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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5_B8_88_E5_c77_237696.htm 第一讲：GCT逻辑考察的内

容 GCT逻辑试题所涉及到的领域很宽，但都仅限于常识范围

，因此对每个题目题意的理解并不困难，题目主要测试考生

的逻辑思维水平。从试题分类角度看，逻辑推理考试主要包

括形式推理和论证推理两大部分： 一是，形式推理题。 主要

考察逻辑基础知识在各类题材中的灵活应用能力，要求考生

根据已知的人物、地点、事件和项目中的关系进行演绎，得

出结论。 形式推理题的命题的依据就是形式逻辑的基础知识

，虽然并不专门考核或不直接考察逻辑专业知识，但逻辑知

识是隐含在试题之中的，考生必须熟悉一些逻辑学的基础知

识，掌握一些逻辑学的基本方法，才有助于迅速准确地解题

。 这类试题属于知识能力试题，在国外GRE、GMAT、LSAT

考试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少涉及，甚至根本不涉及，也就是说

对国外逻辑考试来说，根本不要求考生专门掌握相关的逻辑

学知识。而在国内的GCT的整张逻辑试卷中所占的比例大

致20%~30%；这也算是属于“中国特色”。这部分试题虽然

凭感觉选择也会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但若不按照有关的逻辑

理论和方法去做，答题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很有容易答错。 二

是，论证推理题。 这是GCT逻辑考试的主流题型，占整张卷

子的60%以上。 主要考察批判性思维和逻辑论证能力。作为

主流题型的论证推理题不需要直接套用逻辑学知识，大部分

逻辑试题总体上将结合题目内容来进行，注重的是题干和选

项、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语义关联。也就是说，逻辑考试的主



流题型不是形式逻辑学意义上的考题，而是论证推理考题，

这类题型主要是凭思维和经验来解决。 论证推理试题设计所

依据的理论是“批判性思维”，其思维重点关注的，是如何

识别、构造、特别是评价实际思维中各种推理和论证的能力

；论证推理题主要考察确定论点、评价论点、规范或者评价

一个行动计划等三个方面的推理能力大多数的问题基于一个

单独的推理或是一系列语句。但有时候，也会有两、三个问

题基于一个推理或是一系列语句的情况。具体出现的题型是

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假设、支持、削弱、评价、推论和解

释等题型。 论证推理试题是国内外研究生入学考试逻辑测试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逻辑推理考试的主流题型，这类试题主

要测试考生的思维能力，属于纯粹能力型的试题。 逻辑推理

考试作为一种能力考试，就是相对独立于各种专业知识，也

就是说，相关逻辑理论与知识点掌握得多，逻辑思维能力不

一定就强，所以关键是要强化日常逻辑思维能力，其中一个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做相关的练习题，在习题的练习过程当

中，逐步到解题的感觉，感觉的提高是很高级的过程，是要

靠大量做题来训练和提高的。 三是，分析推理试题 分析推理

题要求考生分析一些假想的情况，是为了测试考生理解题设

条件和引出结论的能力，要求考生根据已知的人物、地点、

事件和项目中的关系进行演绎，得出结论。这些题设条件（

关系）往往被假设成多种情形，且彼此相互联系。考生必须

根据给出的暗示信息（条件）回答有关问题。分析推理题主

要考查考生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 1、阅读能力：即既快又

准地阅读所给的题目，从复杂的文字中简化出条件信息。 2

、抽象能力：即把从阅读中获得的信息抽象提炼成清晰、完



整的图表或条件推理关系。 3、推理能力: 即根据抽象提炼出

来的图表、条件推理关系以及题目所给的附加条件，推理出

新的信息，然后从选项中选出符合问题要求的选项。 GCT分

析推理题约占整个试题的20%，约为两个题组的形式出现，

大致共有10个小题，一般出现在试卷的后面，但由于分A/B卷

，所以不一定两个大题都放在最后。 分析推理题都是成组给

出的，每组题从文本结构上看分为四个部分：题型陈述、条

件陈述、问题陈述和选项陈述。考生可以根据题型陈述和条

件陈述大致可以判断考题的基本类型。一般来说，同类题型

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也相似。总体上，GCT分析题的难度并不

大，主要考察的题型是三类排列、分组、选择。 解分析题从

宏观角度是对大局的认识，框架的认识；从微观角度是对每

个条件的具体使用方法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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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