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推理



题干条件真假确定

一、排除法

解题技巧

二、最大信息优先原则



一.排除法

适用条件：题干条件确定，选项信息

充分且匹配角度单一。

解题：读一句，排一项。



解题：从题干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信息作为解题
的入手点进行解题。

二.最大信息优先原则

解题技巧

适用条件：

1、用排除法解不了题时。

2、题干条件中同一信息出现至少两次时。



一、不等式法（＞,＜，≥，≤）

排序问题（年龄、成绩、名次等等）

二、列表法
列标题：人

行标题：研究的主体和对象

三、假设法

1班 2班 3班

甲 √ × ×

乙 × × √

丙 × √ ×

辅助工具

A —— C

B —— D



题干条件真假不定

题型分类

一.确定条件优先原则

二.代入法



确定条件：指这个条件
是确定的。

例如：
1.小张是党员。
2.小张不是党员。

不确定条件：指这个
条件是不确定的。

例如：
1.小张可能是党员。
2.小张可能不是党员。

解题技巧

一.确定条件优先原则

解题：把确定条件转化为解题突破口。

确定条件来源：1.题干给出 2.从题干信息推出来



解题技巧

二.代入法

适用条件：题干条件真假不定且选项充分时。

解题：将某一选项带入题干，查看是否正确。



课堂小结

解题技巧

题型判别

题干条件真假不
定时

题干条件真假确
定时

对象与信息的匹配或排序

1.优先排除法

1.确定信息优先

2.代入法

不等式法
列表法
假设法

辅助工具

2.最大信息优先
原则



翻译推理



1.充分条件命题 2.必要条件命题

如果P那么Q           只有P才Q

3.联言命题 4.选言命题

P且Q                    P或Q

题型判断

题中出现的逻辑关联词



先翻译 后推理

四个翻译 两个推理

解题思路



典型表达：如果P，就Q。（P充分条件）

翻译为：P→Q     简记为：如果就 前推后

翻译：公交司机 → 有驾照

例：如果是公交司机，就说明有驾照。

翻译一：充分条件命题

前半句 后半句

逻辑基本含义：有P必有Q。



1、公交司机→ 有驾照

3、— 公交司机→？

推理之一：逆否等价命题

例：如果是公交司机，就说明有驾照。

公交司机

私家车司机

卡车司机
……

有驾照

2、有驾照 →？
4、— 有驾照→ — 公交司机



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

肯后、否前无必然

推理之一：逆否等价命题

— 有驾照→ — 公交司机

公交司机→ 有驾照

— 公交司机→

有驾照 → ？
？



1、如果（只要、假如、若）……，

那么（就、则、必须、一定）……。

2、凡是……都…….。

3、要想（为了）……必须（一定）……

4、……离不开……  

替代关联词



典型表达：只有P，才Q。（P必要条件）

翻译为：Q→P     简记为：只有才 后推前

翻译：种水稻 → 有水

例：只有有水，才能种水稻。

翻译二：必要条件命题

后半句 前半句

逻辑基本含义：无P必无Q



1、种水稻→ 有水

3、— 种水稻→

？

推理之一：逆否等价命题

例：只有有水，才能种水稻。

2、有水 →

？
4、— 有水→ — 种水稻

有水 土壤 气候……种水稻 + +



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

肯后、否前无必然

推理之一：逆否等价命题

— 水→ — 种水稻

种水稻→ 有水

（这里的前与后指的是翻译后的）

？— 种水稻→

有水 → ？



替代关联词

2、P是Q的基础

3、除非P，否则不Q

1、P是Q必须的（必不可少）

5、没有P没有Q

4、不…..不……



若A→B，B→C，则有A→B→C，即A→C 

递推公式
如果一个数能被8整除，那么就能被4整除。

如果一个数能被4整除，那么就能被2整除。

如果一个数能被8整除，那么就能被2整除。



典型表达：A且B  （A和B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例： 我去越秀公园且你去越秀公园

A、B都真，则A且B为真

A、B有一假，则A且B为假

速记口诀：
（真假特性） 全真为真，一假即假。

翻译之三

我去，你去

我去，你不去

我不去，你去

我不去，你不去

翻译： 我去且你去



A 和 B（A、B）

A 但 B

虽然 A，但是 B

不但 A，而且 B

不仅 A，还 B

……

都翻译成：A且B

替代关联词



典型表达：A或B（A、B至少存在一个）

例： 我去越秀公园或你去越秀公园

A、B中至少一真，则A或B为真

A、B都假时，则A或B为假

翻译： 我去或你去

速记口诀：
（真假特性） 一真即真，全假为假

翻译之四

我去，你去

我去，你不去

我不去，你去

我不去，你不去



口诀：负号进，且变或，或变且

-A或-B-（A且B）

-A且-B-（A或B）

推理之二：德·摩根定律



我去或你去

我不去 你去

你不去 我去

否定肯定式

我去，你去

我去，你不去

我不去，你去

A或B

-A→B

-B→A



典型提问方式：

下列哪一项与上文的论证方式是相同的？

以下选项中推理和题干最为相似的是？

以下选项中与题干推理形式相同的是？

以下哪项与上述推理结构最为相似？

平行结构



相同位置同

肯定否定同

解题方法



真假推理



【例1】甲、乙、丙三人中，只有一个人会游泳，

甲说：“我会”，

乙说：“我不会”，

丙说：“甲不会”。

如果这三句话只有一句是真的，那么会游泳的是（ ）。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特征一：若干个论断

题型识别

特征二：提问方式多是：“以上论断只有一真（假），
则……“

题干存在若干论断且明确真假



找关系

定其余

首先找矛盾关系

其次找反对关系

判定其余信息的真假———

解题步骤

判题型 若干信息有真有假———



矛盾关系：体现的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此 彼

矛盾关系

例如：生与死
男与女

必然存在一真一假



某个S是P 与 某个S不是P

例：张三是党员。 张三不是党员。

常见矛盾一

例：1. 小王是大学生 与 小李不是大学生

2. 张三是检察官 与 张三不是党员

3. 李四是法官 与 李四不是法官

前提条件：主体相同 话题一致



1.某个S是P 与 某个S不是P

2.所有S都是P     与 有些S不是P 
所有的同学都是高富帅 有些同学不是高富帅

3.所有S都不是P   与 有些S是P  
所有的同学都不是高富帅 有些同学是高富帅

常见矛盾二、三

前提条件:主体相同 话题一致



典型表达：

S→P 与 S且（—P）

常见矛盾四

例：如果你考上了，我就带你去三亚旅行。

你考上了，但我没带你去三亚旅行。



例：黑与白

甜与咸

夏天与冬天

反对关系

S P

其他情况

在所有情况中，除了已知的S、P之外还有

其他的情况



一、所有S是P 与 所有S不是P

所有同学都是女的 所有同学都不是女的

都是女的 都是男的
有的是女的
有的是男的

所有同学都是女生

所有同学都不是女生

特性：两个“所有”，必有一假

真

真假

假 假

假

反对关系



二、有的S是P 与 有的S不是P

班里有的同学是女生 班里有的同学不是女生

都是女生 都不是女生
有的是女生，
有的不是女生

有的同学是女的

有的同学不是女的

特性：两个“有的”，必有一真

真

真假

假 真

真

反对关系



矛盾关系（四种）

某个S是P与某个S不是P

所有S是P 与 有些S不是P

所有S都不P 与 有的S是P

S→P 与 S且（-P）

先找关系， 再看其余

真假推理小结

反对关系（两种）

两个所有，必有一假

两个有的，必有一真



归纳推理



题干信息没有明显的可识别特征

提问方式：1.从这段文字可以推出
2.据此无法推出

题型判定



正确答案的选项必须与题干是围绕同
一个主题而展开的。

题干：2012年1-9月份，中国经济增长速

度已经回落到7.7%。
选项1：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
选项2：中国政治发展速度变缓。

话题一致原则



优先选择从题干的整体得到的选项。

题干：在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中，男性往往滔滔不绝；

在涉及情感的话题中，女性则发言更多。

选项1：男性语言能力很强；

选项2：两性在语言方面的能力都很强。

整体优先原则



选项中如果有表示可能性的词汇，优先选。
（可能、有时、有些、未必、相似等）

题干：许多复杂网络如互联网、社交网等系统存在
某种惊人的相似。
选项1：有的复杂系统的演化存在某些相似的法则。
选项2：宇宙间所有系统的演化遵循相同的规律。

可能性优先原则



选项中有表示绝对性、比较性的词汇，慎选。

绝对性词汇：一定、必须、肯定、都、绝对等。
比较性词汇：越来…越、更、最、主要、首要等。

题干：雄性非洲慈鲷鱼能通过观察其他雄性成员在
抢占地盘争斗中的表现而评估对手的实力。

选项：雄性非洲慈鲷鱼逻辑能力比雌性更强。

慎选敏感词汇原则



选项中提到关于某件事情的概念，与题干中
涉及这件事情的概念不同（如范围不同、逻
辑不同、词汇不同）

题干：来自其他海域的哺乳动物导致北极海洋
哺乳动物捕食竞争加剧。
选项：随着其他地区的动物不断迁入，北极哺
乳动物捕食竞争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偷换概念



题干没提到，选项中人为假设或反向推理的观点。

题干：热天会使人烦躁不安，对他人采取负面反
应，甚至进攻，发生反社会行为，世界上炎热的
地方，也是攻击行为较多的地方。

选项：寒冷的地方，人们不会烦躁不安，不会出
现侵犯行为。

主观臆测



选项中将结论扩大到离谱的、推不出的程度。

题干：因为磷虾的密度降低了80%，生活在该地
区以磷虾为主食的阿德利企鹅和帽带企鹅的数量
急剧减少。

选项：如果磷虾的密度继续减少，阿德利企鹅和
帽带企鹅都会灭绝 。

夸大事实



四大原则

1、话题一致原则

2、整体优先原则

3、可能性优先原则

三大错误

1、偷换概念

2、主观臆测

3、夸大事实

解题技巧

4、慎选敏感词汇原则



原因解释



典型提问方式：

除了下列哪项，其他各项均有助于解释上述现象？

以下哪项最能提供解释以上现象的原因？

上述论断不能解释下列哪种矛盾？

最能解释这一矛盾的是？

题型判定



找出矛盾
找原文中两个现象出现的差异

解题思路

解释矛盾（找原因，优中选优）
发掘差异背后隐含的前提原因

1.解释需从冲突双方出发，允许另加条件

2.有因必有果且合理（以内因为主）

3.不能否定冲突双方



加强论证



题型判定

加强型

(1)最有力地支持/加强以上论点的一项是？

(2)以下各项选项中，无法加强上述结论的是：

(3)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能加强上述结论？

典型提问方式：

1、削弱选项 2、无关选项

1、削弱选项 2、无关选项 3、加强力度最弱

(4)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



找论点

1、结合设问方式

2、关键词

3、首尾句

表观点：认为、以为、
表结果：因此、所以
表结论：表明、说明、
表建议：建议、忠告



论证的原则

论题一致原则

论据真实可靠性
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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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个实验把一批吸烟者作为对象。实验对象分为两组。第
一组是实验组，第二组是对照组。实验组的成员被强制戒烟，
对照组的成员不戒烟。三个月后，实验组成员的平均体重增加
了10%，而对照组成员的平均体重基本不变。实验结果说明，戒
烟会导致吸烟者的体重增加。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
述实验结论的说服力？

论点：戒烟导致吸烟者体重增加
2.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存在于舌头上的能检测甜味的蛋白质，

也存在于肠道。研究人员据此推测，肠道同样能尝出糖果的味
道。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说：“其实，肠道与舌头品尝甜味的方
式是一样的。”
下列哪项最能支持上述推测（ ）。

论点：肠道同样能尝出糖果的味道

论点类型

因果类论点

非因果类论点



加强型解题思路

找论点

加强技巧
因果类

非因果类



因果类

1、有A有B
没A没B

2、排除他因

论点：A导致B

除A外没有它因导致B

论点：喝可乐导致发胖。

喝可乐就会发胖；
不喝可乐就不会发胖

除了喝可乐，没有其他
原因导致发胖。

加强技巧

2、排除他因

除A外没有它因导致B



非因果类 --加强技巧

论点：灰太狼是个好老公。

论据：灰太狼常给红太狼做饭。

1、加强论点 （1）换表达方式再说一遍
（加强论点）

2、加强论据
（1）增加论据
（2）解释论据

3、 搭 桥 在论点和论据间建立联系



削弱论证



因果类 --削弱技巧

因果倒置

另有他因 除A外还有其它原因导致B

B导致了A

没A有B；有A没B对比实验

论点：A导致B 论点：喝可乐导致发胖。



非因果类 --削弱技巧

论点：灰太狼是个好老公。

论据：灰太狼常给红太狼做饭。

否定论点

拆 桥

否定前提

削弱论据

⑴反说一遍

⑴增加负面论据
⑵否定现有论据

切断、减少、弱化
论据与论点的联系

否定论点成立的前提



图形推理
位置类



试题类型一:旋转
旋转：元素围绕中心点发生方位变化

试题特征：

1. 元素不变

2. 圆性运动 2



解析方法：
1.看旋转方向：顺时针、逆时针

2.辨旋转幅度：度数、格数

30度或45度的倍数

顺时针逆时针



翻转方式:

横轴（上下） 竖轴（左右）

试题类型二:翻转

试题特征：

1.元素不变，方向相反

2.轴性运动

解析方法：

看翻转轴式

翻转：元素沿轴线空间发生旋转180度的方位变化



时针方向不变为旋转

时针方向改变为翻转

时针法：旋转与翻转判别技巧

p

qp

→确定起点、路径、终点



试题类型三:平移

试题特征：

1.元素不变 2.线性运动

平移：元素沿线发生移位变化



试题形式：

动与静 双向 多向



图形变化：

可呈现相离、相连或重叠的位置变化

解析方法：

1.看移动方式：上下、左右、斜向

2.辨移动步数：跨度、格数



静态位置

①本身结构

相离

相交（相切也是相交）

②功能信息



特征：某个小元素会频繁出现
在每幅图中

考点：大小、方向、属性

功能信息



确定大小（最大的角，最长的边）

确定方向（内外）

确定属性（垂直、平行）

考点



数量类



点 线 角 面 素

一、数什么



什么明显数什么

局部问题局部解决

二、怎么数

 



1. 8   8   8   8   ？

2. 1   2   3   4   ？

3. 5   1   3   4   ？

4. 2   3   5   8   ？

5. 1   2   4   8   ？

6. 1   2   3   2   ？

7. 1   2   1   2   ？

5

16

13

1

2

1

等差

等比

常数

对称

乱序

周期

8

运算

三、找规律



点

顶点

交点

切点

考查形式 ——点

端点

交
点
数
量



解析方法：

点的种类数 、

一种点数、

点的总数（端点单考）



线的种类

解题方法：1.总线条数 2.特定线条数

笔画： 小（3） 流（10）

直线：

一笔画和多笔画（一笔画算一条线）

曲线：

考查形式 ——线



一笔画

0奇点

一笔画：图形中的线条不断开（联通图）
且不重复使用形成的图形



奇点：一点引出三条线

前提：1.图形是连通的，线条不断开。

2.奇点数为0或者2

端点均为奇点

一笔画：从一个点出发，发射出的线条数为奇数的时候，
这个点即为奇点。

一笔画法则



2奇点

4奇点

1笔画

2笔画

6奇点 3笔画

奇点数

2
= 最少笔画数

多笔画



1

2

3
4

角的种类：内角、外角

锐角、钝角、直角

考查形式 ——角



解析方法：

角的总数量

一种特定角的数量



面的种类：

封闭图形 封闭区域

解析方法：

数总面数 数某种面数

R

考查形式 ——面



素
元 素：构成图形的要素

1、一个图形

2、一个相连部分

试题特征：
1、元素特别凌乱

2、呈现多个小图形

或多个部分



解析方法：

（1）数元素总数量

（2）数元素的种类数量

（3）数同种元素量



样式类



类型一：遍历式

试题特征：
1、元素种类（属性）和数量一致

2、组合次序不一致

解析方法：缺啥补啥

遍历：将图形的元素或属性都经历一遍



叠加

求同

求异

类型二：运算



+ =

叠加：将一个图形叠加放在另一图型上面。

1、叠加



a、局部求同（求两图中共同部分，去掉不同部分）

2、求同



b、整体求同

c、相邻求同

吃 问 间 明 阴



去掉图形相同部分，求两图中不同部分

3、求异



特征：1、图形外形相同

2、相同位置存在颜色上的不同
（或图案）

类型三：黑白叠加



黑+黑=黑

黑+白=白

白+黑=白
白+白=白



属性类



图形特别简单，具有共同属性。

属性题型判定



属性题型判定

图形特别杂乱，

点线面角素无规律。

解题方法：

杂图寻找共同属性



对称性

曲直性

开闭性

属性考察形式



a、曲线 b、直线

c、曲线+直线

曲直性



a、全封闭 b、全开放

c、半封闭+半开放

8 2

6

开闭性



中心对称 轴对称 中心对称+轴对称

对称性



【图形推理小结】

题型判定

相同看位置，相似看样式

凌乱看数量，最后看属性



平面重构



解题要求

元素个数、种类数不变

元素不能发生翻转

拼图、补图

平面重构

特征



解题技巧

数数

时针

平面重构



立体重构



先找特征面

后辨相对面

分析相邻面

解题思路



在题干图形中找到一个特殊的面，然后与选

项相匹配。——存在这个面的基本上是正确答案。

适用于不规则立体图形一、特征面



相对面特性：有且只能看到一个相对面

右--左

前--后

上--下

右

前

上

二、相对面（立体图）



3 5

6

4

21 2

4

6 3

5

1 2

4

6

3 54 5

1

3

2 6

2

6

5

2

6

4 5

5

4

2

6

4

1

二、相对面（平面图）

“Z”字两端



二、相对面小结

必能且只能看见一个面

1、相间排列

2、Z字型两端

特征

方法



A C
D

1、重合边

2、垂直边

A
F

三、相邻面

E
B

特性：
面与面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面内特征不能改变



2
3

1
5 6

4

移面

平面：1.重合边
2.垂直边

6



 时针法

 箭头法

 点定位

相邻面解题方法



时针方向改变则排除,
时针方向一致的不一定对

1

2 3
2

逆时针 顺时针

2 3

逆时针

1 2

逆时针

时针法



BD

C

B
C

D

点定位 定点数线

A

A



解题方法

时针法

箭头法

点定位

特性

相邻面

三、相邻面



类比推理



同一关系是指两个概念完全等价

图形表示： A=B

妻子：媳妇

广东：粤

1、全同关系

老婆、妻儿,夫人，内人，内子, 太太，
贱内, 娘子, 拙荆, 发妻, 糟糠, 
贤内助, 贤妻



包容关系：是指A集合包含B集合
图形表示：

B A

组成关系（具体）：树与树根

种属关系（抽象）：树与杨树

2、包容关系



3、并列关系

反对关系

矛盾关系



非此即彼
例如：
男人：女人

生：死A B

矛盾关系



A B

C 例如：
中秋节：清明节

犀牛：大象

反对关系
在所有情况中，除了已知的S、P之外还有
其他的情况



4、条件关系

必要条件关系

充分条件关系

如果天下雨了，地就会湿。

只有有了水，才能种水稻。



必然属性： 光；亮
或然属性： 花；红

5、属性关系

雪：白？



两概念集合A和B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图形表示：

A B

6、交叉关系



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具有某种映射关系。

7、对应关系

1.专门对应：规定
2.特定对应：同一事物或现象产生的联系

例如：作品与作者、人物、环境等
事件与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等
行为与目的、作用、影响、实施者等

3.近似对应：不同系统的两个对象某点偶然相
近相似

例如：高个子与电线杆、胡须与玉米须



8、词涵关系

词涵：
（1）词性：
（2）词义：
本义、象征义、引申义
同义、近义、反义、色彩性、倾向性

（3）词构 ：
构词方式、词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