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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_E9_80_c77_530636.htm 建议考生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做

些训练，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实战能力。具体训练方法如下

： 1、“设身处地”训练。 出5～10道不同类型的题目给自己

做，考什么？怎么问？陷阱在何处？怎样构造迷惑性选项？

在平时的训练中，比如对一些考过的题，考生也可以换种问

法来出题，以训练自己的思路，下面举一例。■由于近期的

干旱和高温，导致海湾盐度增加，引起了许多鱼的死亡。虾

虽然可以适应高盐度，但盐度高也给养虾场带来了不幸。 以

下哪个选项如果为真，能够提供解释以上现象的原因? A. 一

些鱼会到低盐度的海域去，来逃脱死亡的厄运。 B. 持续的干

旱会使海湾的水位下降，这已经引起了有关机构的注意。 C. 

幼虾吃的有机物在盐度高的环境下几乎难以存活。 D. 水温升

高会使虾更快速地繁殖。 [解题分析] 正确答案：C。 如果C

项为真，说明虽然虾能适应高盐度，但是由于幼虾吃的有机

物在高盐度下难以存活，因此，海湾盐度增高，同样威胁到

虾的生存特别是繁衍，给养虾场带来不幸。其余各项均不能

解释题干。 本题也可以改造成削弱题型：“虽然近期的干旱

和高温导致了海湾盐度增加，引起了许多鱼的死亡，但虾可

以适应高盐度，因此，盐度高不会给养虾场带来不幸。以下

哪个选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结论?”在选项不变的情况

下，答案不变。 2、“题河战术”训练。 只有通过平时的强

化训练，才能真正迅速、有效地培养考试现场的感觉，从而

在正式应试时迅速找到解题方向。 复习迎考只是一个挖掘潜



能、规范操作的过程，它绝不是去系统地学逻辑学，而是搞

“题河战术”（“题海战术”是指超大量做题，“题河战术

”是指做适量的题），以题论题绝对是短时间内提高逻辑考

试成绩的最好办法。而在题目训练的过程中能否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是逻辑复习效果的关键。 看本书的例题，最好也先

做一遍，再看它的分析，平均一分半钟做一道。做题时心态

要平和，不要钻牛角尖。感觉一下一分半钟的长度，实际还

是很长的。个别题稍难，可能化的时间要长些，也不要着急

。训练的过程本身就是为了达到熟能生巧，等你认真研读完

本书，解题的速度也自然会提上来。记忆力对平时的训练起

很大作用，类似的题目做过一遍之后，应当留下思路的痕迹

，所谓“做一道是一道”。 3、“解剖实验”训练。 平时训

练时，对自己做错的题或虽然作对但费时较多的题，在回头

重做时，一定要写下这道题的分析过程，进行“解剖”实验

，规范自己的思路及操作。下面举一例： ■如果李生喜欢表

演，则他报考戏剧学院；如果他不喜欢表演，则他可以成为

戏剧理论家；如果他不报考戏剧学院，则不能成为戏剧理论

家。 由此可推出李生将： A．不喜欢表演。 B．成为戏剧理

论家。 C．不报考戏剧学院。 D．报考戏剧学院。 [解题分

析] 正确答案：D。 本题是一道复合命题推理的题型，其解题

方法是边读题边抽象出推理关系，并记在草稿纸上，通过递

推，即可找到答案。由本题题干，可得出以下推理关系： 喜

欢表演→报考戏剧学院（1） 不喜欢表演→能成为理论家（2

） 不报考戏剧学院→不能成为理论家（3） 因此，（3）等价

与它的逆否命题：能成为理论家→报考戏剧学院（4） 由（2

）和（4）得出，不喜欢表演→报考戏剧学院（5） 所以，由



（1）和（5），不管李生喜不喜欢表演，都将报考戏剧学院 4

、“模拟实战”训练 平常在做练习时一定要集中限时训练，

否则成效较小。由于GCT逻辑题并不难，如果没有时间限制

一般都能做出来，不这样集中训练就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有

的考生习惯于平时慢慢做，做一题对一下答案，这非常不利

于GCT逻辑的备考，所以，一定要45分钟做50题，做完后对

答案，再对做错的题进行分析，并充分理解。同时应注意：

不要进行疲劳战术，一次正式训练就只做一套题；要专心，

不要隔一会儿做一道，有手无心；有时暂时的错误率比较高

，也不要太担心。每次练习都要记时计分。 具体做法是：

（1）总用时限制在45分钟，最好在40分钟之内做完；（2）

题目做过一遍之后，记一下时间；（3）用5分钟检查一遍；

（4）然后写下自己对“错了几个”的估计；（5）对照答案

。 考生一定要坚信：虽然逻辑在目前国内其它的考试中比较

少见,但是报考GCT的考生应该都比较聪明,底子好,只是需要

热一热身,进入一下实战环境,把速度和成功率这两项指标调整

到最佳状态，就一定能在逻辑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5、“规

范思路”训练 这主要是针对临考前的训练，即临考前两三周

不要再做太多的模拟题，重点是看以前做过的题，特别是对

两类题：一是曾经做错的题，二是虽然做对但自己理解得并

不确切，在看的过程中只看正确答案，并仔细体会其正确性

，这样可以规范自己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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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