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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独特、高效、实用
　　通过对MBA联考逻辑的考情分析，让考生明确MBA逻辑的考查内容——逻辑思维能力，深度理解
逻辑的答题原则以及逻辑备考的关键所在——快速阅读理解能力。
归纳考生逻辑复习备考和解题中存在的误区，对症下药；提供一套多年以来只传内部学员、颠覆传统
的高效备考方略，让考生短时间内能自如应对逻辑。

　　二、系统、全面、经典
　　针对参加MBA联考考生的学习特点专门设计，包括MBA联考逻辑经典题型精讲、高效解题方法、
逻辑基础知识、逻辑常犯错误、MBA联考2000—2012年逻辑真题及参考答案、10月在职MBA联考2007
—2011年逻辑真题及参考答案，让考生把握逻辑考试脉搏，掌握命题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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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MBA逻辑高效复习的基本前提
　第一节　深度理解大纲
　第二节　远离认识误区
　第三节　把握高分关键
第二章　MBA逻辑决胜金诀
　第一节　逻辑推理的真谛
　第二节　逻辑的内核——条件和结论
　第三节　中国MBA网校逻辑特效备考方略
第三章　MBA逻辑经典题型精讲
　第一节　直接推断型
　第二节　加强前提型
　第三节　削弱结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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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三大逻辑基本规律
　第三节　证明和反驳
　第四节　十大逻辑错误
第五章　MBA逻辑历年真题精析
　2000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1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2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3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4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5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6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7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7年10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8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8年10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9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09年10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10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10年10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11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11年10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2012年1月MBA联考逻辑真题及答案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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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实数的概念、性质和运算 第一节 定理、定义、公式的扩展与深挖 一、充分
条件与条件充分性判断 （一）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的定义：由条件A成立，就可以推出结论B成立（即A
推出B是真命题），则说A是B的充分条件。
 若A是B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A具备了使B成立的充分性。
若A推不出B，则说A不是B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A不具备使B成立的充分性。
 （二）条件充分性判断 条件充分性判断是MBA联考数学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数学题。
这类题型主要围绕高中数学中的充分条件这个知识点设计，对必要条件并不要求。
 解题说明：本题要求判断所给出的条件是否支持题干中陈述的结论。
阅读每小题中的条件（1）和（2）后选择： A.条件（1）充分，但条件（2）不充分 B.条件（2）充分
，但条件（1）不充分 C.条件（1）和条件（2）单独都不充分，但条件（1）和条件（2）联合起来充
分 D.条件（1）充分，条件（2）也充分 E.条件（1）和条件（2）单独都不充分，条件（1）和条件（2
）联合起来也不充分 解题过程：条件充分性判断的求解过程即为以下三个命题中某几个命题真假的判
定： 1.条件（1）成立，则题干结论成立。
 2.条件（2）成立，则题干结论成立。
 3.条件（1）和（2）都成立，则题干命题成立。
 真题举例： 【2012年1月真题】在某次考试中，3道题中答对2道题即为及格，假设某人答对各题 两个
相邻整数必为一奇一偶。
除了最小质数2是偶数以外，其余质数均为奇数。
任何一个合数都能分解为若干个质因数之积。
 （二）概念的扩展 1.质数与合数 设n为正整数，n≥2，如n除了1和n以外没有其他的正整数约数，则
称n为质数；否则称n为合数。
负整数和自然数0、1均非质数也非合数。
 质数中仅有一个偶数2，其他质数均为奇数，较小的质数依次为2，3，5，7，11，13，17，⋯ 判断一
个较大的正整数n是否为质数，可用几个质数从小到大依次去除n，看能否整除，如对所有质数p≤√n
均不能整除n，则n为质数，否则n为合数。
 【定理】设n为正整数，n≥2，则n必可写成n=pk11pk22⋯pkss，其中p1，p2，⋯，ps为质数，k1，k2
，⋯，ks为正整数，如设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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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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