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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逻辑推理能力测试是GCT联考重要的一科。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与国际接轨，我国的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也在逐步借鉴美国以能
力测试为主的考试模式，其中逻辑科目的考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模式。
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就是一种将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种题材中，考查学生是否具有严
谨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在复杂情况下处理众多信息的应变能力等素质能力的考试。
GCT逻辑测试的题目并不难，但题量大，强度大。
针对这门考试的特点，根据以往考生的考试经验，逻辑测试复习备考有效的应试方法就是抓住真题。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忽略了历年真题的作用，把真题利用好，能给考生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省心、
省时、高效。
1.逻辑考试的主要经验：真题就是一切逻辑备考中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捷径就是通过历年真题提高
快速解题能力。
逻辑的命题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常考的领域都有重复性。
真题是逻辑复习备考的最好蓝本，逻辑备考的要诀就是在真题里提高解题能力，在真题里预测出今后
命题的规律，在真题里悟出解题要领。
历年考题不仅能使考生熟悉考题类型和解题思路，而且还可以使考牛在正式临考时对绝大多数题感到
“面熟”，无形中会产生胸有成竹的心理优势。
因此，反复研习历届真题，是攻克逻辑考试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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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编的2009年版《GCT逻辑考前辅导教程》的配套用书
，囊括了2003年首次GCT考试以来到2008年的历年真题。
本书将这些真题按照试题类型分为形式推理篇、论证推理篇、分析推理篇三篇，共16章，详尽系统地
剖析了历年逻辑真题的题型特点，提供了精简而有效的解题思路、方法和技巧。
对真题逐一解析，突出了类型化的编排特色。
　　本书非常适合作为帮助GCT考生紧抓逻辑考点，把握考题特征，辨明考试趋势，特别是快速提高
应试能力的考前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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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词项逻辑所谓词项，就是表示事物名称和事物性质的名词类词语。
在逻辑中，凡是能充当简单命题主项和谓项的词或词组，都称为词项。
如果要研究命题内部结构的推理，就必须把命题分解为词项。
词项逻辑的内容包括概念、定义、性质命题及直言三段论，相应的考题类型为集合题型、定义判断、
对当关系和结构比较。
1.1 集合题型解集合题型的重点是集合的“部分与全体”，同时要善于分辨可能重合的部分和绝不会重
合的部分。
最直观的办法是根据题干提供的条件画欧拉图（集合图），题目即可迎刃而解。
但要注意，可以用欧拉图来排除错误的选项，但一般不要用欧拉图直接去验证某个选项是否一定正确
，这往往是验证不了的，所以，画图法只是解集合题的有效辅助手段，而不是全部。
画图的方法：（1）先画固定的部分；（2）再用虚线画不固定的部分。
2003GCT-12哈尔滨人都是北方人，有些哈尔滨人不是工人。
以上命题为真，则以下哪一项肯定为真？
A.有些北方人是工人。
B.有些北方人不是工人。
C.有些工人是北方人。
D.有些工人不是北方人。
[解题分析]正确答案：B三段论推理，可用画图法帮助解题。
“哈尔滨人都是北方人，有些哈尔滨人不是工人。
”由三段论推理显然可以得到“有些北方人不是工人”，因此，B项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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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逻辑历年真题分类精解(2003-2008)》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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