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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26_645498.htm 类比推理作为判断推

理中的一种题型，是在2006年之后才引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

，但因其考查形式新颖、对推理能力要求较高，近年来逐渐

成为公务员考试的“新宠”。但因其出现时间晚，题型多变

，令很多考生感到十分头疼，因此我们今天就来全面地了解

一下类比推理及其解题方法。 要找到一把合适的钥匙来打开

一把锁，你首先要了解这把锁的构造。因此想找到破解类比

推理的“万能方法”，就必须先来了解一下类比推理到底是

考些什么，又是以什么形式来考的。 在逻辑学上，类比推理

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断出它们在另

外的属性上（这一属性已为类比的一个对象所具有，另一个

类比的对象那里尚未发现）也相同的一种推理。而公务员考

试中的类比推理是要求运用逻辑学中的这种方法，根据给出

的一组或多组相关的词，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

辑关系上最为贴近、相似或匹配的词”。总而言之，就是我

们要先在两组词或者多组词之间“找关系”，然后在选项中

找到符合这种关系的词组就可以了。具体到题型，类比推理

到目前为止共出现过三种题型： 第一种是最为常见的题型，

也是类比推理最早出现的题型，就是给出两个词语，然后选

出一组答案。 例如：（2007国考） 阳光：紫外线 A.电脑：辐

射 B.海水：氯化钠 C.混合物：单质 D.微波炉：微波 就是根据

阳光与紫外线、海水与氯化钠的关系都是整体与组成部分的

关系，故选出答案为B。 第二种题型是给出三个词，然后选



出一组答案。 例如：（2008陕西） 考试：学生：成绩 A.往来

：网民：电子邮件 B.汽车：司机：驾驶执照 C.工作：职员：

工资待遇 D.饭菜：厨师：色鲜味美 这道题给出了3个词语的

组合，进而关系就更错综复杂，不仅需要考虑第一个词和第

二个词的关系，还需要考虑第二个词和第三个词的关系，甚

至有时还需要寻找第一个词和第三个词的关系来寻找“突破

口”。比如上题中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学生通过考试获

得成绩”，因此类比可得“职工通过工作获得工资待遇”，

进而得出正确答案C。 第三种题型是将所要类比的四个词语

都给出，但是中间挖空两个让考生来填。常见的形式是“XX

对于（ ）相当于（ ）对于XX”。因为两组词之间的关系无

法确定，这就大大增加了解题难度。 例如：（2009年国家） 

杂志对于（ ）相当于（ ）对于农民 A．报纸 果农 B.传媒 农

业 C．书刊 农村 D.编辑 菠菜 因为我们难以从题目中断定两

词之间的关系，只能逐项代入，然后再类比两词之间的关系

。通过代入我们发现“杂志对于编辑相当于菠菜对于农民”

。两者间都是“产品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答案是D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这三种题型的难度是依次增加的

，第二、第三种题型在近年来的考试中比重逐年增加，因此

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此外，就类比推理词组间涉及的关系来

看，词组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并列、对立、包含等

关系，很多词组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概括，尤其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有些地方的考试中出现了类似作者和作品、名言和出

处之类的关系，这样就将类比推理和常识考查结合了起来，

因为2009年国考大纲中刚刚对常识部分进行了较大改革，因

此将常识与类比推理相结合可能会作为今后类比推理题的一



个发展方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类比推理考

试的难度是在逐年上升的，而如何又快又准地找出题干中所

给的两组或者多组词之间的具体关系是正确解答类比推理的

关键。可是众所周知，事物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那么

如何能够快速定位词组之间的关系呢？主要有可以通过以下

几种方法： 1. 代入法 这是在类比推理中用的最多的一种方法

，尤其是对于第三种题型，可以说是离不开代入的。 例如：

（2009年国考） 寡 对于 （ ） 相当于利 对于 （ ） A．孤 弊 B.

少 害 C.众 钝 D.多 益 根据题干根本不能确定此题是考查怎样

的逻辑关系。按照选项A，就是并列关系，但是按照选项C就

是对立关系，甚至“利”这个词的意思在这道题中还发生了

变化，在A、B中都是“利益”、“好处”的意思，而在C中

是“锋利”“尖锐”的意思。通过代入，我们可以得出C是

正确答案。 因此，这种题目需要将选项一一代入，互相比较

，才能获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准确率，不能以先入为主的

判断去筛选。考生可先将目光锁定在四个选项上，一一代入

，看选项大致传达了怎样的一个意思。通过扫描四个选项，

本题大致涉及到并列、包含、组成、工具与作用对象等关系

。当然代入法也可以通过长时间练习来提高代入的效率。 2.

排除法 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题目要求不是让我们找和

题干关系最相近的一组词吗？相近比较难判断的时候，我们

就可以通过来判断哪些关系不相近，甚至是相悖、相反来进

行排除。排除法通常可以和代入法结合起来使用。 3.造句法 

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两词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代入法和排除

法都很难发挥功效时使用。比如上述“考试：学生：成绩”

一题中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造句法的运用。 还比如：



（2006浙江）篝火：寒冷 A．日记：隐私 B.网络：代沟 C.键

盘：手写 D.湖泊：干渴 就可以通过造句子“篝火可以驱走寒

冷”，“湖泊可以驱走干渴”来直接选出D。 4.细节法 类比

推理还经常需要我们注意到词和词之间一些细节的关系，这

些关系主要表现在：词性、词的前后顺序、词的具体指代等

方面，有时一个细节上的疏忽很可能导致整个解题的失败。 

例如：南京：金陵 A．昆明：春城 B.广州：穗 C．太原：晋

D.北京：蓟 乍一看所有的词组之间都是并列的关系，但是这

时候就要注意细节了，春城是昆明的别称，穗是广州的简称

，晋是山西的简称，而题干中金陵却是南京的古称，因此和

题干意思最接近的应该是D，因为蓟是北京的古称。 更多信

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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