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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判断推理考查的是考生运用逻辑规

则对所给的图形、词语、文段等材料进行判断、推理的能力

。相对于其他题型，判断推理题对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

较高，因而，在大多数考生看来，判断推理题比较难。而且

随着公务员考试竞争的白热化，判断推理题的难度有稳步增

加的趋势。这使得判断推理推理成为很多考生的弱项。为了

帮助考生攻克判断推理题，从而增加考生们在竞争中获胜的

筹码，笔者在此与各位考生分享学习、研究判断推理题的一

些心得体会。 一 掌握一些逻辑知识 如前所述，判断推理题对

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很高，因而，为了做好判断推理题

，掌握一些基本的逻辑知识，对于广大考生而言，不仅是有

益的，也是必要的。对于学习掌握一些逻辑知识，考生们往

往存在以下两种错误的倾向，我们需要予以克服。 有一部分

考生未曾学习过任何逻辑知识，但在做以往考试真题时并没

有感到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就认为学习逻辑知识没有必要。

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即便是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逻辑知识，学习与生活的丰富经历还是能教会我们一些简单

的、朴素的同时也是模糊的、零散的逻辑知识。我们做判断

推理题时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知识。正如我们做阅读题时常

依赖自己的“语感”一样，我们在做逻辑题时也不自觉的运

用了自己的“逻辑感”。但是，仅有“逻辑感”对于应对判

断推理是不够的。首先，没有学习过逻辑知识的考生的“逻



辑感”是很模糊、零散的，甚至有一部分可能是错误的，完

全依赖“逻辑感”并不可靠。其次，随着公务员考试竞争日

益激烈，公务员考试试题的难度有稳步加大的趋势，而判断

推理题的难度也会稳步增加。而考生的“逻辑感”往往是简

单的、朴素的。因此，虽然有些考生运用自己的“逻辑感”

足以应付以往的考试真题，但也很可能无法应付以后自己要

参加的难度加大后的考试考题。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公务员考试尤其是行政职业能力测试部分，对于考生的答

题速度要求很高。如果我们仅仅有模糊、零散的“逻辑感”

，即便我们能够把题目做出来，往往也会耗费较多的时间，

导致其他模块的大量试题没有做完，同样难以拿到理想的分

数。而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逻辑知识，就能够迅速发

现考题的考点及陷阱之所在，从而快速高效地完成答题。因

此，我们需要系统学习一些基本的逻辑知识。在系统学习逻

辑知识过程中，不少考生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逻辑知

识非常重要，所以强迫自己系统而深入地学习全部逻辑知识

，但常因为学法不得要领而事倍功半，见效甚微。即便通过

学习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了逻辑知识，也会因为投入的时间精

力过多而影响了对其他模块的备考，最后也得不偿失。不得

不说，造成这种现象，一些培训机构是负有责任的。有些培

训机构在讲授逻辑知识时没能很好地结合考生应试的实际需

要，为了讲逻辑而讲逻辑，偏离了原本教授逻辑知识的宗旨

，也误导了考生，对考生有害无利。 那么，众多的逻辑知识

中那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我们不需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

，任何人的回答都不如历年考试真题的回答权威。总而言之

，只有公务员考试会涉及的逻辑知识的原理(而不是概念本



身)才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具体来说，包括逻辑矛盾、直言命

题、复合命题(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三段论、

充分必要条件、充分与必要条件、逻辑论证等知识。拿三段

论来说，三段论的知识比较丰富，但由于公务员考试只考查

这一原理的运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熟记“大项”、“谓项

”、“周延”等概念，也没有必要明白三段论的结构，更没

有必要了解三段论的琐碎的规则，但一定要会运用欧拉图表

示三段论，仅此而已。因此，考生在学习逻辑知识时，一定

要结合应试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基本的逻辑知识。只有这

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二 了解一些题型特点 与

其他模块相比，判断推理的题型非常丰富。国家公务员考试

最近四年固定考查了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

判断四种题型。此外，一些地方公务员考试的判断推理部分

还考查事件排序、机械推理等题型。虽然这些题型都考查了

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具体考查的内容和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了解判断推理部分具体的各种题型的特点，对于做好

判断推理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图形推理 图形推理题主要

考查的是考生通过分析归纳已知的多个图形之间的规律或一

个图形的特征并据此进行推理的能力。从2007年开始，国家

公务员考试中的图形推理题由十道减为五道。对于很多考生

而言，图形推理题难度较大，耗时也较多。实际上，图形推

理题看似纷繁复杂，却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万变不离其中。

如果考生能够把握住这种规律性，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总

体而言，图形推理存在着两个方面的规律，形的规律和数的

规律。所谓形的规律就是指图形在形状位置方面的规律，具

体而言包括对称(轴对称、中心对称)、叠加(去同存异、去异



存同、同异皆存)、旋转(顺时针、逆时针)、结构、拆分、重

组等。所谓数的规律就是指图形的元素的数量关系，这种数

量关系包括递增、递减、奇偶相隔、不变等，而常见的元素

则有点(交点、重心)、边(直线段、曲线段)、角(锐角、直角

、钝角)、封闭区域、笔划、面积、体积等。考生若能熟记这

些规律并灵活地识别和运用，就能轻松应对图形推理题。即

便在面对一道陌生的图形推理题毫无思路时，也可以通过顺

藤摸瓜式地寻找图形可能的规律，从而找到正确的答案。 (

二)定义判断 定义判断要求考生通过综合运用言语理解能力与

逻辑判断能力，迅速理解一个或多个陌生的概念的内涵外延

，并据此判断选项所列情形是否符合题干所给的概念。定义

判断是公务员考试中最为固定和成熟的题型之一。近五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定义判断的题量都为十道题。总体而言，

定义判断题难度一般，但由于其对细节判断要求较高而耗时

较长，考生在这一题型备考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速度的因素

。为了帮助考生快速解题，笔者在研究历年真题基础上创立

了“箩筐分装法”，具体而言，我们在做定义判断题之前在

大脑中准备要四个“箩筐”，它们分别是：主体、条件、手

段、目的，在阅读定义的同时，把具体的信息投放到相应的

箩筐中，将众多紊乱的信息清晰化、条理化，并确定其中的

核心类信息，强化自己对定义的理解，从而迅速而准确地解

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判断推理的其他题型相比，定

义判断对考生的言语理解能力尤其是细节阅读能力要求较高

。甚至可以认为，定义判断是判断推理部分中的言语题。而

且，分析近三年的国考真题就可发现，定义判断的阅读量有

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因此，在做定义判断题时，考生一方面



要运动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还充分运用其言语理

解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又好又快”。 来源

：www.100test.com (三)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以词语为载体，要

求考生对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判断、推理。国家公务员

考试中的类比推理题首次出现在2006年，并在随后三年的考

试中考查形式不断丰富，题型难度也有所加大。但总体来说

，类比推理题型比较简单。但这也容易考生的麻痹大意，从

而造成不必要的丢分。因此考生在考试时无论题目难易，都

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做好类比推理题，需要熟悉常见的关

系种类，这样就能提高反应速度，从而快速准确地选出最佳

答案。在类比推理中所给的一对(组)相关词中，常见的关系

种类有：属种关系与种属关系(即包含关系与包含于关系)、

原因与结果关系、并列与对立关系、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

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事物与其作用(对象)的关系等。截至

到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的类比推理题有三种考查方式

，传统的方式为单纯的选择题，而最新的两种方式分别为选

择填空题和三个词语类比题。对于传统的单纯的选择题，考

生可先判断题干所给的词语的关系，然后再选择相同关系的

选项.对于选择填空题，需要使用代入法，将各选项逐一代入

题干中，直至符合逻辑.对于三个词语类比题，考生需要从多

个方向仔细揣摩三个词语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此外，分析

各个词语的词性，对做好类比推理题，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

的作用。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四)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是整个判断推理部分乃至整个行测考试中难度最大

的题型。但考生们千万不要放弃，因为逻辑判断作为一种重

要题型，无论是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还是地方公务员考试



中，都占据了相当可观的分数权重。从另一外一个角度来说

，做好逻辑判断题，不仅有助于考生在判断推理部分获得高

分，也有助于考生们树立信心，从而在整个考试中发挥出良

好水平。在很多考生眼中，逻辑判断题灵活多变，无从下手

。相对于其他题型，逻辑判断题的确考查方式非常丰富，但

绝不是毫无规律，恰恰相反，隐藏在背后的规律性很强。因

此，笔者建议备战国考的考生在掌握了基本的逻辑知识后，

花一段时间集中做往年的国考试题中的逻辑判断题，做完后

将其中的解题思路一致或类似的题集中从一起，从而将所有

国考真题分为十几类，并对其进行各个击破。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将真题的练习与逻辑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既

不能为了学逻辑知识而学逻辑知识，也不能为了单纯的做题

而做题。 此外，还有事件排序题和机械推理题。事件排序曾

在国考中出现过一次(2005年)，现主要出现在地方考题(如北

京)中。事件排序题对考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有一定的要求。做

好事件排序，关键在于两点。其一，结合四个选项的分布情

况，迅速确定第一句话。其二，快速浏览各个事件，找到其

中过渡性、关联性的词语，并借助这些提示最终确定事件之

间的顺序。机械推理从未在国考中出现过，现在仅出现在部

分地方考题(如湖南、上海)中，主要考查考生的基本的物理

知识。对于理科考生而言，应该难度不大.对于文科考生而言

，则需要复习巩固初中的物理知识。 三 总结一些应试规律 判

断推理题是规律性非常强的题型。考生们在做历年真题或平

时的练习后，一定要多加总结，这样才能通过练习迅速提高

。当然，总结规律的能力本身也是需要从不断的练习和总结

中锻炼提高的。 例如，上文已经分析，对于图形推理题，我



们知道可将其分为两类：考查形的关系以及考查数的关系。

可是，面对一组陌生的图，我们如何知道它是考查形的关系

还是数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加以总结。

我们会发现，一般来说，考查形的关系的一组图之间都会有

相似性或相关性，而考查数的关系的一组图之间一般没有相

似性，但会有较多元素。并且，对于考查形的关系的图，发

现形的关系的捷径就是比较各个图的区别，在不同中发现相

同。综合上述特点，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归纳为：“图形相

似或相关，求同存异是良方.元素小多图杂乱，优先考虑看数

量”。 再比如，国考中的定义判断题阅读量越来越大，这对

我们的阅读速度和技巧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变得更快

呢?通过分析近三年的考试真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阅读量的

增加，定义判断的题干中可能会出现干扰信息。所以，迅速

发现干扰信息并排除干扰信息，有助于我们快速完成定义判

断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国考的定义判断可分为单句题干

和多句题干两类。前一类题干只有一句话，这种情况下，该

句话就是定义，题干中应该没有干扰信息.后一类题干中有多

句话，而通常只有其中的一句话是定义，而其他都是干扰信

息。而怎么判断哪句话是定义本身，哪句话是干扰信息呢?一

般来说，较通俗的话、过渡的话、补充说明性的话，都不是

定义，而专业性较强的话一般是定义。据此，我们可以将定

义判断的解题技巧归纳为：“定义判断看句号，单句定义多

句扰。过渡补充非重点，专业定义才需要。” 以上仅列举了

图形推理和定义判断中的部分规律。事实上，判断推理题中

有大量丰富而有趣的规律，只有考生们能够认真去总结归纳

，一定会有很多收获。 总之，在备考判断推理的过程中，考



生们一定不能有畏难情绪，也不能心浮气躁，而应该脚踏实

地、认认真真地准备。如果能很好地完成以上三个任务：掌

握一些逻辑知识、了解一些题型特点、总结一些应试规律，

做好判断推理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相关推荐： 招警

考试：行测备考可能性推理的分类概述 招警考试：行测备考

逻辑判断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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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