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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9/2021_2022_02_E5_B9_B4

_E8_81_94_E8_80_c70_159510.htm 这次语逻考试能拿到清华最

高分比较偶然，实际上大家的水平很接近，复习和考试的方

法也各有所长，很难说那种最好，其他的同学也许比我有更

高的水平。所以我在这里也只是谈一谈复习考试过程中自己

的一点体会，相信大家都会结合实际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方法。 先说说逻辑。很多同学特别怵这门课，每次练习总

是不能突破四十分。其实对于任何课程来说，都没有什么捷

径可走，重要的无非是三点：基本功扎实、掌握技巧、多做

练习，做到这三点，没有拿不到高分的道理。 基本功扎实是

重中之重。其实逻辑考试涉及到的知识点并不多，在一个星

期之内就可以掌握，但要熟练应用就绝非一日之功。复习时

经常听到有人说，考逻辑只凭常识即可过关，其实并非如此

。重要的概念，比如说逻辑规律中的矛盾律、排中律，直言

命题、模态命题的对当关系，三段论中词项的周延性，都是

必须熟练掌握的。有什么好处？考试中部分试题会直接考核

这些知识点，基本知识掌握牢固，在判断出题目的考点后，

立即可以运用这些知识找出正确答案，有的时候连题目的内

容都不必全看完。在复杂一些的题目中，熟练掌握基本概念

能够明显的提高解题速度。 做题过程中，应该注意总结一些

技巧和方法。比如一些判断答案选项和题干内容推理过程类

似性的题目，题干中常常涉及到几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就需要我们化繁为简，直接用字母来代替这些主体，把一

段话变成一个抽象的公式，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答案中的



每句话，能够得到同样公式的，自然属于同一种论证方式了

。每个同学在作题的过程中都会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和技巧，

平时在练习的时候就要注意归纳，好的方法和技巧会让你在

考场上节约大量的时间。说到这里，有些同学可能会说了，

是不是把所有的题目中的考点，都用学过的逻辑知识进行抽

象分析，就是最快最省劲儿的方法呢？对于有一些题目来说

，这反而可能是最慢的方法。举个例子来说（2002年机工

版221页例三），“如果所有的鸟都会飞，而且鸵鸟是鸟，所

以鸵鸟会飞”。从这个前提出发，加上“鸵鸟不会飞但是鸟

”的前提，答案中那个论断仍不能断定真假。一眼看去，大

家都知道这是一道判断直言命题对当关系的题目，但如果你

真的把题目抽象成“由SAP SEP SIP能否由SOP推倒出来”再

去一一判断的话，一定会浪费时间，其实这道题目只要少加

思索，用直觉就可以判断出正确答案。对于以前没有逻辑基

础的同学来说，刚开始作题，是凭直觉在做，正确率保证不

了；学完一遍书，对所有的题都要套理论、套方法，正确率

虽能保证，速度却慢下来了；到了最后，当你能把知识融汇

贯通，把理论和技巧变成你的潜意识里的东西和条件反射的

时候，两者就可以兼得了。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没有

别的办法，只能靠多做练习。 到底作多少题最合适？这个问

题要因人而异，但不论是否有基础，都应该保持一定的量，

因为在不断的练习过程中，你才能巩固基本知识，强化对方

法和技巧的使用，见到的题型多了，考试中自然得心应手。

开始做练习的时间不宜距考试太近，否则没有时间消化整理

。我的感觉是考试前三个月左右就应该开始一定程度的强化

，给自己规定一个量，比如说两天一套题，平时的练习一定



要严格按照考试的时间进行， 90分钟做50道题，到考试的时

候自然能够把状态调整到最好。要多做一些有难度的题型。

去年有些辅导班提供的题目中，有从GMAT考试的原题翻译

过来的，难度普遍比较大。虽然当时做的时候感到困难，时

间很紧张，90分钟可能刚刚能够完成50道题，但习惯了之后

再去考试，会感到比较轻松。我当时就是把能够搜集到的试

题都做了一遍，包括一些GMAT题目。练习做的熟练了，考

试的时候时间就能把握的很好，基本在60分钟到75分钟之间

可以答完，留下15分钟对有疑问的题目进行仔细考虑。 再说

说语文。从复习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阅读和作文都没有必

要投入太多时间，关键是你怎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复习效果。

现代文部分，关键在于读。拿到一篇文章，先用最快的速度

浏览一遍，知道它说什么，然后看看题目，知道它问什么，

接下来就要认认真真的读，去理解，读一遍不够，最少要两

遍，这个过程要用去将近一半的时间。如果你的预算是30分

钟，那么用来读文章的时间应该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读

的透彻，才能把理解文章深层次的思想，才能提炼出文章真

正要表达的意思，否则，很难回答到要点上。所以，千万不

要怕在读文章上浪费时间。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就要有意识的

按照这个要求来做，如果匆匆的浏览一遍就写答案，就达不

到练习的目的，练习再多也用处不大，质量胜过数量。古文

阅读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全篇文章意思理解了，要解释的字

词和句子基本上就能确定，平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阅读。 联考

作文的出题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在02年之前都要求写议论文

，而02年题材不限，不过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按照传统议论文

的写法作答，因为这是最稳妥的方法。当然真正有水平的同



学，用其他题材一样能够发挥的很好，能得高分；但对于大

多数同学来说，写议论文，只要审好题目，得高分固然不易

，得低分的可能也不大，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多看几篇范文

，形成一定的作文格式是很重要的。自己必须清楚，写文章

，就主题进行议论，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以什么次序，什

么方式去进行。略述题目材料提出总论点就题目材料进行分

析支持论点提出分论点并用例证支持得出结论回扣论点结尾

，按照这个思路去写，虽然有格式化之嫌，但让人看了感到

条理清楚。在下笔之前，打提纲是必须的一步，你要想好用

几段做引论，几段做本论，几段结尾，本论有几个分论点，

每个分论点用什么事实例证来支持。骨架先打好了，填充内

容就有了章法，写出的文章自然会有条理。平时就要把自己

的文章格式固定下来，拿到一个题目，审题立意后就按照这

个格式去写。没有必要做过多的练习，但每次练习都要按照

即定的原则来进行。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复习备考的一些体

会，相信大家在实践中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在考试

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王正璐，清华大学2002MBA，联考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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