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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分的考察部分，往往会被考生轻易的放弃掉，今年通过

审核的考生达到105万，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一分往往

就能改变考生的命运，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复习

方法，让您轻松拿分。 在日常的复习备考中，考生的主要任

务不是看自己做了多少道题，而是熟悉各种题型，明晰解题

思路，总结解题技巧，提高解题速度，提升应试能力。在此

过程中，形成适合自己的便捷有效的解题技巧应该是重中之

重。 (一)“三步走”法 总的来说，数字推理题的解题思路可

以归纳为常用、好记、易学而又有效的 “三步走”： 第一步

，在数列本身找规律 通过分析数列中所给数字的多少，根据

数字大小变化的趋势，分析数列是不是常用的数列，如加法

数列、减法数列、乘法数列、除法数列、分数数列、小数数

列、等差数列、等比数列、平方数列、立方数列、开方数列

、偶数数列、奇数数列、质数数列、合数数列、排序数列、

摆动数列，或者是复合数列、混合数列、隔项数列、分组数

列等稍微复杂的数列形式。为了解题方便，可以借助于题后

答案所提供的信息，或是数列本身的变化趋势，初步确定是

哪一种数列，然后调整思路进行解题。具体方法如下： (1)先

考察前面相邻的两三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在大脑中假设出一

种符合这个数字关系的规律，如将相邻的两个数相加或相减

，相乘或相除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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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观察数列特点，如果数列所给数字比较多，数列比较长，超

过5个或6个，就要考虑本数考试，大网站收集列是不是隔项

数列、分组数列、多层级数列或常规数列的变式。如果奇数

项和偶数项有规律地交替排列，则该数列是隔项数列；如果

不具备这个规律，就可以在分析数列本身特点的基础上，三

个数或四个数一组地分开，就能发现该数列是不是分组数列

了。如果是，那么按照隔项数列或分组数列的各自规律来解

答。 (3)如果不是隔项数列或分组数列，那么从数字的相邻关

系入手，看数列中相邻数字在加减乘除后符合上述的哪种规

律，然后寻求答案。 根据这种思路，一般的数字推理题都能

够得到解答。如果有的试题用尽上述办法都没有找到解题的

思路，而数列本身似乎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那么，就可

以换用“第二步”。 第二步，求数列中相邻各数之间的差值 

求数列中相邻各数之间的差值，采用层层剥茧的办法，逐级

往下推，在逐级下推的差值中，一般情况下，经过几个层次

的推导，都会找到数列内含的规律的，然后经过逐层回归，

就可以很快求出空格所要的数字，使数列保持完整。根据笔

者多年教学以及在各种培训班上授课的经验，一般的数字推

理题，在第一步解决不了的话，在第二步运用层级推导的办

法(实为多层级数列，属于复合数列中的一种)都可以解题。

但是也有个别比较“刁钻”的试题，运用上述两种办法都解

决不了的，就得用第三步了。 第三步，回到数列本身根据推

算找规律 这次回到数列本身推导时，不能用惯常的思维和普



通的数列知识了，而要换一种思路看数列的后面项是不是它

相邻的前几项的和(或差)，或是前几项的和(或差)加上(减去)

一个常数或一个简单的数列构成的。这样的数列常见于加减

复合数列、加减乘除复合(摆动)数列，难度比较大，考生在

复习备考时多做几道题、多总结，熟悉了其组合方式或内在

的规律，此类数字推理题就不难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

来数字推理题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难，需综合利用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规律才能得到答案。因此，当遇到难题时，可以

先跳过去做其他较容易的题目，等有时间时再返回来解答这

些难题。这不但节省了时间，保证了简单题目的得分率，而

且解简单试题时的某些思路、技巧、方法会对难题的解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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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变换角度进行思考。此时，与其“卡

”死在这里，不如抛开这道题先做别的题。做这些难题时，

可以利用“试错法”。很多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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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数字、找规律”法 

一般而言，再难得数列运用上述方法都可以推导出结果的。

但是近几年，不管是中央国家公务员的考试，还是地方性公

务员的考试体(尤其是各省级的试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偏

题、怪题，运用上述方法还不容易直接解题，甚至出现没法

下手解题的情况，有的考生就采取了“放弃”，实不足取。

这里再介绍一种非常有用的解题方法，可以说对所有的难题

、偏题、怪题都有用，那就是“凑数字，找规律”。这里凑

的数字的来源一是数列本身，即数列中的原数字(即通过数列

中相邻的数字的计算，查找数列中各数之间隐含的计算法则



，而这个计(运)算法则就是所要找的规律)，二是数列中每一

项的序数，即每一项在数列中的第1、2、3、4、5⋯⋯项的项

数(这是第一步走不通时，就想到将数列的每一项所在的顺序

数与数列中的苏子对应起来进行计算，往往可以很顺当地找

到规律的)。 1.利用数列中的原数“凑数字，找规律” 为了让

考生掌握“凑数字、找规律”的这一方法，这里以2008年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中的5道数

字推理题为例，作一讲解、演示： 〖例1〗157，65，27，11

，5，( ) [2008年国考第41题] A. 4 B.3 C.2 D.1 【解析】分析本

题所给数列发现，这是一组呈现逐步递减趋势，而且递减的

趋势越来越和缓的数列；更为要命的是这一组数字没有任何

明显的规律，根本不是常规的平方、立方、减法等数列及其

变式，一下子找不到思路，对此类试题，就可以考虑采用“

凑数字，找规律”的思路求解。 根据上面总的提示及思路，

要“凑”的数字首先在数列本身去找，要“找”的规律就是

数字之间运算的法则。而要运算则最少必须有三个数字，那

么可以尝试着对相邻的三个数字运用“凑”的方法进行计算

。那就是说前三个数字157、65、27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或者说65和27经过什么样的计算能得到157呢？(当然思考157

和65之间经过什么样的运算能得到27、或157和27之间经过什

么样的运算能得到65也可行，但是那样的话肯定要经过减法

等运算，一是增加了解题的难度，二是容易出错，一般人运

用加法、乘法计算时要比运用减法、除法快捷得多，而且不

容易出错，那么在这里再给考生一句话，那就是在解数字推

理，乃至于数学运算和资料分析题时必须把握一个原则：“

能加就不减，能乘就不除”，即能用加法计算的尽量用加法



计算，而不要用减法去运算；能用乘法考，试大网站收集的

就尽量用乘法，而不用除法运算)如果能想到这一点的话，问

题就变得简单多了，因为稍稍推算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这

样的运算65×2 27=157。那么再往后推一下，看第2、3、4个

数字之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规律，演算一下发现第二组数

字65、27和11之间也有同样的规律，即27×2 11=65。那么再

用第三组数字验证一下是不是该数列都有这样的规律，如果

第三组也有的话，那么这个运算法则就是本数列的规律了。

经过推算发现第三组数字27、11和5也有同样的运算法则，

即11×2 5=27，那么本数列的规律是：第一个数等于相邻的后

一个数的2倍再加上第三个数。那么所求的未知数为11-5

×2=1，选D。(这里以2008年国考的第41提为例向考生详细介

绍了“凑数字、找规律”的基本思路和解题方法，讲述得比

较详细甚至繁琐，下面各题主要是对这一方法的强化，就简

化介绍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