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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C_c26_511775.htm 一、定义判断复习的误区 定义

判断主要考查考生运用给定标准定义进行判断的能力。每道

题，先给出一个概念，然后再对该概念进行定义，要求应试

者根据给出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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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给出的定义被假设是正确

的，不容置疑的。 这种题不是很难，考的不是平时知识积累

，考的是一种领悟能力，是一种严格理解和规范理解的能力

，要答好这种题目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并进行小量的训练

。 这种题一般是10道，用时一定要控制在8分钟以内，即每道

题48秒左右，是标准时间题。 定义判断是每年公考判断推理

部分的必考题型，难度很小，如果考生在平时稍加练习，掌

握做题规律，考场上认真审题，完全属于拿分题型。但很多

考生却花了大量时间用在这种题型的复习上，效果并不一定

很好。 误区一：定义判断和知识面成正比 很多人认为知识面

越宽，定义判断答对的成功率越高，事实不是这样的。实际

上，定义判断和知识面没有关系，如果以专业的眼光来做定

义判断的话，反而不利于快速作出正确判断。 误区二：定义

判断需要专门辅导 很多机构花大量的时间用在定义判断的辅

导上，这是有违考试规律的，同时也浪费了广大考生的宝贵

时间，这是不可取的，万源泉老师建议考生朋友不要花大量

时间用在定义判断的复习上，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下

面我们来详细分析。 二、两分钟时间了解题型特点 经过研究

，发现最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中定义判断试题有如下特点：



1、定义本身不容置疑。依据这个定义所确定的正确选项可能

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规范表述有不一

致的地方，考生不要因此产生障碍，这就要求应试者在解题

时，要理解被定义项的内涵，不要放大或缩小，否则就会对

定义产生误解，犯类似“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的错误

。 2、题材比较集中，法律概念占据主体题材。前两年的题

目几乎全部是法律概念，但2004年以后法律概念的比例有所

下降，这也将是以后考试命题选材的趋势； 3、定义、概念

本身比较专业，但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会有所接触，一般不会很陌生； 4、题目一般比较容易

，是一种不需平时知识积累，一点即通，不点易错的题型。

5、提问形式有肯定性的判断和否定性的判断两种类型。前者

是指选出一个最符合定义的选项；后者是指选出一个最不符

合定义的选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定义判断并不是判断

定义本身的正误，而是根据给出的定义(定义核心的内涵和外

延)，进行全面的理解、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最终选择

最符合题意的备选项. 三、三分钟的时间了解定义判断的规律

基础 1、定义的要素 定义是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

三个部分组成的。被定义项就是通过定义来揭示其内涵的概

念；定义项就是用来揭示被定义项内涵的概念；联接被定义

项和定义项，组成定义项的概念是定义联项。例如：“意外

事件是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故

”，其中“意外事件”就是被定义项，“因当事人故意或过

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故”就是定义项，“是指”就

是定义联项。 2、定义的特征 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内

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就是指这个概念的含义，即该概念所



反映的事物对象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

劳动产品”，其中“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的内涵

。概念的外延就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即

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务或事物。例如商品的外延

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商品。 3、定义判断的逻辑方法 在对定

义判断进行解析之前，万源泉老师首先介绍一下定义的逻辑

方法： （1）“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 就是通过揭示概

念最邻近的“属”概念和“种差”来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

法，一般可用公式表示：被定义项=种差 邻近属概念。具体

解释如下：第一，被定义项的邻近属概念，即比被定义概念

范围更大、外延更广的概念，以确定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

象属于哪一类事物。第二，被定义项的种差，即指被定义项

的这个种概念与同属于其他同级种概念在内涵上的差别，这

种差别也就是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同其他对象的本质区

别。第三，把被定义项同属加种差构成的定义项用定义联项

联结起来，构成完整的定义。 例如：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

进行劳动的动物。 解析：这是给“人”下的定义。其中，“

人”的属概念是“动物”，确定人是动物这类事物中的一种

；“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是种差，是将人与其他动

物相比较而得出的本质差别；“是”是定义联项，它把被定

义项与定义项（属 种差）联结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2）四要素分析法 定义中通常包含四项要素，即主体、对

象、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这四项要素可能全部出现在题干

的定义当中，也有可能只出现其中的一项。但是，从这几年

的命题情况看，一般出题人不会把这四个要素同时作为考查

点，只是会选择其中的一项、两项或三项。 1．主体，就是



行为或事件的发动者、当事方，如果选项不能满足定义中对

主体条件的要求，即可排除。 2．对象，是指行为或事件的

承受者，被指向者即某些定义必须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如

某些单位和个人。 3．主观要素，即行为者或事件的当事人

主观上具有什么样动机、意图、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4

．客观要素，指客观上实施了什么行为，采取了怎样的行为

方式，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造成了一种怎样的结果。 （3

）定语中心词分析法 在题干中没有明显的主体、对象、主观

要素或客观要素的情况下，而且题干中有一连串的定语的情

况下，我们采用定语中心词分析法。中心词表示的是行为或

事件的一个大类，也就是逻辑上的“属”，定语是对中心词

的的限制或修饰，使这个大类进一步缩小、精确化，在逻辑

学上我们称之为“种差”。题目既有可能同时将定语和中心

词作为考查点，也有可能中心词并无特殊之处，题目的考核

点重在对定语中所设定的条件。 以上方法可以分开使用，也

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其实质是相同的，仅仅是一种参考和借

鉴。 四、二分钟时间进行突破 在解答定义判断题时，运用“

属 种差”的方法进行分析最为快捷实用。在仔细判断定义“

属”与“种差”的前提下，与选项进行对照，从而筛选出正

确答案。 1．从定义项的“属”和“种差”入手，看选项是

否属于该定义项中“属”和“种差”的范畴，不符合的立即

排除。 例如：投机是指为了以后再销售（或暂时售出）商品

而购买，以期从其价格变化中获利。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

于投机范畴的是（ ） A．10年前老张承包了村里无人要的15

亩果园，如今依靠果树发家致富 B．小刘最近买了一双皮鞋

，因不喜欢样式又转卖给朋友 C．老杨以10.03元的价格买



入2000股股票，以11.00元的价格卖出 D．王老师买了住房自

住，后来房价上涨，王老师卖出房屋，从中获利 解析：首先

判断定义中的“属”和“种差”各为什么，本题中，“属”

为省略了的“行动”，“种差”为“为了以后再销售（或暂

时售出）商品而购买，以期从其价格变化中获利”，问题要

求找出“属于投机范畴的选项”。分别分析：A老张承包果

园并非为了以后再销售，因而不属于投机行为。B小刘买皮鞋

显然不是为以后再销售，不符合“种差”，因而不属投机

。C老杨买股票目的为了再销售，从而从差价中获利，毫无

疑问属于投机。D王老师买房子目的是自住，后因其他原因

才卖，最初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获利，因而也不属投机行为。

2．寻找定义中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上例中，考生应该注意

的关键词分别为“为了以后再销售（或暂时售出）商品而购

买”，“期从其价格变化中获利”。牢牢抓住这两点，很容

易得出答案，A、B、D三个选项都不是为了以后以获利为目

的的购买。 根据我的经验，定义中常见关键词通常有以下几

类：主体、内容、时间、地点、对象等等。 3．做此类题目

时，考生要格外注意，看完题干后不要急于做答，要仔细看

清问题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即有问“属于”定义范畴

的，还是问“不属于”定义范畴的，避免因急于争取时间而

导致本来拿分题目却得分不高。 掌握了以上几点答题技巧，

再通过考前多做练习，相信每位考生都可以在这部分拿到自

己理想的分数。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义判断

名为定义判断，实质是考察应试者的一种领悟能力，是一种

严格理解和规范理解的逻辑推理能力。 五、最后三分种时间

进行考前训练 定义判断一定不要大量做题，做多了也没有用



，最多做十道题熟悉题型和强化要点就行了。最好选近两年

考的试题，以前考的题没有太大的训练价值。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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