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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5/2021_2022_09_E5_9B_B

D_E5_AE_B6_E5_85_c26_505847.htm 逻辑判断是《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中的必考题型。逻辑判断中围绕前提和结论之间的

支持或反驳关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考题，主要有加强支持

型和削弱质疑型。 而加强支持型考题的特点是段落中给出一

个推理或论证，但或由于前提的条件不够充分，不足以推出

其结论；或者由于论证的论据不够全面，不足以得出其结论

，因此需用某一选项去补充其前提或论据，使推理或论证成

立的可能性增大。但由于“答案不需要充分性”的原则，所

以只要某一选项放在段落推理的论据(前提)或结论之间，对

段落推理成立结论正确有支持作用，使段落推理成立、结论

正确的可能性增大，那么这个选项就是支持的正确答案。所

以支持的答案既可以是段落推理成立或结论正确的一个充分

条件，也可以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时等同于假设，因为假设答

案必将可以支持推理)，也可以是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

。因此，学员们在做加强型题型时应特别注意很多考题的支

持项应与题干中前提结合起来达到支持题干结论的目的，而

学员在学习中往往忽视了这个条件，脱离题干直接找支持项

从而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此类试题的提问方式一般是： “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断定？” “下述哪项如果

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 下面对属于此类的考题进行举

例分析。 例1：喜欢甜味的习性曾经对人类有益，因为它使

人在健康食品和非健康食品之间选 择前者。例如，成熟的水

果是甜的，不成熟的水果则不甜，喜欢甜味的习性促使人类



选择成熟的水果。但是，现在的食糖是经过精制的。因此，

喜欢甜味不再是一种对人有益的习性，因为精制食糖不是健

康食品。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论证？( ) A. 绝大

多数人都喜欢甜味 B. 许多食物虽然生吃有害健康，但经过烹

饪则可成为极有营养的健康食品 C. 有些喜欢甜味的人，在一

道甜点心和一盘成熟的水果之间，更可能选择后者 D. 喜欢甜

味的人，在含食糖的食品和有甜味的自然食品(例如成熟的水

果)之间，更可能选择前者 分析：此题选D。题干论证的结论

是喜欢甜味的习性曾经对人类有益，但现在不再是对人有益

的习性，而提干提供的原因是：现在的食糖是经过精制的。

因为精制食糖不是健康食品。显然这个原因不能充分的说明

为什么喜欢甜味不再是一种对人有益的习性。即前提不够充

分，当把D项补充上去，则说明人们会在含食糖的食品和健

康食品间先选择含食糖的食品，即选择了不健康的食品，所

以才能得出喜欢甜味不再是一种对人有益的习性。 例2：发

达国家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三倍。有人认

为，这主要归咎于发达国家中人们的高脂肪、高蛋白、高热

量的食物摄入。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较少有人具备生这种

“富贵病”的条件。其实，这种看法很难成立。因为，目前

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高于70岁，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还

不到50岁。 以下哪项如果成立，最能加强上述反驳？( ) A.统

计资料显示，冠心病患者相对集中在中老年年龄段，即45岁

以上 B.目前冠心病者呈年轻化趋势 C.发展中国家人们的高脂

肪、高蛋白、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量

，都在逐年增长 D.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人们具

有较高的防治冠心病的常识和较好的医疗条件 分析：此题



选A。题干中是加强反驳的观点，即发达国家中冠心病的发

病率高不是由于三高的摄入。而题干中反驳的原因是：目前

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高于70岁，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还

不到50岁。那么选项应与这部分原因合起来更充分说明发达

国家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发展中国家的三倍是其他原因

造成的，只有A项，才能和题干中的原因结合起来说明，是

因为冠心病患者相对集中在中老年年龄段，即45岁以上，而

在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还不到50岁，很多人还没到得冠心病

的年龄段就去世了，这才是发达国家中冠心病的发病率大约

是发展中国家的三倍的原因。 而没有注意题干中原因的学员

就会直接去选择C或D项，CD项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作

用，但结合题干来看，不是最能加强的。 从以上两个典型例

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做此类试题时，一定要充分的分析题干

所给的论证过程，分清题干中的前提和结论，结合题干中的

前提来选出正确的选项。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100test

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转贴于：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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