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氏成语及实词辨析

 黄舟骋



（2013-广东）跟纸质出版界相比，网络文章发表之前无须经过身

份验证、资格审查和学术评议等程序，这样就难免造成______、

______的局面。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鱼目混珠 杂乱无章

B.鱼龙混杂 杂乱无章

C.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D.鱼目混珠 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和“泥沙俱下”的异同？

鱼龙混杂：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泥沙俱下：

①泥沙俱下可用于人也可用于事物，鱼龙混杂一般只用于人，

范围较小。

②泥沙俱下还有其本意；“泥土和沙石跟着水一块流下来”；

“鱼龙混杂”没有。



这次中层干部选举,他虽然获得提名,个人也积极争取,但由于入职

以来他的所作所为________，最终因为投票未过半数而落选。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不负众望

B.不孚众望

C.深孚众望

D.不失所望



“不负众望”和“不孚众望”的异同？

不负众望：负：辜负；众：众人；望：期望。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不孚众望：孚：信服。不能使大家信服，未符

合大家的期望。



“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的异同？

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比喻眼光远大

高屋建瓴：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遏的形势。

现指对事物把握全面，了解透彻



“一览无余”和“一目了然”的异同？

一览无余：一眼看去，所有的景物全看见了。

一目了然：了然:清楚，明白。一眼就看得很清

楚、了解



“危如累卵”是好是坏？

危如累卵：比喻形势非常危险，如同堆起来的

蛋，随时都有塌下打碎的可能



“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异同？

循规蹈矩：原指遵守规矩，不敢违反。现也指拘守

旧准则，不敢稍做变动

按部就班：照章办事，依次进行，不越轨，不逾格。

也指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多用于工作

循序渐进：按一定的顺序、步骤逐渐进步，多用于

学习，褒义



“迫在眉睫”和“急不可待”的异同？

迫在眉睫：比喻事情十分紧急，已到眼前。

急不可待：形容心情急切或形势紧迫。只能用

于形容人的心情。



“绞尽脑汁”和“煞费苦心”的异同？

绞尽脑汁：形容苦思积虑，费尽脑筋，想尽办法。

费尽心思去思考一件事情，强调思想意识。

煞费苦心：形容费尽心思、费尽心机；同费尽心

机，强调行动。



“南辕北辙”和“缘木求鱼”的异同？

南辕北辙：南辕北辙是一个成语，意思是心想往

南而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

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找鱼。比喻方向或办法不

对头，不可能达到目的。



“休戚相关”和“息息相关”的异同？

休戚相关：忧喜、祸福彼此相关联。形容关系密

切，利害相关；常用于人、集团、国家，含褒义

息息相关：形容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可用人、

也可用物，中性词。



“等量齐观”、“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异同？

等量齐观：指对有差别的事物同等看待（多用于

否定句）

同日而语：指相同的人或事物在同一时间相比较

（用于否定句）

相提并论：把不同的人或事物不加区别地混在一

起来谈论或者看待，含贬义



“为虎添翼”和“如虎添翼”的异同？

为虎添翼：替老虎加上翅膀。比喻帮助坏人，增加恶

人的势力，含贬义；

如虎添翼：如同老虎长了翅膀，中性

①比喻强大的事物得到援助后更加强大；

②也比喻凶恶的得到援助后更加凶恶。



“四风”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

其背后是______的陈旧观念、______的“潜规则”、 的利益纠

结。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根深蒂固 习以为常 错综复杂

B.盘根错节 习以为常 扑朔迷离

C.盘根错节 司空见惯 扑朔迷离

D.根深蒂固 司空见惯 错综复杂



“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异同？

习以为常：指常做某种事情或常见某种现象，

成了习惯，就觉得很平常；

司空见惯：指某事常见，不足为奇



“见怪不怪”和“屡见不鲜”的异同？

见怪不怪：指遇见怪异现象而不惊异，主体通常

为人，如：这种事情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屡见不鲜：意思是常常见到，并不新奇。主体可

为物，如：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深思熟虑”和“深谋远虑”的异同？

深思熟虑：反复深入细致地考虑，强调思考的深

度。

深谋远虑：计划得很周密，考虑得很长远，强调

思考的长远。



“淹没”和“湮没”的异同？

淹没：1.被水覆盖或洪水泛滥；2.浸没;消失；

常用于具体语境

湮没：清除，化为乌有，常用于抽象语境



“藩篱”和“樊篱”的异同？

藩篱：指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栅栏，具体，中

性。

樊篱：比喻对事物的限制，抽象，偏贬义。



“局限”和“拘泥”的异同？

局限：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可用于人或物。

拘泥：拘守;固执成见而不知变通，用于人。



“凸现”和“凸显”的异同？

凸现：突出地呈现出来，常用于具体。

凸显：凸出显露，可用于抽象，如：弊端凸显

出来了。



“遏止”和“遏制”的异同？

遏止：遏止，指用力阻止。

遏制：遏制，指阻止。



“试图”和“尝试”的异同？

试图：内心一种打算，强调意识。

尝试：展开试验，强调行动。



广东人大首次________用立法手段对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监督，

有望从源头上________地方政府增加行政审批的冲动， 避免落入行

政审批“越减越多”的怪圈。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尝试 遏止

B.尝试 遏制

C.试图 遏止

D.试图 遏制



“反映”和“反应”的异同？

反映：①将事情、意见、态度上报上级部门；

②透过现象看本质。

反应：由事情引起的态度、行为。



“束缚”和“限制”的异同？

束缚：捆绑,指约束限制，束缚的一般是人或和

人有关的行动、思想。

限制： 1.不让超过的界限。2.局限在范围内。



“牟取”、“谋取”、“获取”的异同？

牟取：赚取非法的利益，有犯罪行为，贬义；

谋取：通过谋划得到，中性；

获取：指取得；猎取，中性。



“诱惑”是积极还是消极？

“引诱”是积极、中性、还是消极？

“诱导”是积极、中性、还是消极？

“迷惑”和“诱惑”的区别？



“诱惑”是积极还是消极？ 消极

“引诱”是积极、中性、还是消极？消极

“诱导”是积极、中性、还是消极？中性

“迷惑”和“诱惑”的区别？“迷惑”为被动，“诱惑”为主动



“变革”、“改革” 的异同？

变革：指改变事物的本质，多指社会制度而言；

改革：改革一般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

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

变革的语义通常比改革重



从印刷术的普及，到声光电传播，再到信息技术的兴起，任何一

次传媒工具的重大________，都会带来文化话语权的转移。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是：

A.变革

B.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