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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GCT考试指南（大纲）的要求和2009年逻辑测试发展动向，对2008版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对编排体系和各章节的例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本教材更加突出了以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为主要训练目标的辅导特色。
目的是帮助广大非逻辑背景的GCT考生更好地做好逻辑科目的复习备考，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实
际解题能力和综合应试能力。
　　全书分为三篇和一个附录。
上篇： 形式推理； 精编了GCT考纲所要求的逻辑知识体系，内容包括概念、定义、性质命题、三段
论、复合命题及其推理、关系推理、模态推理、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等基础知识。
中篇： 论证推理； 从论证推理试题的实际出发，全面讲解了假设、 支持、削弱、评价、解释、推论
、比较、语义、描述以及综合等十大类题型的命题特点、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
下篇： 分析推理； 总结了分析推理试题的特点、解题步骤与解题技法，揭示了排列、分组、规则等
主要题型的特征、应试特点和答题技巧。
附录部分为应试指南，内容包括2008年逻辑真题及解析、历年逻辑考试总体分析、逻辑复习及答题策
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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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念与定义　　1.1 概念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
要研究逻辑，首先要从概念出发。
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构成命题、推理的要素。
概念有两个基本的逻辑特征：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性或本质；概念的外延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一个个、一类类的
事物。
例如：“商品”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外延是指古今中外的、各种性质的、各种用
途的、在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
任何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规定了概念的外延，概念的外延也影响着概念的内涵。
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即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性越多），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越少（即这
个概念所指的事物的数量就越少）；反之，如果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越多
。
概念间的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两大类。
概念的相容关系有：（1）同一关系，是指外延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例如，“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这两个概念就是同一关系的概念。
（2）从属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的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比如，“教师”和“教授”这两个概念，前者的外延就包含着后者的全部外延。
（3）交叉关系，是指外延有且只有一部分重合的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比如，“工程技术专家”和“工程硕士”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就具有交叉关系。
概念间的不相容关系有：（1）矛盾关系，是指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互相
排斥的，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外延之和穷尽了它们属概念的全部外延。
例如，“男人”和“女人”。
（2）反对关系，是指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这两个概念
的外延之和没有穷尽它们属概念的全部外延。
例如，“红色”和“黄色”。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划分由母项、子项和划分标准三个要素构成。
例如，人分为老、中、青、少、幼。
这是一种划分，其中“人”是母项，“老”、“中”、“青”、“少”、“幼”是子项，划分标准是
年龄。
划分应满足以下规则：（1）各子项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不相容的；（2）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
的外延；（3）每次划分必须使用同一划分标准；（4）划分不能越级。
在连续划分中，每次划分得到的概念属于同一层次，不同次划分得到的概念属于不同层次。
一般地说，对概念分类的标准不一致，把不同层次的概念，或把具有交叉或属种关系的概念并列使用
，称为“概念不当并列”。
 在美国出生的正常婴儿在3个月大时平均体重为12～14磅。
因此，如果一个3个月大的小孩体重只有10磅，那么他的体重增长低于美国平均水平。
以下哪_项指出了上项推理中的一处缺陷？
A.体重只是正常婴儿成长的一项指标。
B.一些3个月大的小孩体重有17磅。
C.一个正常的小孩出生时体重达到10磅是有可能的。
D.平均体重增长同平均体重并不相同。
[解题分析] 正确答案：D该结论基于的论据仅考虑了平均体重，但该结论考虑的是平均体重增长。
其实，平均体重增长和平均体重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该论述是有缺陷的。
因此，本题属于偷换概念，将平均体重增长和平均体重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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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指出了其推理错误。
A项没有指出短文中的推理错误，B项和C项同短文中的论述并不矛盾，但没有指出论述中的缺陷，故
不能为答案。
某个饭店中，一桌人边用餐边谈生意。
其中，一个人是哈尔滨人，两个人是北方人，一个人是广东人，两个人只做电脑生意，三个人只做服
装生意。
假设以上的介绍涉及这餐桌上所有的人，那么，这一餐桌上最少可能是几个人？
最多可能是几个人？
A.最少可能是3人，最多可能是8人。
B.最少可能是5人，最多可能是8人。
C.最少可能是5人，最多可能是9人。
D.最少可能是3人，最多可能是9人。
[解题分析]正确答案：B本题考查概念间的关系。
 求最少：两个人只做电脑生意，三个人只做服装生意，最少5人。
求最多：哈尔滨人肯定是北方人，其他人假设都不重合，那么最多8人。
在某校新当选的校学生会的七名委员中，有一个大连人，两个北方人，一个福州人，两个特长生（即
有特殊专长的学生），三个贫困生（即有特殊经济困难的学生）。
假设上述介绍涉及了该学生会中的所有委员，则以下各项关于该学生会委员的断定都与题干不矛盾，
除了A.两个特长生都是贫困生。
B.贫困生不都是南方人。
C.特长生都是南方人。
D.大连人是特长生。
[解题分析]正确答案：A大连人一定是北方人，这样按地域涉及的人有3个，特长生2个，贫困生3个，
这样如果三者没交叉的话，就是8个人，如下图所示；而题干说有7个人，说明另外还有且只有1个交叉
。
A项的断定与题干矛盾。
因为如果两个特长生都是贫困生，则题干中的介绍最多只能涉及6个人，和题干的假设矛盾。
其余各项与题干均不矛盾。
由甲、乙双方协议共同承建的某项建筑尚未完工就发生倒塌事故。
在对事故原因的民意调查中，70％的人认为是使用的建筑材料伪劣；30％的人认为是违章操作；25％
的人认为原因不清，需要深入调查。
以下哪项最能合理地解释上述看来包含矛盾的陈述？
A.被调查的有125人。
B.有的被调查者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C.有的被调查者认为事故的发生既有建筑材料伪劣的原因，也有违章操作的原因。
D.很多认为原因不清的被调查者实际上有自己倾向性的判断，但是不愿意透漏。
[解题分析]正确答案：C这道题实际上是考查考生是否意识到，百分比中是否相容的计算值。
　　1.2 定义定义包括三个部分：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
被定义项就是在定义中被解释和说明的语词、概念或命题。
定义项就是用来解释、说明被定义项的语词、概念或命题。
定义联项是连接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的语词，例如“是”、“就是”、“是指”和“当且仅当”等。
通过定义，从而明确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点和本质。
比如：“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全部包含在另一个概念的外延之中，而后者的外延并不全部包含在前者的外延
之中，则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具有属种关系，前一概念是后一概念的种概念，后一概念则是前一概念的
属概念。
给概念下定义最常见的形式是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即：被定义的概念＝种差+邻近的属在上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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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下定义时，“社会关系”是属概念，“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这一性质，就
是区别生产关系和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种差。
例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商品”这个概念就是“劳动产品”这个概念的种概念，“用来交换”就是商品不同于其他种的特有
属性称为种差。
下面列出定义的规则：（1）定义必须揭示被定义对象的区别性特征。
例如：水是一种透明的液体。
这一定义显然没有揭示水区别于其他液体的特征，不是一个好的或可以接受的定义。
（2）被定义项的外延和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关系。
否则，会犯“定义过窄”或“定义过宽”的错误。
所谓“定义过窄”，是指一个定义把本来属于被定义概念外延的对象排除在该概念的外延之外。
所谓“定义过宽”，是指一个定义把本来不属于被定义概念外延的对象也包括在该概念的外延之中。
（3）定义项中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
 同语反复和循环定义一样违反了定义的一条规则，即定义项中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
具体地说，同语反复是直接地包含了被定义项，例如，乐观主义者就是乐观地对待生活的人。
“循环定义”的所谓循环，是指在用定义项去刻画、说明被定义项时，定义项本身又需要或依赖于被
定义项来说明。
例如，有人在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三个相关的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
高级神经活动是人的理性活动。
（4）定义项中不得有含混的词语，不能用比喻。
否则，就会犯“定义含混不清”或“用比喻下定义”的错误。
例如下面几句话是修辞不是定义：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一“平反是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
以下哪项最为确切地说明上述定义的不严格？
A.对案件是否处理错误，应该有明确的标准。
B.应该说明平反的操作程序。
C.应该说明平反的主体及其权威性。
D.对原来重罪轻判的案件进行纠正不应该称为平反。
[解题分析]正确答案：D处理错误的案件包括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和无罪而判。
对后两种案件进行纠正都可以叫做平反，而对于第一种进行纠正，不能叫做平反。
下定义必须要求“定义概念的外延和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必须完全相等”，本题犯了“定义过宽”的逻
辑错误。
一甲：什么是生命？
乙：生命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
甲：什么是有机体？
乙：有机体是有生命的个体。
以下哪项与上述的对话最为类似？
A.甲：什么是真理？
乙：真理是符合实际的认识。
甲：什么是认识？
乙：认识是人脑对外界的反应。
B.甲：什么是逻辑学？
乙：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规律的科学。
甲：什么是思维形式结构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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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思维形式结构的规律是逻辑规律。
C.甲：什么是家庭？
乙：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
甲：什么是社会群体？
乙：社会群体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单位。
D.甲：什么是命题？
乙：命题是用语句表达的判断。
甲：什么是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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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与考试大纲同步，由权威机构、资深专家编写。
经典：汇集40万考生使用体验。
严谨：历经6轮讲授、7轮修改完善。
实用：针对在职考生特点精心设计内容、剪裁篇幅。
全面：提供全时段备考用书，覆盖备号全过程。
增值：考前辅导教程系列附赠上网学习卡，提供更多最新备考资料、报考信息和网上专家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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