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比题型中造词结构题型辨析 

 

2018年下半年的到来，2019年国考已经进入了备考期，在国考行测科目中的众多题型

之中，每一种都拥有不同的解题技巧，解题技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往往是很多考生很是头疼。

掌握各种题型的解题技巧是做好行测题的重点，然而在了解不同的题型的知识点之后，我们

同样可以对各种题型中常考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方便我们在以后的做题过程中更准确地掌

握这种题型。本文就类比推理题型中的一类特殊题型——造词结构题型进行归纳，期望给广

大的考生提供有力的帮助。 

一、解题技巧 

类比推理中的造词结构题型，指的是题中出现的字，可以通过造词成为新的词，在新的

词中原有该字的意思或词性可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依据此规律来进行做题。这类题型在做

题的过程中，要掌握的内容其实无外乎词性和词义两个方面。 

在词性方面，常考的词性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种词性，通过造词，其词性可以进行

转变，而且一个词也可以拥有两个词性。在词义方面，通常单个字的含义有多种，而单个字

组词之后，其含义可能只变成其中的一种，在做题的过程中要严格去辨别不同的词义，掌握

解题技巧。 

二、例题讲解 

 在了解了基本的解题技巧的之后，我们通过几道例题来尝试一下这种技巧。  

【例 1】教：学：教学（    ） 

A.买：卖：买卖                        B.好：坏：好坏 

C.正：大：正大                        D.阴：暗：阴暗 

【答案】A 

【解析】首先，我们要分析题干中出现的词语间的关系，明显地，“教”和“学”可以

组成“教学”一词，此题属于造词结构类型题，我们要严格关注词性和词义两个方面。在词

性上，“教”和“学”都是动词词性，而组成的“教学”即有动词词性，也有名词词性。其

次，我们来关注选项。A项，“买”和“卖”都是动词，且可以组成“买卖”一词，既能动

词又能名词，符合题干；B项，“好”和“坏”在词性上都为形容词，而组成的“好坏”也

是形容词，故可以排除；C项，“正”和“大”在词性上都为形容词，且“正大”一般不会

单独作为词使用，故排除；D项，“阴”和“暗”都是形容词，也不符合题干，故排除。故



 

 

本题的正确答案选择 A项。 

【例 2】寒：寒冷：寒舍（    ） 

A.甘：甘甜：甘愿                      B.恨：仇恨：怨恨 

C.肤：皮肤：肌肤                      D.讽：讽刺：讥讽 

【答案】A 

【解析】首先，我们要分析题干中出现的词语间的关系，明显地，“寒”可以组成“寒

冷”“寒舍”两词，此题属于造词结构类型题，我们要严格关注词性和词义两个方面。在词

义方面，“寒”有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可以指冷，而另一方面可以指穷困，在造词后的“寒

冷”中的代表冷的意思，在“寒舍”一词中代表穷困的含义。其次，我们来关注选项。A项，

“甘”有不同的含义，而在“甘甜”中，其代表味道好、味道甜，在“甘愿”中，其代表自

愿、情愿、乐意去做，符合题干关系；B项，“恨”在造词之后的“仇恨”和“怨恨”中都

是指仇视的含义，故可排除；C项，“肤”在造词后的“皮肤”和“肌肤”中也代表同样的

含义，都表示肉体表面的皮，故可排除；D项，“讽”在造词之后的“讽刺”和“讥讽”中

也代表同样的含义，表示用一些含蓄的话或者方式刺激和嘲笑，故可排除。故本题的正确答

案选择 A项。 

通过这两道题的讲解，相信考生朋友们对于类比题型中造词结构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希望对考生的解题所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