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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AF_84_E7_c77_113429.htm 一、对2005GCT逻辑

试题的总体评价 2005GCT逻辑试题的难度明显高于2004年，

逻辑的全国平均分明显下降。2005年GCT逻辑试题的主要特

点是： 1、绝大多数题都是命题者新命制的题，考生在平时

的做题训练中几乎没有碰到真正的考题。 2、常规套路化的

题目数量减少，很多题考察的是对语言的理解能力。 3、有

一些题几乎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逻辑题，而是更象语文阅读题

；其中有几道题存在严重的歧义，正确答案与干扰项难以有

明确的分界线，从这种意义上讲个别题的命题不严谨，存在

问题。 4、需要逻辑知识的形式推理题明显减少，而且逻辑

知识越来越集中在复合命题推理这一个考点上，其他逻辑知

识点很少涉及。 5、考察批判性思维的论证题型占据主流题

型的位置继续突显，所占比例超过70%，而在论证推理试题

中，考察的题型主要又集中假设、削弱和归纳题上。 6、分

析推理继续考察两道大题，其实比较简单，只是前40道题由

于难度较大，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很多考生没有时间做

这20分的分析推理，只是蒙了个答案，导致正确率不高。 二

、对2006GCT逻辑备考的启示 1、考察批判性思维的论证推理

题型作为考试的主流题型应该是今后考生复习备考的重点。

2、假设是论证推理的中心环节，而论证推理又是GCT逻辑的

主流题型，因此，一定要重视假设题型的练习。在此基础上

，加强削弱、归纳等各类题型的练习。 3、虽然2005年直接用

逻辑知识解的题有所下降，但毕竟每年总有几个题要考到，



对逻辑基本原理和复合命题推理等主要考点的掌握仍然不能

忽视，但复习的时候不需要对逻辑知识面面俱到。 4、由于

分析推理题是分组给出的，一旦遇到一组难题处理不好，一

错就是好几题。而一旦找到破题思路，可以同时做对好几题

。加上分析推理是理工科考生的强项，因此，这部分的考分

势在必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考生其实可以先做最后的这

两道分析推理大题。 5、往年的真题，一定要反复做，细细

的总结。虽然同一类考试历年的真题再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通过真题你可以揣摩、分析、把握这种类型考试试题的

重点，而且不同类考试建立起来的题库也是命题的依据。历

年真题不仅使你熟悉考题类型和形式，而且还可以使你在考

场上对绝大多数题产生不陌生，不害怕，似曾相识的心理优

势。 6、加强逻辑阅读能力的训练。逻辑考试可以说是阅读

理解和逻辑推理的杂交品，而且阅读理解是逻辑推理的基础

，只有读明白了才能进行有效的推理。阅读是一切逻辑题成

功解题的基础，也是考试中决定心理状态的关键因素。但要

注意的是，逻辑考试阅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文阅读，逻

辑阅读考的是对思维结构和层次的抽象和把握能力。 7、逻

辑复习成功的标志是解题的快速、准确。因此，备考的过程

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要追求准确率。由于

逻辑命题思路基本固定，考题的局限性相对较强，因此，按

照题目的类型进行解题套路的训练，不仅能全面把握各类题

型的命题规律，而且能更快更好地培养考生的“题感”，即

实际解题的感觉。而形成题感的标志就是正确答案在你眼中

变得非常明显，也就是每个正确答案你都有充分理由。因此

，第一阶段做题不要贪快，关键是要把题做明白。 第二阶段



，追求熟练程度。在基本达到第一阶段要求的基础上，要追

求熟练程度，一定要控制在45分钟内做完一套题，把自己的

实际应试解题速度逼上来，只有解题既快又准，才能夺得逻

辑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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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