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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016联考） 

鱼饵∶鱼竿 

A.笔∶书籍                     B.写诗∶笔 

C.锅铲∶炒锅                   D.电脑∶无线路由器 

 

例 2.（2016国家） 

佩刀∶刀鞘 

A.墨∶墨盒                     B.火箭∶发射架 

C.毛笔∶笔帽                   D.旅游鞋∶旅行包 

 

例 3.（2014联考） 

药物∶胶囊 

A.桌椅∶桌面                   B.电脑∶屏幕 

C.书本∶封面                   D.物品∶木箱 

 

例 4.（2016联考） 

报刊∶新闻 

A.土地∶玉米                   B.法院∶法律 

C.出版社∶书籍                 D.唱片∶歌曲 

 

例 5.（2017国家） 

观众∶电视∶新闻 

A.士兵∶靶场∶命令             B.渔夫∶渔船∶渔汛 

C.教师∶课堂∶知识             D.消费者∶消费指南∶优惠信息 

 

例 6.（2015国家） 

     对应关系（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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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馒头 

A.麋鹿∶麝香                   B.叶绿体∶细胞 

C.乌贼∶墨汁                   D.棉花∶布鞋 

 

例 7.（2015联考） 

树根∶根雕∶工艺品 

A.纸张∶风筝∶春天             B.粘土∶唐三彩∶古董 

C.消费∶借贷∶信用             D.泥沙∶混凝土∶建筑 

 

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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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9.（2014国考） 

木材∶抽屉∶收纳 

A.钢铁∶剪刀∶切割             B.棉花∶毛线∶保暖 

C.城墙∶石头∶防御             D.橡胶∶气垫∶缓冲 

 

例 10.（2017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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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1.（2013国家） 

火炬∶蜡烛 

A.中药∶草药                   B.矿石∶煤炭 

C.棉布∶丝绸                   D.扇子∶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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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2015国考） 

铁匠∶火炉∶镰刀 

A.医学家∶试管∶药剂           B.记者∶摄像机∶新闻稿 

C.科学家∶科技文献∶新产品     D.网民∶互联网∶营销 

 

例 13.（2013联考） 

软件∶程序员∶编写 

A.木头∶木匠∶打制             B.渔网∶渔民∶编织 

C.车票∶乘客∶购买             D.麦克风∶歌手∶唱歌 

 

例 14.（2016国家） 

素描∶单色∶绘画 

A.色素∶食品∶添加剂           B.书签∶阅读∶工具 

C.变脸∶表演∶艺术             D.新闻∶纪实∶文体 

 

例 15.（2016联考） 

黄连∶苦涩 

A.班级∶团结                   B.钻石∶坚硬 

C.花朵∶鲜红                   D.城市∶繁华 

 

例 16.（2015联考） 

爆胎∶事故∶保险 

A.旱灾∶减产∶补贴             B.前卫∶时尚∶流行 

C.能源∶电力∶生产             D.论坛∶交流∶学术 

 

例 17.（2014联考） 

戒烟∶疾病 

A.酒驾∶事故                   B.核对∶差错 

C.过失∶反思                   D.斟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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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8.（2016河南） 

报名∶培训∶结业 

A.高考∶招生∶毕业             B.设计∶产品∶使用 

C.驾驶∶公路∶旅行             D.挂号∶看病∶痊愈 

 

例 19.（2017事业单位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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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0.（2017国考） 

故人西辞黄鹤楼 对于（  ）相当于（  ）对于 怀古 

A.出游  越王勾践破吴归          B.场所  千古兴亡多少事 

C.送别  折戟沉沙铁未销          D.离别  西出阳关无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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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类比题考查语义关系、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 

1.语义关系：近义关系、反义关系最喜欢与成语结合在一起考查；2017 年

国考比喻象征义与俗语结合考查；2017 年国考考查多重含义，一个字组成不同

的词，考查的是这个字在不同词里面的涵义。 

2.逻辑关系：全同关系考查较少，一般会与常识一起考查；并列关系、包容

关系、交叉关系一般考查区分；对应关系考查题量最大，考查的内容很多。今天

重点讲解如何判断对应关系。 

3.语法关系主要考查主谓、动宾关系，做题技巧为造句子，但考查较少。 

 

      对应关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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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近五年（13-17 年）的 50道类比题中，共考查了 25道对应关系题。

预测今年 10道类比题，很有可能有 5道题考查对应关系。 

 

配套使用 

题型特征 

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 

2.两者配合使用能产生效果 

例：毛笔∶墨水 

【注意】配套使用关系： 

1.举例：毛笔和墨水是配套使用关系，写毛笔字时需要使用毛笔和墨水。 

2.题型特征：（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即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2）两

者需配合使用才能产生效果。 

 

例 1.（2016联考） 

鱼饵∶鱼竿 

A.笔∶书籍                     B.写诗∶笔 

C.锅铲∶炒锅                   D.电脑∶无线路由器 

【解析】1.题干鱼饵和鱼竿是两个具体实物，均是钓鱼用的东西，两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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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配套使用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A 项笔和书籍是两个实物名词，但笔写字时不需要与书籍配套使用，排除。 

B项“写诗”是动宾结构，不是名词，排除。 

C项锅铲和炒锅是两个实物名词，二者配在一起使用效果会更好，当选。 

D项电脑和无线路由器是实物名词，电脑与网配套使用，但不一定需要无线

路由器；无线路由器用来释放无线信号，但使用无线信号的不一定是电脑，可以

是手机、平板等，排除。【选 C】 

 

【注意】判断配套使用：看一个东西是否能够离开另一个东西，如果能够离

开则不是配套关系，如果离开后变得不完整，则是配套关系。 

 

位置对应 

题型特征 

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 

2.一个物品需要放置在另一个物品内 

例：衣服∶衣柜 

常见的“坑”：与组成关系的区分 

【注意】位置对应： 

1.题型特征：（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2）一个物品需要放置在另一个

物品内。 

2.举例：衣服和衣柜是两个具体实物，衣服需要放在衣柜里面，二者是位置

对应关系。 

3.与组成关系进行区分：衣服和衣柜不是组成关系。舰载机停在航母上，但

不是航母的组成部分。 

 

例 2.（2016国家） 

佩刀∶刀鞘 

A.墨∶墨盒                     B.火箭∶发射架 

C.毛笔∶笔帽                   D.旅游鞋∶旅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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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2.题干佩刀和刀鞘是两个具体的实物名词，佩刀放在刀鞘里面。 

A项墨和墨盒是两个具体实物，墨可以放在墨盒里面，二者是配套使用关系，

保留。 

B项发射架支撑火箭，火箭不在发射架里面，排除。 

C项毛笔可以放在笔帽里面，保留。 

D项旅游鞋和旅行包是并列关系，排除。 

比较 A、C 项，题干佩刀不用时放在刀鞘里面，A 项墨在用的时候放在墨盒

里，C项毛笔不使用时放在笔帽里面，C项更合适，当选。【选 C】 

 

例 3.（2014联考） 

药物∶胶囊 

A.桌椅∶桌面                   B.电脑∶屏幕 

C.书本∶封面                   D.物品∶木箱 

【解析】3.题干药物和胶囊是两个具体实物，药物可以放在胶囊里面，本题

涉及一点常识，胶囊不是药，有一些胶囊是用淀粉做成的，药粒儿放在胶囊里面，

药物和胶囊是位置关系。 

A项桌面是桌子的组成部分，与椅子无关，排除。 

B项屏幕是电脑的组成部分，二者是组成关系，排除。 

C项封面是书本的组成部分，二者是组成关系，排除。 

D 项物品可以放在木箱里面，是位置对应关系，当选。物品是具体的东西，

不可以理解为“物”。【选 D】 

 

【注意】区分组成关系和位置关系： 

1.造句子：A是 B 的一部分，则 A和 B是组成关系。 

2.是否能够分离：药物可以从胶囊里面分离出来，物品可以从木箱里面分离

出来。书自带封面，当把封面撕下来时，书就变得残缺。 

 

内容与载体对应 

题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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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实物名词和抽象名词构成 

2.一个是内容、一个是载体（书、报刊、电视等） 

例：报纸∶新闻 

【注意】内容与载体对应的题型特征： 

1.由实物名词和抽象名词构成。抽象名词指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比如报

纸是实物名词，新闻是抽象名词。 

2.一个是内容，一个是载体。常见载体有：书、报刊、电视、网页、杂志等。

比如报纸是载体，新闻是报纸的内容。 

 

例 4.（2016联考） 

报刊∶新闻 

A.土地∶玉米                   B.法院∶法律 

C.出版社∶书籍                 D.唱片∶歌曲 

【解析】4.题干报刊是具体名词，新闻是抽象名词，报刊是新闻的载体。 

A项土地和玉米均是实物名词，排除。 

B项法院是具体名词，法律是抽象名词，保留。 

C项出版社和书籍都是实物名词，排除。 

D项唱片是具体名词，歌曲是抽象名词，保留。 

比较 B、D项，B 项法院不是法律的载体，排除。D项唱片是歌曲的载体，当

选。【选 D】 

 

例 5.（2017国家）观众∶电视∶新闻 

A.士兵∶靶场∶命令             B.渔夫∶渔船∶渔汛 

C.教师∶课堂∶知识             D.消费者∶消费指南∶优惠信息 

【解析】5.观众是具体名词，是人；电视是常见载体，也是实物；新闻是抽

象名词。 

A项士兵是人；靶场是地点/场所，不是载体，排除。 

B项渔夫是人；渔船是地点，不能作为渔汛（渔汛：海洋渔业中指某种鱼类

或其他水生动物在某一水域高度密集，有利于大量捕捞的时期）的载体，渔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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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段，渔船不能作为时间段的载体，排除。 

C项教师是人；课堂是具体的场所，不能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是一个内容，

知识的载体可以是书本等，排除。 

D项消费者是人，消费指南（如下图所示，超市发放的优惠宣传单等，其中

有优惠信息）可以作为优惠信息的载体，当选。【选 D】 

 

 

【注意】本节课所讲解的方法并非是否定之前所讲的做题方法，而是通过对

题干特征的分析，帮助并且拓宽同学们做类比题目的思路，造句也是做类比题目

非常常用的方法，某些题目不用造句的方法也可以解题。 

 

原材料与成品对应 

题型特征 

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 

2.一个名词是另一个的原材料 

例：西瓜∶西瓜汁 

【注意】原材料与成品对应：国考中考查较多。 

1.很多同学对于是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无法分清，如“西

瓜∶西瓜汁”，二者为两个具体实物/实物名词，此时可以思考一个词是否可以

通过一定的工艺手段制造成另一个词。如“学生∶人才”，学生无法通过某种工

艺手段变成人才。 

2.题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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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 

（2）一个名词是另一个的原材料。 

（3）一般两词均为物品的情况居多。 

3.例“西瓜∶西瓜汁”：西瓜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榨为西瓜汁，所以二者为原

材料与成品对应。 

 

例 6.（2015国家）小麦∶馒头 

A.麋鹿∶麝香                   B.叶绿体∶细胞 

C.乌贼∶墨汁                   D.棉花∶布鞋 

【解析】6.小麦是馒头的原材料，为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 

A项麝香是由麝鹿而来的，而非麋鹿，如下图所示，左图为麋鹿（有两个角），

右图为麝鹿（有两颗牙），排除。 

B项叶绿体是一种包含叶绿素的细胞器，细胞器是细胞的组成部分，叶绿体

和细胞是组成关系，而非原材料与成品的关系，排除。 

C项只能说乌贼能吐出墨汁，不能说用乌贼来做墨汁，和题干逻辑关系不一

致，排除。 

D项大自然没有布，布一定是由棉花制成的，布可以做成布鞋，所以棉花是

布鞋的原材料，和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选 D】 

 

麋鹿                           麝鹿 

 

例 7.（2015联考）树根∶根雕∶工艺品 

A.纸张∶风筝∶春天             B.粘土∶唐三彩∶古董 

C.消费∶借贷∶信用             D.泥沙∶混凝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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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7.三词型类比，两两观察。树根和根雕均为实物名词，看得见、摸

得着。树根可以通过雕刻制成根雕，二者为原材料和成品的对应关系。 

A项现代的风筝很多是由布制作的，但古代的风筝大多是由纸张制作的，所

以纸张是风筝的原材料，保留。 

B项唐三彩是由粘土制成的，粘土是唐三彩的原材料，保留。 

C项消费不是实物名词，排除。 

D项泥沙和混凝土是具体实物，保留。 

观察题干后两词，根雕是工艺品的一种。 

A项风筝不是春天的一种，二者不是种属关系，排除。 

B项唐三彩是古董的一种，当选。 

D项很多建筑都是由混凝土制成的，混凝土是建筑的原材料之一，排除。【选

B】 

 

原材料与成品对应 

题型特征 

1.由两个实物名词构成 

2.一个名词是另一个的原材料 

例：小麦∶馒头 

【注意】原材料与成品对应： 

1.结合考点：工艺。 

2.常考工艺： 

（1）物理变化：是没有新物质产生的变化。常见的物理变化：捆扎、打磨、

雕刻，均使原材料的样子发生变化，并不产生新物质。 

（2）化学变化：有新物质产生的变化。常见的化学变化：燃烧、氧化、发

酵。 

 

例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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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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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8.泥土是原材料，陶瓷是成品，煅烧是中间所经历的过程，即工艺。 

A项泥炭是具体的实物名词，但热能不是具体的实物名词，热能是燃烧过程

中所产生的能量，而非成品，排除。 

B项玉石是具体的实物，雕刻是工艺，饰品是具体的实物，保留。 

C项学生不是原材料，排除。 

D项粮食是原材料，白酒是最终的成品，并且二者均为实物，发酵是具体的

工艺过程，保留。 

对比 B、D 项，考虑二级辨析。考查工艺时，常考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题

干的煅烧接近燃烧，比燃烧更复杂，发生化学变化。 

B项玉石变为饰品需要雕刻，发生物理变化。 

D项发酵为化学变化，当选。【选 D】 

 

功能对应 

题型特征 

由名词和动词构成 

例：银行卡∶支付 

【注意】功能对应：近五年的国考中，从题量而言，功能对应和原材料与成

品对应的题量较大。 

1.题型特征：很多题目均由名词和动词构成。 

2.例“银行卡∶支付”，银行卡为名词，支付为动词，银行卡具有支付功能，

二者为功能对应。 

 

例 9.（2014国考）木材∶抽屉∶收纳 

A.钢铁∶剪刀∶切割             B.棉花∶毛线∶保暖 

C.城墙∶石头∶防御             D.橡胶∶气垫∶缓冲 

【解析】9.三词型类比，两两对比找关系。木材经过一定加工可以变为抽屉，

二者为实物名词，木材是抽屉的原材料。 

A项钢铁是剪刀的原材料，保留。 

B项毛线的原材料是动物的毛发居多，而非棉花，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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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石头是城墙的原材料，但和题干的逻辑顺序相反，排除。 

D项橡胶是气垫的原材料，保留。 

观察题干后两词，抽屉是名词，收纳是动词，抽屉具有收纳的功能。 

A项剪刀具有裁剪的功能，而非切割的功能，排除。 

D项气垫具有缓冲的功能，当选。【选 D】 

 

例 10.（2017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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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醋是具体实物名词，消毒是动词，白醋具有消毒的功能。如

北方的冬天为了防止感冒，常在火上加热白醋用于消毒。白醋的主要功能是调味，

消毒是其次要功能。 

A项热水器的主要功能是加热，而非次要功能，排除。 

B项汽油的主要功能是给汽车加油，次要功能是去渍，当选。 

C项白糖是一种调味品，其主要功能是调味，排除。 

D项人参本身就是补品，其主要功能是滋补，排除。【选 B】 

 

功能新考法：区分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 

【注意】功能新考法：区分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这是近年比较新的考法。

例如提到白醋的第一反应是调味，而非消毒；或者提到去渍不会首先想到汽油，

反之亦然。次要功能：指对其有用，但并不主要。 

 

例 11.（2013国家）火炬∶蜡烛 

A.中药∶草药                   B.矿石∶煤炭 

C.棉布∶丝绸                   D.扇子∶蚊香 

【解析】11.火炬和蜡烛是实物名词，二者为并列关系。 

A项中药和草药是包含关系，草药是中药的一种，中药博大精深，除了草药

外还包括动物（如蛇、蝎子）等，排除。 

B项煤炭是一种矿物质，矿石是比煤炭级别高的概念，矿石下面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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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物种类，二者无关，排除。 

C项棉布和丝绸是并列关系，保留。 

D项扇子和蚊香是两个物品，为并列关系，保留。 

对比 C、D 项，考虑二级辨析。并列关系的二级辨析，考虑相同功能。题干

的火炬和蜡烛具有相同的功能，二者均可以照明。 

C项棉布和丝绸具有相同的功能，二者均可以做衣服，当选。 

D项扇子是扇风的，蚊香是驱蚊的，二者不具有同一功能，排除。【选 C】 

 

【注意】并列关系二级辨析：相同功能。 

 

职业对应 

题型特征 

题干或选项中有涉及职业的名词 

例：教师∶教室 

注意：身份、职业、职称的区分 

罪犯 

教师 

教授 

【注意】职业对应：题型特征明显。 

1.题干或选项中有涉及职业的名词。如：教师∶教室，教师是职业。 

2.涉及到职业时会考查：身份、职业、职称的区分。 

（1）罪犯是身份，但不是职业；教师既是身份，又是职业。“身份”的概

念比“职业”更广泛。 

（2）教授是职称，不是职业。 

（3）通常考查区分一定会出现“职业”，即“职业”与“职称”的区分、

“职业”与“身份”的区分，因此看到“职业”就要想到职业对应关系。 

（4）“博士后”指博士毕业以后在流动站中工作的人。 

 

例 12.（2015国考）铁匠∶火炉∶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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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医学家∶试管∶药剂           B.记者∶摄像机∶新闻稿 

C.科学家∶科技文献∶新产品     D.网民∶互联网∶营销 

【解析】12.“铁匠”是职业。 

A项“医学家”是职业，保留。 

B项“记者”是职业，保留。 

C项“科学家”包括天文学家等各个领域，是一个身份，不是职业，理工类

博士毕业后即可称之为“科学家”，排除。 

D项“网民”是身份，不是职业，排除。 

题干“火炉”是“铁匠”的工具。 

A项“试管”是“医学家”的工具，保留。 

B项“摄像机”是“记者”的工具，保留。 

题干“铁匠”用“火炉”造“镰刀”。 

A项“医学家”用“试管”装“药剂”，存在逻辑关系，保留。 

B项“新闻稿”是文字，而“摄像机”拍摄的是照片，新闻中可以有文字也

可以有图片，但“新闻稿”中一定是文字，因此二者无关，排除。【选 A】 

 

【注意】“军人”既是职业，又是身份。 

 

例 13.（2013联考）软件∶程序员∶编写 

A.木头∶木匠∶打制             B.渔网∶渔民∶编织 

C.车票∶乘客∶购买             D.麦克风∶歌手∶唱歌 

【解析】13.“程序员”是职业。 

A项“木匠”、B 项“渔民”、D项“歌手”均是职业，保留。 

C项“乘客”是身份，不是职业，排除。 

题干可以造句：程序员编写软件。 

A项“木匠”“打制”的不是“木头”，木头是原材料，排除。 

B项造句：渔民编制渔网，保留。 

D项造句：歌手唱歌麦克风，不通顺，排除。 

有同学考虑：程序员用软件来编写，此时 D项造句为“歌手用麦克风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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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顺，但实际上与题干造句对应的应为“歌手用麦克风演唱”，“唱歌”是动宾

短语，不是动词，排除。【选 B】 

 

属性对应 

题型特征 

1.由名词和形容词构成 

2.形容词为名词的特点 

例：天空∶蔚蓝 

【注意】属性对应（难度不高）。 

1.题型特征：名词+形容词，其中形容词可以用来形容该名词。 

2.如：天空∶蔚蓝，“蔚蓝”是形容词。 

 

例 14.（2016国家）素描∶单色∶绘画 

A.色素∶食品∶添加剂           B.书签∶阅读∶工具 

C.变脸∶表演∶艺术             D.新闻∶纪实∶文体 

【解析】14.“素描”是名词，指一切单色的画，“单色”是单颜色的，是

形容词，素描是名词，单色是素描的特点。 

A项“食品”是名词，不是形容词，且不是“色素”的特点，排除。 

B项“阅读”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且不能作为“书签”的特点，排除。 

C 项“变脸”是一种表演形式，不能说“表演”是“变脸”的特点，排除。 

D项“纪实”是“新闻”的特点，当选。【选 D】 

 

【注意】属性对应关系即一个词是另一个词的特点。 

 

例 15.（2016联考）黄连∶苦涩 

A.班级∶团结                   B.钻石∶坚硬 

C.花朵∶鲜红                   D.城市∶繁华 

【解析】15.“黄连”是名词，“苦涩”是形容词，“苦涩”用来形容“黄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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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班级”是名词，“团结”是形容词，“团结”用来形容“班级”，保

留。 

B项“钻石”是名词，“坚硬”是形容词，“坚硬”用来形容“钻石”，保

留。 

C项“花朵”是名词，“鲜红”是形容词，“鲜红”用来形容“花朵”，保

留。 

D项“城市”是名词，“繁华”是形容词，“繁华”用来形容“城市”，保

留。 

考虑必然属性/可能属性。 

题干：“黄连”一定是“苦涩”的，如俗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A项“班级”不一定是“团结”的，排除。 

B项“钻石”一定是“坚硬”的，当选。 

C项“花朵”不一定是“鲜红”的，排除。 

D项“城市”不一定是“繁华”的，排除。【选 B】 

 

【注意】属性关系中常考的二级辨析：必然/可能（或然）。 

 

因果对应 

题干特征 

题干中两个词之间为因果关系 

例：生病∶就医 

【注意】因果关系： 

1.题干特征：题干中两个词之间有因果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存在先后顺

序。 

2.如：生病∶就医，因为生病，所以就医。 

 

例 16.（2015联考）爆胎∶事故∶保险 

A.旱灾∶减产∶补贴             B.前卫∶时尚∶流行 

C.能源∶电力∶生产             D.论坛∶交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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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6.先有“爆胎”，后有“事故”，“爆胎”可以作为“事故”的

原因之一，发生“事故”之后需要“保险”减少损失。 

A项先有“旱灾”，再有“减产”，再有“补贴”，且“补贴”可以减少“减

产”的损失，保留。 

B项“前卫”是一种“时尚”，不是因果关系，排除。 

C项“电力”是一种“能源”，不是因果关系，排除。 

D项“论坛”是“交流”的平台，不是因果关系，排除。【选 A】 

 

【注意】因果关系在考试中考查比例不是很高。 

 

例 17.（2014联考）戒烟∶疾病 

A.酒驾∶事故                   B.核对∶差错 

C.过失∶反思                   D.斟酌∶顾虑 

【解析】17.本题因果关系考查较细。“戒烟”可以导致“疾病”减少的可

能性。 

A项“酒驾”导致“事故”的可能性增加，排除。 

B项“核对”导致“差错”的可能性降低，保留。 

C项“过失”导致“反思”，不是导致“反思”降低，排除。 

D项“斟酌”是仔细思考，因为有“顾虑”，所以才会“斟酌”，排除。【选

B】 

 

【注意】错误思维：因为有了疾病才戒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应

该是认为戒烟比较好，才戒烟，减少了疾病。 

 

动作对应 

题型特征 

题中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动词构成 

1.动作有先后顺序 

例：谈恋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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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作发出主体不同 

例：授课∶学习 

【注意】1.动作对应： 

（1）之前该考点通常放在语法关系中讲解，但由于近年考查较多，且确实

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本节课将其归类为对应关系中的动作对应。 

（2）题型特征：题干有两个或三个动词，考查： 

①动作有先后顺序。如谈恋爱∶结婚，正常来说都是先谈恋爱后结婚，不考

虑包办婚姻等情况。 

②动作发生的主体不同。如授课∶学习，老师授课，学生学习。 

2.本节课所讲解的题型均有相应的题型关系。如遇到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

考虑属性；遇到一个实物名词和一个抽象名词，考虑内容和载体的对应。记住题

型特征，即可分清题目关系。 

 

例 18.（2016河南）报名∶培训∶结业 

A.高考∶招生∶毕业             B.设计∶产品∶使用 

C.驾驶∶公路∶旅行             D.挂号∶看病∶痊愈 

【解析】18.题干中有三个名词，考虑先后顺序：先报名，再培训，最后结

业，即 1→2→3。 

A 项“高考”是名词（“考试”才是动词），且“招生”可能会在“高考”

之前，如艺术提前批考试，排除。 

B项“产品”是名词，排除。 

C项“公路”是名词，排除。 

D项三者都是动词，先后顺序为：先挂号，再看病，最后痊愈，当选。【选

D】 

 

例 19.（2017事业单位联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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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19.三者都是动词，先后顺序：先起诉，后应诉，最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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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三者都是动词，考虑先后顺序：“违章”最先，但“罚款”和“扣分”

可能会同时存在，如某人违章，交警给予“扣 3 分、罚 200元”的处罚，不存在

先后顺序，排除。 

B项三者都是动词，考虑先后顺序：先招标，后投标，最后签约，顺序与题

干不对应，排除。 

C项三者都是动词，考虑先后顺序：先构思，再写作，最后投稿，与题干对

应一致，保留。 

D项三者都是动词，考虑先后顺序：先阐述，后反驳，最后评判，与题干对

应一致，保留。 

考虑主体，题干：原告“起诉”，被告“应诉”，法院“审判”，三者主体

不同。 

C项三者主体相同，排除。 

D项我“阐述”，你“反驳”，他“评判”，三者主体不同，当选。【选 D】 

 

【注意】遇到多个动词考虑：1.先后顺序；2.主体是否一致。 

 

常识对应 

题型特征 

文学、历史、地理…… 

【注意】常识对应：考查范围较广，需要积累，通常考查基础性常识（尤其

国考）。 

 

例 20.（2017国考）故人西辞黄鹤楼 对于（  ）相当于（  ）对于 怀古 

A.出游  越王勾践破吴归 

B.场所  千古兴亡多少事 

C.送别  折戟沉沙铁未销 

D.离别  西出阳关无故人 

【解析】20.“故人”是老朋友，“辞”是辞别的意思，与 A项“出游”、B

项“场所”均无关，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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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后一组，怀古中的“古”比较古老，D 项“西出”指走出，“故人”是

老朋友，不能用怀古来形容，应为“怀旧”，排除。 

遇到常识题如果不会做，可以用排除法解题。【选 C】 

 

 

对应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注意】1.对应关系（对应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1）动词：考虑动作对应、功能对应。 

（2）形容词：属性关系。 

（3）职业（如“医生”）：职业与场所的对应。 

（4）两个实物名词：配套使用关系、位置对应、原材料与成品对应。 

（5）一个实物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内容与载体的对应。 

（6）词语有先后顺序：因果关系、动作关系。 

2.根据题干词语的特征分析，可以快速锁定知识点。 

3.距离国考还有 20 天左右，要坚持下去，同时通过对题量的统计，对于国

考不常考查的知识点，应适当放弃。 

4.语法关系：造句（主谓宾）；对应关系不能造句子。 

 

【答案汇总】1-5：CCDDD；6-10：DBDDB；11-15：CABDB；16-20：ABD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