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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GCT_c77_206315.htm GCT逻辑考试从表面上看，历年试题

没有太多变化，复旦版《GCT逻辑推理高效思维技法与训练

指导》一书中，通过对历届逻辑试题的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

，从中发现还是存在着主要特点： 第一，假设、支持、削弱

、评价、归纳和解释等逻辑推理题型将继续作为考试的主流

题型。假设、支持、削弱、评价、归纳和解释这六大类论证

推理题型作为考试的主流题型。（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第二

，继续保持较大的阅读量；每一题将保持一定的篇幅，不再

可能出现只有一行的题干。在考试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就大

大提高了考生的压力。随着考生人数一年年的递增以及考生

对逻辑题型的熟悉，为加大考试的区分度，提高阅读量是提

高考试难度的一个重要方法。其目的是进一步在逻辑部分拉

开考生的差距，从而更有利于考试的选拔性。具体地说，命

题者故意把题干搞得很长，特别是总有一些题搞得非常“绕

”，让你读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因此，对考生来说，

一分多钟做一道逻辑题意味着，短时间内面对一堆杂乱无序

的信息，确实是对记忆和推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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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考题的局限性其实

很强，思路十分固定，变不出什么新花样。随着考试的逐年

举行，逻辑试题不太可能每年有完全“焕然一新”的变化，

从历届试题看出，以前考过的题以后或原样照搬或稍作改动



后再考的现象是很多的。 第四，确实有些题是在参考国外

的GMAT、GRE考题，但是做了一些相应的汉化处理。以前

虽然直接用国外的考题较多，但随着考生对国外题的熟悉，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命题者直接用国外原题的可能性

下降，更多的题将是参照GRE、GMAT、LSAT命题思路重新

命制。（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 第五，往年考题再次出现的可

能性大幅度减少，绝大部分为原创题目，近年的卷子90%为

原创题目。 第六，语义分析的题目有增加的趋势，有些逻辑

题从某种意义上更象语文阅读理解的题。 第七，近年来，逻

辑考试中直接用逻辑知识题的考试量比较多，占30%左右。

国外的考试，这方面的题极少。 第八，GCT一般考两组分析

题，每组5个小题左右，共20分，其实，GCT的分析题难度不

高，由于分值集中，应势在必得。 总之，随着逻辑考试题型

与解题套路的基本定型，再加上考生考前训练针对性的增强

，逻辑考试取得高分对考生来说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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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