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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E_91_E6_8C_87_E5_c77_203394.htm 第九章、应用 一、定

义判断 在定义判断中，一定要正确理解定义的含义，抓住定

义的关键点，然后把选项依次和定义对照，判断选项是否符

合定义的规定与要求。 二、语意预设 我们通常进行推理时，

前提和结论总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内容或意义，使得我们可

以由前提想到、推出结论，正是这种共同的意义潜在地引导

、控制着从前提到结论的思想流程。 三、对当关系 四、条件

判断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1）充分条件：所谓充分条件就

是仅有这条件就足以带来结果，无需考虑别的条件了。它是

谁成立，谁一定也成立，比如A→B，如果A成立，那么一定

有B，则A是B的充分条件。 （2）必要条件：所谓必要条件就

是没有这个条件，结论一定不对。比如B→A成立，那么A是B

成立的必要条件。 五、命题推理 命题间的推理关系 （1）

若A→B为原命题，则：B→A为逆命题；非A→非B为否命题

；非B→非A为逆否命题。原命题和逆否命题为等价命题，逆

命题和否命题为等价命题。 （2）或命题和与命题 或命题

：B1或B2表达为B1 B2 与命题：B1与B2表达为B1*B2 A→B1 B2

的逆否命题为非B1*非B2→非A A→B1*B2的逆否命题为非B1 

非B2→非A B1 B2→A的逆否命题为非A→非B1*非B2 B1*B2→A

的逆否命题为非A→非B1 非B2 六、模态推理 七、类比推理 类

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断出它

们在另外的属性上(这一属性已为类比的一个对象所具有，另

一个类比的对象那里尚未发现)也相同的一种推理。 指出两种



现象不可比，或者在可比的情况下指出反例的存在是削弱类

比论证常用的方法；相反，指出两种现象的可比性，或者指

出不存在与类推属性相关的反例，则是强化类比论证的主要

方法。 八、结构比较 推理结构比较是主要从形式结构上比较

题干和四个选项之间的相同或不同，即比较几个不同推理在

结构上的相同或者不同。其解题基本思路是，着重考虑从具

体的、有内容的思维过程的论述中抽象出一般形式结构，即

用命题变项表示其中的单个命题，或用词项变项表示直言命

题中的词项，每一个推理中相同的命题或词项用相同的变项

表示，不同的命题或词项用不同的变项表示。做这类题型只

考虑抽象出推理结构和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的对错，只要

找到一个类似结构的选项就是正确答案。 九、逻辑描述 逻辑

描述题主要考查我们在体会段落推理之后是否具备以下能力

：把握推理方法或特点的能力；识别推理的结构方法的能力

；论点构建中某句话对结论或前提是否起作用或起到什么作

用的能力。 附录一：命题特点 第一，继续保持较大的阅读量

；每一题将保持一定的篇幅，很少出现只有一行的题干。逻

辑某种意义上考的就是阅读理解 第二，提问方式将更加灵活

多变；通过各种提问，解题时使考生的推理思路拐的弯越来

越多，进一步增大考生的适应难度。 第三， 由于逻辑命题的

特殊性，很难做到每年的逻辑题目都是全新的，不少考题都

将是考生在平时训练中见过的，甚至以前考过的试题会拿过

来或稍作变化以后再考。 附录二：答题策略 答题三步曲：读

取→抽象→推理 即第一步是快速读取题干与问题；第二步是

抽象出题干的逻辑主线；第三步是根据问题要求，结合题干

逻辑主线与备选选项推理出答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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