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八　语言文字运用
分点突破一　正确使用词语
第2课时　正确运用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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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分析

成语是指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成的固定短语(词组)，它是

比词大而语法功能又相当于一个词的语言单位。大多由四个字组成。



考向(一)　成语正误辨析

 1.理解成语的准确含义，切忌望文生义

很多成语来源于古代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籍、文学作品等，

往往具有结构的稳定性和意义的整体性等特征，需要我们准确理解和把

握它的字面意义之外的整体意义，切忌主观臆断，望文生义，即只按照

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登高自卑”并非“登上高山很自卑”的意思。“

自卑”在文言文中是两个词，“自”是介词“从”，“卑”是“低处，

底下”的意思。“登高自卑”的意思是“登高山从底下开始。比喻事情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分析并判断下列加点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1



【答案】　示例：(1)“风生水起”：比喻事情做得特别好，一定的

时间里就发展得特别快，迅速壮大起来或是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这里

只看到了成语的表面义，属望文生义。
(2)“亡羊补牢”：指羊逃跑了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晚。比喻出了

问题以后想办法补救，可以防止继续受损失。此处误为“不可挽回”之

意，属望文生义。
(3)“不绝如缕”：像细线一样连着，差点儿就要断了，多形容局势

危急或声音细微悠长。此成语误为“人来来往往不断”之意，属望文生

义。
(4)“一文不名”：一个钱也没有，形容贫穷。语境中“却”字说明

后面形成转折，再联系“千金难买”，这里应用“不值一钱”。属望文

生义。



2.把握成语的侧重点，切忌语意不合

有些成语侧重这一方面，有些成语侧重那一方面，如果忽视了这些，

其用法便是错误的。如“不寒而栗”指不冷而发抖，侧重于因恐惧心理

引起的惊抖，若用于因天冷引起的发抖就使用错误。再如“视而不见”

偏重于不注意、不留心，“视若无睹”偏重于不重视、不关心。“称心

如意”偏重于称心，“心满意足”偏重于满意、满足。“举棋不定”偏

重于行为，“犹豫不决”偏重于思想。“不约而同”偏重于行动，“不

谋而合”偏重于见解。“设身处地”强调想，“身临其境”强调去。辨

析成语时，应仔细分析成语的侧重点与具体的语境是否相合。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2





【答案】　示例：(1)“如履薄冰”：像踩在薄冰上。比喻做事极为

小心谨慎，存有戒心。只强调主观心态之谨慎小心，而非侧重客观情况

之危急。此处使用错误。

(2)“一言九鼎”：指一句话重于九鼎，形容说话极有分量。此处强

调诚信精神，与成语意思不合。成语使用错误。

(3)“席不暇暖”：座位还没有坐热就走了，形容很忙。此成语强调

忙，不强调冷。此处使用错误。

(4)“搓手顿脚”：形容焦急不耐烦的样子。侧重点在烦躁上。此处

使用错误。



3.把握成语的轻重大小，切忌语境不协

成语本身语意的轻重，应与成语所处的语言环境相互协调，防止因

不辨语意轻重而造成语境中成语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的现象。如成语“

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前者的意思是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做法都正

确，不接受他人意见，形容主观、不虚心，语意较轻。而后者的意思是

自以为很了不起，自认为比别人高明，瞧不起别人，语意较重。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3



【答案】　示例：(1)“十恶不赦”：形容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吴

某操纵无人机“黑飞”，违反了国家法律，但此处使用“十恶不赦”，

未免轻重失当。
(2)“日理万机”：多指高级领导人政务繁忙。本句一个身兼班主任、

年级组长二职的数学老师虽然工作很劳累，但用“日理万机”来描述，

未免轻重失当。
(3)“自作自受”：意思是自己做错了事，自己承受不好的结果。在

此句中用以表述人们对罪犯判处死刑一事的看法，很明显感情程度过轻，

成语使用轻重不当。
(4)“口诛笔伐”：诛，讨伐；伐，攻击。指用言论或文字宣布罪状，

进行声讨。文中说“他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使用“口诛

笔伐”轻重恰当。



4.明确成语的使用范围，切忌张冠李戴

有些成语在用法上具有很强的单一性，有适用的对象和特定的使用

范围。如果使用时不分清对象，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现象。比如“炙手可

热”指手一挨近就感觉热，形容气焰很盛，权势很大，多误用于指人物

名声显赫。“擢发难数”形容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数也数不清。此成

语不能用于形容一般事物数量多。因此，在使用成语时，要思考是否因

不知成语的搭配对象而将其与不合适的对象进行搭配，是否因不明成语

的特定使用范围而将其用在不适合的语境中。此类张冠李戴的成语在高

考试卷中并不鲜见。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4



【答案】　示例：(1)“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此处不能用于“澳门历史城区”。

(2)“不露声色”：内心活动不从语气和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

镇静。应该用于人，语境说的是器物上看不见刀斧加工的痕迹。

(3)“甘之如饴”：意为感到像糖一样甜，表示甘愿承受艰难、痛苦。

此处“庄重恢宏的交响乐”不属于艰难、痛苦之类，适用对象不当。

(4)“宵衣旰食”：指天不亮就穿衣起来，天黑了才吃饭。形容勤于

政务。句中扩大了该成语的使用范围，使用错误。



5.分辨成语的前后语境，切忌重复矛盾

有些成语本身已包含了某个意思，如果为其提供的语境中又出现该

成语已有的含义，则会造成语意的重复。有些成语的意义与句子其他部

分表达的语意正好相反，造成前后矛盾。如“真知灼见”本指正确透彻

的认识，若说“十分到位的真知灼见”则语义重复。“今非昔比”意为

“现在不是过去所能比得上的”(今盛昔衰)，如果整个句子是想表达今

不如昔的，却使用“今非昔比”，则该成语与句意出现矛盾。因此，在

使用成语时，要分析成语所在句子的语言环境，思考是否因成语中的语

素与句子的某些成分重复而使句子累赘，思考成语的语意是否与整个句

子的语境相矛盾。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5



【答案】　示例：(1)“三令五申”：指多次命令和告诫，与句中的

“强调”重复。

(2)“釜底抽薪”：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前面的“从根本上”

语义重复，应删去“从根本上”。

(3)“防患未然”：在事故或灾害尚未发生时采取预防措施。本句中

灾害已经发生，成语与已然语境相矛盾。

(4)“以身试险”：试着亲身去做触犯法律的事，指明知故犯。语境

中无“试险”意，有“艰难”意，应该用“以身许国”(指尽忠报国，

临难不顾)，才与语境相符。



6.分析成语的语法功能，切忌运用不当

每个成语由于自身的词义和词性不同，因而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也

不同，有的只能作谓语，有的只能作修饰语，有的能带宾语，有的与某

些成分不能搭配，有的只能用于否定句、疑问句，这些需要同学们对此

有所了解。如“越俎代庖”比喻超出自己的职务范围，去处理别人所管

的事情，“越俎代庖”后面不可以带宾语。“瓮中捉鳖”是一个动词性

成语，只能作谓语，若将其作宾语，说成“盗贼成了瓮中捉鳖”，则属

搭配错误，应使用名词性成语“瓮中之鳖”。“何足挂齿”多用于反诘

句，“同日而语”“吹灰之力”多用于否定句。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6



【答案】　示例：(1)“不可开交”：形容没法解开或无法摆脱，不

能作谓语，只能作“得”后面的补语。

(2)“文韬武略”：文武双全、大智大勇，指用兵的谋略。“文韬武

略”是名词短语，此处如果要让它作“英雄人物”的定语，必须在之前

加上“具有”之类的词。

(3)“不言而喻”：不必说就能明白。只能作谓语，不能作为限定语

来限制“说明”，即不能作状语；且该成语与“说明”连用，出现了逻

辑错误。宜用“无可辩驳”。

(4)“妄自菲薄”：过分地看轻自己。形容自卑心理，自轻自贱。不

能带宾语。



7.体味成语的褒贬谦敬，切忌不辨色彩

相当一部分成语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如“捕风捉影”比喻说话办

事没有丝毫根据，多用于贬义；“雨后春笋”的意思是春天下雨后竹笋

长得很多很快，比喻新事物大量出现，一般用于褒义。有些成语还有谦

敬色彩的区别，如“抛砖引玉”是谦辞，指用粗浅不成熟的意见、文章

引出别人高明、成熟的意见、作品。“鼎力相助”是敬辞，指别人对自

己的大力帮助，一般用于请人帮助时的客气话。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7



【答案】　示例：(1)“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盘算，含贬义。常

误解为“殚精竭虑”(用尽精力，费尽心思)。此处使用错误。

(2)“半斤八两”：比喻彼此一样，不相上下(多含贬义)，此处褒贬误

用。

(3)“叹为观止”：春秋时吴国的季札在鲁国观看各种乐舞，看到舜

时的乐舞，十分赞美，说看到这里就够了，再有别的乐舞也不必看了。

后来指赞美看到的事物好到极点。此处成语使用错误。

(4)“绠短汲深”：表示自己能力不足，是谦辞。本句使用正确。



8.看清成语的形体差异，切忌似是而非

有些成语乍看意思差不多，事实上其含义大相径庭，高考命题者往

往会利用成语的这一假象来设置考题迷惑考生，如“无微不至”，待人

细致周到，体贴入微，褒义；“无所不至”，做事无法无天，到处干坏

事，贬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贬义；“无所不能”，

什么事情都会做，褒义。



          分析并判断下列成语运用是否正确。 典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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