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题演练（十三）解析 
判断推理（2016 年四川下） 

1.【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同，但每一个图中黑色三角形和垂直的两条线段发生明显的位置变化，优

先考虑动态位置。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图形中，黑色三角形以五边形的中心为中心点，沿着五边形的边依次顺时针移动一格，

因此，排除 C、D 项；内部垂直的两条线段依次逆时针旋转 90°，排除 B 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在动态位置旋转类题目中，如遇旋转角度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借助图形本

身特征作为参照。如本题黑色三角形旋转角度难以判断，无需考虑具体旋转度数，可借助

五边形的边作参照进行观察，发现黑色三角形沿着五边形的边顺时针移动。 

2.【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中都有黑点和白点，有些黑点紧密相切，有些黑点分布比较零散，优先整体观察

黑点的规律。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对比两段图形，第一段三个图中紧密相切的黑点不能将图形中的白点分割为两个部分，

第二段三个图形中紧密相切的黑点能将白点分割为两个部分。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易错点：对于此类题目，很多考生会考虑到平移的规律。如果按照平移，第

一段图形存在如下规律：第一行黑点依次向右移动一步，第二行黑点依次向左移动一步，



第三行黑点保持不动，第四行黑点依次向右移动两步，第五行黑点依次向左移动两步。如

果第二段遵循与第一段相同的移动规律，应得到此图： ，但并无正确选项。 

3.【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从左往右，直线图形和曲线图形交替出现，问号处应该是曲线图形，排除 A、D 项；

图形奇点依次为 2、0、0、2、2，均能一笔画成，答案应该选择能一笔画成的图形，B 项

4 个奇点，至少需要两笔画成，C 项 2 个奇点，可一笔画成。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近几年图形推理对复合考点的考查较为频繁，例如：数量＋曲直性、动态位

置+样式类（例如，旋转＋去异求同、旋转＋去同求异等），建议考生多注意知识点的联系。 

4.【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图形中都有直角，优先考虑数直角的数量。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从左往右直角数量依次是 1、2、3、4、5，问号处应选择直角数量为 6 的图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近年来对角的考查更加细化，当所有角都一起数时如果没有规律，可只数某

一类角，如：直角、锐角、钝角。但是单独数某一类角时，可能不易察觉，因而当图形中

有明显垂直线时，可考虑数直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题干中既有封闭图形，又有非

封闭图形时，可能要将内角外角一起数，如本题的 AB 有非封闭的部分，那么对于第五幅

图来说，封闭图形外部的直角也要数。 

5.【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图形中线条比较多，可考虑线或者笔画数。 

第二步，九宫格，优先考虑横向规律。 

观察图形的最少笔画数，第一横行中，每个图形的奇点数依次为 2、2、0，最少笔画

数均为 1；第二横行中，第一个图形由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图形都可一笔画成，最少笔画



数为 2，后两图的奇点数均为 4，最少笔画数为 2；第三横行中，前两图的奇点数均为 6，

最少笔画数为 3，因此问号处应选择最少笔画数为 3 的图形。通过数奇点发现，A 项最少

笔画数为 2；B 项最少笔画数为 1；C 项最少笔画数为 3；D 项最少笔画数为 4。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解法二：图形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面的特征比较明显，优

先考虑数面。九宫格，横向观察，没有明显规律，考虑竖向规律。题干图形面的数量如下

图所示： 

 
竖向观察，每一列第三个图形面的个数是前两个图形面的个数之和。 

因此，选择 D。 

解法比较：在本题中，解法一的数字限定性较强，第一横行数字为 1，第二横行数字

为 2，第三横行数字为 3；而解法二中，数字限定性不强，只需满足运算的规律即可。因此

解法一优于解法二，本题建议选 C。 

6.【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但个别图形的内部具有相似性，优先考虑数量或样式。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组。 

观察图形特征，可以发现图③④⑤中均有相似的图形，而图①②⑥并无此规律。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当图形中面很明显，但无数量规律时，考生应当及时转换思路，考虑其他规

律。如本题考查图形内部求同，即图形内部存在相似图形。 

7.【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交点特征明显，优先考虑数交点。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组。 

图形内部线条与外部框架均有交点，所以考虑内部线条和外部框架的交点数。图①⑤

⑥内部线条和外部框架的交点数为 6，图②③④内部线条和外部框架的交点数为 7。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图形交点的类别较多，可根据图形交点的共性特征快速锁定考点，比如本题

中考查的是内部线条与外部框架的交点，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考查：（1）考

查拐点、切点、顶点、T 型交点、X 型交点；（2）考查直线与直线的交点、直线与曲线的

交点抑或曲线与曲线的交点；（3）考查封闭图形与封闭图形的交点。 

8.【答案】D 

【解题思路】 

给题干中的 6 个面分别标上序号，如图所示： 

 
A 项为 1、2、4 三个面，1 面和 4 面位于 Z 字形两端，是相对面，不可能同时出现，

排除； 

B 项，6 面出现两次，而一个面不可能同时出现两次，排除； 

C 项为 3、5、6 三个面，3 面和 6 面位于 Z 字形两端，是相对面，不可能同时出现，排

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在解答空间重构类题目时，观察每个面的特点后，标上编号更容易分辨。先

根据相对面位置关系排除错误选项，无法排除时，再考虑相邻位置关系。 

9.【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着深色套装，给顾客留下了专业和严谨的第一印象，说明首

因效应发挥了作用； 



B 项，小张在面试中表现突出，属于第一印象，但因错别字而取消录用他的计划，说

明首因效应并未发挥作用； 

C 项，王先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夸夸其谈是他给相亲对象的第一印象，导致相亲无

果，说明首因效应发挥了作用； 

D 项，小张的红头发给人留下不够成熟稳重的第一印象，导致找工作屡屡碰壁，说明

首因效应发挥了作用。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10.【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个体对其所从事的职业的肯定性评价。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小王以自己足球踢得好而自豪与他的军人职业没有关系，未涉及“对其所从事

的职业的肯定性评价”，不符合定义； 

B 项，小刘被上司表扬工作做得好，是别人对小刘的评价，未涉及他自己“对所从事

职业的肯定性评价”，不符合定义； 

C 项，小魏是大学生，尚未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未涉及对其所从事的职业的评价，不

符合定义； 

D 项，小李从事的职业是医生，他认为能为他人解除痛苦是一种快乐，涉及了“对其

所从事的职业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11.【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多定义，考查“公理”，其关键信息如下： 

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 度”是三角形内角和定理，适用范围是欧氏几何，即

在平直空间中该命题是成立的。而在黎曼几何空间时，三角形内角和大于 180 度，在罗氏

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小于 180 度。因此，该选项并非“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不



符合定义； 

B 项，“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是直线公理，是“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

符合定义； 

C 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中的观点，而唯心主义

哲学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并非“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不符合定义； 

D 项，“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是“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达，这种认知

因人而异，并非“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基本命题”，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定理”的关键信息是：1.建立在公理和假设基础上；2.经过严格的推理和证

明得到的。各位考生需要注意的是：A 项，“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 度”是建立在“欧氏

几何”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的推理和证明得到的”，属于定理。 

12.【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 

2.这一经验对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依然具有潜在影响的认知现象。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幼儿园出现了虐童事件，家长都无法相信”，与回忆无关，未体现出“个体不

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不符合定义； 

B 项，佳佳“一岁半时被邻居家的狗吓过”，一般人无法回忆一岁半时的事情，体现了

“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而“二十岁的佳佳很怕狗”体现了“这一经验对个体的行

为和判断具有潜在影响”，符合定义； 

C 项，“小辉学了六年钢琴”，时间很长，并非不能回忆，未体现出“个体不能回忆某

一过去经验”，不符合定义； 

D 项，看到商场广告而想到家中缺少微波炉，不存在回忆，未体现出“个体不能回忆

某一过去经验”，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13.【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经济社会发展中对生态功能和质量所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助； 



2.提高受损地区的环境质量或者用于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 

3.原则上适用谁破坏谁补偿。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建筑公司在甲地破坏森林，体现了“对生态功能和质量造成损害”，在乙地重建，

体现了“创建新的具有相似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的区域”，同时满足“谁破坏谁补偿”原则，

符合定义； 

B 项，租用邻居耕地，未体现“对生态功能和质量造成损害”，且租赁费并非补偿费，

不符合定义； 

C 项，根据空气质量发放奖金，未体现“对生态功能和质量造成损害”，且奖金并非补

偿费，不符合定义； 

D 项，非法占用农田，未体现“对生态功能和质量造成损害”，且有期徒刑和罚金并非

对生态的补偿，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14.【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引入、创造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 

2.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 

3.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的理解教学内容。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学生扮演的是老师这一角色，无具体场景，未体现“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

具体场景”，不符合定义； 

B 项，模拟法庭相当于“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学生充当律师，体现了

“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的理解教学内容”，符合定义； 

C 项，法律诊所相当于“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学生会见当事人，体现

了“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的理解教学内容”，符合定义； 

D 项，让学生扮演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即组建了模拟法庭，相当于“创设与教学内容

相适应的具体场景”，同时体现了“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的理解教

学内容”，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15.【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国家、国际组织、法人、自然人； 

2.跨国经济交往活动；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总称。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国际经济法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符合“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总称”，

说法正确； 

B 项，跨国婚姻关系不属于“跨国经济交往活动”，因此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说法正确； 

C 项，海洋领土划界协议不属于“跨国经济交往活动”，因此不包含在国际经济法内，

说法错误； 

D 项，跨国经济交往活动的主体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符合“调整国家、

国际组织、法人、自然人从事跨国经济交往活动”，说法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相关定义：国内经济法 

国内经济法是指各国分别制订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各种国内立法。各国国内经济立法中

用以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法形式有二：一

种是“涉外涉内统一”，即某些法律规范既适用于内国某种经济关系，又适用于境内同类的

涉外经济关系；另一种是“涉外涉内分流”，即某些法律规范只适用于内国某种经济关系，

而不适用于境内同类的涉外经济关系；或者相反。此外，还有一些国内法，虽然也用以调

整涉外关系，但却不具备经济性质，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16.【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对他人人身采取暴力、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3.强行获取公私财物。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王某趁张某不备抢走背包，未体现“对他人人身采取暴力、暴力威胁或者其他

方法”，不是强行获取，不符合定义； 

B 项，洪某让张某喝下注入安眠药的饮料后盗走现金，体现了“对他人人身采取其他



方法”、“强行获取私人财物”，符合定义； 

C 项，李某持刀威胁张某后携财物逃走，体现了“对他人人身采取暴力威胁”、“强行

获取私人财物”，符合定义； 

D 项，刘某威逼张某后取走钱财，体现了“对他人人身采取暴力威胁”、“强行获取私

人财物”，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17.【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本题利用构词法，题干中“上”与“下”属于反对关系，“前”与“后”同样属于反对

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朝”与“暮”表示不同的时间，属于反对关系，但“有”与“无”表示某物是

否存在，属于矛盾关系，排除； 

B 项，“左”与“右”属于反对关系，“东”与“西”也属于反对关系，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符合； 

C 项，形容数量程度时，除了“多”与“少”还有“适中”，二者属于反对关系，“正”

与“反”属于矛盾关系，排除； 

D 项，“异”与“同”属于矛盾关系，“生”与“死”也属于矛盾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并列关系包括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矛盾关系是指对立的两种情况，没有第

三种情况存在，非此即彼，如本题 D 项的生和死，不是生则一定是死。反对关系是指在这

两种情况之外，还存在其他情况，如题干中的上和下，除此之外还有中间等方位。 

18.【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碧螺春”是“茶叶”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碧螺春”的产地是“江苏”，二

者属于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大熊猫”是“动物”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大熊猫”的产地是“中国”，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 项，“火锅”是一种烹饪方式，不属于“川菜”这个菜系，二者不属于种属关系，排

除； 

https://www.baidu.com/s?wd=%25E7%259F%259B%25E7%259B%25BE%25E5%2585%25B3%25E7%25B3%25B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nHIBPvwBPWRkuHbLmhFW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Yn1DkrHmd


C 项，“胡萝卜”是“蔬菜”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营养”是“蔬菜”的属性，

二者属于属性关系，排除； 

D 项，“木兰”是“植物”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木兰”的产地不是“四川”，

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碧螺春：中国传统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属于绿茶类。碧螺春产于江苏

省苏州市吴县太湖的东洞庭山及西洞庭山一带，所以又称“洞庭碧螺春”。 

木兰：木兰也叫木兰花，是木兰属中的一种植物，木兰原产中国中部，主要产地是福

建、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等地。 

19.【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男学生”与“女学生”属于矛盾关系，且都与“学生”构成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题干。 

A 项，“顺时针”与“逆时针”属于矛盾关系，与“旋转方向”构成种属关系，而非

“旋转”，排除； 

B 项，“正数”与“负数”属于反对关系，排除； 

C 项，“盘子”与“筷子”属于反对关系，排除； 

D 项，“实词”和“虚词”属于矛盾关系，且都与“词语”构成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1.整数包括正整数、负整数和零；正数包括正整数，正分数和正无理数；负

数包括负整数，负分数和负无理数。因此，整数与正数、整数与负数均为交叉关系。 

2.词语根据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有实际意义的词，

如：学生、楼梯；虚词，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如：才、非常、用。 

20.【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甲烷是沼气的组成部分，二者为组成关系；且甲烷和沼气都是气体，前两词和第三词

为种属关系。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 项：盐酸是氯化氢的水溶液，而非氯化钠，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 项：水银是体温计的组成部分，二者为组成关系，但体温计不是液体，与题干逻辑

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三氧化二铁是铁锈的组成部分，二者为组成关系，且铁锈和三氧化二铁都是固

体，前两词和第三词为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当选； 

D 项：水蒸气是水的气体形式，且水不是水滴的一种，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C。 

21.【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面粉”与“鸡蛋”都是制作“蛋糕”的原材料，与“蛋糕”构成原材料和成品的对

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香蕉”与“西瓜”都是“水果”的一种，与“水果”构成种属关系，排除； 

B 项，“纸张”与“打印机”都不是“文件”的原材料，纸张是文件的载体，而打印机

是打印文件时所需的工具，排除； 

C 项，簪“菊花”和插“茱萸”都是“重阳节”的习俗，与“重阳节”构成传统节日

和习俗的对应关系，排除； 

D 项，“水泥”与“钢筋”都是建造“房屋”的原材料，与“房屋”构成原材料和成品

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中国传

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

菊花酒等活动。 

22.【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家庭社会学”是“社会学”

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钢琴”不是“艺术科学”的一种，二者不属于种属关系，“小提琴”与“钢琴”

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 项，“哲学”是“人文科学”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历史学”与“哲学”属

于并列关系，排除； 

C 项，“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分析化学”是“化学”

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 项，“美国文学”是“文学”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文献翻译”与“美国文



学”无明显的逻辑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

一学科。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

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

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等。 

23.【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电子书”与“纸质书”是不同的书籍形式，二者属于并列关系，前者是新兴的书籍

形式，后者是传统的书籍形式，都与“阅读”构成功能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油画”与“素描”是不同的绘画形式，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不存在新旧形式的

差别，都与“绘画”构成种属关系，排除； 

B 项，“卷尺”是测量工具，“长方形”是几何图形，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C 项，“计算器”与“算盘”是不同的计算工具，二者属于并列关系，前者是现代的计

算工具，后者是中国传统的计算工具，都与“计算”构成功能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符合； 

D 项，“天平”与“体重秤”是不同的称重工具，二者属于并列关系，都与“称重”构

成功能对应关系，但不存在新旧的差别，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24.【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A 项，如果找到工作的是英语教育专业和英语翻译专业，则有两个同为商贸英语专业

的人未找到工作；同理，如果找到工作的是商贸英语专业和英语翻译专业，则有两个同为

英语教育专业的人未找到工作，排除； 

B 项，如果找到工作的是英语教育专业和英语翻译专业，则有两个商贸英语专业的人

未找到工作，并非至多一人，排除； 

C 项，如果找到工作的是英语教育专业和英语翻译专业，则没有来自商贸英语专业的，



排除； 

D 项，找到工作的两个人专业不同，他们不可能同为英语教育专业。所以至少有一个

英语教育专业是未找到工作的，符合题干要求。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分析推理题如果无法从题干正向推理，那么可以考虑从选项入手进行假设。

本题结合选项进行假设，找出是否存在与选项矛盾的情况，如果存在，则不能推出该选项。 

25.【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我国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不能简单解释为社会风气不好，一方面与原来整体离婚

率水平比较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社会方方明面的变化以及舆论环境、社会观念变化

有关。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无关选项。离婚人群中年轻人的比率与论题“我国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无关，

论题不一致，排除； 

B 项，增加新论据。“男女地位平等、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属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具

有加强作用； 

C 项，无关选项。城市的离婚率排序与论题“我国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无关，论题不

一致，排除； 

D 项，削弱项。该项认为离婚率上升还牵涉情感因素，不仅仅涉及到题干所述的两方

面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论点，具有削弱作用，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找论点的方法大致有三种：1.通过提问方式；2.关键词：“因此”，“认为”，

“结果是”等；3.首尾句原则。 

26.【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依据题干特征和提问方式，确定为归纳推理。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题干未提及张婆婆体力的强弱，无法确定其在室内还是室外活动，排除； 

B 项，该项与题干“上午在服务中心养老的男性老年人练习太极”矛盾，且说法过于

绝对，排除； 



C 项，题干未提及男性老年人体力的强弱，无法确定其在室内还是室外活动，排除； 

D 项，题干中的活动均是管理人员的安排，老年人的具体参加情况无从知晓，可能有

的老年人因特殊情况不参加任何活动，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从弱原则是指，如果选项中有表示可能性的词汇，要优先考虑，如：“可能”、

“未必”、“也许”等。对于过于绝对的词汇，要慎选，如“一定”、“都”、“绝对”等。 

27.【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不能支持”，确定为不能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无人机的着陆加剧了军用机器人技术革命竞争。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增加新论据。把机器人技术用于军事目的，说明军用机器人技术革命的竞争加

剧，具有加强作用； 

B 项，增加新论据。“赶超”一词说明该技术领域竞争激烈，具有加强作用； 

C 项，增加新论据。某国加强对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说明该领域竞争加剧已成事实，

具有加强作用； 

D 项，无关选项。日常使用的机器人与军用机器人并非同一概念，论题不一致，不能

支持。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本题秒杀技巧：题干话题是“军用机器人”，A、B、C 项均提到了“军事”、

“军用”等字眼，只有 D 项未提到，由此可以迅速锁定 D 项。 

28.【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未来，互联网旅游金融服务也更具有优势。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不明确选项。人们热衷于旅游，但不一定选择互联网旅游金融服务，所以不能

体现其是否具有优势，排除； 



B 项，不明确选项。该选项只提及了当前的数据，没明确未来的发展趋势，排除； 

C 项，不明确选项。虽然在线旅游用户中 36~45 岁选择旅游金融服务的比例较高，但

是在线旅游用户在整体旅游人数中的占比不明确，说明不了此服务是否有优势，排除； 

D 项，增加新论据。说明互联网旅游金融服务有优点，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29.【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与上述推理最相似”，确定为平行结构。 

第二步，分析题干推理形式。 

排污→鱼排卵数量减少，鱼排卵数量剧减→排污，肯后推肯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营养不良→生病，-营养不良→-生病，否前推否后，与题干推理形式不同，排

除； 

B 项，重度失眠→熬夜，熬夜→可能重度失眠，肯后推可能性结论，与题干推理形式

不同，排除； 

C 项，呈阳性→胃溃疡，胃溃疡→呈阳性，肯后推肯前，与题干推理形式相同，符合； 

D 项，吃肥肉→心血管疾病，吃肥肉→心血管疾病，肯前推肯后，与题干推理形式不

同，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平行结构类的题型，题干推理形式可能会出现错误，要求选择一个推理形式

与题干一致的选项，此时可以先分析题干的推理形式，再选择与其推理形式一致的选项即

可，不需要考虑题干或选项的推理形式是否符合正常逻辑。 

30.【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小头睡鲨的年龄是可以通过其眼睛来测定的。 

论据：有其他人在研究鲸鱼年龄时用到了眼睛。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不明确选项。小头睡鲨和鲸鱼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因此，该项不足以说明小头

睡鲨年龄可通过眼睛来测定，排除； 



B 项，不明确选项。该项并未说明晶状体核是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不明确是否

能用来测定小头睡鲨的年龄，排除； 

C 项，增加新论据。晶状体是不断生长的，说明眼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可以

通过眼睛来测定小头睡鲨的年龄，具有加强作用； 

D 项，增加反向论据。“视为‘死的’组织”说明眼睛随年龄增长变化不大，不能用眼睛

来测定年龄，具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参考文章：《来，参见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