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 成语
的心得体会(通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一

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记录了中国
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思想凝聚的象
征。成语的使用不仅可以增加文化内涵，更能有效地表达人
物形象、情感戏剧等，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文化价值。本文
将从“成语的定义和特征”、“成语的学习方法”、“成语
的价值和作用”、“成语的运用技巧”和“成语的实践演
练”五个方面来探讨成语的心得体会和体会心得。

一、成语的定义和特征

成语，是指在汉语中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常用四字或更多字的
固定词组，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成语可以用诗歌、散文、
小说等各种文体，常常描绘出人物形象、展现出情感戏剧等，
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精华之一。

成语具有一定的特征，比如形式简洁明了、再现形象直观思
维，能够准确地表达语义，经 过历史和文化厚积，使得成语
具有广泛的含义和表达力。同时，成语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用
法和规律，如字义、结构、派生、比喻等方面，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二、成语的学习方法



成语的学习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首先需要学习成语的基本
含义和出处，同时也需要了解成语的点睛之笔和相关的文化
知识。如何记忆成语也是学习成语的重要方面，可以采用以
下方法：

1.学会逐步分解，捕捉关键词;

2.理解成语的基本典故，凸显成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3.学会运用成语，积累成语的语境管理能力。

学习成语需要长期积累和练习，不能只靠片面背诵，而要注
重对成语的深度理解。

三、成语的价值和作用

成语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一方面，成语可以传
递历史和文化经验，反映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成语还有着
强大的表达能力，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人物形象、情感戏剧等，
有助于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意义深度。同时，成语还
可以用于现实生活中的表达和社交场合，涵盖了 生活、职场、
考试等多个方面。

四、成语的运用技巧

想要熟练运用成语，需要掌握成语的用法和技巧。首先需要
了解成语的语义和历史文化内涵，从而掌握成语的正确应用。
其次，需要了解成语的语境和使用背景，虚实之间、变通发
挥，从而达到言近而意远，不拘泥于字面意思的效果。最后，
在运用成语时最好减少重复，做到准确、自然、简练，化繁
为简，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五、成语的实践演练



除了理论学习外，成语的实操能力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各种
途径积累，并进行练习和演练。可以通过读书、听讲、看电
视、参加比赛等多种形式进行成语的学习和积累。同时，可
以通过课外阅读、学术论文等形式进行成语的运用，加深对
成语的印象和理解，提高成语的表达和表现能力。

总之，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成语可以
丰富文化底蕴，开拓思维深度，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在学习
成语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成语的深度理解和实际运用能力
的培养，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实践，掌握成语的用法和技巧，
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二

成语，是中文语言中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之一，在中国语言
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成语一般由四个汉字组成，具有比喻、
象征、寓意的特点。成语是中华语言文化的珍贵遗产，是古
代文化与思想的结晶，具有如指南针般的指引作用，人们通
过成语来表达含义深远的思想，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

第二段：探讨学习成语的价值

为什么要学习成语？学习成语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了解并掌握成语可丰富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文字构成。比
如说，爱鹤失众其中的“鹤”，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
动物，表示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再比如说，东施效颦中
的“施”、“颦”，都是古代的人名，而成语本身却是以他
们的名字引申出来的，形象地表达了抄袭的行为以及虚荣心
的弊病。学习成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强化语言能力，
同时还可以对常见的谚语和俗语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在生
活中懂得运用，让我们的意思更加明确。

第三段：分析成语的学习方法



成语的学习是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的。首先，我们需要有大量
的阅读积累。阅读可以培养我们的语感，加深我们的记忆。
因此，读书对于成语的学习非常重要，主要目的是培养从阅
读中获取成语的能力。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语文课堂、成语
专题活动等多个形式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成语的理解和运用。
另外，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在课下有意识地多进行读书和写作
练习，多思考，在巧妙运用成语的过程中吸纳新的成语，充
实自己的成语库。

第四段：总结成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每个成语背后都有深刻的含义，它们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思
想、文化和价值观。例如，成语“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不要
沉迷于过去的成功，而是要创造新的机遇，不断更新自己的
思维方式；成语“以正视听”告诫我们要明辨是非，不要因
为众口一辞就毫无自主意识，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换句话
说，成语不仅是语言的表述，更是一种思想、价值观念的外
显，它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文化的沉淀。

第五段：展望未来，弘扬成语文化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语在各种文化流变中保持了独
特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成语的传承和弘扬也变得更加
重要。尽管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许多新的
变化，但是成语的基本形式和内涵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在日
常生活中多运用成语，发扬其优良传统，为弘扬中华文化做
出自己的贡献。最后，我们希望成语的走俏能引起更多人对
中国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关注，推动文化交流和融合，让中国
传统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光彩夺目的芳香。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三

唐穆宗时，有一个叫崔群的人，到湖南东寺游览。他见鸟雀
在佛像的头上拉屎，便想趁此考一考佛寺住持的佛学修养和



言谈机锋。他问住持：“这些鸟雀有没有佛性？”

住持知其用意，答道：“有。”，

他接着就问：“它们既有佛性，为何对佛这样不敬？拉屎竟
拉到佛的头上，真是罪过。”

住持微微一笑，反问道：“施主您说它们没有佛性，那为何
不到老鹰头上拉屎，而偏偏找到佛的头上？”

崔群一时语噎。

“老鹰嗜血，鸟雀见了害怕，远远避开惟恐不及，哪敢到它
头上拉屎？佛性慈善，容忍众生，对外物从不计较，因此他
容得下鸟雀的嬉耍；而鸟雀因这一点就找到他头上拉屎，岂
不是深明佛理，很有佛性？”住持对答机智，使崔群非常折
服。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四

成语是汉语中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形象地表
达事物的本质，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起到警示、启示作用。
如今，成语已经成为了我们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生
活和工作中也用得越来越普遍。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在学
习成语，今天，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我对成语的心得体
会。

第一段：成语的美妙之处

成语是一种特殊的词语，在条理性和表达能力上具有很高的
价值。成语在表达时，用语简单明了，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就像读一个故事一样，我们可以根据成语的意思，加上自己
的想象力，想象自己身在其境，这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
如果我们听到了“四面八方”这个成语，我们可以想象我们



身处在一个空间中，四周有着无数个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
感受到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了。

第二段：成语的魅力之处

成语是凝结中华文化的智慧，在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道德内涵。学习成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本
质，与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说，“半斤八两”这个成
语中含有交易平等的意思，买卖双方必须一视同仁。通过对
这样的成语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商业观念，
在商务往来中表现出来的交流与互助。

第三段：成语的实用性之处

学习成语的一个最大的收益就是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成语
在句子中的使用可以使我们的语言更加含蓄而不失精练。所
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成语运用得当，能起到很好的
修辞效果。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表达一方得利，又让对方有
所退步的情况，我们可以用“以退为进”这个成语，这个成
语表达了一种比赛中博弈的思维方式。

第四段：成语的教育意义之处

成语是一种生活经验的总结。通过学习成语，我们可以汲取
前人智慧的精华，从而增强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学
成语是一个思维和思想深入细致的过程，它能够增进我们的
思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提高我们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的水平。

第五段：成语在未来的作用

在未来，随着中国文化的推广，成语将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
用。成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更多的外国人加
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因此， 学习中国成语，了解中国的文



化和语言，将会让人们在未来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也将会
更好地促进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互动。

总结

总之，成语是汉语中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表达
事物的本质，还可以在必要时起到启示的作用。学习成语，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提高表达能力，增进思
考和逻辑能力、增强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我相信，在未来，
成语将会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也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它的重要角色。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五

争先恐后：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身临其境：亲身面临那种境地。

不可思议：指无法想象，难以理解。

无与伦比：指事物非常完美,没有能跟它相比的。

惊心动魄：形容使人十分惊骇紧张到极点。

小心翼翼：形容举动十分谨慎,一点不敢疏忽。

人声鼎沸：形容人群的声音吵吵嚷嚷，就象煮开了锅一样。

焕然一新：改变旧面貌，出现崭新的气象。

面面相觑：形容人们因惊惧或无可奈何而互相望着，都不说
话。

神机妙算：形容善于估计复杂的变化的情势,决定策略。



得意忘形：形容高兴得失去了常态。

望而生畏：看见了就害怕。

喜出望外：由于没有想到的好事而非常高兴。

弄巧成拙：本欲取巧结果反而坏了事。

千钧一发：比喻情况万分危急。

纹丝不动：一点儿也不动。形容没有丝毫损坏或改变。

井然有序：有条理,有次序,整齐不乱。

生死攸关：关系到生和死。指生死存亡的关键。

恍然大悟：形容一下子明白过来。

自言自语：自己一个人低声嘀咕。

安居乐业：安定愉快地生活和劳动。

忐忑不安：心神极为不安。

异想天开：比喻凭空的、根本没有的事情。

豁然开朗：比喻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

拾金不昧：拾到东西并不隐瞒下来据为己有。

捷足先登：比喻行动快的人先达到目的或先得到所求的东西。

理由气壮：理由充分,说话气势就壮。

同心协力 ：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畅所欲言：知道的就说,要说就毫无保留。

稍纵即逝：形容时间或机会等很容易过去。

栩栩如生：指艺术形象非常逼真,如同活的一样。

目瞪口呆：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形容因吃惊或受气而发楞

得意洋洋：形容称心如意、沾沾自喜的样子

目不转睛：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看。形容注意力集中

赞不绝口：不住口地称赞。

心急如焚：形容极为焦急

顶天立地：头顶云天,脚踏大地

乘风破浪船只乘着风势破浪前进。比喻人的志向远大，气魄
雄伟，奋勇前进

一本正经原指一部合乎道德规范的经典。后用以形容态度庄
重严肃，郑重其事。有时含

讽刺意味。

引人注目吸引人们注意。

五光十色形容色彩鲜艳，花样繁多。

装腔作势拿腔拿调，故意做作想引人注意或吓唬人。

滥竽充数比喻无本领的冒充有本领，次货冒充好货。

掩耳盗铃偷铃铛怕别人听见而捂住自己的耳朵。比喻自己欺



骗自己，明明掩盖不住的事情偏要想法子掩盖。

至高无上高到顶点，再也没有更高的了。

神采奕奕形容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聚精会神原指集思广益。后形容专心致志，注意力高度集中

千姿百态形容姿态多种多样。

优雅别致

津津有味兴趣浓厚。形容兴味浓厚.一知半解知道得不全面，
理解得也不透彻。

衣衫褴褛衣服破破烂烂。

索然无味形容事物枯燥无味（多指文章）。

大义凛然由于胸怀正义而神态庄严，令人敬畏。

囫囵吞枣不加咀嚼，不辨滋味。比喻对事物不加分析思考。

劈头盖脸正对着头和脸盖下来。形容（打击、冲击、批评等）
来势很猛。

斩钉截铁形容说话或行动坚决果断，毫不犹豫。

如饥似渴形容要求很迫切，好象饿了急着要吃饭，渴了急着
要喝水一样。

惊恐万状形容害怕到了极点。

出人意料超出人们的料想猜测之外



不由自主由不得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目不暇接指东西多，眼睛都看不过来。

络绎不绝形容行人车马来来往往，接连不断。

千辛万苦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

迫不及待急迫得不能等待。形容心情急切。

争先恐后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馋涎欲滴馋得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形容极其贪馋的样子。也
形容非常眼红。

沁人心脾原指芳香凉爽的空气或饮料使人感到舒适。也形容
诗歌和文章优美动人，给人清新爽朗的感觉。

小心翼翼本是严肃恭敬的意思。现形容谨慎小心，一点不敢
疏忽。

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形容处境为难或心神慌乱。

无地自容没有地方可以让自己容身。形容非常羞愧。

无家可归没有家可回。指流离失所。

依依不舍形容舍不得离开。

心心相印彼此的心意不用说出，就可以互相了解。形容彼此
思想感情完全一致。情不自禁感情激动得不能控制。强调完
全被某种感情所支配。

惊弓之鸟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比喻经过惊吓的人
碰到一点动静就非常害怕。一箭双雕原指射箭技术高超，一



箭射中两只雕。后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目的。含苞欲放形
容花将开而未开时的样子。

鸟语花香鸟叫得好听，花开得喷香。形容春天的美好景象。

滔滔不绝像流水那样毫不间断。指话很多，说起来没个完。

疑惑不解

漫不经心随随便便，不放在心上。

聚精会神原指集思广益。后形容专心致志，注意力高度集中
漫不经心随随便便，不放在心上。

意味深长意思含畜深远，耐人寻味。

窃窃私语背地里小声说话。

提心吊胆形容十分担心或害怕。

锲而不舍不断地镂刻。比喻有恒心，有毅力。

异想天开指想法很不切实际，非常奇怪。

郑重其事形容说话做事时态度非常严肃认真。

欣喜若狂形容高兴到了极点。

欣欣向荣

安然无恙

束手无策

垂头丧气



形容草木长得茂盛。比喻事业蓬勃发展，兴旺昌盛。原指人
平安没有疾病。现泛指事物平安未遭损害。遇到问题，就象
手被捆住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形容因失败或不顺利而情
绪低落、萎蘼不振的样子。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六

燕昭好马燕昭王喜爱骏马。后作求贤之典。

以渴服马使马忍渴受训，从人驱遣。比喻用苛政治民，不能
使人真心顺服。

以鹿为马把鹿说成马。比喻故意颠倒是非。

一马一鞍比喻一夫一妻，白头偕老。

以毛相马根据毛色判断马的优劣。比喻从表面上看问题，其
所得认识往往与实际不符。

饮马长江在长江边给战马喝水。谓渡江南下进行征伐。

饮马投钱比喻为人廉洁，不损公肥私。

跃马扬鞭跳上马背，扬起鞭子。形容勇往直前。

跃马弯弓〖释义〗驰马盘旋，张弓要射。形容摆开架势，准
备作战。后比喻故做惊人的姿态，实际上并不立即行动。

衣马轻肥穿着轻暖的'皮袍，坐着由肥马驾的车。形容生活的
豪华。

倚马千言倚马：靠着战马。倚靠在即将出发的战马前起草文
件，千言立就。形容才思敏捷。



心猿意马心意好象猴子跳、马奔跑一样控制不住。形容心里
东想西想，安静不下来。

鲜车怒马怒：气势强盛。崭新的车，肥壮的马。形容服用讲
究，生活豪华。

香车宝马华丽的车子，珍贵的宝马。指考究的车骑。

下马看花比喻停下来，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

下马威原指官吏初到任时对下属显示的威风，后泛指一开始
就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

信马由缰骑着马无目的地闲逛。比喻随便走走。

悬崖勒马悬崖：高而陡的山崖;勒马：收住缰绳，使马停步。
在高高的山崖边上勒住马。比喻到了危险的边缘及时清醒回
头。

洗兵牧马洗擦兵器，喂养战马。指做好作战准备。

下马冯妇以之比喻重操旧业的人。

鲜车健马见“鲜车怒马”。

鲜衣良马见“鲜衣怒马”。

鲜衣怒马美服壮马。谓服饰豪奢。

效犬马力效劳的谦词。意思是效犬马之劳。

休牛归马亦作“休牛散马”。放归军用的牛马，表示停止战
事。语本《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
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七

猜成语，作为一种趣味性的益智活动，不仅可以培养我们的
语言运用能力，还能锻炼我们的思维灵活性和逻辑推理能力。
通过猜成语这个游戏，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带给我的乐趣和
启示。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挑战，也获得了收获。以下
是我对猜成语的心得体会。

首先，猜成语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词汇量。
在猜成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提示或上下文的信息，通
过对汉字的理解和组合，来猜出正确的成语。这就要求我们
具备对汉字的敏感度和词语的敏锐感。尤其是一些用法特殊、
形式奇特的成语，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对语言的
理解能力，才能够解开谜底。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积累
词汇，提高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收获了很多。

其次，猜成语需要我们具备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成语往往
是一种隐喻的语言表达，每个成语都蕴含着一定的哲理和生
活智慧。在猜成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对语义和句意的
推敲，来理解成语的真正含义。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的逻
辑思维和推理能力，能够在有限的信息中找到成语的线索，
并作出正确的判断。通过不断地猜测和验证，我逐渐培养了
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合理的推
断。

另外，猜成语还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猜成语
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需要跳出常规思维，联想到一些与成语
本身无关的事物，以此来推测成语的真正含义。这需要我们
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以求找到正确答案。通过猜成语，我学会了拓宽思维的边界，
勇于用新的视角去思考问题，获得了许多有趣的启示。

此外，猜成语还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毅力。有时候，一个成
语的猜测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甚至多次尝试才能得出正



确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充分的耐心和坚定的
毅力，不怕困难和挫折，坚持不懈地去思考和尝试。通过猜
成语，我学会了不急于求成，能够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和坚
持，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具备的品质。

总之，猜成语是一项既有趣又有益的活动。通过猜成语，我
们可以提高语言运用能力，锻炼逻辑推理能力，拓宽思维边
界，培养耐心和毅力。它不仅能够在娱乐中增长知识，还能
够在培养人的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生活
中，我会继续享受这项活动带来的乐趣，不断锤炼自己的技
能，提高自身的素养。猜成语，不仅是一种游戏，更是一种
对智力和智慧的挑战，它让我们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和智慧的
力量。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八

成语是汉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语言的精华，又
是文化的精髓。猜成语是锻炼智慧和促进语言运用的一种方
法。参加猜成语活动，我掌握了不少成语的含义，也感受到
了解谜题的乐趣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猜成语
的重要性和益处。以下是我对猜成语的心得体会。

首先，猜成语让我发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成语有着丰富的
内涵和意蕴，它们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文化和历史的底蕴。
通过猜成语，我了解到了古人的思想和智慧，领悟到了文字
背后的深刻含义。比如，成语“闭月羞花”，形容女子的美
貌；成语“夜郎自大”，指自作自受。这些成语通俗易懂，
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经验。猜成语不仅能提高我的语言水
平，还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对汉语产生了更深的兴趣。

其次，猜成语培养了我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猜成语并不是
简单的背诵和记忆，而是需要运用智慧和灵活思维来解开谜
题。有时候，一个词、一个字的变化，就能带来完全不同的
意义和答案。通过猜成语，我养成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习惯，



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在活动中，我发现
了生活中许多与成语相关的场景和事物，比如“枯木逢春”、
“守株待兔”等，这些成语和生活紧密相连，猜成语的过程
中，我懂得了观察生活、借鉴生活的重要性。

此外，猜成语还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在猜成语
的活动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个人都需要发
挥自己的智慧，同时也需要与队友进行密切的合作。有时候，
一个谜底可能会出现多个答案，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思维
碰撞和默契配合，才能找到最准确的答案。这样的合作和沟
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共同成长的平台。在活动中，
我学会了倾听和表达，学会了尊重队友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这些宝贵的团队合作和沟通经验必将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猜成语给我带来了欢乐和成就感。通过猜成语，我感
受到了解谜题的乐趣和成就感。当我猜对一个成语时，我会
觉得非常开心和满足，这是一种对自己智慧的肯定。而当我
猜不出来时，我会思考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提升自己。解谜
的过程中，我享受到了思考的乐趣，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
毅力。这种乐趣和成就感让我坚持不懈地参与猜成语的活动，
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猜谜能力。

综上所述，猜成语是一种有益的活动，通过猜成语，我不仅
学到了许多知识，提高了自己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还培养
了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猜成语让我感受到了汉语博大精深
的魅力，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欢乐和成就感。我相信，在未来
的学习和生活中，猜成语会继续为我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收获。

用成语写一段话至少三个成语篇九

一、成语对对子：(注意对仗要工整，意思要相对)粗茶淡
饭(山珍海味)流芳百世(遗臭万年)



井然有序(杂乱无章)指鹿为马(点石成金)

固若金汤(危如累卵)精雕细刻(粗制滥造)

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伶牙利齿(笨嘴拙舌)

二、成语不离“舌”

形容信口胡说(妄口八舌)形容说话轻薄(闲嘴淡舌)

形容能说会道(唇枪舌剑)形容惊诧无言(张口结舌)

形容不善辞令(笨嘴拙舌)形容随声附和(鹦鹉学舌)

三、数字俗语：

表示实实在在，不可更改时用(一是一,二是二)

表示做事不考虑周到，干了再说时用(一不做,二不休)

表示一样东西两人平分时用(二一添作五)

表示某人干事麻利时用(三下五除二)

表示差不多时用(八九不离十)

表示某人打小算盘时用(小九九)

表示归根到底时用(九九归一)

表示把握大时用(十有八九)

表示很不容易时用(九牛二虎之力)

表示信心十足时用(十拿九稳)



表示距离远时用(十万八千里)

四、下面人名各取自什么成语?

杜鹏程(鹏程万里)陈残云(风卷残云)王任重(任重道远)

刘海粟(沧海一粟)丁慧中(秀外慧中)甘如饴(甘之如饴)

焦若愚(大智若愚)

五、成语填空：

(心)服(口)服(以)德(报)德(以)讹(传)讹

(以)牙(还)牙(倚)老(卖)老(将)计(就)计

神(乎)(其)神精(益)(求)精痛(定)(思)痛

欺(人)(自)欺将(门)(有)将日(复)(一)日

微(乎)(其)微

六、宝塔诗如何读?

开

山满

桃山杏

山好景山

来山客看山

里山僧山客山



山中山路转山崖

(山中山路转山崖,山客山僧山里来,山客看山山景好,山杏山
桃满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