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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排在第四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题型就是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题是公务员考试中的难点之一，虽然题量不大，

但往往占据了考生大量的时间。事实上，解逻辑判断题是有

一定的技巧的，掌握了这些技巧，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而且

对正确地解题有很大的帮助。中公教育专家将为考生介绍解

逻辑判断题时常用的一些方法，并结合例题对各方法进行了

深入讲解，希望给予考生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一、概述 国家

公务员考试中逻辑判断的题目分为必然性推理和可能性推理

两种题型。必然性推理题目较少，方法性较强，涉及的理论

较多；可能性推理题目数量较多，难度较大，并且在近年来

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考查力度逐渐加大。 必然性推理又叫演绎

推理，是指从真前提能够必然地推出真结论的推理。如果前

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包括：各种直言推理，三段论，

联言推理、假言推理，选言推理以及模态推理。 可能性推理

又叫或然性推理，是与必然性推理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前提

和结论不具有蕴涵关系的推理，主要分为归纳推理和类比推

理。在公务员考试中根据题型又可分为加强型、削弱型、前

提型、解释型、评价型和结论型六种题型。 逻辑推理常用的

解题方法有文氏图法、图表法、排序法、代入法、计算法、

假设法、排除法、矛盾法、反对法、抽象法、求同法、求异

法、共变法、剩余法、寻找因果联系和寻找逻辑漏洞等。下

面我们将选取最重要、实用性最强的几种方法为考生做出讲



解。 二、代入法 代入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通常在题目信

息比较繁琐或对题目的解答没有思路时，都可以用代入法。

代入法在必然性推理（由前提必然推出某个结论）和可能性

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推出关系）的题目中都可

使用。 1、必然性推理 在必然性推理中，当题目涉及由多个

条件推出结论常用代入法，一般采用正向代入，即将选项代

入题干，如果与题干相矛盾，则为假。 例题1：有人问甲、

乙、丙三人的年龄。甲说：“我２２岁，比乙小２岁，比丙

大１岁。”乙说：“我不是年龄最小的，丙和我差３岁，丙

２５岁。”丙说：“我比甲年岁小，甲２３岁，乙比甲大３

岁。” 以上每人所说的３句话中，都有一句是故意说错的，

你知道３个人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吗？（ ） Ａ．甲２２岁，乙

２５岁，丙２１岁 Ｂ．甲２３岁，乙２２岁，丙２５岁 Ｃ．

甲２２岁，乙２３岁，丙２１岁 Ｄ．甲２３岁，乙２５岁，

丙２２岁 解题分析：本题用代入法来解题比较方便。将Ａ项

代入，则甲只有一句错误，乙有两句错误，不符题意，所以

Ａ项错误；将Ｂ项代入，则甲有两句错误，不符题意，所以

Ｂ项错误；将Ｃ项代入，则甲只有一句错误，而乙有两句错

误，不符题意，所以Ｃ项错误；将Ｄ项代入，则甲乙丙三人

各有一句错误，符合题意。 所以，正确答案是Ｄ。 2、可能

性推理 在可能性推理中，解前提型题目时，有时会出现多个

选项能支持题干的结论或者四个选项似乎都不是前提的情况

，此时考生可通过反向代入来解题。即将选项的否定代入题

干，如果无法推出题干结论，则该选项是题干论证的前提；

反之，如果不影响题干结论的推出，则该选项不是题干论证

的前提。 例题2：新一年的音乐颁奖典礼打破了过去只有一



首最佳金曲的评选方式，而按照摇滚、爵士等几种音乐风格

分别评选最佳金曲。这样可以使音乐工作者的工作得到更为

公平的对待，也可以使听众和音乐爱好者对音乐的优劣有更

多的发言权。 根据以上信息，这种评选方式的改变所隐含的

假设是（ ）。 Ａ．划分音乐风格，能促进音乐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Ｂ．每一首歌都可以按照该划分方式进行分类，没

有遗漏 Ｃ．听众和音乐爱好者都有各自喜欢的歌曲风格 Ｄ．

评选方式的改变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了更多展现自己、实现自

我价值的机会 解题分析：题干的论点是按照摇滚、爵士等风

格分别评选最佳金曲可以使音乐工作者得到更为公平的对待

。四个选项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题干，为了寻找对题干论证

不可缺少的假设，我们可以将选项的反命题代入其中，如果

不能得出题干中的结论，则此选项即为必需的隐含假设。 Ｂ

项的反命题为“不是每首歌都能以该方式进行分类”，这样

就造成有些歌曲无法出现在所划分的类别中，从而无法参与

最佳金曲的评价，从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Ｂ项是得出

题干结论所必不可少的假设，而将选项Ａ、Ｃ、Ｄ反向代入

都不影响题干结论的推出，故这三个选项都不是必需的。所

以，正确答案是Ｂ。 三、排除法 排除法几乎在所有选择题中

通用，在逻辑判断题中也不例外，不过排除法在逻辑判断题

中的应用方式与其他题型也有所不同。 1、必然性推理 在必

然性推理中，如果题目中出现多个条件，可以首先排除掉与

条件不符合的选项；排除法也可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使用，如

可以在直接推导过程中或者使用其他方法推导的过程中，边

推导边排除掉错误的选项。有些题目往往在没有推导出正确

选项之前就可以将所有的错误选项排除，使用这种方法，既



可以节约时间，又可以保证正确率。 例题1：一次聚会上，

麦吉遇到了汤姆、卡尔和乔治三个人，他想知道他们三人分

别是干什么的，但三人只提供了以下信息：三人中一位是律

师、一位是推销员、一位是医生；乔治比医生年龄大，汤姆

和推销员不同岁，推销员比卡尔年龄小。 根据上述信息麦吉

可以推出的结论是（ ）。 Ａ．汤姆是律师，卡尔是推销员，

乔治是医生 Ｂ．汤姆是推销员，卡尔是医生，乔治是律师 Ｃ

．汤姆是医生，卡尔是律师，乔治是推销员 Ｄ．汤姆是医生

，卡尔是推销员，乔治是律师 解题分析：题目中要判断三人

的职业，要根据已知条件直接判断比较不易，这时采用排除

法解题就比较简单。由题干中“汤姆和推销员不同岁，推销

员比卡尔年龄小”两个条件可知，汤姆和卡尔都不是推销员

，所以只能乔治是推销员，据此，可以排除选项Ａ、Ｂ、Ｄ

，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出答案是Ｃ。 所以，正确答案是Ｃ。 2

、可能性推理 在可能性推理中，在寻找加强、削弱、解释、

前提项时，可以首先排除掉与题干论证无关的选项；在寻找

题干论证的结论时，除了排除掉无关项外，还可以排除掉与

题干论证相矛盾的选项。此外，当一些选项说得过于绝对之

时，往往也不是题干论证的结论，可以排除。 例题2：以保

健品名义出现的核酸等“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并无多大帮

助，从科学角度看，所谓人体需要补充外源核酸的说法不成

立。人体缺的是营养，而核酸不可能缺。某些广告说人老了

得了病，制造基因的能力会减弱，更是无稽之谈。 由此可以

推出（ ）。 A.人生病都是营养不良的结果 B.人体内的核酸会

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C.所有关于保健品的广告都缺乏科学依

据 D.食用保健品未必能增进身体健康 解题分析：本题是结论



型题目，直接使用排除法解题能减少解题时间。因为题目中

没有提到生病与营养的关系，所以A项为无关选项，排除；

题干中明确指出核酸不可能缺，所以B项是错误选项，排除

；C项说法过于绝对，把题干讨论的内容扩大到所有保健品

，显然不正确，排除。因此，可以从题干中推出的只有D项

。 所以，正确答案是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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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