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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结构拆分（讲义） 

 

1.（2017联考）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A.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B.今日高歌∶明朝忧愁 

C.三日打鱼∶两天晒网           D.春种秋收∶夏耕冬藏 

 

2.（2017国家） 

生死∶存亡 

A.轻重∶缓急                   B.亲疏∶长幼 

C.真伪∶对错                   D.好坏∶优劣 

 

3.（2017国家） 

成百∶上千 

A.三教∶九流                   B.三头∶六臂 

C.千变∶万化                   D.千方∶百计 

 

4.（补充题） 

左邻∶右舍 

A.千辛∶万苦                   B.良师∶益友 

C.东倒∶西歪                   D.内忧∶外患 

 

5.（2016国家） 

琴棋书画∶经史子集 

A.兵强马壮∶闭关自守           B.悲欢离合∶漂泊流浪 

C.衣帽鞋袜∶冰清玉洁           D.鸟兽虫鱼∶江河湖海 

 

6.（2014广东） 

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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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老∶病死                   B.昨天∶今天 

C.日出∶日落                   D.雷鸣∶暴雨 

 

7.（2018国家） 

飞禽走兽∶大雁∶海鸥 

A.珍馐美馔∶山珍∶海味         B.花鸟鱼虫∶鹦鹉∶画眉 

C.锦衣玉食∶蟒袍∶霞帔         D.卧虎藏龙∶猛虎∶蛟龙 

 

8.（2015国家） 

鸳鸯∶凤凰∶雄雌 

A.翡翠∶珊瑚∶红绿             B.经纬∶阡陌∶纵横 

C.满月∶弦月∶盈缺             D.锱铢∶分毫∶长短 

 

9.（2017江苏） 

人去∶楼空 

A.鸟尽∶弓藏（鸟没有了，弓也就藏起来不用了） 

B.兽聚∶鸟散（像鸟兽一样聚散无常，也比喻乌合之众） 

C.鸢飞∶鱼跃（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腾跃） 

D.虎踞∶龙盘（形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0.（2018国考） 

众人拾柴∶火焰高 

A.多行不义∶必自毙             B.打破沙锅∶问到底 

C.敬酒不吃∶吃罚酒             D.四海之内∶皆兄弟 

 

11.（2017广东） 

春暖∶花开 

A.和风∶细雨                   B.雨后∶天晴 

C.天寒∶地冻                   D.云开∶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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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广东） 

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A.弄巧成拙∶囫囵吞枣           B.杞人忧天∶庖丁解牛 

C.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D.凿壁偷光∶田忌赛马 

 

13.（2013广东） 

山色∶水声 

A.春花∶秋月                   B.珠圆∶玉润 

C.钟鼓∶琴瑟                   D.天寒∶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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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结构拆分（笔记） 

 

【注意】1.“类比之结构拆分”简言之即拆词，把词语拆开看其内部关系，

拆分之前在方法精讲课类比的语义关系二级辨析中讲解过。 

2.单独讲解的原因： 

（1）通过刷真题（如近两年国考题）可发现“结构拆分”考查更灵活了，

不仅仅只是在语义关系的二级辨析中考查，在逻辑关系、语法关系中均有涉及，

有时也会考查拆分好的词语。 

（2）出题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使题目更创新、更有难度，“结构拆分”便成

为热门考点。 

 

结构拆分： 

例：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南征∣北站∶东讨∣西伐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解题思维： 

 

【注意】1.结构拆分即将词语拆分来看。 

2.例句：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1）语义关系：两个成语均为四处征战、到处讨伐的意思，是近义关系。 

（2）可进行拆词：“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语义关系为：去南边、北

边、东边、西边打了战，是四个动作的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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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续拆分为单字：“南∣征∣北∣战∶东∣讨∣西∣伐”，成语第一个

字和第三个字为反义关系，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为近义关系。 

3.解题思维： 

（1）先看整体。 

（2）看不出规律时，可拆成部分（短词）看，如“南征北战”先拆成短词

“南征”与“北战”。 

（3）还是选不出选项时，再拆成单字，如“南征北战”拆成单字为“南”

“征”“北”“战”。 

（4）拆分原则为由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如“南征北战”整体看语义关

系时选不出唯一项，可拆成部分看，即“南征”与“北战”来看，再选不出选项，

应拆成单字，即“南”“征”“北”“战”来看。 

 

1.（2017联考）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A.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B.今日高歌∶明朝忧愁 

C.三日打鱼∶两天晒网           D.春种秋收∶夏耕冬藏 

【解析】1.（1）整体看：“少小离家”和“老大回乡”是一句诗，优先看

语义。“小时离家、老了回家”不是反义关系，因为“离家”和“回乡”是两个

并列的动作，如老师早上上班，晚上上课，“上班”和“上课”是两个并列的动

作。题干是并列关系，不是反义关系。 

选项均为并列的动作，选不出唯一项。 

（2）考虑拆词，优先拆成短词：题干“少小”与“老大”是反义，“离家”

与“回乡”也是反义，题干词与词对应为反义关系。 

A项拆分成短词：“日落”和“日出”构成反义，“而息（休息）”与“而

作（工作）”构成反义，与题干对应，当选。 

B项拆分成短词：“今日”和“明朝”不是反义关系，排除。 

C 项拆分成短词：“三日”与“两天”是并列关系，不是反义关系，排除。 

D项拆分成短词：四个词语是并列关系（春种、秋收、夏耕、冬藏），不是

反义关系，排除。【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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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国家） 

生死∶存亡 

A.轻重∶缓急                   B.亲疏∶长幼 

C.真伪∶对错                   D.好坏∶优劣 

【解析】2.“生死存亡”是一个成语，题干将其拆分，可考虑拆词。 

（1）整体看：题干“生死”与“存亡”是近义关系。可据此排除 B 项。B

项“亲疏”是形容关系亲密与否，长幼是形容年龄大小，是两码事，不是近义关

系，排除。 

（2）考虑拆词：A、C、D项均是近义关系，考虑拆成单字。 

题干拆成单字后，“生”与“死”是反义，“存”与“亡”也是反义，不能

排除选项。 

（3）考虑了词语内部关系还不能选出唯一项，可考虑两个词的对应位置关

系。 

题干“生”与“存”是近义关系，“死”与“亡”是近义关系，即题干两个

词语对应的字构成近义关系。 

A项“轻”和“缓”不是一回事，“轻”是形容事情是否严重，“缓”是形

容事情是否紧急。“重”和“急”也不是一回事，如 4月省考对学员很重要，但

不急，因为还有几个月才考试。选项两个词对应位置的关系不是近义关系，排除。 

C项“真的”不一定是“对的”，如杀人放火的事是真实的，从道德而言却

是不正确、不对的；又如龙哥天天在微博晒大腿是真实的，但不是对的。选项两

个词语对应位置的关系不是近义关系，排除。 

D项“好”就是“优秀”的，“坏”是“劣质”的，选项两个词语对应位置

的关系均为近义关系，与题干一致，当选。【选 D】 

 

【注意】拆词之后观察： 

1.一个词的内部关系。 

2.两个词语对应位置的关系。 

 



 

7 

 

3.（2017国家） 

成百∶上千 

A.三教∶九流                   B.三头∶六臂 

C.千变∶万化                   D.千方∶百计 

【解析】3.题干是由“成百上千”拆分而来的。 

（1）优先看语义。“百”和“千”不是指具体的数字，只是表示数量多，

所以“成百”与“上千”是近义关系。 

A项“九流”是具体的流派，不是“三教”，只是与“三教”有重合，不存

在近义关系，排除。 

B项“三头”与“六臂”不是近义关系，排除。 

C 项“千变万化”形容变化多端，D 项“千方百计”形容计谋多，均构成近

义关系，不能选出唯一项。 

（2）考虑拆成单字。题干拆分为单字后，量词“百”与“千”都在第二个

字，选项量词都在第一个字，选不出唯一项。 

（3）考虑词性。即拆分为单字后仍无法选出唯一答案，可考虑词性。 

题干“成千”“上百”是动词短语。C项“变”与“化”是动词，D项“方”

与“计”（方法与计谋）是名词，与题干不对应，排除 D项。 

题干“成百”与“上千”是“达到”的意思，C 项“变”“化”也是动词，

能对应。 

考虑量词：题干从“百”到“千”是递增，选项也应该是量词递增，对应 C

项，但这不是命题人的命题意图，不应从这个角度解题。【选 C】 

 

【注意】1.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2.九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 

 

4.（补充题） 

左邻∶右舍 

A.千辛∶万苦                   B.良师∶益友 

C.东倒∶西歪                   D.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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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4.题干“左邻”与“右舍”从语义看是并列关系，选项均为并列关

系，无法选出选项。 

考虑拆分：题干“左”和“右”是反义关系，“邻”与“舍”是近义关系。 

A项“千”与“万”不是反义关系，排除。 

B项“良”与“益”不是反义关系，排除。 

C、D 项第一字和第三字均是反义关系，第二字和第四字均是近义关系，无

法选出唯一项。 

考虑词性：题干“左邻”与“右舍”是名词短语，C 项“东倒”与“西歪”

是动词短语，D 项“内忧”与“外患”是名词短语，排除 C 项，D 项当选。【选

D】 

 

拆词——语义关系： 

例 1.（2017联考）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 

A.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例 2.（2017国家） 

生死∶存亡 

C.真伪∶对错 

例 3.（2017国家） 

成百∶上千（v） 

C.千变∶万化（v） 

D.千方∶百计（n） 

例 4.（补充题） 

左邻∶右舍（n） 

C.东倒∶西歪（v） 

D.内忧∶外患（n） 

【注意】1.例 1 到例 4 均为 2017 年的词语拆分真题，2017 年国考考查了 2

道词语拆分题，接着联考也考查词语拆分题，说明词语拆分题是高频考点。例 1

是拆分后看反义关系，例 2 是拆分后看近义关系，例 3、例 4 是拆分后看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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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题型特征： 

（1）词语已拆分：例 2、例 3、例 4已经将成语拆分，意图明确，即告知考

生考查拆分。拆分成短词后仍选不出，可拆成单字继续辨析。 

（2）四字词（成）语整体看选不出答案：整体看完无规律，可看二级辨析

的词性。 

 

5.（2016国家） 

琴棋书画∶经史子集 

A.兵强马壮∶闭关自守           B.悲欢离合∶漂泊流浪 

C.衣帽鞋袜∶冰清玉洁           D.鸟兽虫鱼∶江河湖海 

【解析】5.题干“琴棋书画”与“经史子集”没有关系。拆分看，“琴”“棋”

“书”“画”是并列关系，“经”“史”“子”“集”是古代的四种典籍，也是

并列关系。 

D项“鸟兽虫鱼”拆分后是四种动物，为并列关系；“江河湖海”拆分后是

四种水域，为并列关系，与题干对应，当选。 

A项拆分后只有两个部分，即“兵强”与“马壮”；且“闭关自守”拆分后

也与题干不同，排除。 

B 项“悲欢”是两种情绪，“离合”是两种动作状态，不可能是并列关系，

排除。 

C 项“衣帽鞋袜”是四种衣物的并列关系，但“冰清玉洁”不是并列关系，

是修饰关系，排除。【选 D】 

 

【注意】本题拆分后考查逻辑关系的并列关系。 

 

6.（2014广东） 

春夏∶秋冬 

A.生老∶病死                   B.昨天∶今天 

C.日出∶日落                   D.雷鸣∶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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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6.题干“春夏”与“秋冬”是并列关系，选项均为并列关系，无法

选出选项。 

拆成单字：题干“春”与“夏”是并列关系，“秋”与“冬”是并列关系。 

A项“生”与“老”、“病”与“死”是并列关系，是人生四种状态的并列，

对应佛教的八苦，也对应道教的观点，即道教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四

种状态。选项与题干对应一致，当选。 

B项“天”与“天”不是并列关系，排除。 

C项“日出”“日落”均是主谓关系，不是并列关系，排除。 

D项“雷鸣”是主谓关系，“暴雨”中“暴”修饰“雨”，选项不是并列关

系，排除。【选 A】 

 

【注意】佛教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 

 

四字并列成语 

琴棋书画 经史子集 鸟兽虫鱼 江河湖海 

衣帽鞋袜 生老病死 笔墨纸砚 剑弩刀枪 

筋骨皮毛 钟鼓琴瑟 亭台楼阁 绫罗绸缎 

【注意】琴棋书画、经史子集、鸟兽虫鱼、江河湖海、衣帽鞋袜、生老病死

都是考查过的。笔墨纸砚是文房四宝；剑弩刀枪是四种兵器；筋骨皮毛是四种器

官；钟鼓琴瑟是四种乐器；亭台楼阁中“亭”是一种建筑，区分于“台”，“楼”

和“阁”也是两种建筑；绫罗绸缎也是四种布料。 

 

7.（2018国家） 

飞禽走兽∶大雁∶海鸥 

A.珍馐美馔∶山珍∶海味         B.花鸟鱼虫∶鹦鹉∶画眉 

C.锦衣玉食∶蟒袍∶霞帔         D.卧虎藏龙∶猛虎∶蛟龙 

【解析】7.正确率 53.17%。先整体看，考虑一级辨析。“飞禽走兽”指飞

在天上的鸟和地上的动物。“大雁”和“海鸥”是并列关系，“飞禽走兽”包含

“大雁”和“海鸥”，后面两词与第一词构成种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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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都是此结构，A项“山珍”和“海味”都是“珍馐美馔”；B 项“鹦鹉”

和“画眉”都是“花鸟鱼虫”；C 项“蟒袍”和“霞帔”都是“锦衣玉食”；D

项“猛虎”和“蛟龙”都是“卧虎藏龙”。 

无法选出唯一答案，考虑拆词。“飞禽”是鸟，“走兽”是兽，两词是并列

关系。考虑完内部关系，考虑与其他词的关系，“大雁”和“海鸥”都是“飞禽”，

后两词是第一词拆完后前半部分的种属。 

A项“山珍”是猴头菇、熊掌等山里的美味，既是珍贵的食物，也是美味的

食物，既是“珍馐”，也是“美馔”。“海味”既是“珍馐”，也是“美馔”，

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鹦鹉”和“画眉”都是鸟，与“鸟”是种属关系，“花鸟鱼虫”是四

字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皇帝穿的是龙袍，有五个爪子，“蟒袍”是官员穿的，只有四个爪子，

是“锦衣”的一种；“霞帔”是新娘穿的，也是“锦衣”的一种，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当选。 

D 项“猛虎”是虎的一种，“蛟龙”是龙的一种，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选 C】 

 

【注意】出现四字成语，语义关系不能选出唯一答案时，考虑拆词，考虑内

部关系和后面两词的关系。 

 

8.（2015国家） 

鸳鸯∶凤凰∶雄雌 

A.翡翠∶珊瑚∶红绿             B.经纬∶阡陌∶纵横 

C.满月∶弦月∶盈缺             D.锱铢∶分毫∶长短 

【解析】8.“鸳鸯”和“凤凰”是并列关系，都是鸟。“雄雌”是合成词，

考虑拆分，“雄”是公的，“雌”是母的。“鸳”、“凤”对应雄的，“鸯”和

“凰”对应雌的。公母合成的词，一般前面是男的，后面是女的，麒麟也可以拆

开，麒指男的，麟指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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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翡”对应红的，“翠”对应绿的，“珊瑚”无法拆分，“珊瑚”有的

是红的，有的是绿的，排除。 

B项“经”、“阡”对应“纵”，“纬”、“陌”对应“横”，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当选。 

C项“满月”对应“盈”，“弦月”对应“缺”，排除。 

D项“分”对应“长”，“毫”对应“短”，“锱铢”是重量的单位，“锱”

是一两的四分之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排除。【选 B】 

 

【注意】此题涉及常识，但是都是基于日常的常识，或者初高中学习的常识。

一级辨析选不出答案的时候，出现明显可以拆分的词，考虑拆分。 

 

9.（2017江苏） 

人去∶楼空 

A.鸟尽∶弓藏（鸟没有了，弓也就藏起来不用了） 

B.兽聚∶鸟散（像鸟兽一样聚散无常，也比喻乌合之众） 

C.鸢飞∶鱼跃（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腾跃） 

D.虎踞∶龙盘（形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解析】9.成语被拆分。“人去楼空”指人离开了，楼空荡荡的，楼空是因

为人去了，是因果关系， 
A项“鸟尽弓藏”指鸟没有了，弓也就藏起来不用了；弓被藏起来了是因为

没有鸟了，是因果关系，当选。 

B项“兽聚鸟散”指像鸟兽一样聚散无常，也比喻乌合之众，没有系统性的

管理，与动物一样，是并列关系，排除。 

C项“鸢飞鱼跃”指鹰在天空飞翔，鱼在水中腾跃，是并列关系，排除。 

D项“虎踞龙盘”形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并列关系，排除。【选 A】 

 

10.（2018国考） 

众人拾柴∶火焰高 

A.多行不义∶必自毙             B.打破沙锅∶问到底 



 

13 

 

C.敬酒不吃∶吃罚酒             D.四海之内∶皆兄弟 

【解析】10.俗语被拆分，“众人拾柴火焰高”指众人都往燃烧的火里添柴，

火焰就必然很高，是因果关系。 

A项“多行不义必自毙”指不义的事情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自取灭亡

的原因是坏事做尽，因果关系，当选。 

B项“打破沙锅问到底”比喻追究事情的根底，不是原因，是一种状态，排

除。 

C项“敬酒不吃吃罚酒”指给了两杯酒，选择了罚酒，没有选择敬酒，比喻

不识抬举、不知好歹；不存在因果关系，排除。 

D项“四海之内皆兄弟”指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像兄弟一样，“四海之内”是

范围，不是原因，排除。【选 A】 

 

11.（2017广东） 

春暖∶花开 

A.和风∶细雨                   B.雨后∶天晴 

C.天寒∶地冻                   D.云开∶雾散 

【解析】11.“春暖”和“花开”是因果关系，因为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

所以花开了，因果关系。 

A项“和风”和“细雨”是并列关系，排除。 

B项“雨后”和“天晴”随着时间推移的两个状态，天晴的原因不是因为下

雨，排除。比如出门、捡钱是时间推移的两个状态。 

C 项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大地到处结冰，“天寒”和“地冻”是因果关系，

当选。 

D项“云开”和“雾散”是并列关系，排除。【选 C】 

 

拓展.春暖∶花开 

A.下雪∶降雨                   B.滑倒∶摔倒 

C.生病∶请假                   D.学术∶腐败 

【解析】拓展.“春暖”和“花开”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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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生病”是“请假”的理由，因为生病所以请假，因果关系，当选。 

A项“下雪”和“降雪”是并列关系，排除。 

B项“滑倒”是“摔倒”的一种方式，种属关系，排除。 

D项“学术”和“腐败”不是因果关系，排除。【选 C】 

 

因果成语 

人去楼空 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 春暖花开 

天寒地冻 唇亡齿寒 风吹树摇 拨云见日 

水落石出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众人拾柴火焰高 多行不义必自毙 

【注意】因果成语：人去楼空（因为人去所以楼空）、鸟尽弓藏（因为鸟尽

所以弓藏）、兔死狗烹（因为兔子打完了所以把狗烹饪了）、春暖花开（因为春

暖所以花开）、天寒地冻（因为天寒所以地冻）、唇亡齿寒（因为唇亡所以齿寒）、

风吹树摇（因为风吹所以树摇）、拨云见日（因为拨开云彩，所以见到太阳）、

水落石出（因为水落下来了，所以石头露出来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众人

拾柴火焰高、多行不义必自毙。 

 

1.并列关系 

例 5.（2016国家）琴棋书画∶经史子集 

D.鸟兽虫鱼∶江河湖海 

例 6（2014广东）春夏∶秋冬 

A.生老∶病死 

例 8.（2015国家）鸳鸯∶凤凰∶雄雌 

B.经纬∶阡陌∶纵横 

例 7.（2018国家）飞禽走兽∶大雁∶海鸥 

C.锦衣玉食∶蟒袍∶霞帔 

2.因果关系 

例 9.（2017江苏）人去∶楼空 

A.鸟尽∶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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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2018国考）众人拾柴∶火焰高 

A.多行不义∶必自毙 

例 11.（2017广东）春暖∶花开 

C.天寒∶地冻 

3.对应关系 

例 8.（2015国家）鸳鸯∶凤凰∶雄雌 

B.经纬∶阡陌∶纵横 

【注意】1.逻辑关系主要有并列关系、因果关系、对应关系。 

2.如果发现明显是四字成语，考虑拆词；如果已经拆分好了，语义没有关系，

考虑并列、因果等。 

3.对应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比较多样，一般考查不难，可以直接看出。 

 

结构拆分-语法关系 

1.主谓宾结构 

主谓宾结构、主谓结构、谓宾（动宾）结构 

动作发出者+动作+动作对象 

2.偏正结构 

前一个词修饰后一个词（的） 

【注意】语法关系（考查不多）： 

1.主谓宾结构：比如“我喜欢你”，“我”是动作的发出者，是主语；“喜

欢”是动作，是谓语；对象是“你”，是宾语。 

2.主谓结构是省略宾语，比如“我喜欢”。谓宾是省略了主语，比如“喜欢

你”。 

3.偏正结构只在广东考查过，用“的”造句通顺的、前一个词可以修饰后一

个词的为偏正结构。 

 

12.（2013广东） 

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A.弄巧成拙∶囫囵吞枣           B.杞人忧天∶庖丁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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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D.凿壁偷光∶田忌赛马 

【解析】12.“愚公移山”指愚公一点点搬山，最终搬完了，特别的坚持不

懈改造自然。“郑人买履”是郑国人在家里量了脚的尺码，并记录了下来，但是

买鞋的时候忘记拿尺码便不买，而不用自己的脚测量尺码，用来讽刺只信教条，

不顾实际的人。两词在语义上无关系，并列、因果也无关系。考虑拆分，“愚公”

是主语，“移”是谓语，“山”是宾语，是主谓宾结构，“郑人买履”也是主谓

宾结构。 

A项“弄巧成拙”省略了主语，“囫囵吞枣”指一大口吞下了枣，不是主谓

宾结构，排除。 

B 项“杞人忧天”指杞国人担忧天会掉下来，是主谓宾结构，“庖丁解牛”

指一个名字为“丁”的厨师解剖牛，也是主谓宾结构，当选。 

C项“邯郸”是地名，不是人名，“邯郸学步”省略了主语，排除。 

D项“凿壁偷光”省略了主语，“田忌赛马”是主谓宾结构，排除。【选 B】 

 

【注意】1.愚公移山：比喻坚持不懈地改造自然和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 

2.郑人买履：用来讽刺只信教条，不顾实际的人。 

3.杞人忧天：杞国有个人怕天塌下来。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

心。 

4.庖丁解牛：比喻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

运用自如。 

5.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人不到家，反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忘了。 

 

13.（2013广东） 

山色∶水声 

A.春花∶秋月                   B.珠圆∶玉润 

C.钟鼓∶琴瑟                   D.天寒∶地冻 

【解析】13.“山色”和“水声”是并列关系，两种景色的描述。 

D项“天寒”和“地冻”是因果关系，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地被冻住了，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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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题干的语法关系，“山色”指山的颜色，“水声”指水的声音，偏正结

构。 

A项“春花”指春天的花，“秋月”指秋天的月，偏正结构，当选。 

B项“圆”是“珠”的属性，“润”是“玉”的属性，排除。 

C项“钟鼓琴瑟”是四字并列，排除。【选 A】 

 

1.主谓宾结构 

例 12.（2013广东） 

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A.弄巧成拙∶囫囵吞枣           B.杞人忧天∶庖丁解牛 

C.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D.凿壁偷光∶田忌赛马 

2.偏正结构 

例 13.（2013广东） 

山色∶水声 

A.春花∶秋月                   B.珠圆∶玉润 

C.钟鼓∶琴瑟                   D.天寒∶地冻 

【注意】常考的两种结构：主谓宾结构、偏正结构。 

 

 



 

18 

 

【注意】结构拆分（拆词）： 

1.题型特征： 

（1）词语已拆分（众人拾柴：火焰高）。 

（2）四字词（成）语整体看选不出答案（飞禽走兽：大雁：海鸥）。 

2.解题思维：优先拆分成词，选不出答案，再拆分成单字，最后考虑词性。 

3.拆分后关系： 

（1）语义关系：近反义。 

（2）逻辑关系：并列、因果、对应。 

（3）语法关系：主谓宾结构、偏正结构。 

 

【答案汇总】1-5：ADCDD；6-10：ACBAA；11-13：C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