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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考试中也比较常见。 在我们平时的语言表达中也往往

存在逻辑问题。对于日常语言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受话

人个体的差异，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特定的语境下，一

句话的含义应该是确定的。在需要确定一句话或一段话的真

实含义时，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语义分析。 具体说，我们通常

进行推理时，前提和结论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意义内

容，使得我们可以由前提推出结论。形式逻辑通常不理会推

理内容的相关性，但批判性思维和以它为基础的MBA逻辑考

试却要顾及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这种内容相关性，并为此设计

了许多要考虑题干和备选答案之间的语义关联的考题。 因此

，解这类题的基本思路：一是要阅读仔细，通过对选项和题

干的内容逐一对照，从迅速发现找到答案的线索；二是，充

分运用自己平时积累起来的语感，力求准确理解、分析和推

断题干给出的日常语言表达的句子或内容的复杂含义和深层

意义。 1997-10-50任何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如何公正合理选

拨合格的大学生？目前通行的高考制度恐怕是所有带缺陷的

方法中最好的方法了。以下各项都符合上述断定的含义，除

了：A.被录取的大多数大学生的实际水平与他们的考分是基

本相符的。B.存在落榜的考生，他们有较高的实际水平。C.

存在被录取的考生，他们并无合格的实际水平。D.目前，没

有比高考更能使人满意的招生制度。E.无合格的实际水平的

考生被录取，是考场舞弊所致。[解题分析] 正确答案：E。选



项E将“无合格的实际水平的考生被录取”归结为“考场舞弊

”，完全忽略了高考制度本身的缺陷，与题干的断定不符

。1999-1-50虽然有许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也能成为世界著名

的企业家，比如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比尔#8226.盖茨的例子

就是证明，他的“知识和才能”是从实践中“学到”的。

选C不妥，因为题干已经说明了“得到MBA学位并不意味着

成功”。选E不妥，“得到MBA学位并不意味着成功”的意

思包含“可能失败”。2000-1-61据《科学日报》消息，1998

年5月，瑞典科学家在有关领域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一种对防

治老年痴呆症有特殊功效的微量元素，只有在未经加工的加

勒比椰果中才能提取。如果《科学日报》的上述消息是真实

的，那么，以下哪项不可能是真实的?Ⅰ. 1997年4月，芬兰科

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提出过，对防治老年痴呆症有特殊

功效的微量元素，除了未经加工的加勒比椰果，不可能在其

他对象中提取。Ⅱ. 荷兰科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证明，在

未经加工的加勒比椰果中，并不能提取对防治老年痴呆症有

特殊功效的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可以在某些深海微生物

中提取。Ⅲ. 著名的苏格兰医生查理博士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

证明，该微量元素对防治老年痴呆症并没有特殊功效。A. 只

有Ⅰ。B. 只有Ⅱ。C. 只有Ⅲ。D. 只有Ⅱ和Ⅲ。E. Ⅰ、Ⅱ和Ⅲ

。[解题分析] 正确答案：A。Ⅰ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由题干

，上述观点，是瑞典科学家在1998年5月首次提出的，因此，

芬兰科学家不可能在1997年4月已经提出过。Ⅱ和Ⅲ都可能是

真的。因为题干只是断定，《科学日报》登载的消息是真实

的，而没有断定消息中提到的瑞典科学家的观点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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