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 2024年中考语文精选题集（天津专用）

专题 02 词语的选用  

1．（2023·天津·统考中考真题）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_____________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_____________着丰厚的中华美学精神。无论是修长匀称的篆书、蚕头燕尾的隶书，还是狂放洒脱的草书、

方正规矩的楷书，都_____________了中华文化之美，具有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重要作用。因此，经典书

法作品已成为学校开展德育、美育的重要载体。

A．记录        包含        显露

B．收录        蕴含        显露

C．记录        蕴含        体现

D．收录        包含        体现

【答案】C

【详解】考查词语运用。

第一空：记录：把听到的话或发生的事写下来。收录：编辑采用。根据后面的“发展进程”可知，应

用：记录。

第二空：包含：包蕴；含有。蕴含：包含；内含。根据后面的“精神”可知，应用：蕴含。

第三空：显露：明显地现出。体现：某种性质或现象在某一事物上具体表现出来。根据后面的“中华

文化之美”可知，应用：体现。

故选 C。

2．（2023·天津·统考模拟预测）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从锦心绣口的诗词大会，到衣袂翩翩的汉服盛典，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通过这些传统元

素、经典意象被进一步激发，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分布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以新的 



走入公众视野、大众生活，我们在看到这些变化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好文化消费模式的 

作用。

A．陈列  姿态  引领 B．陈列  姿势  引导

C．排列  姿势  引领 D．排列  姿态  引导

【答案】A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的使用。

陈列：把物品摆列出来让人看；排列：按一定顺序站或放。结合“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可知，

句中所填词语是用于形容摆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故应选用“陈列”；

姿态：指容貌神态，样子，风格，气度等；姿势：指身姿架势和呈现的样子；状态，形势。结合“以

新的 　　走入公众视野、大众生活”可知，句中所填词语是用于形容文物、遗产等以新的样子走入公众视

野、大众生活，故应选用“姿态”；

引领：指带动事物跟随他或他们向某一方向运动、发展；引导：指通过行为帮人走出困境，或是带着

人向某个目标集体行动，通过行为帮人走出困境。结合“也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好文化消费模式的  作

用”可知，句中所填词语是用于形容文化消费模式带动新的方向发展，故应选填“引领”。

故选 A。

3．（2023·天津红桥·统考三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并 的道德操守和处世方法。家风中 着先人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和

道德规范，也包含着简单朴素的为人准则。千百年来，家风在一个个家庭里承载、 ，奠定了整个民族文明

的基础。

A．传承    储藏    继续 B．传播    储藏    继续

C．传播    蕴藏    延续 D．传承    蕴藏    延续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词义辨析。



传承，传递和继承。传播，广泛散布。结合“道德操守和处世方法”可知，用“传承”。

储藏，保藏。蕴藏，在内部蓄积。结合“先人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可知，用“蕴藏”。

继续，（活动）连下去；接着做，不间断。 延续，延长或继续下去。结合“家庭里承载”可知，用“延

续”。

故选 D。

4．（2023·天津和平·统考三模）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天津五大道集中成片的西式建筑______了百年沧桑，鳞次栉比的名人旧居诉说着风云过往。以外墙凹

凸参差而闻名、具有______意大利风味的“疙瘩楼”，砖墙红瓦、______多种建筑风格的先农大院，英式建

筑的代表、中国最早的现代综合体育场民园广场……姿态万千的近现代建筑，现存之多，保存之好，在全

国各球市各街区中绝无仅有。

A．证明   浓烈   融合 B．证明   浓郁   混合

C．见证   浓烈   混合 D．见证   浓郁   融合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辨析。

第一空，证明：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见证：目击事件发生而可以作证。结

合语境，这里表示西式建筑可以作为天津的百年沧桑历史的见证者，应用“见证”；

第二空，浓烈：指浓厚强烈。浓郁：意思是指(花草等的香气)浓重。解释香气、色彩、气氛等浓厚。

结合语境，这里与“风味”搭配的应是“浓郁”；

第三空，混合：不同的事物掺杂在一起。融合：物理意义上指熔成或如熔化那样融成一体。心理意义

上指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在一定的碰撞或接触之后，认知、情感或态度倾向融为一体。结合语境，这里表

示多种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应用“融合”；

故选 D。



5．（2023·天津西青·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科技正重构舞台艺术呈现，赋予艺术“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简约美，营造诗化意境。机械舞

台移动，可看作山脉涌动；光影交错辉映，可译为日月起落；虚拟视觉成像，可形塑万里山河……科技元

素潜藏在视觉语言结构中，为观众创造着美好的视效体验。依托图像处理算法，冬奥会开幕式______人心

的“冰瀑”环节中，一滴水墨从天而降______开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境______，唤起人们心底的

文化情结。“冰雪五环”环节采用三维水墨动画、裸眼全息水墨动画等手段，以笔墨精神再现冬奥历史，

观意取象、气韵相生。

A．激动   渲染   跃然纸上 B．震荡   熏染   惟妙惟肖

C．震动   点染   入木三分 D．震撼   晕染   呼之欲出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空，激动：由于受到刺激而感情冲动。震荡：震动摆荡，不安定，处于动荡状态。震动：受到外

力影响而颤动。震撼：震动；摇撼；指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或感动，精神或情绪剧烈起伏或波动。第一空

指冬奥会开幕式“冰瀑环节”对观众内心的强烈冲击，因此应选用“震撼”；

第二空，渲染：国画的一种画法；比喻夸大地形容。熏染：长期接触的人或事物对人的生活习惯逐渐

产生某种影响（多指坏的）。点染：绘画时点缀景物和着色，也比喻修饰文字。晕染：用水墨或颜色渐次浓

淡烘染物象，使分出阴阳向背的绘画技法。第二空形容一滴水墨扩散、渐次变化的过程，因此用“晕染”

最恰当；

第三空，跃然纸上：形容描写或刻画得十分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形容描写或模仿得非常好，非常逼

真。入木三分：原是形容书法笔力刚劲有力，也比喻对文章或事物见解深刻、透彻。呼之欲出：形容画像

十分逼真，也指某事即将揭晓或出现。第四空形容“黄河之天上来”的意境十分逼真，几欲出现在观众面

前。因此用“呼之欲出”最恰当；



故选 D。

6．（2023·天津河东·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_______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

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继绳绳，_______至今。中国文字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

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_______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

A．具有    顺延    团聚 B．独有    绵延    团结

C．具有    绵延    团聚 D．独有    顺延    团结

【答案】B

【详解】考查词语的理解与运用。结合词意和具体语境分析。

第一空，具有：具备据有即拥有且存有主述事物的属性特征。独有：意思是独自具有、独自据有；指

只有、特有；在精神上能特立独行。根据语境“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持久性和延续性”分析，

“独有”符合语境；

第二空，顺延：意思是延续以前的话题、片段、工程、动作等，顺着继续下去。绵延：有连续不绝和

弥漫延续等义。一直延续到完结,中间未曾间断。根据“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分

析，“绵延”符合语境；

第三空，团聚：相聚在一起（多指亲人分别后再相聚）；用团结的办法聚集。团结：动词，为了集中力

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形容词，和睦；友好。根据语境“中华民族”分析，“团

聚”符合语境。

故选 B。

7．（2023·天津红桥·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在缤纷的语文世界里，我们 诗歌中悠远、隽永的哲思， 经典作品中的思想精华，传承 



的民族文化。读鲁迅的《孔乙己》，我们懂得了主人公这一绰号背后的深刻含义；读阿城的《溜索》，

我们看到了马帮在万丈绝壁处盘桓的勇敢无畏。让我们多阅读几本书吧，为青春写下永恒的注脚。

A．体悟    汲取    博大精深 B．觉悟    汲取    博大精深

C．觉悟    吸取    广袤无边 D．体悟    吸取    广袤无边

【答案】A

【详解】考查词语的理解与运用。结合词意和具体语境分析。

第一空，体悟：体味领会。觉悟：意思是醒悟明白，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也指对道理的认

识，进入到一种清醒的或有知觉的新的状态。根据语境“诗歌中悠远、隽永的哲思”分析，“体悟”符合

语境；

第二空，“汲取”比喻像吸取水分一样地吸取有用的东西，侧重于提取、取得。“吸取”指吸收采取，

侧重于吸收。“汲取”一般只用于抽象事物，适用范围较小。“汲取”词性比较文雅庄重，通常出现在较

为正式的书面语中，口语中一般不用。“吸取”较通俗，除了书面语之外，在大众口语中也广泛使用。根

据语境“经典作品中的思想精华”分析，“汲取”符合语境；

第三空，博大精深：形容思想和学术广博高深。多用于形容理论、学识、思想、作品等广博丰富，深

奥精微。广袤无边：一般用来形容大地，天空，也可形容辽阔的草原、湖泊等。根据语境“民族文化”分

析，“博大精深”符合语境。

故选 A。

8．（2023·天津河北·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语段中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我们的一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______。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不断重复中______成你的生

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好的习惯可滴水穿石，在日积月累中，让你变得愈来愈好。因为优秀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与其期待所谓的人生巨变，不如从现在起去养成一个又一个看似______的好习惯。每天进

步一点点，慢慢地，你就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A．总和    转变    微弱 B．总和    转化    微小



C．综合    转变    微小 D．综合    转化    微弱

【答案】B

【详解】本题考查词义辨析。

总和：意思是加起来的总量或全部内容。综合：把分析过的对象或现象的各个部分、各属性联合成一

个统一的整体。句中单纯指无数习惯加起来的总量。故应选填“总和”；

转变：指情势的改变，多用于抽象事物，如“思想、形势、态度”等。转化：“转化”多指事物由旧

到新的质的转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表象，“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是本质，故应选填“转化”；

微弱：衰弱。微小：细小；极小。形容习惯应选填“微小”；

故选 B。

9．（2023·天津·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古城保护，要安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___________城市历史文脉，___________城市历史

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古城开发， 应深入挖掘古城的特色，在古城历史文脉、形态

结构、地域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中寻找独特性，___________特色产业和品牌。

A．延长   保留   塑造 B．延长   遗留   打造

C．延续   保留   打造 D．延续   遗留   塑造

【答案】C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运用。

第一空：

延长：向长的方面发展。延续：照原来的样子持续下去。

在此指照原来的方法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应使用“延续”；

第二空：

保留：保存不改变、暂时留着不处理。遗留：以前的事物或现象继续存在。



在此形容保存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应使用“保留”；

第三空：

塑造：用语言文字等艺术手段描写人物形象；亦指用石膏、黏土等做成人或物的形象。打造：制造、

创造。

在此形容“特色产业和品牌”，应使用“打造”；

故选 C。

10．（2023·天津南开·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命脉，是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拥有独一无

二的理念、智慧和神韵。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___________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们的行为方式。___________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___________自强不息、孝老爱亲、见义

勇为等中华传统美德。

A．贵重     传承    宣扬

B．宝贵     传承    弘扬

C．贵重     传达    弘扬

D．宝贵     传达    宣扬

【答案】B

【详解】考查正确运用词语的能力。

第一空，贵重：价值高，值得重视，多指物品。宝贵：难得的，极富价值的。结合“博大精深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的精神财富”的内容，应选择“宝贵”；

第二空，传承，指对某某学问、技艺、教义等，在师徒间的传授和继承的过程。泛指对前人的经验进

行传授和继承并发扬发展的过程。传达：转告，现多指向下级或群众宣讲上级的指示、文件等。结合“……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可知，应选择“传承”；



第三空，宣扬：广泛宣传，使大家知道。弘扬：发扬光大。结合“……自强不息、孝老爱亲、见义勇

为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应选择“弘扬”；

故选 B。

11．（2023·天津河西·统考一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所谓书卷气，是一种饱读诗书后形成的      气质。书卷气来自读书，在幽幽书香的 之下，

浊俗可以变为清雅，奢华可以变为淡泊，狭隘可以变为开阔，偏激可以变为 。捧起书来吧，你会发现里面

的风景美不胜收！

A．高雅  熏陶  平静 B．高端  陶冶  平和

C．高雅  熏陶  平和 D．高端  陶冶  平静

【答案】C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的选用。

高雅：指高尚雅致，表现受过良好教养的高尚举止或情趣；高端：指的是等级、档次、价位等在同类

中较高的；结合“所谓书卷气，是一种饱读诗书后形成的 气质”可知，句中所填词语是用于形容气质，气

质有雅俗之别而无贵贱之分，故选填“高雅”最恰当；

熏陶：比喻指人的思想行为因长期接触某些事物而受到好的影响；陶冶：制作陶器和冶炼金属，比喻

给人的品格以有益的影响。结合“书卷气来自读书，在幽幽书香的 之下”可知，句中所填词语是用于形容

书香给人的思想行为带来的好的影响，故选填“熏陶”更为恰当；

平静：（心情、环境等）没有不安或动荡；平和：平静安宁，指性情或言行温和不急躁。结合“偏激可

以变为    ”可知，所填词语是与“偏激”相对，指性情或言行温和，故选填“平和”；

故选 C。

12．（2023·天津滨海新·统考一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



茶余饭后，一本好书，能成就一段美好的时光。无论是永和九年王羲之偕亲朋在兰亭饮酒赋诗“曲水

流觞”的_______，还是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营造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______，抑或是

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的______，都能给人一份快乐，一种感动。

A．风情    浪漫    摆脱 B．风情    曼妙    洒脱

C．风雅    曼妙    摆脱 D．风雅    浪漫    洒脱

【答案】D

【详解】本题考查词语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空，风情：情怀；意趣。风雅：文雅。偕亲朋在兰亭饮酒赋诗“曲水流觞”的行为很文雅，此处

填“风雅”更为合适；

第二空，浪漫：充满幻想，富有诗情画意。曼妙：形容舞姿、音乐等柔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意思是：月儿升起在柳树梢头，他约我黄昏以后同叙衷肠。此处填“浪漫”更符合语境；

第三空，摆脱：脱离困苦、束缚、控制等。洒脱：形容潇洒自然，不拘束。“竹杖芒鞋轻胜马”意思

是拄竹杖曳草鞋轻便胜过骑马。表现了苏轼的洒脱，因此此处应填“洒脱”；

故选 D。

13．（2023·天津和平·统考二模）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

人们常说，建筑是文化的 ，文化是建筑的 。我深深地知道，让我着迷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其中

所蕴藏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些古老而优美的建筑，就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 。建筑是有生命

的，只有天、地、人和谐的建筑，才能称为有生命的建筑。

A．载体  灵魂  化身 B．灵魂  载体  化身

C．载体  灵魂  变化 D．灵魂  载体  变化

【答案】A

【详解】考查词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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