且“梅花”“兰花”“菊花”“竹”都有各自的比喻象征义。 

3.与感情相关的比喻象征、与动物相关的比喻象征以及其他比喻象征都需要

记忆。 

 

24.（  ）对于 五音 相对于（  ）对于 七情 

A.角律  情思                   B.宫商  思悲 

C.五声  六欲                   D.四书  六律 

【解析】24.题干“五音”包括：宫、商、角、徵、羽。 

A项：“角律”是“五音”的一种；“情思”不是“七情”（“七情”包括：喜、

怒、忧、思、悲、恐、惊）的一种，排除。 

B项：“宫”和“商”是“五音”中的两音；“思”和“悲”是“七情”中的

两情，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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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五声”和“五音”是全同关系；“六欲”和“七情”不同，因为“六

欲”在各个学派的说法不同，所以无需记忆（公务员考试也不会考查“六欲”），

排除。 

D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音”之间没有关系，

排除。【选 B】 

 

【注意】1.五音：宫、商、角、徵、羽。 

2.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3.六欲：眼(见欲)、耳(听欲)、鼻(香欲)、舌(味欲)、身(触欲)、意(意欲，

贪声色、名利、恩爱)。 

4.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5.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6.六律：通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与大吕、夹钟、

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六律实际上有十二律，包括六阳律和六阴律，

一般将其称为六律。 

7.八卦：乾、坤、巽（xùn）、震、坎、离、艮（gèn）、兑。 

8.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 

 

25.量杯∶毫升 

A.汽车∶公里                   B.加油机∶升 

C.轮船∶集装箱                 D.宾馆∶住宿 

【解析】25.“量杯”的刻度单位是“毫升”。 

A项：“汽车”的单位不是“公里”，可以用吨位来衡量汽车，如果将汽车的

单位理解为辆，那么题干“量杯”的单位应该为个，排除。 

B项：“加油机”的单位是“升”，如去加油站加几升油，或者加 100 元的油，

即加入 100元所对应的油量，当选。 

C 项：“轮船”和“集装箱”不是组成关系，二者可以看作配套使用关系，

但不能说“集装箱”是“轮船”的一个部分，因为刚造出的“轮船”没有“集装

箱”，如“饮水机∶桶装水”，二者是配套使用关系，而不是组成关系，因为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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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饮水机没有桶装水，排除。 

D项：“宾馆”是名词，“住宿”是动词，二者是功能对应关系，排除。【选 B】 

 

 

26.斯诺克∶自由球 

A.网球∶持球                   B.羽毛球∶越位 

C.乒乓球∶一米线               D.篮球∶罚篮 

【解析】26.“自由球”是“斯诺克”的一个规则，即犯规后对手可以打“自

由球”。 

A项：“持球”是排球的规则，和“网球”无关，排除。 

B项：“越位”是足球的规则，和“羽毛球”无关，排除。 

C 项：“乒乓球”不涉及“一米线”，可以在银行中见到“一米线”，起到维

持秩序的作用，排除。 

D项：“罚篮”是“篮球”的规则，当选。【选 D】 

 

【注意】设置体育类的题目是因为我国将于 2022 年承办奥运会，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北京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举办冬奥会，又举办夏奥会的城市，

要做了解。 

 

姚明∶中国∶篮球 

A.梅西∶巴西∶足球 

B.伍兹∶美国∶棒球 

C.费德勒∶西班牙∶网球 

D.瓦尔德内尔∶瑞典∶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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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题目为 2018 联考中江西卷的一道真题，对于懂体育的男生来说相

当于送分题，可以直接得出 D项。A项中“梅西”应对应阿根廷，而不是“巴西”；

B 项中“伍兹”应对应高尔夫，而不是“棒球”；C 项中“费德勒”应对应瑞士，

而不是“西班牙”。体育类的常识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压力稍大，在平时看新闻的

时候稍作了解即可，因为离奥运会越来越近，符合考情，可能考查相关常识。 

 

27.小篆∶隶书 

A.评剧∶二人转                 B.拉丁文∶英语 

C.诗歌∶寓言                   D.唐诗∶汉乐府 

【解析】27.“小篆”和“隶书”是两种字体，为并列关系。四个选项均为

并列关系，无法排除。题干两个词语存在先后顺序，“隶书”由“小篆”演化而

来。 

A项：二者不存在演化关系，排除。 

B项：“英语”由“拉丁文”演化而来，当选。 

C项：二者不存在演化关系，排除。 

D项：二者先后顺序相反，排除。【选 B】 

 

【注意】1.五种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2.楷书由隶书演化而来，了解即可。 

 

28.本草纲目∶李时珍∶明朝 

A.齐民要术∶贾思勰∶三国       B.海国图志∶林则徐∶清朝 

C.梦溪笔谈∶沈括∶南宋         D.茶经∶陆羽∶唐朝 

【解析】28.“李时珍”是《本草纲目》的作者。 

A项：“三国”中不包含“贾思勰”，排除。 

B项：《海国图志》的作者是魏源，而不是“林则徐”，排除。 

C项：“沈括”是《梦溪笔谈》的作者，但不是南宋人，而是北宋人，排除。 

D项：“陆羽”是《茶经》的作者，是“唐朝”人，当选。【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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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地理常考考点：近两年考查过涉及地理常识的类比题。 

1.级别：如贵州和广州不是同一级别，贵州是省，而广州是市。 

2.省会与非省会：如长沙是省会，而宁波不是省会。 

3.相对位置：可以简单理解为两个省份的位置。 

 

29.山东∶青岛 

A.湖南∶长沙                   B.浙江∶宁波 

C.辽宁∶沈阳                   D.江西∶萍乡 

【解析】29.“山东”是省，“青岛”是市，且“青岛”不是省会城市。 

A项：“长沙”是省会城市，排除。 

C项：“沈阳”是省会城市，排除。 

若考虑“青岛”和“宁波”均为沿海城市也可以得出正确答案。题干的“青

岛”和 B 项的“宁波”均为副省级城市，而 C 项的“萍乡”只是普通的地级市，

B项当选。【选 B】 

 

【注意】15 个副省级城市：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

安、长春、济南、杭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 

 

30.山东∶河北 

A.四川∶重庆                   B.辽宁∶云南 

C.天津∶上海                   D.山西∶陕西 

【解析】30.“山东”和“河北”为两个省份，没有级别之分。 

A项：“四川”是省，而“重庆”是直辖市，排除。 

C项：“天津”和“上海”均为直辖市，排除。 

无法得出唯一答案，考虑两个省份的位置关系。“山东”“河北”两省相邻，

“陕西”“山西”两个省相邻，而“辽宁”“云南”两省不相邻，D项当选。 

考虑两个省份均在北方也可以得出正确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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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今日总结： 

1.常识作为补充，将近年来考查过的常识题型以及如何考查进行总结，能记

多少记多少。 

2.除常识外，本节课重点讲解“词”。 

（1）若题干为名词和动词，考虑功能（主要/次要）、工艺（物理/化学变化）、

语法关系（很简单，不强调）。 

（2）若题干为两个动词，先考虑顺序（同时/不同时），再看主体，记住小

技巧（你、我、他）。 

（3）小技巧：如果有选项拿不准，只看一个词。建议先看名词是否是同一

范围，再看是动词还是动宾结构。 

3.下节课会在类比推理中讲解交叉关系、并列关系、包容关系的区分，以及

成语小专题，下课之前还会讲解一种特殊的定义，即效应类定义。 

 

【答案汇总】1-5：CDBBD；6-10：DACCD；11-15：BCCCB；16-20：DCDDD；

21-25：BCCBB；26-30：DB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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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Be your better 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