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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些题型似乎不太象逻辑题，我们把这些考题归为“逻辑

相关”类，主要包括三种：一是，语义分析型，这种题型有

点偏向于语文中的阅读理解；二是，数字陷阱与计算型，这

种题型或偏向于算术中的计算与数论知识，或考察对各种数

字实质意义的理解；三是，二人对话或辩论型，这种题型给

出的形式是两个人的对话，但可以各个角度发问，因此其推

理思路是对前面六大类逻辑推理题型的综合运用，很难把它

具体归结为哪一类，这里也把其视为 “逻辑相关”型的一种

。来源：www.examda.com（一）语义分析在我们平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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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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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examda.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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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任何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在母语非

英语的外国学生中，如何公正合理地选拔合格的考生?对于美

国这样一个每年要吸收大量外国留学生的国家来说，目前实

行的托福考试恐怕是所有带缺陷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了。以

下各项关于托福考试及其考生的断定都符合上述议论的含义

，除了A. 大多数考生的实际水平与他们的考分是基本相符的

。B. 存在低考分的考生，他们有较高的实际水平。C. 高分低

能或低分高能现象的产生，是实施考试中操作失误所致。D. 



存在高分的考生，他们并无相应的实际水平。E. 对美国来说

，目前恐怕没有比托福考试更能使人满意的方法来测试外国

考生的英语能力。[解题分析] 正确答案：C。本题与

“1997-10-50”类似。选项中赞成托福考试的都应当排除，这

样选项A、E就去掉了；题干中也突出承认了托福考试的缺陷

，选项B和D从两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与题干含义相符，因

此也被排除。选项C强调托福考试的缺陷并非方法设计上的

问题，而是实际操作中的失误，与题干含义存在一定的矛盾

之处，当然也并不那么直接，但是相对其他选项，C显然是

最合适的。（二）数字陷阱与计算数字陷阱与计算型考题主

要包括两类：一是考察对数字的理解；二是有一些非常接近

算术题，需要进行一定的计算或对数论知识的运用。在当代

社会，各种数字、数据、报表可以说铺天盖地，频频出现在

大众传媒之中，我们常常会想这些数字、数据准确、可靠吗

？对“精确”数字保持必要的警惕，应该说是一种明智的、

理性的态度。下面揭示一些隐藏在“精确”数字背后的陷阱

：一是平均数陷阱，在对平均数的模糊理解做文章；二是百

分比陷阱，一般题干仅提供两种事物的某种比率就比较出两

种事物的结果，其实其陷阱就在于该百分比所赖以计算出来

的基数是不同的；三是错误比较，或者不设定供比较的对象

，不设定比较的根据或基础，因此，表面上在进行比较，实

际上根本就不能比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