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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504423.htm 判断推理考查的内容

涉及对数字、图形、词语概念、词语关系、事件关系以及对

言语的认识、比较、组合、演绎、 归纳、分析、判断等多种

能力的综合运用。判断推理一直是历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当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试题，题量和分值在五个试题部分中所占

比重最大，同时也是 使考生在分数上拉开距离的重要题型。

1．图形推理 中央、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图形推理，不外乎以

下几种题型： （1）对比推理：最基本的题型是二、三、四

模式，即每道题包含两套图形，这两套图形具有某种相似性

。解题常用的规律类型有：图形大小形状变化规律、图 形数

量变化规律、笔画规律、对应相似规律、图形组合与拆分规

律、轴对称与中心对称规律、图形旋转规律、阴影类图形规

律等。 （2）视觉推理：最基本的题型是四、四模式，即左

边一组是四个图形，这四个图形按一定规律排列，第五个图

形应从四个备选项中选出。其解题常用的规律类型同对比推

理基本一致。 （3）图形折叠：此类试题的考查目的是测试

考生的立体感。解答这样的试题的关键点是抓住所给图形的

相邻面与对立面的关系来寻找答案。 （4）九宫格推理：九

宫格推理题是2006年中央公务员考试中出现的新题型，其解

题常用的规律类型同对比推理、视觉推理一样。 （5）拆分

重组：解答图形拆分重组题型的关键点是新组成的图形必须

是原图通过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方向、位置的变化而得来，翻

转或折叠得出的图形均是错误的。2.定义判断 从2002年开始



，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开始采用定义判断题型。定义判断就

是在题干中给出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在选项中给出四组事

件或行为方面的例子，要求 考生根据给出的定义，从备选项

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典型事件或行为。定

义判断主要是考查考生运用既定标准进行判断的能力。 定义

判断的特点如下： ①定义本身被假定正确，不容置疑； ②概

念题材比较集中，法学概念占主体，并涉及心理学、哲学、

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一些概 念； ③定义、概念较

专业； ④备选项多以精短案例出现，其内容涉及事物和行为

； ⑤提问形式分为肯定性判断和否定性判断。 由于定义判断

这一题型性质决定了其特点：严谨、科学。这就为我们成功

把握定义判断的解题方法定下了基调： （1）找主体。定义

判断多是一个完整的陈述，多数都有实施的主体，考生可先

从抓主体入手，看看所有选项的陈述主体是否和题干所下定

义的主体一致，这样的解题方法在定义判断中常用，并且又

准确又快速。 （2）肢解题干。有的定义判断考查的是所给

定义的每个关键词，而不仅是考查定义中的一个关键词，这

样的试题是定义判断难度最高的试题，对付这样的试题，需

利用肢解题干的方法，即一一对照定义中的关键词，实行各

个击破。 另外，除了以上最常见的定义判断题之外，还有部

分地方考试在此基础上把难度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加考

了多定义辨析，如2007年山东、2004～2007年江苏、2008年黑

龙江都考查了多定义辨析，但解题实质是一样的。3.逻辑判

断 逻辑判断主要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这种题型的最大

特点是：每道题给出的一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

的，其常考题型有直接推导型、削弱质疑型、加 强支持型、



前提假设型、解释说明型、逻辑运算型、判断推理型等。另

外，2007年重庆、江苏还出现了评价型.2006年广西、2005年

云南还出现过对话 型的逻辑判断。但其解题方法是一样的，

都可采用如下方法： （1）排除法。排除法是通过排除与题

干一致的选项从而找到不一致的选项，或者排除不一致的选

项从而找到与题干一致的选项，进而求解答案的方法。实际

上在解答每一道逻辑判断型试题时都可以试着运用排除法。 

（2）代入法。代入法是指当错误选项不容易排除，而正确选

项又难以选择时，就应该分别将各个选项代入题干进行验证

，从而得出答案的方法。也就是说，先假设某一个备选项是

成立的，然后代入题干，看是否导致矛盾，如果出现了矛盾

就说明假设选项是不成立的。 （3）列表法。有时题干中所

涉及或所列出的事物比较多，这时候就可以采用列表的方法

来理清各种关系，进而迅速寻找到答案。做此类题时，如果

不列表而是单凭想像，往往容易混乱，难以理清头绪。 （4

）计算法。有些逻辑试题，需要首先进行必要的数学计算，

尤其是当题干或备选项中出现了数据或者与数字有关的文字

的时候。做这些题时，一定不要怕麻烦，如果动手计算计算

，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5）因果关系法。因果关系法是探

求事物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一般有五种方法即求

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有时几

种方法需 要综合运用。一般公务员考试常考的是正向因果推

理，即题干论述了充分理由，要求运用合乎逻辑的方法在答

案中寻找正确的结果。另一种是反向因果推理，题干给 出了

推理的结果，但理由不充分，需要在答案中寻找一个与题干

结论有密切因果联系的理由补充进去，以构成一个严密的逻



辑推理。 值得注意的是，解答各种类型的试题，在熟悉出题

的思路、解题步骤的基础上，要想尽快得出准确答案，还必

须灵活运用各种解题方法和技巧，有的题可能是应用一种方

法即可，有的则可能需要多种方法综合运用，这就需要结合

例题仔细体会，然后再进行大量的专项强化训练。4.类比推

理 类比推理主要考查考生的类推能力。由于这种题型每道试

题给出一对词或短语，让考生根据已给定的词、短语之间的

关系来选答案。相对来说，这种试题在判断推理 所有题型中

，是最容易的题型。常见题型为：词义类比、英语音译、原

因与结果、整体与部分、工具与用途、特定人员与特定事件

、同一类别下的两个不同称谓、特 定环境与专门人员、作者

与作品、专业人员与其面对的对象、物品与制作材料、描述

关系等。 考生直接通过以上各种题型的归类名称即可判定其

特性，如词义类比，考生直接从词的属性来考虑即可，不需

从其他方面来思考。在此就不一一讲解，考生若想了解，可

参考我们已出版的图书，图书中有详尽的归类与解题方法。 

另外须指出的是，2008年中央的类比推理在传统的单一推理

题型基础上增加了双重类比推理的新题型，其思考的角度、

解题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略微增加了一定难度而已。

如：面条相当于布料对于（） A.饺子-毛衣 B.面粉-衣服 C.馒

头-衣服 D.长条-裤子 方法：其考查的性质是一样的，此题仍

是考查物品与制作材料的关系，只不过是需要考生从两头思

考，同时还需兼顾已给出的中间桥梁部分。5.事件排序 2000

年和2001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考试采用过事件排序

题型，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未考，到2005年重新启用事件

排序，而 2006年和2007年则用类比推理替换了事件排序，这



显示了这一题型的相对不稳定性。2006年、2007年、2008年均

未考该种题型，但是地方公务员考试当中仍有继续考查该题

型的，如2008年北京。 因此，不能完全放弃本部分知识的复

习，应做一些模拟试题以提高应试能力。 更多信息请访问：

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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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