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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类比中的二级辨析（讲义） 

 

1.（2016国家） 

前瞻∶预见∶回溯 

A.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鼠目寸光 

B.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循规蹈矩 

C.犬牙交错∶参差不齐∶顺理成章 

D.墨守成规∶井然有序∶纷乱如麻 

 

2.（2016广东） 

陈词滥调∶老生常谈 

A.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B.博闻强识∶见多识广 

C.见义勇为∶助人为乐 

D.八面玲珑∶面面俱到 

 

3.（2018联考） 

左顾右盼∶上下打量 

A.南来北往∶东西奔走 

B.纵横交错∶中西合璧 

C.千叮万嘱∶一心一意 

D.天高地厚∶山清水秀 

 

4.（2014广州） 

冷嘲∶热讽 

A.风刀∶霜剑 

B.绿肥∶红瘦 

C.谈古∶论今 

D.寒耕∶暑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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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广东） 

泥土∶煅烧∶陶瓷 

A.泥炭∶燃烧∶热能 

B.玉石∶雕刻∶饰品 

C.学生∶学习∶人才 

D.粮食∶发酵∶白酒 

 

6.（2017吉林甲） 

海啸∶地震 

A.天亮∶鸡鸣 

B.高血压∶血压计 

C.中毒∶蘑菇 

D.沙滩∶阳光 

 

7.(2017联考) 

火∶火热 

A.土∶土气 

B.水∶水润 

C.金∶金黄 

D.木∶木讷 

 

8.（2018国考） 

花椒∶麻 

A.月亮∶圆 

B.水泥∶硬 

C.饮料∶冷 

D.火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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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联考） 

火药∶鞭炮∶二踢脚 

A.乌铁∶刀具∶三棱刀 

B.红砖∶建筑∶四合院 

C.清水∶白酒∶五粮液 

D.杉木∶乐器∶六弦琴 

 

10.（2016河南） 

鸭子∶河 

A.摩天轮∶过山车 

B.喜剧∶话剧 

C.飞机∶飞机场 

D.火车∶轨道 

 

11.(2018广西) 

灯∶照明∶装饰 

A.房子∶明亮∶宽敞 

B.水∶浇灌∶饮用 

C.中国∶湖南∶山西 

D.门窗∶玻璃∶钢铁 

 

12.（2017国考） 

白醋∶消毒 

A.热水器∶加热 

B.汽油∶去渍 

C.白糖∶调味 

D.人参∶滋补 

 

13.（2017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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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票∶乘机∶抵达 

A.生产∶流通∶消费 

B.相识∶相恋∶结婚 

C.调研∶调查∶总结 

D.申报∶评审∶得奖 

 

14.（2017事业单位） 

起诉∶应诉∶审判 

A.违章∶罚款∶扣分 

B.签约∶招标∶投标 

C.构思∶写作∶投稿 

D.阐述∶反驳∶评判 

 

15.(2018云南) 

蜘蛛∶织网∶爬行 

A.蚕∶破蛹∶吐丝 

B.蜜蜂∶酿蜜∶飞行 

C.夜莺∶筑巢∶歌唱 

D.猎豹∶奔跑∶捕食 

 

16.（2017联考） 

舞台∶道具∶演员 

A.汽车∶驾驶∶司机 

B.操场∶足球∶学生 

C.商场∶商品∶消费者 

D.工厂∶机器∶工人 

 

17.（2017事业单位） 

工人∶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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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医生∶医疗∶医院 

B.法官∶法院∶法律 

C.演员∶舞台∶表演 

D.学生∶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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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类比推理中的二级辨析（笔记） 

 

【注意】说在课前： 

1.类比题目和图推类似，很多同学选出答案之后很自信，觉得不会有问题。

但是对答案时发现错误率很高，因此本节课目的就是提高类比正确率，进行拔高。 

2.若是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则课后需要打牢基础。 

3.现阶段 10道类比题建议 6分钟左右做完。 

4.简单的类比题通过一级辨析即可解题，正确率很高，若出题人想要加大难

度，则通过一级辨析排除 1-2个选项，剩下的选项需要进行二级辨析。 

 

【公务员考试大纲】类比推理：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通过观察分析，在

备选答案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相似的词。 

 

【注意】1.一级辨析分为三大关系：语义关系、逻辑关系、语法关系。 

2.语义关系： 

（1）近反义关系。 

（2）比喻象征义： 

①比喻：例如“弯弯的月亮像小船”，为比喻义。 

②象征：例如“鸽子象征和平”，为象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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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逻辑关系： 

（1）全同关系：可以划等号的两个词，例如春夏秋冬∶四季。 

（2）并列关系：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①区分：有无“小三”。 

②矛盾关系：例如生∶死。 

③反对关系：例如西瓜∶草莓，除了西瓜和草莓还有其它水果，比如苹果、

香蕉。 

（3）交叉关系：两个词之间有交集，能用“有的是”“有的不是”造句。 

（4）包容关系：分为组成关系和种属关系。区分：用“是”造句。能用“是”

造的通顺的为种属关系，例如汽车∶轮胎，轮胎是汽车的组成部分。再如葡萄∶

水果，葡萄是水果，二者为种属关系。 

（5）对应关系：对应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4.语法关系： 

（1）小技巧：造句子。 

（2）造句原则：不“加戏”。能不加字就不加字，能少加字就少加字，要加

字就要加一样的字。 

 

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语法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注意】实际做题时，若是一级辨析选不出唯一答案，则需要考虑二级辨析

（从语义、逻辑、语法三大关系出发）。 

 

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褒义词：带有赞许、肯定感情的词 

贬义词：带有贬斥、否定、轻蔑感情的词 

中性词：①单独看无明显感情倾向；②由于语境不同，可褒可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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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1.一级辨析考虑近、反义关系。当近、反义关系选不出唯一答案时，考虑二

级辨析：感情色彩（褒贬中）。 

（1）褒义词：带有赞许、肯定感情的词（一般夸别人好的）。 

（2）贬义词：带有贬斥、否定、轻蔑感情的词（骂人的、不好的）。 

（3）中性词： 

①单独看无明显感情倾向，例如“多如牛毛”，只是客观地形容多而已。 

②由于语境不同，可褒可贬，例如“骄傲”一词，“我是我爸妈的骄傲”，此

时“骄傲”属于褒义词；“小明上次考试成绩很优秀，但是由于骄傲，这次考得

很差”，此时“骄傲”属于贬义词。 

 

1.（2016国家） 

前瞻∶预见∶回溯 

A.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鼠目寸光 

B.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循规蹈矩 

C.犬牙交错∶参差不齐∶顺理成章 

D.墨守成规∶井然有序∶纷乱如麻 

【解析】1.本题正确率为 47.94%，题干“前瞻”指展望、预测；“预见”指

预料将来，二者均指对未来做出预判，为近义关系；“回溯”指回忆过去，与前

两词为反义关系。 

A项：“深谋远虑”指做事周密，考虑长远，“未雨绸缪”指还没下雨就做好

准备，也是为将来做好打算，二者意思相近；“鼠目寸光”指目光短浅、狭隘，

只看眼前，不看长远，与前两词为反义关系，保留。 

B项：“标新立异”指提出新奇的见解，创造出新奇的样式，与众不同，“特

立独行”也指与众不同，二者为近义关系；“循规蹈矩”指遵守/不违反规矩，与

前两词为反义关系，保留。 

C 项：“犬牙交错”和“参差不齐”均指高低不一，像狗牙一样不整齐，二

者为近义关系；“顺理成章”指写文章或做事只要顺着条理就能写好/做好，也比

喻一些情况自然产生结果，不能与前两词构成反义关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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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墨守成规”指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井然有序”指做事

有顺序，有条不紊，二者不能构成近义关系，排除。 

二级辨析：感情色彩。题干“前瞻”“预见”“回溯”均为中性词，没有褒贬。 

A项：“鼠目寸光”为贬义词，排除。 

B 项：“循规蹈矩”为中性词，若是用在重复性、技术性的工作岗位，按照

规矩办事则为褒义词；若是用在核心部门（研发），则为贬义词，因此“循规蹈

矩”根据不同的语境感情色彩不同。“标新立异”可以为中性词，也可以为贬义

词，意为提出新的主张、见解，创造新奇的样式。“特立独行”不是贬义词，而

是中性词。选项三个词均为中性词，当选。【选 B】 

 

【注意】积累成语：百度不准确，要查词典。 

1.深谋远虑：深入地谋划，长远地考虑。 

2.未雨绸缪：趁着天没下雨，先修缮好门窗。比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3.鼠目寸光：形容目光短浅，缺乏远见。 

4.标新立异：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5.特立独行：指操守高洁，立身行事不随波逐流。 

6.循规蹈矩：指遵守规矩，后多指拘守旧准则，不敢稍作变动。 

7.犬牙交错：像狗的牙齿一样交叉错杂，形容交界处地形参差错杂。 

8.参差不齐：形容不一致，有差别。 

9.顺理成章：原指写文章遵循条理，就能写好。后多指说话、做事合乎情理。 

10.墨守成规：形容因循守旧，不思变革。 

11.井然有序：形容整齐而有秩序。 

12.纷乱如麻：交错杂乱像一团乱麻。 

 

2.（2016广东） 

陈词滥调∶老生常谈 

A.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B.博闻强识∶见多识广 

C.见义勇为∶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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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八面玲珑∶面面俱到 

【解析】2.本题正确率为 48.28%，题干“陈词滥调”指没有新意，陈腐空

泛的论调。“老生常谈”指没有新鲜意思的话，二者均指语言很空泛，为近义关

系。 

A项：“按部就班”指按照一定的条理、步骤做事，“循序渐进”指按照一定

的步骤慢慢做事，二者为近义关系，保留。 

B 项：“博闻强识”指见闻广博，记忆力强（见识广），“见多识广”也指见

识广，二者为近义关系，保留。 

C 项：“见义勇为”是“助人为乐”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不是近义关系，

排除。 

D项：“八面玲珑”指为人处世圆滑，各方面都能巧妙应对，“面面俱到”指

各方面都能照顾周到，二者均形容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为近义关系，保留。 

二级辨析：感情色彩。题干“陈词滥调”为贬义词，“老生常谈”为中性词。 

A项：“按部就班”和“循序渐进”均为中性词，排除。 

B项：“博闻强识”和“见多识广”均为褒义词，排除。 

D 项：“八面玲珑”不仅形容为人处世圆滑，还常形容讨好各种任务，为贬

义词，“面面俱到”指各方面均能照顾很周到，为中性词，与题干一致，当选。

【选 D】 

 

【注意】1.成语题正确率低是因为不知道成语的语义或者二级辨析，例如“八

面玲珑”语义中“讨好”说明一定是贬义词。 

2.若在考场上无法查词典，可以把词语用在自己或别人身上，看是褒义词还

是贬义词。 

3.“陈词滥调”有“滥”字，提示该词为贬义词。 

4.积累成语： 

（1）陈词滥调：陈旧而不切实际的言论。 

（2）老生常谈：原指老书生经常讲的话。后泛指平常的没有新意的老话。 

（3）按部就班：原指写文章按类别安排文义，按顺序组织文辞。后指按照

一定的次序或步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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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循序渐进：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 

（5）博闻强识：见闻广博，记忆力强。 

（6）见多识广：见过的事情多，知识面广。 

（7）见义勇为：看到正义的事情，就勇敢地去做。 

（8）助人为乐：以帮助别人为乐事。 

（9）八面玲珑：形容为人处世圆滑，待人接物各方面都能巧妙应对，常用

于指能讨好各种人物。 

（10）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照顾到，没有遗漏。 

 

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何时考虑拆开看？ 

1.成语已拆分——生死∶存亡 

2.两词无必然联系——成败∶呼吸 

3.词语结构明显——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注意】构词结构： 

1.若一级辨析选不出唯一答案，考虑二级辨析：感情色彩，若是感情色彩也

无法得出唯一答案，可以考虑构词结构。 

2.何时拆开看： 

（1）成语已拆分，例如生死∶存亡。 

（2）两词无必然联系，例如成败∶呼吸。 

（3）词语结构明显，例如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3.（2018联考） 

左顾右盼∶上下打量 

A.南来北往∶东西奔走 

B.纵横交错∶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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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千叮万嘱∶一心一意 

D.天高地厚∶山清水秀 

【解析】3.本题正确率为 93.98%，若看语义，题干两词均有“看”的意思，

为近义关系。 

A项：“南来北往”和“东西奔走”均有“到处走”的意思，保留。 

B项：“纵横交错”指横的竖的交叉在一起，“中西合璧”指中国的和外国的

交叉在一起，二者不是近义关系，排除。 

C项：“千叮万嘱”指再三叮嘱，“一心一意”指专心做事，二者不是无近义

关系，排除。 

D项：“天高地厚”指恩德深厚或事物复杂、深奥，“山清水秀”形容景色美，

二者无近义关系，排除。 

本题可通过语义关系直接选项 A项，但是有同学觉得本题构词结构明显，例

如题干中“左”和“右”、“上”和“下”、“顾”和“盼”，优先看构词结构。 

题干“左”和“右”、“上”和“下”均为反义关系，“顾”和“盼”为近义

关系。 

A项：“南”和“北”为反义关系，“来”和“往”为近义关系，“东”和“西”

为反义关系，与题干一致，当选。【选 A】 

 

【注意】1.左顾右盼：向左右两边看。 

2.上下打量：上下看。 

3.南来北往：泛指来来往往。 

4.东西奔走：形容四处奔走。 

 

4.（2014广州） 

冷嘲∶热讽 

A.风刀∶霜剑 

B.绿肥∶红瘦 

C.谈古∶论今 

D.寒耕∶暑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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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4.本题正确率为 73.57%。成语拆分，优先考虑构词结构。题干“冷”

与“热”是反义词，“嘲”与“讽”是近义词。 

A项：“风”与“霜”是并列关系，如风霜雨雪，排除。 

B项：“绿”与“红”是两种不同的颜色，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排除。 

C项：“谈”与“论”是近义词，排除。 

D项：“寒”与“暑”是反义词；“耕”与“耘”是近义词，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当选。【选 D】 

 

【注意】积累成语： 

1.风刀霜剑：寒风如刀，严霜似剑。形容寒冷气候。 

2.绿肥红瘦：绿叶茂盛，花朵稀疏。多形容暮春景象。 

3.谈古论今：谈论古往今来的人和事，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 

4.寒耕暑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 

 

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总结 

1.二级辨析何时考虑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明显的时候优先考虑感情色彩 

2.二级辨析何时考虑构词结构 

构词结构明显         例如：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成语已拆分           例如：冷嘲∶热讽    扬长∶避短 

两词无必然联系       例如：成败∶呼吸 

【注意】语义关系中的二级辨析总结： 

1.二级辨析何时考虑感情色彩：感情色彩明显的时候优先考虑感情色彩。 

2.二级辨析何时考虑构词结构： 

（1）构词结构明显，例如“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2）成语已拆分，例如“冷嘲∶热讽”。 

（3）两词无必然联系，例如“成败∶呼吸”。 

 

常考感情色彩、构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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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色彩】褒义：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大义凛然、持之以恒 

            贬义：火上浇油、落井下石、卑躬屈膝、虎头蛇尾 

【构词结构】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内柔外患、左邻右舍、南辕北辙、古往今来 

            深入浅出、好逸恶劳、喜新厌旧、扬长避短 

            空前绝后、反败为胜、朝三暮四、古为今用 

【注意】常考感情色彩、构词结构： 

1.感情色彩： 

（1）褒义：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大义凛然、持之以恒。 

（2）贬义：火上浇油、落井下石、卑躬屈膝、虎头蛇尾。 

2.构词结构： 

（1）成语的第一个字与第三个字是反义关系（间隔为反义），第二个字与第

四个字是近义关系，如：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内柔外患、

左邻右舍、南辕北辙、古往今来、深入浅出、好逸恶劳、喜新厌旧、扬长避短。 

（2）成语的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是反义关系，如：空前绝后、反败为胜；

成语的第一个字与第三个字是反义关系，如：朝三暮四、古为今用。 

（3）当一个成语中只有其中两个字存在近、反义关系时，不要纠结，正常

解题即可。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区分标准：有无新物质生成 

【注意】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1.对应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本节课讲解最常考的对应关系。 

2.一级辨析：对应关系之材料、工艺、成品。 

3.二级辨析：物理/化学变化。 

4.区分标准：有无新物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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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4广东） 

泥土∶煅烧∶陶瓷 

A.泥炭∶燃烧∶热能 

B.玉石∶雕刻∶饰品 

C.学生∶学习∶人才 

D.粮食∶发酵∶白酒 

【解析】5.本题正确率为 58.44%。题干“泥土”是材料，“煅烧”是工艺，

“陶瓷”是成品，是材料、工艺、成品的对应关系。 

A项：“泥炭”是材料，但“热能”不是成品，排除。 

B项：“玉石”“雕刻”“饰品”，是材料、工艺、成品的对应关系，保留。 

C项：“学生”不是材料，排除。 

D项：“粮食”“发酵”“白酒”，是材料、工艺、成品的对应关系，保留。 

二级辨析，考虑物理/化学变化。题干“煅烧”是化学变化。 

B项：“雕刻”是物理变化，排除。 

D项：“粮食发酵”生成新物质“白酒”，是化学变化，当选。【选 D】 

 

真题链接：（2016 广东） 

玉石∶雕琢∶玉器 

A.蚕丝∶织造∶丝绸 

B.粮食∶酿造∶美酒 

C.生铁∶冶炼∶钢材 

D.蚊香∶点燃∶烟雾 

【解析】拓展.题干“玉石”“雕琢”“玉器”是物理变化。 

A项：“蚕丝”“织造”“丝绸”是物理变化，当选。 

B项：“粮食”“酿造”“美酒”是化学变化，排除。 

C项：“生铁”“冶炼”“钢材”是化学变化，有新物质“钢材”生成，排除。 

D项：“点燃”是化学变化，“烟雾”不是成品，排除。【选 A】 

 

区分标准：有无新物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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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物理变化的工艺：捆扎、打磨、雕琢、蒸馏、搅拌、印刷、剪裁、织造、

采摘 

涉及化学变化的工艺：燃烧、氧化、发酵、油炸、电解、酿造、冶炼、腌制、

锻造、漂白 

【注意】1.区分标准：有无新物质生成。 

2.涉及物理变化的工艺：捆扎、打磨、雕琢、蒸馏、搅拌、印刷、剪裁、织

造、采摘。 

3.涉及化学变化的工艺：燃烧、氧化、发酵、油炸、电解、酿造、冶炼、腌

制、锻造、漂白。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举例 

因果：①寒流∶降温    高温∶中暑 

属性：②黄连∶苦涩    花朵∶鲜红 

【注意】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1.一级辨析：对应关系之因果关系、属性关系、材料对应。 

2.二级辨析：必然/或然。 

3.举例： 

（1）因果关系：“寒流”一定会导致“降温”，“高温”不一定会导致“中暑”，

而是可能导致“中暑”。如果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则不会因为高温而中暑。 

（2）属性关系：“黄连”一定是“苦涩”的，“花朵”不一定是“鲜红”的，

如白色的百合。 

 

6.（2017吉林甲） 

海啸∶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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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天亮∶鸡鸣 

B.高血压∶血压计 

C.中毒∶蘑菇 

D.沙滩∶阳光 

【解析】6.本题正确率为 55.77%。题干“地震”会引发/导致“海啸”，二

者是因果关系。但“地震”不一定会引发“海啸”，是或然因果关系。 

A 项：因为“天亮”，所以“鸡鸣”，“天亮”是导致“鸡鸣”的原因，但顺

序相反，排除。 

B项：“血压计”是用来测量“高血压”的，不是因果关系，排除。 

C项：“蘑菇”可能会引发“中毒”，或然因果关系，当选。 

D项：在“沙滩”上晒“阳光”，场所对应关系，排除。 

有的同学认为不需要考虑必然/或然因果关系，也能选出正确项为 C 项。如

果拓展 E项为“寒流∶降温”，则需要考虑必然/或然因果关系。【选 C】 

 

【注意】形成海啸：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 50 千

米以内、里氏震级 6.5 以上的海底地震引起。 

 

7.(2017联考) 

火∶火热 

A.土∶土气 

B.水∶水润 

C.金∶金黄 

D.木∶木讷 

【解析】7.本题正确率为 74.29%。本题考查特点，题干“火”的属性是“火

热”，属性对应关系。 

A项：“土”的属性不是“土气”，“土气”指穿衣不时髦，排除。 

B项：“水”的属性是“水润”，保留。 

C项：“金”的属性是“金黄”，保留。 

D项：“木”的属性不是“木讷”，“木讷”指不善言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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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辨析，考虑必然属性/或然属性，题干“火”一定是“火热”的，必然

属性。 

B项：“水”一定是“水润”的，必然属性，当选。 

C项：“金”不一定是“金黄”的，这里的“金”指金属，如铜、铁，排除。

【选 B】 

 

【注意】现在命题常涉及常识，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平时做

题时一定要多积累。 

 

8.（2018国考） 

花椒∶麻 

A.月亮∶圆 

B.水泥∶硬 

C.饮料∶冷 

D.火焰∶热 

【解析】8.本题正确率为 84.91%。考虑属性，优先考虑必然/或然属性。题

干“花椒”一定是“麻”的，必然属性。 

A 项：“月亮”不一定是“圆”的，如圆圆的月亮像玉盘，弯弯的月亮像小

船，排除。 

B 项：“水泥”不一定是“硬”的，浇水时是软的，经过一段时间凝固了才

是“硬”的，排除。 

C 项：“饮料”不一定是“冷”的，放冰箱冰镇一段时间才是冷的，常温不

是冷的，排除。 

D项：“火焰”一定是“热”的，必然属性，当选。【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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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联考） 

火药∶鞭炮∶二踢脚 

A.乌铁∶刀具∶三棱刀 

B.红砖∶建筑∶四合院 

C.清水∶白酒∶五粮液 

D.杉木∶乐器∶六弦琴 

【解析】9.本题正确率为 24.10%。题干“火药”是制作“鞭炮”的材料，

材料对应；“二脚踢”是“鞭炮”的一种，种属关系。 

A项：“乌铁”是制作“刀具”的材料，“三菱刀”是一种“刀具”，保留。 

B项：“红砖”是制作“建筑”的材料，“四合院”是一种“建筑”，保留。 

C项：“清水”是制作“白酒”的材料；“五粮液”是一种“白酒”，保留。 

D项：“杉木”是制作“乐器”的材料，“六弦琴”是一种“乐器”，保留。 

选不出唯一答案，进行二级辨析，考虑必然/或然材料。题干“火药”是制

作“鞭炮”的必然材料。 

A项：“乌铁”不是制作“刀具”的必然材料，可以是钢、合金等，排除。 

B 项：“红砖”不是制作“建筑”的必然材料，可以是石头、空心砖等，排

除。 

C项：“清水”是制作“白酒”的必然材料，必然材料，当选。 

D项：“杉木”不是制作“乐器”的必然材料，可以是檀木、楠木、金属等，

排除。【选 C】 

 

【注意】考查材料对应选不出唯一答案时，二级辨析可以考虑必然/或然材

料，这是新的解题思路。主要/次要材料考查较少。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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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油轮∶江海 

【注意】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1.一级辨析：对应关系之主体、场所。 

2.二级辨析：对应的场所是否唯一。 

3.举例：“江海”不是“游轮”的唯一场所，“游轮”还可以在岸边、码头等。 

 

10.（2016河南） 

鸭子∶河 

A.摩天轮∶过山车 

B.喜剧∶话剧 

C.飞机∶飞机场 

D.火车∶轨道 

【解析】10.本题正确率为 40.04%。题干“鸭子”是主体，“河”是场所，“鸭

子”在“河”里，二者为场所对应关系。 

A项：“摩天轮”与“过山车”均是娱乐设施，二者为并列关系，排除。 

B 项：戏剧按戏剧冲突的性质和效果，可以分为“戏剧”、悲剧、正剧，按

表现形式，可分为“话剧”、舞剧、歌剧等，“戏剧”与“话剧”为交叉关系，排

除。 

C项：“飞机场”与“飞机”是场所对应关系，保留。 

D项：“轨道”与“火车”是场所对应关系，保留。 

二级辨析，考虑场所对应是否唯一。题干“鸭子”与“河”场所对应不唯一，

“鸭子”还可以在岸上。 

C项：“飞机”与“飞机场”场所对应不唯一，“飞机”还可以在天上，当选。 

D 项：“火车”与“轨道”场所对应唯一，在火车站时也是在“轨道”上，

排除。【选 C】 

 

【注意】做题时要有大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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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对应唯一 

火车∶轨道 

场所对应不唯一 

鸭子∶河     飞机∶飞机场 

汽车∶公路    轮船∶大海 

【注意】1.场所对应唯一：“火车”只能在“轨道”上。 

2.场所对应不唯一： 

（1）“鸭子”可以在“河”里，还可以在岸上。 

（2）“飞机”可以在“飞机场”，还可以在天上。 

（3）“汽车”可以在“公路”，还可以在沙漠。 

（4）“轮船”可以在“大海”，还可以在岸上、码头。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注意】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1.一级辨析：对应关系之功能。 

2.二级辨析：主要/次要。 

3.功能的二级辨析虽然考查较少，在 2017 年国考考查了一道题目，但国考

是各地省考的“风向标”，一定要引起重视。 

 

11.(2018广西) 

灯∶照明∶装饰 

A.房子∶明亮∶宽敞 

B.水∶浇灌∶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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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国∶湖南∶山西 

D.门窗∶玻璃∶钢铁 

【解析】11.本题正确率为 97.30%，“灯”有“照明”和“装饰”的功能，

是功能对应关系。 

A项：“房子”和“明亮”不是功能对应关系，都是偏正结构，排除。 

B项：“水”有“浇灌”和“饮用”的功能，保留。 

C项：“湖南”和“山西”是并列关系，都和“中国”是组成关系，排除。 

D项：“玻璃”和“钢铁”都是“门窗”的原材料，排除。 

题干中“照明”是主要功能，“装饰”是次要功能，而 B 项的“浇灌”和

“饮用”都是主要功能，要多思考命题新方式。【选 B】 

 

12.（2017国考） 

白醋∶消毒 

A.热水器∶加热 

B.汽油∶去渍 

C.白糖∶调味 

D.人参∶滋补 

【解析】12.本题正确率为 77.43%，“白醋”和“消毒”是次要的功能对应

关系。 

A项：“热水器”和“加热”是主要功能对应关系，排除。 

B项：“汽油”和“去渍”是次要功能对应关系，当选。 

C项：“白糖”和“调味”是主要功能对应关系，排除。 

D项：“人参”和“滋补”是主要功能对应关系，排除。【选 B】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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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出现多个动作、行为要优先考虑先后顺序，若选不出唯一答案，要

考虑动作的主体是否为同一人。 

 

13.（2017江苏） 

买票∶乘机∶抵达 

A.生产∶流通∶消费 

B.相识∶相恋∶结婚 

C.调研∶调查∶总结 

D.申报∶评审∶得奖 

【解析】13.本题正确率为 44.54%，题干先“买票”，再“乘机”，最后“抵

达”，且主体一致。 

A项：“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必然的先后顺序，且主体不一致，排除。 

B项：先“相识”，再“相恋”，最后“结婚”，要有大众思维，有先后顺序，

保留。 

C项：“调查”和“调研”之间没有先后顺序，排除。 

D项：先“申报”，再“评审”，最后“得奖”，保留。 

考虑二级辨析，B 项：三个行为都是同一主体，保留。D项：“申报”和“得

奖”是同一主体，但“评审”是另一主体，排除。【选 B】 

 

14.（2017事业单位） 

起诉∶应诉∶审判 

A.违章∶罚款∶扣分 

B.签约∶招标∶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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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构思∶写作∶投稿 

D.阐述∶反驳∶评判 

【解析】14.本题正确率为 39.65%，先“起诉”，再“应诉”，最后“审判”，

是先后顺序关系。 

A项：“罚款”和“扣分”之间没有必然的先后顺序，可以同时进行，排除。 

B 项：应该先“招标”，再“投标”，最后“签约”，顺序与题干相反，排

除。 

C项：先“构思”，再“写作”，最后“投稿”，保留。 

D项：先“阐述”，再“反驳”，最后“评判”，保留。 

考虑二级辨析，主体是否一致，题干三个行为的主体均不一致，C项：主体

可以是同一人，排除。D项：三个行为的主体均不一致，当选。【选 D】 

 

常考时间先后顺序 

主体一致 

1.春耕∶秋收∶冬藏 

2.报名∶参赛∶夺冠 

3.构思∶写作∶投稿 

4.买票∶乘机∶抵达 

5.挂号∶看病∶痊愈 

6.相识∶相恋∶结婚 

主体不一致 

1.阐述∶反驳∶评判 

2.申报∶评审∶得奖 

3.起诉∶应诉∶审判 

【注意】常考时间先后顺序，主体是否一致。 

1.主体一致：一般是同一主体可以完成所有的行为。 

2.主体不一致：一般同一主体不能同时完成所有的行为。 

 

逻辑关系中的二级辨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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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逻辑关系： 

1.对应关系涉及材料、工艺、成品，二级辨析考虑物理和化学变化。 

2.对应关系涉及因果关系、材料对应、属性关系时，二级辨析考虑必然、或

然。 

3.对应关系涉及场所，二级辨析考虑对应场所是否唯一。 

4.对应关系涉及功能对应，二级辨析考虑主要和次要。 

5.对应关系涉及动作先后顺序，二级辨析考虑主体是否同一主体。 

 

语法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注意】语法关系：词性中动词≠动宾。 

 

15.(2018云南) 

蜘蛛∶织网∶爬行 

A.蚕∶破蛹∶吐丝 

B.蜜蜂∶酿蜜∶飞行 

C.夜莺∶筑巢∶歌唱 

D.猎豹∶奔跑∶捕食 

【解析】15.本题正确率为 47.10%，“蜘蛛”可以“织网”，也可以“爬行”，

“织网”是动宾，“爬行”是动词。 

A项：“蚕”可以“破蛹”，也可以“吐丝”，“破蛹”是动宾，“吐丝”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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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排除。 

B 项：“蜜蜂”可以“酿蜜”，也可以“飞行”，“酿蜜”是动宾，“飞行”是

动词，当选。 

C 项：“夜莺”可以“筑巢”，但“歌唱”是修饰“夜莺”的拟人手法，排

除。 

D项：“猎豹”可以“奔跑”，也可以“捕食”，“奔跑”是动词，“捕食”

是动宾，顺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选 B】 

 

【注意】出现多个动词和动宾结构，二级辨析考虑动词≠动宾。 

 

语法关系中的二级辨析 

 

【注意】语法关系出现主体，二级辨析可以考虑是否为职业。 

 

16.（2017联考） 

舞台∶道具∶演员 

A.汽车∶驾驶∶司机 

B.操场∶足球∶学生 

C.商场∶商品∶消费者 

D.工厂∶机器∶工人 

【解析】16.本题正确率为 74.15%，“演员”在“舞台”使用“道具”。 

A项：“司机”“驾驶”“汽车”，缺少场所对应，排除。 

B项：“学生”在“操场”踢“足球”，保留。 

C项：“消费者”在“商场”购买“商品”，保留。 

D项：“工人”在“工厂”使用“机器”，保留。 

二级辨析考虑是否为职业，题干“演员”是职业。 

D项：“工人”是职业，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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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项：“学生”是身份，排除。 

C项：“消费者”是身份，排除。【选 D】 

 

17.（2017事业单位） 

工人∶工厂∶工作 

A.医生∶医疗∶医院 

B.法官∶法院∶法律 

C.演员∶舞台∶表演 

D.学生∶学校∶学习 

【解析】17.本题正确率为 73.36%，“工人”在“工厂”“工作”，“工厂”

是场所，“工作”是活动。 

A项：“医生”在“医院”“医疗”，前后顺序不一致，排除。 

B项：“法官”在“法院”“法律”造句子不通顺，排除。 

C项：“演员”在“舞台”“表演”，保留。 

D项：“学生”在“学校”“学习”，保留。 

二级辨析考虑主体是否为职业，题干“工人”是职业，C项：“演员”是职

业，当选。D项：“学生”不是职业，排除。【选 C】 

 

【注意】1.职业：渔民、歌手、演员、工人、法官、医生、教师、程序员、

厨师。 

2.迷惑项：乘客、商人、学生、消费者、妻子、患者、父母、罪犯。 

3.注意职业及其迷惑项，“商人”只是一种身份，不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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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课堂巩固： 

1.语义关系：近、反义关系二级辨析可以考虑感情色彩，即褒义、贬义、中

性；还可以考虑构词结构，成语拆分或者两个词没有明显关系。 

2.逻辑关系：对应关系经常考查二级辨析。 

（1）涉及工艺考虑物理、化学变化，有新物质生成是化学变化，没有新物

质生成是物理变化。 

（2）因果关系、属性关系、材料对应都可以考虑必然和或然。 

（3）涉及主体和场所考虑是否唯一，比如“火车”和“轨道”就是唯一场

所对应关系。 

（4）涉及功能可以考虑主、次要，比如“白醋”和“消毒”就是次要功能

对应关系。 

（5）涉及动作先后顺序可以考虑主体是否唯一。 

3.语法关系：动词≠动宾，且出现主体时考虑是否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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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总结：类比优先考虑一级辨析，当选不出唯一答案时，再考虑二级

辨析，不要直接观察二级辨析。 

 

【答案汇总】1-5：BDADD；6-10：CBDCC；11-15：BBBDB；16-17：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