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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浮躁，或者说是急功近利。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学

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容易，还是学那些全新的东西容易。多

半认为是后者，其实不尽然。 学习新的东西就像给你一锅生

大米，让你做米饭；而学习旧有的东西呢，就像是给你一锅

你也不知道是生大米还是熟米饭的东西，让你把它做成米饭

。如果这锅大米已经做的很熟了，你就好办了，只需端出来

给人看就好了。如果这锅大米完全是生的，那和新学知识一

样。但是如果这是一锅夹生饭，那就麻烦了。做过饭的人都

知道，一次没有做熟的饭，你想把它做好有多困难。 而逻辑

正是这样一锅你不知道生熟的大米。好多人在过去的生活和

工作中已经形成的缜密、条理的思维，这些人基本不需要再

学习，也可以拿到高分。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逻辑就

是一锅夹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虽然大部分的中国

学生没有机会接受逻辑教育。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用这个东西

，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写作、说话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逻

辑。但是每个人的思维水平、条理程度就大不相同。包括同

一个人在不同的学科、行业上所体现出的思维水平和条理程

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就是你脑袋里这一锅大米的熟

、生程度不同；而且随着人分工的细化，很可能会是熟的地

方越来越熟，生的地方越来越生，所以我们说这很像是夹生

饭。 如果我们学的是新的知识，我们只需要和那些新的概念

啊、符号啊、算法啊做斗争就可以了。但是你学半生的东西



，必须和你以前积累的错误斗争，更麻烦的事情是，你必须

先把你以前搞错的东西找出来。 大部分的人看到逻辑题目都

能做上几道，也能对一部分，即使错了一看答案，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好像很快就又学了一招。跟

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类比，事后诸葛亮比比皆是，但在事前

能做出准确分析的却寥寥无几。而时代竞争激烈，我们为恍

然大悟付出的代价将非常昂贵。人这一辈子，有上十来次事

后的恍然大悟也就基本报废了。而做逻辑考试，如果你有十

几道题目是看了答案才恍然大悟的，考试结果基本上也就报

废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处事的时候要追求事前对人对事的精

确把握；在做逻辑题目的时候要在答案公布以前追求对题目

的透彻分析。然后看别人是怎么恍然大悟的。那个时候你就

会明白，看上去是一念之差，实际上是水平使然。 当然我更

愿意学那些全新的东西，但对大家来说，逻辑已经基本上形

成了夹生饭的格局，不可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证学

习效果呢，我觉得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谦虚的心态，假设自

己的无知；二是理性，不要着急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否定。你

要明白自己是在和过去几十年积累形成的思维陋习做斗争，

每取得一点点进步都是十分不易并且意义重大的，不能因为

自己取得了一点点进步就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也不能

因为自己离自己的目标和还有一段距离就妄自菲薄、失去信

心。 学习逻辑就像是练功，基本功最重要。扎实的基本功能

保证我们走正道，从而走的更远，不要一开始就想抄近路。

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讲，所谓的捷径就是不走弯路。当你心生

邪念想抄近路的时候，实际上就给自己走弯路埋下了祸根。

相当于你又把一颗半生不熟的大米放到了锅里，还认为它已



经熟了。具体在逻辑学习上的体现就是分析方法和做题技巧

的关系，做题技巧固然很重要，但是大我们必须是在把分析

基本功练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去放心使用它。而且在做题的过

程中遇到自己觉得困难的题目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上来。如果你一开始就是靠做题技巧行走江湖，一是容易走

火入魔；二是一旦遇到强大的敌人就只能是撞大运了。但话

说回来，基本功是怎样练出来的呢？这里面有三点最重要，

一是规范、到位；二是坚持重复；三是分析工具。 先说第一

点、逻辑分析的目的和做题很不一样，做题的目标是找出正

确答案，逻辑分析的目标却是把题目分析透彻。逻辑分析的

要求是远远高于做题的。逻辑分析应该遵循以下的步骤： 1

、定义事件、定义论点和论据。 2、提取两两事件关系。 3、

用一张图表示所有有用的事件关系（形成逻辑框架）。 4、

用一句话说清楚论点是什么，论据是什么，论点和论据之间

的逻辑联系和差异是什么。 5、分析选项在题干逻辑框架中

发挥的作用。 上面说到的3、4、5三点不仅是逻辑分析的步骤

，（百考试题）也是逻辑分析的目标。如果能做到这三点的

话，题干的把握就没有问题了，作对题目更是不在话下。 第

二点是坚持重复。对于备考MBA的一般人来说，在进入做题

前大概要分析200道左右有质量的题目。每道题目花费的时间

要保证在10分钟以上，从而确保分析的规范、程序和到位。

这个过程是需要坚持和毅力的，一方面你会遇到一些自己不

能一次分析透彻的东西，需要你反复分析；另外一个方面就

是你会遇到那些你觉得不需要分析也能很快选出答案的题目

，这个时候你就要和自己的惰性、以及浮躁的心态做斗争了

。 第三点是分析工具的问题。前两点讲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真正到了执行的时候，手里还得有物可持，这个物就是分

析工具。要把这个东西说清楚需要几个小时，还要对着讲义

好好说；但如果说的不清楚很可能会误导大家，所以这里就

不展开说了。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这样做题是不是太慢

了？"。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比方，有一个成语叫蛇打七寸，意

思是你打蛇的时候要照着七寸的地方打，才最容易成功。隐

喻做事要在关键点上使力，才能又快又好。咱们现在把蛇换

成一道逻辑题目，如果我已经告诉了你题眼在什么地方，把

题目作对相信不但不难、而且速度奇快。但如果要你自己去

找出题眼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而基本的逻辑分析训练解决

的正是寻找题眼的问题。通过有效的逻辑分析训练，我们完

全能做到对于大部分的题目一眼看出奥妙所在，偶尔几个自

己拿不准的题目，只要回到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上简单分析就

可以得出正确答案。这样的做题过程才既有速度，又有质量

。但如果你只懂得技巧，只知道找到七寸以后怎么打，不会

找七寸，显然效果是不会理想的。 经常会有人怀疑在逻辑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是不是值得，我认为不仅是值得，简直是太

值得了。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就是逻辑对备

考MBA这件事情的影响。学好了逻辑，逻辑科目可以拿高分

，这自然不用多说，但是学好逻辑对于别的科目的促进作用

也是巨大的：数学的大纲调整后，计算考核的比重削弱了，

更多的情况是在考你的脑子是不是清楚条理，该想到的是不

是都能想到，想到的是不是能放到合适的地方，说到底，这

都是逻辑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写作，更是逻辑的简单延伸，

就是看你能不能把要说的论点准确的分析出来，并且用清晰

条理的语言表示；英语考试，最主要的英语阅读理解部分我



们也能发现越来越多逻辑关系的身影；到了面试阶段，如果

你能给考官呈现出清晰、条理、缜密的思维过程，那你几乎

是一定被录取的。总而言之，逻辑是MBA录取考核的精神核

心。 第二部分是关于MBA之后的路。随着各种操作工具的人

性化，人们掌握各种技术将变的越来越简单，就是最复杂的

技术业务，相信普通人半年也能拿下来。最终决定你能在职

业的道路上走多远的依然是你的思维水平。我不能说只有逻

辑学习能改善一个人的思维水平，但实践证明，逻辑确实是

有效的改善人思维水平的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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