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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考核包括两种题型:数列推理和数图推理,下面我们分别

讲解: 一 、数列推理题型分析 所谓数列推理，就是在每道试

题中呈现一组按某种规律排列的数列，但这一数列中有意地

空缺了一项，要求考生对这一数列进行观察和分析，找出数

列的排列规律，从而根据规律推导出空缺项应填的数字，然

后在供选择的答案中找出应选的一项，在答题纸上将相应题

号下的选项涂黑。 在解答数列推理题时，需要注意的是以下

两点：一是反应要快；二是掌握恰当的方法和规律。一般而

言，先考察前面相邻的两三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在关脑中假

设出一种符合这个数字关系的规律，并迅速将这种假设应用

到下一个数字与前一个数字之间的关系上，如果得到验证，

就说明假设的规律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直接推出答案；如果

假设被否定，就马上改变思路，提出另一种数量规律的假设

。另外，有时从后往前推，或者“中间开花”向两边推也是

较为有效的。在进行此项测验时，必然会涉及到许多计算，

这时，要尽量多用心算，少用笔算或不用笔算。 两个数列规

律有时交替排列在一列数字中，是数列推理测验中一种较为

常见的形式。只有当你把这一列数字判断为单数项与双数项

交替排列在一起时，才算找到了正确解答这道题的方向，你

的成功就已经是80%了。 即使一些表面看起来很复杂的排列

数列，只要我们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具



体来说，将相邻的两个数相加或相减，相乘或相除之后，它

们也不过是由一些简单的排列规律复合而成的。只要掌握它

们的排列规律，善于开动脑筋，就会获得理想的效果。 需要

说明一点：近年来数列推理题的趋势是越来越难，即需综合

利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规律。因此，当遇到难题时，可以

先跳过去做其他较容易的题目，等有时间再返回来解答难题

。这样处理不但节省了时间，保证了容易题目的得分率，而

且会对难题的解答有所帮助。有时一道题之所以解不出来，

是因为我们的思路走进了“死胡同”，无法变换角度思考问

题。 此时，与其“卡”死在这里，不如抛开这道题先做别的

题。在做其他题的过程中也许就会有新的解题思路，从而有

助于解答这些少量的难题。 在做这些难题时，有一个基本思

路：“尝试错误”。很多数列推理题不太可能一眼就看出规

律、找到答案，而是要经过两三次的尝试，逐步排除错误的

假设，最后找到正确的规律。 二、数列推理题的总体解题方

法和规律 数列推理题难度较大，但并非无规律可循，了解和

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对解答数字推理问题大有帮助： 1

快速扫描已给出的几个数字，仔细观察和分析各数之间的关

系，尤其是前三个数之间的关系，大胆提出假设，并迅速将

这种假设延伸到下面的数，如果能得到验证，即说明找出规

律，问题即迎刃而解；如果假设被否定，立即改变思考角度

，提出另外一种假设，直到找出规律为止。 2推导规律时，

往往需要简单计算，为节省时间，要尽量多用心算，少用笔

算或不用笔算。 3空缺项在最后的，从前往后推导规律；空

缺项在最前面的，则从后往前寻找规律；空缺项在中间的可

以两边同时推导。 4若自己一时难以找出规律，可用常见的



规律来“对号入座”，加以验证。数字推理主要是通过加、

减、乘、除、平方、开方等方法来寻找数列中各个数字之间

的规律，从而得出最后的答案。在实际解题过程中，根据相

邻数之间的关系我把这些规律分为十三类： (1)奇偶数规律：

各个数都是奇数(单数)或偶数(双数)； (2)等差：相邻数之间

的差值相等，整个数字序列依次递增或递减； (3)等比：相邻

数之间的比值相等，整个数字序列依次递增或递减； (4)二级

等差：相邻数之间的差或比构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5)二级等

比数列：相邻数之间的差或比构成一个等比数理； (6)加法规

律：前两个数之和等于第三个数； (7)减法规律：前两个数之

差等于第三个数； (8)乘法(除法)规律：前两个数之乘积(或相

除)等于第三个数； (9)完全平方数：数列中蕴含着一个完全

平方数序列，或明显、或隐含； (10)混合型规律：由以上基

本规律组合而成，可以是二级、三级的基本规律，也可能是

两个规律的数列交叉组合成一个数列； (11)隔项规律：数列

相隔两项呈现一定规律； (12)全奇 、全偶规律； (13)排序规

律。 数列推理的另类解题方法介绍： 1.多掌握一些数字推理

的规律与公式,并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2.“尝试错误法”。

即在做题时先试用一种规律，如找不到正确答案再试用第二

种规律，用到第三规律，如找到了正确选项，那便对了。如

仍找不到正确选项，就需暂时放弃这道题，因为这道题对这

位应试者来说就是难题了。这就是“尝试错误法”。这道难

题需放到最后，有时间时再试着找规律，或者是采取“大胆

猜测法”选择一个应试者认为正确的选项，并将答题卡上相

应的选项涂黑。 3.“代入法”。即将你认为正确的选项代入

到题干中去，看是否正确，如正确，说明应试者选对了；如



错误，则需代入下一个选项，至到代入最后一个选项(共四

个)找出正确答案为止。不过，这种方法较费时间，使用时应

准确.快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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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