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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B_EF_BC_9A_E5_c26_505980.htm 定义判断是运用标

准进行判断，是公务员一项基本的职位要求。在每一个问题

中，先给考生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再给一组事物或行为的

例子，要求考生从中选出最为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典型

事物或行为。这里假设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正确的，不容置疑

的。 一、考点指南 1. 定义是不容置疑的。 2. 紧紧扣准定义，

特别是利用其中的关键词答题。 3. 可以借用背景常识、专业

知识，但不可专“牛角尖”。 4. 对定义的外延要把握准确，

按照常理思考。 做好这种题的关键在于紧紧扣住题目中给出

的定义，尤其是定义中那些含有重要信息的关键词。 定义的

陈述，一般都是相当严密的。事件发生的前提条件、事件成

立的必要条件以及陈述的最终落脚点即中心语都会在定义中

给出明确的界定。应试者在阅读定义时，应首先标出关键词

，然后再阅读下面给出的事例选项，看该事例是否符合定义

中的规定，最终选择一个符合题意的答案。 应试者应从给出

的定义本身入手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凭自己已有的定义、

概念去衡量，特别是当试题的定义与自己头脑中的定义之间

存在差异时，应当以题目中的定义为准。 该部分的出题模式

比较固定，即给出一个假设为完全正确的定义，然后根据定

义的外延设计几个事实选项，要求选出符合或者不符合定义

的一项。 二、定义判断测验的解题技巧 做好定义判断题的关

键在于紧扣题目中给出的定义，尤其是定义中那些含有重要

内涵的关键词。作为一个概念的定义，其一般都是相当严密



的，对于事件发生的前提条件、成立的必要条件以及最终的

落脚点即中心语都会给出明确的界定，应试者在看到个定义

时首先就应该标出这些关键词，然后再阅读下面给出的事例

选项，一一对应看该事例是否符合定义中的规定。如果能够

区分开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则正确答案不难得到。 解答定义

判断题时，应试者应从定义本身入手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

凭借自己已有的概念去衡量，特别是当试题的定义与自己头

脑中的定义之间存在差异时，应以题目中的定义为准。 判断

题的命题通常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或有意义的概念、事实、原

理或结论。在判断题的解答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应试

者注意： 1.结论必须明确，不可含糊或骑墙居中。 判断题中

有的试题词字较多，语句很长，包含有很多各自可以独立存

在的内容。其中有点表述正确，有的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

，应试者所作出的判断，应该是针对试题的整体内容来说的

。只要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整个试题便应被视为错误。 2.分

辨表现形式，确定解答思路。 判断题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直

接结论式或间接结论式两种类型。间接结论式的特点是是非

项的陈述在前，应试者在作答时，必须先对是非项进行推理

，然后才能得出结论。直接结论式的试题本身的陈述就是一

个判断句。考生可对此直接进行判断，无需经过推理便可作

出结论。回忆、辨析、差别定义的思维路线是这种判断题的

解答思路。 3.辨析设错方式 国家公务员考试。 解决判断题的

关键，在于考生能否正确地找出或辨析试题的设错方式。命

题人员在编制试题时采用多种多样的设错方法和技巧。如实

事错、前提错、逻辑错、隶属关系错以及概念使用、词语表

达错等等。事实错是指某一命题所表述的意思违反了事实真



相；前提错则是指所给出的前提无法推断出命题的结论。总

之，应试者在解答时必须仔细辨析命题的设错方式，以免被

一些错综纷繁的干扰因素所迷惑。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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