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正确率 69.02 

形象化表达 4道 

1. 题号：#2049660 

【所属试卷】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山东卷） 第 3题 

【题干】 

只要观察一下语言的变迁史，就会发现，语言体系一直具有强悍的自我    机制，会以

一种温和的集体    模式，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这意味着语言会利用时间效应来进行

自我筛选和自我净化，只有数量很少的新语词能够穿越这种“时间筛子”，成为上一历史时

段的“舌尖遗产”。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更新                 清洁 

B. 完善                  舍弃 

C. 过滤                  遗忘 

D. 修正                  扫除 

【答案】C 

【解析】 

第一空，根据文段信息“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自我筛选自我净化”可知，横线处所填

词语表示把失效的语词去除，达到净化的效果。C 项“过滤”指通过把不良成分分离出去实

现净化，与文段对应恰当，当选。A项“更新”、B项“完善”均体现不出筛选和净化的过

程，排除；D项“修正”指改正错误使之正确，文段并非改正错误，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遗忘”与后文“利用时间效应”形成对应，符合语境。 

故正确答案为 C。 

【文段出处】《互联网语言繁殖能力强“脏词”的蔓延和流行需警惕》 

【解析视频】 



【正确率】51.76% 

【易错项】A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实词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词的辨析-词的辨

析-搭配;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重点词句对应; 

2.题号：#2184675  

【所属试卷】2018年广西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网友回忆版） 第 15题 

【题干】 

与传统文艺评论相比，网络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中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加________。对文艺评论

而言，互联网是充满机遇的“风口”，文艺评论能否号准市场的脉搏，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

价值评判标准。因此，网络文艺评论应瞄准市场前沿，善于在海量的网络文艺产品中

________，紧盯市场“潜力股”。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深刻                  去粗取精 

B. 显著                  明察秋毫 

C. 凸显                  慧眼识珠 

D. 深远                  披沙拣金 

【答案】C 

【解析】 

第一空，根据文意，市场因素对网络时代的文艺评论工作影响更大、更明显，A项“深刻”

指透彻、深入，体现程度深，B项“显著”、C项“凸显”指影响更加明显，均符合文意。D

项“深远”指影响、意义等深刻而长远，在文中无法体现出影响“长远”，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所填成语表达在“海量的网络文艺产品”中找到“潜力股”，C项“慧眼识

珠”泛指敏锐的眼力，称赞人善于识别人才，置于此处符合海量产品中挑出“潜力股”之意，

且与前文“瞄准”对应得当，符合文意，当选。A项“去粗取精”指除去杂质，留取精华，

文中没有体现出“除去杂质”，排除；B项“明察秋毫”侧重强调任何细小的事物都能看得

很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事理，不符合语境，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文段出处】《文艺评论要读懂网络时代》 

【正确率】57.74% 

【易错项】D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混搭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新）-混搭填空;

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新）-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解释类对应; 

3.题号：#2188358  

【所属试卷】2018年 421联考《行测》题（江西卷）（网友回忆版） 第 22题 

【题干】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________，开天辟地，使中

国革命的面貌________。 

A. 披荆斩棘                  改天换地 

B. 乘风破浪                  改头换面 

C. 踏浪而来                  日新月异 

D. 劈波斩浪                  焕然一新 

【答案】D 

【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应与“开天辟地”构成并列关系。B项“乘风破浪”是指船只乘着风势破浪

前进，比喻排除困难，奋勇前进；D项“劈波斩浪”是指船只行进时冲开波浪，比喻排除前

进中的困难和障碍，也指勇敢向前的精神，B、D两项均符合文意。A项“披荆斩棘”指劈开

丛生多刺的野生植物，前文提到“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小船对应的语境应为海、浪，与

文段语境不符，排除；C项“踏浪而来”是指踩踏波浪，浮跃水面，多形容游水技术高超，

与文意不符，排除。 

第二空，由文段感情色彩可知，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国革命面貌得到更好的改变，此

处填入成语感情色彩积极。B项“改头换面”，多比喻只改外表和形式，内容实质不变，感

情色彩中性偏消极，与语境不符，排除。D项“焕然一新”，比喻改变旧面貌，出现崭新的

气象，符合文段感情色彩。 



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以“红船精神”为帆助力中国远航》 

【正确率】81.83%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 

 

4. 题号：#2274199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行测模考大赛（第一季） 第 36题 

【题干】 

每一种文化都有滋养其成长的根系，但真正“血统纯正”的文化其生命力往往是________

的，或消逝于历史的变迁中，或因所属族群的衰落而从此绝迹。那种广泛与外界融通，令自

己不断成长、发育的文化，却总能在求新求变中____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短暂                  继往开来 

B. 有限                  枝繁叶茂 

C. 脆弱                  雪中送炭 

D. 虚无                  备受瞩目 

【答案】B 

【解析】 

第一空，根据后文“或消逝于历史的变迁中，或因所属族群的衰落而从此绝迹”可知，“血

统纯正”的文化无法长期存在，故 B项“有限”、C项“脆弱”均符合文意，保留；A项“短

暂”可以用来形容“生命”，但无法与“生命力”搭配，排除；D项“虚无”指有而若无，

实而若虚，无法用来形容“生命力”，排除。 

第二空，转折前后表意相反，转折前强调“血统纯正”的文化会消逝绝迹，故转折后强调不

断变化的文化反而可以发展壮大，B项“枝繁叶茂”形容枝叶繁盛茂密，可用于形容事物发



展好，符合文意，当选。C项“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而文段强调的是文化的生命力，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唐代舶来品背后的文化寻踪》 

【正确率】58.28% 

【易错项】A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词的辨析-词的辨

析-搭配;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关联关系-转折;言语理解与表达-

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解释类对应; 

 

指代词 3道 

5. 【题号】2187566. 

我们的整个文明都建立在自然生态之上，它们跟不上我们的步伐，终将令我们也随之

________。将责任推给“适者生存”，任凭野生动物在我们制造的阴影中________，这不但

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更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消亡                  自谋生路 

B.崩塌                  自生自灭 

C.瓦解                  自取灭亡 

D.崩溃                  自求多福 

【答案】B 

【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填入词语与“我们的整个文明”搭配，分析文意可知，我们和大自然是一个

整体，如果大自然出了问题，我们的整个文明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C项“瓦解”指事物的

分裂、分离，严重的后果并不是指让文明分裂，不符合文意，排除；D项“崩溃”指人因过

度刺激情绪失控，置于此处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空，“这”指代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做法，由后文可知体现残忍和愚蠢之意，A项“自谋

生路”形容自己谋求生存，与“残忍”无关，排除；B项“自生自灭”形容自然发展，无人



过问，可以体现人类对野生动物不过问的做法愚蠢和残忍，符合文意，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鄱阳筑闸，让白鹤适者生存就行吗？》 

【来源】2018年 421联考《行测》真题（云南卷）（网友回忆版）第 35题 

【正确率】56.22% 

【易错项】A 

【考点】混搭填空 

 

6. 题号：#2166191 

【所属试卷】2018深圳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网友回忆版） 第 64题 

【题干】 

依次填入下列句子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当企业逐步完成原始积累后，企业家都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再

________自己的信仰，其中就有人开始从名利场走向教堂，这种心灵________将如何改变企

业的发展，现在尚不明朗。 

A.忌讳                  皈依 

B.避讳                  回归 

C.忌讳                  回归 

D.避讳                  皈依 

【答案】D 

【解析】 

第一空，和“信仰”搭配。“忌讳”意为因风俗习惯或畏惧权势而对某些不吉利的语言或举

动有所顾忌。“避讳”指回避。信仰不是不吉利的，所以“忌讳”用在此处不恰当，这里想

表达的是企业家不再回避自己的信仰，排除 A、C两项。 

第二空，指代词“这”对应“其中就有人开始从名利场走向教堂”，说明企业家的心灵找到

了依托，“皈依”原指佛教的入教仪式，后多指虔诚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谓身心

归乡、依托。所以“心灵皈依”填入合适，D项当选。“回归”指重新回来，如“实现台湾



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侧重于过去已经存在，现在重新回来。文段中“开始思

考……开始从名利场走向教堂”说明这些企业家曾经并没有心灵的依托，所以填“回归”不

合适，排除 B项。 

故本题答案选 D。 

【正确率】64.49%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实词填空; 

 

7. 题号：#2184668 

【所属试卷】2018年广西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网友回忆版） 第 14题 

【题干】 

我们常说“科学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科学的开放性意味着它不是永恒真理，可能

出错。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科学研究中对科学错误________，一旦自己的科研成果遇

到质疑就立刻将其________。这看似暂时化解了危机，其实禁锢了自身的发展。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讳莫如深                  束之高阁 

B.噤若寒蝉                  置之脑后 

C.避而不谈                  改头换面 

D.谈虎色变                  弃如敝屣 

【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横线前出现“可是”提示转折，根据“科学的开放性意味着它不是永恒真理，可能

出错”可知，“有些人”的做法是不能接受或正视科学中的错误。A项“讳莫如深”原指事

件重大，讳而不言，后指把事情真相隐瞒得很深，C项“避而不谈”指躲避开而不肯说，指

有意回避事实，二者均能体现出不敢正视科学中的错误这样的态度，符合文意，保留。B项

“噤若寒蝉”形容因为害怕而不敢说话，D项“谈虎色变”比喻一提到可怕的事就情绪紧张

起来，连脸色都变了，“害怕”、“可怕”在文段中无从体现且两项均程度过重，排除。 



第二空，“这看似暂时化解了危机，其实禁锢了自身的发展”是对横线处的解释。A项“束

之高阁”比喻把某事或某种主张、意见、建议等搁置起来，不予理睬和办理，在文中指有些

人遇到错误就将科研成果封存起来，暂时化解了危机，但从长远看不利于自身发展，符合文

意，当选。C项“改头换面”比喻只改变外表和形式，其内容、实质不变，文意并非只改变

形式而不改变内容，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质疑与回应是科学工作的常态》 

【正确率】48.77% 

【易错项】D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 

 

主题词 2道 

8. 题号：#2049468 

【所属试卷】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云南卷） 第 40题 

【题干】 

当年的美丽楼兰，这个绿洲上的王国，丝绸之路的要塞，总是驼铃叮当，人迹熙攘，多么地

令人眼热而起兵戎呢。周边的游牧民族厮杀终年不歇，北方的匈奴汹汹如潮肆意南侵，连大

汉王朝也皇皇挺兵饮马于此。说话间，________的谋略，________的交响，绿野上驰骋的一

世之雄，而今安在哉？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纵横捭阖                  金戈铁马 

B. 经天纬地                  秣马厉兵 

C. 汪洋恣肆                  戎马倥偬 

D. 尔虞我诈                  万马奔腾 

【答案】A 

【解析】 

整个文段前两句是完整语句，找解题的线索，“起兵戎”、“南侵”、“皇皇挺兵饮马于此”都

体现文段为打仗的语境。 

那么接着看，第一空，体现打仗语境且搭配“谋略”。B项“经天纬地”指以天为经,以地为



纬，比喻人的才智极大。多表述为“经天纬地之人”“经天纬地之才”，确与“谋略”搭配不

恰当，且不符合打仗的语境，故排除。C项“汪洋恣肆”形容文章、言论、书法等气势豪放，

潇洒自如，与“谋略”搭配不当，且未体现打仗的语境，排除。A项“纵横捭阖”指用辞令

测探、打动别人，形容在政治和外交上运用联合或分化的手段，符合语境且搭配谋略；D项

“尔虞我诈”表示彼此互相欺骗，能够体现打仗的语境，但偏消极与文段感情色彩不符。基

本第一空就能锁定 A，但如果觉得“尔虞我诈”也行，先留着。 

看第二空，要符合打仗语境，且搭配“交响”，A项“金戈铁马”形容战士持枪驰马的雄姿，

与“交响”搭配恰当，符合语境，当选。D项“万马奔腾”指形容群众性的活动声势浩大或

场面热烈，与打仗语境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正确率】70.93%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 

 

9. 题号：#2284240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第三季行测模考大赛（通用卷）第 29题 

【题干】 

统计是科学决策的________，统计数据不真实，可能影响决策质量，甚至造成重大决策失误。

中国历史上，大凡政治清明的时期，无不是建立在科学丈量田亩、准确掌握税赋的基础之上，

在明君贤臣眼里，一套________的鱼鳞册（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比万两黄金还珍

贵。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依据                  古老 

B.起点                  完整 

C.前提                  罕见 

D.基础                  翔实 

【答案】D 



【解析】 

第一空，根据后文，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会严重影响决策的质量及成效，故对数据进行统计是

做出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A项“依据”、B项“起点”、C项“前提”、D项“基础”均符

合文意。 

第二空，文段首句强调统计数据要“真实”，横线处所填词语与之对应，有数据真实可靠之

意，D项“翔实”指详明而真实，符合文意，当选；A项“古老”、B项“完整”、C项“罕

见”都无法对应数据的真实性，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统计数据不该成为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正确率】86.7%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实词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

析-对应-解释类对应;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重点词句对应; 

 

前后呼应 6道 

10.【题号】2365972 .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大 APP已经逐渐占据了流量的主要入口，搜索引擎能吸引的

流量越来越少；加之，基于用户兴趣的推荐引擎兴起，让传统搜索引擎几乎________。用户

点开推荐引擎，目光就无法移开，________之高让老牌搜索引擎公司眼热，传统搜索引擎应

对的招数就是复制这一模式，让自家搜索优先推荐自家内容。 

填入画横线部分的词语，最恰当的一组是： 

A.难以招架                  黏性 

B.全盘崩溃                  效率 

C.不名一钱                  热度 

D.退无可退                  效益 

【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根据“加之”可知，前后表意相近，故需填入表示传统搜索引擎情况不佳，不敌各

大 APP 的词语。A项“难以招架”指招架不住，难以对付，D项“退无可退”指没有退路，

均符合文意，保留；B 项“全盘崩溃”指彻底破坏或垮台，语意程度过重，排除；C 项“不



名一钱”指非常贫穷，与文意无关，排除。 

第二空，形容用户点开推荐引擎后无法移开目光的情况，A项“黏性”用于此处指用户对互

联网产品的参与程度大，符合文意，当选；D项“效益”指效果与利益，文段没有关于利益

的表述，故不符合文意，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百度一下，只有百家号知道？》 

【来源】2019年湖北省选调生招录考试《综合知识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第 73题 

【正确率】71.70% 

【易错项】C 

【考点】混搭填空 

 

11.【题号】2281014 . 

各国机场常用声效装置、风筝或稻草人驱鸟，但这些手段用上一段时间后即被鸟群________

而无效。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机场决定引进机器猎鹰驱鸟。这款机器猎鹰外形接近真猎鹰，

能够扇动翅膀飞行，它利用了鸟类害怕捕食者的心理，或能________地解决问题。 

A.识破                  一劳永逸 

B.破解                  行之有效 

C.察觉                  轻而易举 

D.洞穿                  顺理成章 

【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横线处所填词语形容鸟群看穿稻草人等不是真人，从而不能被有效驱赶。A项“识

破”指看穿别人的秘密或事物的真相；C项“察觉”指发觉，看出来，均与鸟群发现稻草人

并不危险的文意相符；B项“破解”指揭破、解开，多用来指破译密码等，一般搭配专业人

士，与“鸟群”搭配不当，排除；D项“洞穿”指在某一物体上开出穿透的洞，与文意无关，

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所填成语形容加拿大机场利用鸟类害怕捕食者的心理，用猎鹰机器驱鸟，可

能最终解决机场驱鸟的问题，A项“一劳永逸”指辛苦一次把事情办好，以后就不再费事了，

与最终解决机场驱鸟的问题对应，符合文意，当选；C项“轻而易举”形容事情容易做，不

费力气，文段并未表达驱鸟简单容易的文意，与文意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如何避免鸟撞飞机的危险？机器猎鹰来帮忙》 

【来源】2018年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真题（下半年）（网友回忆版）第 25题 

【正确率】60.97% 

【易错项】B 

【考点】混搭填空 

 

12. 题号：#2275768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第二季行测模考大赛（通用卷） 第 28题 

【题干】 

互联网时代，社会的知识结构体系日新月异。昨天站在风口上的还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区块

链也迟早会变成     。受此趋势影响，很多人产生了知识储备跟不上时代的焦虑感。

知识付费产品的盛行，跟现代人的知识焦虑是分不开的，而恰恰是这种焦虑，有望促成社会

整体知识的     ，让“终身学习”理念贯彻到实践中。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泛泛之谈                  焕然一新 

B.过眼云烟                  返璞归真 

C.齿牙余论                  革故鼎新 

D.明日黄花                  更新迭代 

【答案】D 

【解析】 

第一空，根据“日新月异”可知，社会的知识结构体系更新速度非常快，之前还很有名的事

物很快就会变得过时，B 项“过眼云烟”比喻很快就消失的事物，D 项“明日黄花”比喻过

时的事物或消息，体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点，符合文意；A项“泛泛之谈”指肤浅不

深入，C项“齿牙余论”比喻不费力的奖励的话，均体现不出变化快的特点，排除。 



第二空，根据文意，知识体系的发展变化，让人们处在“终身学习”的状态中，D项“更新

迭代”指不断的进步、更替，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特点，符合文意；B项“返璞归真”比

喻恢复原来的自然状态，与文段语境不相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知识盗猎者：做内容的搬运工 割用户的韭菜》 

【正确率】66.7% 

【易错项】C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

析-对应-解释类对应; 

 

13. 题号：#2284429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第三季行测模考大赛（通用卷） 第 32题 

【题干】 

对家常话，一些“学问家”往往    。他们经常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似乎事情说得越玄，

学问就做得越深，最后谁也没弄懂，惟有自己懂，这样的学问最终也只能是    。而真

正的大家，源于实践，融入群众，善于把复杂问题搞简单。再深刻复杂的道理，大家也能用

家常话说出来，让人一听就懂、入脑入心。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不以为然                  无人问津 

B.不屑一顾                  束之高阁 

C.不求甚解                  曲高和寡 

D.不以为意                  一纸空文 

【答案】B 

【解析】 



第一空，根据文段所述，一些“学问家”在做学问时不乐于利用家常话，B项“不屑一顾”

指认为不值得一看，形容极端轻视，D项“不以为意”指不把它放在心上，表示不重视，不

认真对待，均符合文意；A项“不以为然”指不认为是对的，表示不同意，文段不涉及“对

错”，不符合文意，排除；C项“不求甚解”是说读书只领会精神实质，不咬文嚼字。现多

指只求懂得个大概，不求深刻了解，文段所述的并非是“学问家”对家常话的理解，与文意

不符，排除。 

第二空，横线处与“最后谁也没弄懂，惟有自己懂”对应，B项“束之高阁”比喻放在一旁，

不去使用，在文中指学问不能够融入群众被普遍接受，符合文意，当选；D项“一纸空文”

指空写在纸上实际不能兑现的东西，多指不能执行的条约、规定、计划等，不用于形容“学

问”，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大家常说家常话》 

【正确率】55.42%【易错项】C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成语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词的辨析-词的辨

析-搭配;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解释类对应; 

14. 题号：#2284444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第三季行测模考大赛（通用卷） 第 37题 

【题干】 

在微时代，权利更加________。微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体信息________流动的特点，实现了信

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使得真正的“草根”能够参与到社会舆论中。在这样

的信息空间，经济发展更加尊重每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的服务更加    。因此，

“众声喧哗，张扬个性”是微时代文化的主要特点。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分散                  单向                  体贴入微 

B.清晰                  线性                  面面俱到 

C.公平                  自由                  无所不至 

D.集中                  循环                  有的放矢 



【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根据后文，微时代使得真正的“草根”能够参与到社会舆论中，可知平民也具有了

参与舆论的权利，A 项“分散”、C 项“公平”均符合文意；B 项“清晰”指清楚，与文意

无关，排除；D项“集中”与文意相悖，排除。 

第二空，根据后文，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可以“互动和对话”，可知信息流动的方式是

可以往复流动的。A项“单向”在文中指信息从传播者流向接受者，符合文意；C项“自由”

指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不符合文意，排除。 

第三空，代入验证，A项“体贴入微”形容对人照顾或关怀非常细心、周到，与前文所述的

“尊重个性化需求”对应，符合文意，当选。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微文化需大关注》【正确率】83.59%【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实词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词的辨析-词的辨

析-搭配;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重点词句对应; 

15. 题号：#2296842 

【所属试卷】2019年省考第六季行测模考大赛（云南卷） 第 29题 

【题干】 

习惯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养成的思维惯性和行动方式。一旦形成习惯，人们就会________

地进入惯性轨道，按照惯常的方式说话、办事、想问题。英国哲学家培根就说过，习惯是一

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________人生。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不知不觉 主宰 

B.潜移默化 影响 

C.循序渐进 支配 

D.浑然不觉 指导 



【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根据“习惯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养成的思维惯性和行动方式”可知，习惯形成之

后，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按照习惯做事。A 项“不知不觉”指没有意识到，没有觉察到，B 项

“潜移默化”指人的思想或性格受其他方面的感染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D 项“浑然不

觉”指毫无察觉的样子，均符合文意，保留；C项“循序渐进”指学习工作等按照一定的步

骤逐渐深入或提高，与文意无关，排除。 

第二空，由前文“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可知，横线处语意程度较重。A项“主宰”指主管，

支配，符合文意，当选；B 项“影响”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D 项“指导”

表示指示教导，均无法体现“顽强而巨大的力量”，语意程度过轻，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养成创新习惯》 

【正确率】70.44%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混搭填空;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词的辨析-词的辨

析-程度轻重;言语理解与表达-逻辑填空-语境分析-语境分析-对应-重点词句对应;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16-20题。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

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

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

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

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

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

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      ”。他还说过，

“      ”，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

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

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

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

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      ”。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

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

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

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

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

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

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

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

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

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

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

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16. 题号：#2453238 

将下列三个句子依次填入文中画横线处，正确的顺序是 

①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 

②好奇心能够在正规教育中幸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③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只是局限于我们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

那些未知的一切 

A. ①②③ 

B. ①③② 

C. ②③① 

D. ③②① 

【答案】B 

【解析】 

这是一道语句填空题，需要将三个句子分别填入文段，此题可从第二处入手，横线后提到以

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这句话中出现指代词“这些因素”，

故横线所填的应体现出“这些因素”，观察选项，只需对比②、③两句即可，②提到“好奇

心”只指一种因素，无法与“这些因素”对应，③句中“想象力将包括整个世界中那些未知



的一切”与“这些因素”对应得当，排除 A和 D项。 

第三空，根据横线前文可知，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最强，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

和想象力会递减，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是爱因斯坦对前文的感叹，根据

话题一致性，后文应该体现“好奇心”与“教育”的关系，对比①、②这两句话，①仅介绍

“我”有好奇心，并未涉及到教育，②提到“好奇心在正规教育中存活下来”，既能体现好

奇心与教育的关系又能与前文构成对应，所以，②填入文段合适。排除 C项。 

故正确答案为 B项。 

【文段出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 

【来源】2020 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区级及以上卷）（网友回忆版）第 61

题【正确率】69.80%【易错项】A【考点】语句填空题 

17. 题号：#2453239 

 

下列各项均引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哪项

最有助于解决作者对“钱学森之问”第一个回答所呈现的问题？ 

A. 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

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B. 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C. 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

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D.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 

【答案】C 

【解析】 

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呈现的问题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

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且根据“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

融合”可知，要解决问题需要让不同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C项“设置综合课程”、“课程

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都能够体现出，学生可以有多种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解

决文段所提到的问题，当选。 

A项，“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形成正确价值观”都没有涉及到跨学科、跨领域、

跨界知识的学习，因此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排除； 

B 项，首先“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体现出的是知识与外界的联

系，并没有体现出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其次“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与文意无关，无中生有，排除。 

D项，选项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并未涉及到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因此无助于

解决文段的问题，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项。 

【文段出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理念与实践》 

【来源】2020 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区级及以上卷）（网友回忆版）第 62

题 

【正确率】51.38% 

【易错项】B 

【考点】细节判断题 

 



18. 题号：#2453240 

 关于学校教育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下列与作者观点相符的是 

A. 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 

B. 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创造力 

C. 减少教育中的知识学习能够促进人们创造力的发展 

D. 儿童时期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 

【答案】A 

【解析】 

A项，根据文段“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

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可知，二者并非单

纯的线性关系，表述正确，当选； 

B项，文段并未将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对比，排除； 

C项，根据文段“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可知，选项表述与文意相

悖，排除； 

D项，文段分别介绍创造性思维由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价值取向三个因素共同决定，选

项“首要目标”无中生有，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清华教授钱颖一: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缺乏“创造性思维”？》 

【来源】2020 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区级及以上卷）（网友回忆版）第 63

题 

【正确率】58.42% 

【易错项】D 

【考点】细节判断题 

 

19. 题号：#2453241 

 

根据本文，短期功利主义者追求的是 

①职位晋升 

②追求真理 

③获得奖金 

④填补技术空白 

⑤创世界一流 

A. ②⑤ 

B. ③④ 

C. ④⑤ 

D. ①③ 

【答案】D 

【解析】 

根据文段“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可知，①“职位晋升”、③

“获得奖金”均属于短期内奖励带来的结果，是短期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D项当选。 

根据文段“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可知④⑤均属于

长期功利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根据“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

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

回报和社会的奖赏”可知，②属于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排除 A、B、C



三项。 

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清华教授钱颖一: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缺乏“创造性思维”？》 

【来源】2020 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区级及以上卷）（网友回忆版）第 64

题 

【正确率】90.07% 

【易错项】B 

【考点】细节判断题 

 

20. 题号：#2453242 

 

根据作者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作者所赞成的价值取向？ 

A. 清静寡欲，随遇而安 

B. 不追求功利的自我实现 

C.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D.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答案】B 

【解析】 

定位文段，“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位于第四段。第四段首先介绍了创造性思维的第三

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并阐述了创新的动机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即短期功利主义、长

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还说明了每一种取向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

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很少。紧接着通过转折标志词“然而”指出第三类动机的重要性。结尾通

过结论引导词“所以”重点强调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即是不能在价值取向上太

急于求成，不能太功利，表明作者赞成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这一价值取向。B项“不追求

功利的自我实现”即是作者所赞成的价值取向，当选。 

A项，“清静寡欲、随遇而安”侧重强调宁静无为，减低欲望。作者赞成的价值取向是要多

追求内在价值，而非“减低欲望”，故选项与文意不符，排除； 

C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是指天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侧重强调“功利”这一价

值取向，而文段已表明不能太功利，选项与文意相悖，排除； 

D项，“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意为宁愿我对不起所有人，也不能让所有人对

不起我，选项与文意无关，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我们的学生为什么缺乏“创造性思维”？》 

【来源】2020 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测》题（区级及以上卷）（网友回忆版）第 65

题 

【正确率】89.45% 

【易错项】A 

【考点】中心理解题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21-25题。 

①牛油果进口量在微博热搜上火了。这种其貌不扬、吃起来不像水果的水果，2010 年

时我国进口量还不足 2 吨，但 2017年一下子      至 32100吨，增长 16000多倍。爆炸式

增长，源于健康标签、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和钾等，让牛油果成了诸多健身人士 

      的健康食品。 

②我们周围，大概总有几个对体重“斤斤计较”的朋友。他们与碳水化合物“渐行渐远”，

与高糖高油“势不两立”，将“燃烧我的卡路里”挂在嘴边，但也听得进营养学家建议：健

康饮食不等于“饿着”。所以，诸如牛油果、藜麦等食品异军突起，成为健康、时尚饮食观

念的代名词。 

③“卡路里经济学”的外延，当然不止于饮食。放眼望去，运动装备已从跑鞋晋升到手

环，手机里总装着一两个运动 APP，每天走了多少步、摄入多少卡、消耗多少卡，一一清晰

记录。浴室里，用电子秤定时称重，也成了对自己意志毅力的称重；健身房里，不满足自己

练，一对一的私教课正风靡。 

④人类与卡路里的较量，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卡路里与束身衣》一书，就揭示了人

类两千多年的节食史。然而，身体管理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却是很晚近的事。这其中，电视

广告、营养学与运动的普及功不可没。 

⑤当然，大众参与到身体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仓廪实”。2018年，我国的恩格尔

系数已降至 28.4%，这意味着，人们花在食物上的开支比重更少了，消费结构继续升级。 

⑥当然，“卡路里经济学”之所以带来商机，也有流行文化的支持。如今，运动社交一

定程度上也引爆了健康产业。朋友相聚，一起健身的多了，三五好友报名跑马拉松之风，甚

至带动了国内城市马拉松赛事的火热。互相关注每天行走步数，定期晒出健身照片与记录，

运动社交让生活多了新的仪式感与认同感。这样的文化心理，也在助推“卡路里经济学”的

蓬勃发展。 

21. 题号：#2376651 

 

 填入第①段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组是 

A. 扩大 追捧 

B. 提高 乐见 

C. 增长 垂青 

D. 飙升 青睐 

【答案】D 

【解析】 

第一空，文段论述牛油果的进口量增长幅度很大，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情况，横线处表

示 2017 年的进口数量一下子增长了很多。A 项“扩大”可搭配面积，与数量搭配不当，排

除；B项“提高”可搭配能力、水平、素质，与数量搭配不当，排除。对比 C 项“增长”、

D 项“飙升”，二者的区别在于程度不同，D 项“飙升”表示增长的幅度很大，与文段“爆

炸式增长”对应更恰当，故锁定 D项。 

验证第二空，D项“成了诸多健身人士青睐的健康食品”表示牛油果很受健康人士的欢迎，

符合文意，验证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来源】2019年 420联考《行测》题（吉林乙级）（网友回忆版）第 46题 

【正确率】90.49% 

【易错项】A 



【考点】实词填空 

 

22. 题号：#2376653 

“牛油果爆红的背后，是‘卡路里经济学’的兴起。”这句话是原文中独立的一段，它的最

恰当位置是 

A. ①和②之间 

B. ②和③之间 

C. ③和④之间 

D. ④和⑤之间 

【答案】A 

【解析】 

题目中句子为“牛油果爆红的背后，是‘卡路里经济学’的兴起”，出现两个话题，即“牛

油果”和“卡路里经济学”，首段已经出现“牛油果”，“兴起”说明该句引出话题“卡路里

经济学”，应先引出话题，再论述关于该话题的内容，文章第③、④段均已经在论述“卡路

里”，故题目中的句子应在③前，排除 C、D项。 

③段“‘卡路里经济学’的外延，当然不止于饮食······”，接着论述“卡路里经济学”在其

他方面的体现，“不止于饮食”说明第②段“碳水化合物”、“健康饮食”等论述“卡路里经

济学”在饮食方面的体现，则引出话题的句子应放在②前，对应 A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来源】2019年 420联考《行测》题（吉林乙级）（网友回忆版）第 47题 

【正确率】47.77% 

【易错项】B 

【考点】语句填空题 

 

23. 题号：#2376654 

 以下观点，不能从原文中得出的是 

A. 电视广告促进了身体管理与商业的结合 

B. 牛油果的健康标签使人们对它钟爱有加 

C. 营养学家在客观上助推了牛油果的爆红 

D. 流行文化是卡路里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源 

【答案】D 

【解析】 

A项，根据第四段“然而，身体管理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却是很晚近的事。这其中，电视广

告、营养学与运动的普及功不可没”可知，表述正确； 

B项，根据第一段“爆炸式增长，源于健康标签”可知，表述正确； 

C项，根据第二段“但也听得进营养学家建议：健康饮食不等于‘饿着’。所以，诸如牛油

果、藜麦等食品异军突起，成为健康、时尚饮食观念的代名词。”可知，营养学家对牛油果

等食品能够异军突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表述正确； 

D项，根据第六段，“当然，‘卡路里经济学’之所以带来商机，也有流行文化的支持”可

知，“根源”程度过重，与文意不符。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来源】2019年 420联考《行测》题（吉林乙级）（网友回忆版）第 48题 



【正确率】68.03% 

【易错项】C 

【考点】细节判断题 

 

24. 题号：#2376655  

根据原文，促使大众参与身体管理的根本原因是 

A. 运动社交的文化心理 

B. 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C. 体育用品市场的繁荣 

D. 健康生活理念的普及 

【答案】B 

【解析】 

重点关注第五段，该段首句指出“大众参与到身体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仓廪实’。”，

“仓廪实”本意为粮仓充足，意味着生活富足。随后通过一组数据进一步解释“仓廪实”，

指出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花费在食物上的开支比重减少了，这体现出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应 B项。 

A 项“文化心理”、D 项“健康的生活理念”均属于精神层面，而“仓廪实”指的是物质水

平的提高，排除；C项“体育用品市场”与文意无关，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来源】2019年 420联考《行测》题（吉林乙级）（网友回忆版）第 49题 

【正确率】73.34% 

【易错项】D 

【考点】细节判断题 

 

25. 题号：#2376656 

最适合做这篇文章标题的是 

A. 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B. 卡路里燃烧，烧热运动社交 

C. 用仪式唤醒健康生活 

D. “卡路里经济”，明天值得期待 

【答案】A 

【解析】 

篇章开篇即提出“牛油果火了”的现象，然后指出“牛油果火了”的原因与“卡路里”有关。

接着篇章进一步提出“卡路里经济学”的概念，并解释说明了“卡路里经济学”蓬勃发展的

原因。故篇章意在说明“牛油果火了”这一现象反映出的“卡路里经济学”，对应 A项。 

B项，“运动社交”仅为“卡路里经济学”带来商机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表述片面，排除； 

C项，缺少“卡路里经济学”这一主题词，偏离文段中心，排除； 

D项，篇章已表明今天的卡路里经济学已经带来了商机，“明天值得期待”与文段时态不符，

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牛油果的“卡路里经济学”》 

【来源】2019年 420联考《行测》题（吉林乙级）（网友回忆版）第 50题 

【正确率】61.65% 



【易错项】D 

【考点】标题填入题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26-30题。 

近段时间，一个“才子”、一个“佳人”陆续成为朋友圈里的刷屏人物。前者是赵雷，

一位民谣歌手，凭着一首《成都》，在湖南卫视节目《歌手》中一登台，就拿到了第二名的

好成绩；后者是武亦姝，一名中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一鸣惊人，成功问鼎。一个现

代、一个传统，两人的“意外火爆”，看似不搭边，其实，“这”背后或有着相似奥秘。 

撇开《成都》的曲调不说，它的词本身就是一首诗歌。“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

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抑扬顿挫的

韵律、画面十足的文字，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难怪有人在

安静听完这首歌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话虽绕，却点出了《成

都》火的缘由。 

同样，武亦姝的火，也不仅仅因为她的外表和气质，更是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对

集体记忆的唤醒。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再到“塞上

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

记忆。很多人或许在忙碌的生活中，早已经忘记了诗词的意义，但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纯

洁心灵、净化灵魂的传统文化，就隐藏在心灵深处。 

其实，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文化”

的血液。古典诗词，自不用说。不少民谣，也正是因为其历经打磨后，刻画出人生的百态，

引发大家的共鸣，由此才成为“爆款”。 

26. 题号：#2052052 

第一段中划线的“这”指代的是： 

A. 赵雷与武亦姝的才情 

B. “看似不搭边” 

C. “意外火爆” 

D. 赵雷与武亦姝的佳绩 

【答案】C 

【解析】 

首先定位原文，“这”出现在尾句，指代尾句谈论的现象，即“两人的‘意外火爆’”，对应

C项。 

A项“才情”、D项“佳绩”均不是尾句谈论的内容，排除； 

B项“看似不搭边”是对这种现象不恰当的评价，而非这种现象指代的内容，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文段出处】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来源】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吉林卷甲级）第 42题 

【正确率】59.25% 

【易错项】D 

【考点】词句理解题 

 

 

 

 

 



27. 题号：#2052054 

 在作者看来，第二段中网友的那句话想表达的是： 

A. 成都是能给你更多安抚感的温暖之城 

B. 《成都》一炮打红使成都更加广为人知 

C. 《成都》唱出了关于城市和情感的共同心曲 

D. 成都因为一首歌而更令人向往和眷恋 

【答案】C 

【解析】 

根据《成都》“就像冬日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温暖而沉静的安抚”可知，网友听完《成

都》后感慨“成都因为赵雷的《成都》更加成都”是因为歌曲与城市相结合唱出了人们的心

声，引起情感的共鸣，对应 C项。 

A项强调的是成都这座城市，没有体现出歌曲《成都》的作用，排除； 

B 项“广为人知”、D 项“令人向往和眷恋”均不能体现出“温暖而沉静的安抚”作用，排

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文段出处】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来源】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吉林卷甲级）第 43题 

【正确率】71.11% 

【易错项】D 

【考点】词句理解题 

 

28. 题号：#2052056 

文中引用歌词、诗词的最主要作用是： 

A. 表达作者对所引用诗歌诗词的由衷喜爱 

B. 唤起读者关于城市和诗词的集体记忆 

C. 丰富表现手法以增益该文的韵律之美 

D. 证明歌词的诗化和武亦姝的腹有诗书 

【答案】B 

【解析】 

首先定位歌词和诗词的位置，分别出现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第二段引用《成都》的歌词体现

了歌词本身像诗歌一样优美，同时通过网友的感概可知，歌曲火爆的原因正在于歌词传达了

对成都这座城市的感情，唤醒了人们心底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第三段引用大量的诗词阐明

了武亦姝“火爆”是因为“她身上浸润的深厚文化底蕴唤醒了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故文中引用歌词、诗词的最主要作用在于唤起读者对于成都这座城市和中国古诗词的共同记

忆，对应 B项。 

A项“作者由衷的喜爱”、C项“增益该文的韵律之美”文段均未陈述，无中生有，排除； 

D项只是围绕“歌词、诗词”本身的浅层作用，太过肤浅，而文段引用歌词、诗词最主要的

作用是分析论证《成都》和武亦姝火爆的原因，即能唤起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引起共鸣，

故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来源】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吉林卷甲级）第 44题 

【正确率】60.84% 

【易错项】D 



【考点】细节判断题 

 

29. 题号：#2052058 

根据文意，赵雷、武亦姝“火爆”的主要原因是： 

A. 人们对于诗词的感情偏好 

B. “雅文化”引起了情感共振 

C. 民谣和诗词都朗朗上口 

D. 两档电视节目极具观赏性 

【答案】B 

【解析】 

根据文章第四段“不管是打动人心的民谣，还是古典雅致的诗词，流淌于其间的，正是‘雅

文化’的血液”可知，赵雷、武亦姝“火爆”是由于两者均含有“雅文化”，对应 B项。 

A、C、D三项均无法对应“雅文化”，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来源】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吉林卷甲级）第 45题 

【正确率】96.56% 

【易错项】A 

【考点】中心理解题 

 

30. 题号：#2052060 

最适合做这篇短文标题的是： 

A. 赵雷和武亦姝火了，“玄机”何在？ 

B. 《成都》与诗词：戳中泪点和嗨点 

C. 一首歌，一座城；一首诗，一份情怀 

D. 人的心灵需要有意义的文化来滋养 

【答案】A 

【解析】 

文章首先陈述赵雷和武亦姝两人“火爆”的现象，后文分别阐述导致两人“火爆”的原因，

最后总结全文指出两人“火爆”的原因，即均“流淌着‘雅文化’”，故文章重点阐述的是赵

雷和武亦姝“火爆”的原因，对应 A项“‘玄机’何在”，当选； 

B项“泪点和嗨点”、D项“滋养心灵”文段均未陈述，无中生有，排除； 

C项，反推文段应为并列结构，而文段为因果结构，与文段结构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文段出处】 《武亦姝和赵雷为何火了》 

【来源】2017年 422联考《行测》题（吉林卷甲级）第 46题 

【正确率】51.86% 

【易错项】C 

【考点】中心理解题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 31-35题。 

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

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

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

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

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

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

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

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

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            ”。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

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

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

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

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

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

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31. 题号：#2274557 

作者认为当今难以出现宗师大家的原因不包括 

A. 学科划分细化 

B. 学说流派多样 

C. 知识总量膨胀 

D. 学者人浮于事 

【答案】D 

【解析】 

当今难以出现宗师大家的原因对应第一段。A 项“学科划分细化”，对应文段“门类越来越

细化”，表述正确，排除；B 项“学说流派多样”，对应文段“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

八门”，表述正确，排除；C 项“知识总量膨胀”，对应文段“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

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表述正确，排除。D 项“人浮于事”在文段中并未提及，无中生

有，当选。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D。 

【文段出处】《中央党校教授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学问与学品》 

【解析视频】 

【正确率】79.72% 

【易错项】C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篇章阅读-细节判断题 

 

 

 

 

 



32. 题号：#2274561 

填入第 3段画横线处最恰当的一句是 

A.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B. 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D.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答案】B 

【解析】 

横线处于文段中间，由“所谓”可知横线处语句与前文形成对应关系。第 3段首先提出保持

价值标准的一致性是学理和学品的要求，接着提到学者内心修为不够、没有反思自己的悟性，

会影响学业修为的提高，即是强调德行对学业能力的影响，故横线应该体现出德行的重要性，

对应 B项，意为德行修为不够，即便是有学问也不能长久提升，符合文意。A项强调学习与

思考的相互关系，与前文无关，排除；C项是指一个人须恬淡寡欲方有明确的志向，须寂寞

清静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文中没有提到“清心寡欲”和“宁静寂寞”，排除；D 项是关于

治学的名言，没有提到德行的重要性，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中央党校教授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学问与学品》 

【解析视频】 

【正确率】52.21% 

【易错项】D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篇章阅读-语句填空题 

 

33. 题号：#2274564 

作者眼中的“聪明人”具有下列哪一特征？ 

A. 学得快也忘得快 

B. 价值标准不统一 

C. 对学业的理解空泛肤浅 

D. 经常在学术上追新求异 

【答案】B 

【解析】 

由第二段“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可知，文中

的“聪明人”对价值标准存在变化不统一的情况，对应 B 项。A 项“学得快也忘得快”、C

项“对学业的理解空泛肤浅”、D 项“在学术上追新求异”均为无中生有，不是文段所强调

的聪明人，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文段出处】《中央党校教授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学问与学品》 

【解析视频】 

【正确率】86.3% 

【易错项】D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篇章阅读-细节判断题 

 

 

 

 



34. 题号：#2274566 

作者最不可能赞同下列哪一说法？ 

A. 学者要做到能说真话必须说真话 

B. 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良心 

C. 学者需通晓各门学问才能传道授业解惑 

D. 学者治学需要知行合一 

【答案】C 

【解析】 

由最后一段“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

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可知，作者认为学者要说话行动标准统

一，对真实知识执着说真话，A项与作者观点一致，排除； 

由第二段“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第四段“学品如人品”可知，

作者认为学者对国家社会尤为重要，而学者的德行、知行合一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文

明发展，故 B项与作者观点相符，排除； 

由第一段“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

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可知，作者认为，学者重要

的是价值标准统一，而非是涉猎多少学科领域通晓多少学问，C项表述错误，当选； 

由第四段“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

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可知，学者治学要知行合一，D项与作者

观点相符，排除。 

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C。 

【文段出处】《中央党校教授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学者、学问与学品》 

【解析视频】 

【正确率】89.25% 

【易错项】B 

【考点】言语理解与表达-篇章阅读-中心理解题 

【题干】 

 

35. 题号：#2274567 

最适合作为本文标题的是 

A. 学者、学问与学品 

B. 学者、学问与学识 

C. 学问、学识与学品 

D. 学者、学问与学业 

【答案】A 

【解析】 

文章开篇指出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然后以转折关联词“但”强调学者以学

问立身，重点不在于懂得多少知识，而是其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引出“学者”、

“学问”这两个话题，之后第二段介绍了学者所应具备的特点，第三段论述稳定的价值标准

对学品的重要性，第四段进一步论述学品，强调学品对于学者的重要性，故整个文段讨论的

就是学者、学问与学品之间的关系，对应 A项。 

B项，未涉及“学品”，偏离文段中心，排除； 

C项，缺少主体“学者”，排除； 

D项，“学业”仅为第三段中涉及的内容，非重点，且没有提及“学品”，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