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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646678.htm 根据2010年国家公

务员百考试题纲，国家公务员考试判断推理基本分为四种题

型：图形推理、逻辑判断、定义判断、类比推理。这四种题

型都存在着自己的常见误区和应试技巧，专家将为考生做出

详细讲解。 一、判断推理的常见误区 （一）图形推理误区：

解题思路需要求难求怪 2003年开始，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图

形推理题型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以前很容易备考的图形

推理变得很难应对了。其实，图形推理部分的创新，一般都

集中在形式方面的，考点本质变化并不大。因此，考生在备

考过程中应该重视真题的价值，通过分析历年经典真题，掌

握核心知识点和命题惯性，而并非一味求难求怪。 （二）逻

辑判断误区：依据结论的意义进行推理 在逻辑判断特别是形

式逻辑的部分，着重的是执因导果，就事论事，不应过多考

虑结论的实际意义。因此，我们要求考生形成先翻译后推理

的思维模式，即读题要注意分解题干的结构而不是更多的去

考虑它的意思。 （三)定义判断误区：题干越长题越难 定义

判断的题目难度近两年其实基本保持平稳，但由于题干越来

越长，使得其在形式上吓倒了不少考生。因此，对于这种阅

读量很大的题目来说，重点应当放在关键词和关键词间的关

系上，如主体、客体、种差以及目的和方式状语；对于一些

举例说明的内容，可以先略过不读，因为这些内容只是对定

义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有时甚至是为了迷惑考生而专门设

置的。对于定义判断，关键是要找出关键词就容易解题了。 



例题：绿色壁垒是指一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制定环境标

准和法规，为保护生态环境、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命安全与健

康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各种限制或者禁止贸易的措施，它是

能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 根据上述

定义，下列属于绿色壁垒行为的是： A．某大型连锁超市只

销售通过绿色食品检验的进口农产品 B．一家纺织品进出口

公司销往欧洲的10余吨棉纱因检测出含有德国禁用的偶氮染

料而停止出口 C．某公司向国外出口大蒜，因途中货轮上的

温控设施出问题，部分大蒜到港后变质，结果所有大蒜被退

回 D．一家工厂生产的木质卧室家具在美国市场销售量非常

可观，但由于美国提高了木质卧室家具的关税，其出口量大

受影响 解析：第一步：对定义进行快速扫读，确定潜在解题

点：一些国家和国家组织、环境标准和法规、为保护生态环

境、人类以及植物生命安全与健康、进出口贸易、非关税贸

易壁垒。第二步：带着选项案例回定义对位，确定核心解题

点：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环境标准和法规、非关税贸易壁

垒。A项不符合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C项不符合环境标准和

法规，D项不符合非关税贸易壁垒。因此，可判断正确答案

为B。 （四）类比推理误区：注意词项之间的横向比较来确

定关系 很多同学只注意词项之间的横向比较来确定关系，却

忽略了题干词项和选项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纵向的对比。纵

向对比的方法尤其是在词项之间关系差异细微时更要注意运

用。因此，考生在做此类题时要将横向对比法和纵向对比法

结合使用。 例题：工匠：钟表 A.飞鸟：飞机 B.上帝：世界 C.

建筑工人：楼房 D.蜜蜂：蜂巢 解析：从横向角度看，题干是

创造者与被创造物的关系。依次判断，选项BCD都适合。纵



向对比，“工匠”与“建筑工人”最接近，都是一种职业。

通过横纵对比，可以判断出答案选择C。 二、判断推理的应

试技巧 （一） 图形推理 图形推理考查的是应试者的抽象推理

能力。具体的形式有多种，但原理都是一样的。由于此题不

依赖于具体的事物，也较少受到知识储备和文化背景的制约

，往往靠的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 1.排除法。首先，观察题

型，找出大概的规律性；其次，再看备选答案，进行对比；

最后，将明显违背这一规律的予以排除。 2.了解图形考查的

重点，知道图形考查常考的变量都有哪些。例如，图形考查

的重点是图形数量、图形形状、图形位置的变化，以及上述

三种变化的组合。 3.根据上述重点，来套用推理模式。首先

看属不属于图形元素数量的变化，进而看属不属于图形元素

位置的变化，再进而看属不属于图形元素的变化，图形空间

的变化，依次排开，发现图形变化的规律。 4.直接从答案中

得到答案。对于通过第一种方法比较难解决的题目，直接看

其备选选项。找到备选选项中与其他三项最不相同的一项，

这项最不同的一项，就是答案。 （二）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题

型的形式一般是先给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

不容置疑的，要求应试者根据这段陈述，从四个备选答案中

选出一个正确答案，该答案应与所给的陈述相符合，且可以

从陈述中直接推出而不需要任何附加说明。考生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备考： 1.掌握扎实的逻辑学科基本知识，对常

考的逻辑知识点非常熟悉。 2.重点掌握逻辑推理各种题型（

尤其是可能性推理）的基本解法和常规思路。国家公务员考

试逻辑部分越来越侧重可能性推理。这种风格的转变对考生

的逻辑思维水平要求更高了。 例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



年来在某市高收入人群中，本地人占70%以上，这充分说明

外地人在该市获得高收入相当困难。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才

能支持上述结论？ A.外地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 B．

外地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不足30% C．该市中低收入人群中，

外地人占40% D．该市中低收入人群中，本地人占不足30% 解

析:这实际上是一个概率推理，也就是70%的比例好像很高了

，但仍然不一定能够推出结论，还要看环境的平均情况。A

选项，外地人在该市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也就是外地人

占的比例也就是40%，这样本地人高收入占了70%以上就说明

问题。所以A选项是对的。这里谈到概率推理问题，必须具

备逻辑学的专业知识才能快速把这个题目选出来。 3.尽可能

多学习新题型，掌握逻辑推理部分的命题趋势。 4.反复练习

、通过练习巩固基础知识和提高解题技巧。 （三）定义判断 

定义是揭示概念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所谓特有属性就是该

类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点，把握定义也就是把握这个区别

点。其解题技巧有： 1. 两步对位法。第一步，对定义进行快

速扫描，在瞬时记忆的基础上，达到对定义的初步了解，并

同时确定出潜在的解题词。第二步，带着选项回定义对位潜

在解题词，对定义进行二次阅读，确定核心解题点，进行分

解。 2.充分运用排除法。仔细读完题干定义，对备选项进行

分析，不符合题干定义要求的逐个对比排除。 3.合理利用背

景知识。所谓的背景知识，即考生对给出定义的原有印象，

尤其是如果给出定义属性考生较为熟悉的领域时，这种印象

更为明显，也更为准确。 （四）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考查的是

考生的一种推理能力。对于此类题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1.首先要从题干所给的若干次的内涵和外延入手分析。任



何一个概念都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所以在分析概念与概念

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去判断

概念之间的关系。 2．要从概念客观属性上多角度思考概念

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从原因与结果、工具与作用、整体与其

构成部分、作者与作品等等角度去思考概念之间的关系。 3.

对题干项概念之间关系要进行细致分析。题干项概念与概念

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关系是非常相近的，容

易混淆，应注意区分。 总之，考生在考试时，对不同的题型

应采用不同的解题思路。相关推荐：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行测模拟试题练兵场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题练

兵场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在线题库申论试题全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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