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题演练（六）解析 
判断推理（2017 年江苏 A） 

1.【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有的“文物”是“建筑，有的“建筑”是“文物”，二者属于交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烹饪”可以添加“佐料”，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B 项，“楼房”是“故宫”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C 项，有的“诗人”是“教授”，有的“教授”是“诗人”，二者属于交叉关系，与

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 项，“皮鞋”和“布鞋”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文物：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

迹。 

故宫：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余间，有平房，有

楼房等。 

2.【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园中园”指园中的园，且“园中园”是前一个词“园”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组成

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楼外楼”指楼外面的其他楼，“楼外楼”不是前一个词“楼”的组成部分，

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 项，“梦中人”指梦中出现的人，“梦中人”不是前一个词“人”的组成部分，二

者不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C 项，“水中月”指倒映在水中，“水中月”不是前一个词“月”的组成部分，二者

不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D 项，“画中画”指画中的画，“画中画”是前一个词“画”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

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本题可以分两种情况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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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7%259A%2587%25E5%25AE%25B6%25E5%25AE%25AB%25E6%25AE%25BF


（1）“园中园”中第一个“园”若与题干冒号前面的“园”是同一个“园”，则二者

为组成关系，即“园中园”是“园”的组成部分，如上述解析。 

（2）“园中园”中第一个“园”若与题干冒号前面的“园”不是同一个“园”，则二

者为种属关系，即“园中园”是“园”的一种，此时，所有选项中后词与前词都构成种属

关系，再结合词语结构，只有“画中画”与题干“园中园”相同，仍然选 D。 

3.【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铁路”是“道路”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且“铁路”是一类事物。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南京”是“江苏”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B 项，“空调”是“家电”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且“空调”是一类事物，与

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 项，“英国”是“西欧”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D 项，“美国”是“国家”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但“美国”并非是一类事物，

而是个体，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4.【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人去楼空”指人已离去，所以楼中空空，“人去”与“楼空”属于因果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鸟尽弓藏”指鸟没有了，弓也就藏起来不用了，“鸟尽”与“弓藏”属于因

果对应关系，符合； 

B 项，“兽聚鸟散”指像鸟兽一样时聚时散，“兽聚”和“鸟散”属于并列关系，排

除； 

C 项，“莺飞鱼跃”指莺在空中飞翔，鱼在水中跳跃，“莺飞”与“鱼跃”属于并列

关系，排除； 

D 项，“虎踞龙盘”指如虎之蹲踞，如龙之盘卧，“虎踞”与“龙盘”属于并列关系，

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本题容易错选为 B 项，很多考生误以为“兽聚鸟散”是因果关系，但这里其

实用到了互文的修辞方法，即“兽聚散，鸟聚散”，形成了并列关系，而并非“因为兽聚，



所以鸟散”。（互文：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

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由上下文意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

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 

5.【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大学》”和“《中庸》”是“四书”的组成部分，“《大学》”和“《中庸》”

属于并列关系，且都与“四书”构成组成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泰山”和“华山”是“五岳”的组成部分，“泰山”和“华山”属于并列关

系，且都与“五岳”构成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 项，“六欲”是中国古代区分感情的一种分类。一般指见欲、听欲、香欲、味欲、

触欲、意欲。“物欲”和“财欲”不是“六欲”的组成部分，排除； 

C 项，“朝夕”指早上和傍晚，“除夕”和“七夕”都是节日，“朝夕”和“除夕”

不是“七夕”的组成部分，排除； 

D 项，“春风”和“秋雨”是自然天气现象，不是“四季”的组成部分，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四书：又称四子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五岳：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分别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

岳嵩山。 

6.【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先“买票”再“乘机”后“抵达”，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且三个动作是由同

一主体发出的。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先“生产”再“流通”后“消费”，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但是“生产”

的主体是生产商，“流通”的主体通常是经销商，“消费”的主体是消费者，三者主体不

同，排除； 

B 项，先“相识”再“相恋”后“结婚”，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且三个动作

是由同一主体发出，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 项，“调研”指调查研究，“调查”和“总结”是调研的两个环节，所以后面的两

个词和第一个词不存在时间顺序上的先后，排除； 

D 项，先“申报”再“评审”后“得奖”，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但是“评审”



的主体与另外两词不同，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三词的时间顺承关系是近年常考考点，且时常与发出动作的主体结合考查，

需要考生注意时间顺序的同时也注意主体个数，如：（1）同一个主体：“买票∶乘机∶抵

达”动作发出者为同一主体；（2）两个不同主体：“备课∶授课∶复习”前两词的主体为

教师，后一词主体为学生；（3）三个不同主体：“发货∶送货∶签收”主体分别为商家、

物流、消费者。 

7.【答案】A 

【解题思路】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 项，“扶贫”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与目标的对应关系，“深

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与目标的对应关系，前后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 

B 项，“扶贫”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与目标的对应关系，“科

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的理论前提，二者不属于方式与目标的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

系不一致，排除； 

C 项，“扶贫”需要“社会动员”，二者属于条件关系，“大国治理”需要“深化改

革”，二者属于条件关系，但是词语顺序相反，排除； 

D 项，“扶贫”是政府的治国政策，“从严治党”是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和方针，

二者范畴不同，无明显逻辑关系，“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组成部

分，二者属于并列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 

8.【答案】A 

【解题思路】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 项，“丝绸之路”途径“敦煌”，“万里长征”途径“遵义”，二者属于地点对应

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 项，“骆驼”是“丝绸之路”必备的工具，“草鞋”不是“万里长征”必备的工具，

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丝绸之路”途径“沙漠”，“万里长征”不途径“海洋”，前后逻辑关系不

一致，排除； 

D 项，“丝绸之路”的目的是促进“贸易”，“万里长征”的目的不是促进“解放”，



而是战略转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9.【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字符间的关系。 

从左往右数，部分位置存在字符相同的特点，其中 1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2

号和 7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4 号和 6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3 号和 5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4 号和 6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排除； 

B 项，4 号和 6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排除； 

C 项，1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2 号和 7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4 号和 6 号位置

上的字符相同，3 号和 5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与题干字符的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 项，3 号和 5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字符型命题规律一般有以下三种：1.相同字符之间的位置关系，例如，龙

99×3＆ssW（2 号与 3 号位置是相同字符，7 号与 8 号位置是相同字符）；2.相同字母大小

写的位置关系，例如，G5g3F2f（1 号与 3 号位置是相同字母的大小写，5 号与 7 号位置是

相同字母的大小写）；3.字符的特殊排列规律，例如，34569812（奇偶数相间排列）。 

10.【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干字符间的关系。 

从左往右数，部分位置存在字符相同的特点，其中 2 和 3 位置上的字符相同，7 和 8 位

置上的字符相同，其余位置上的字符都不同。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2 号、3 号、5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且 7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排除； 

B 项，7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排除； 

C 项，7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不同，排除； 

D 项，2 号和 3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7 号和 8 号位置上的字符相同，其余位置上的字

符都不同，与题干字符的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字符型命题规律一般有以下三种：1.相同字符之间的位置关系，例如，龙

99×3＆ssW（2 号与 3 号位置是相同字符，7 号与 8 号位置是相同字符）；2.相同字母大小

写的位置关系，例如，G5g3F2f（1 号与 3 号位置是相同字母的大小写，5 号与 7 号位置是



相同字母的大小写）；3.字符的特殊排列规律，例如，34569812（奇偶数相间排列）。 

11.【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每个图形都由一条斜线和四条长短各异的直线组成，并且斜线的端点与某两条直线的

端点发生重合，优先考虑功能元素中功能线的规律。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的斜线均是四条直线中最长线顶部端点与最短线底部端点的连线，只有 C 项

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除本题的功能线外，经常出现的功能类考查形式还有：功能点、功能箭头、

功能圆圈、功能三角、功能五角星等。若题干中频繁出现这些元素，可以考虑其标定功能。 

12.【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每个图形都给出一个人物，线条并不明显，所以可以考虑实体信息。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有一个人，并且保持站立姿势，A、B、C 项都是坐着，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此类题目经常出现的实体信息有：人物、动物、食品、生活用品、交通工具、

体育运动等，可以观察这些实体信息的共同特征来找规律。 

13.【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图形的线条明显，可优先考虑数点和数线的数量类规律。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的交点数依次为 6、7、8、9、10，呈等差数列，应选择交点数为 11 的选项。

四个选项图形的交点数依次为 13、11、6、10。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点的考查近年来更加细化，主要体现在特定点的考查，比如 X 型交点、T 型

交点、曲线交点、直线交点、曲直交点、图形外部轮廓与线条的交点等。 

14.【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中要求各图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得到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解法二：如下图所示，第二个图中已标记的角比较特殊，没有其他的图形可

以与之匹配，所以在选项中也应该出现这个角，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15.【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中要求各图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得到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平面拼合除应用等长的平行边进行拼合外，也可以用到特殊的角度去排除选

项。例如本题题干出现的角都是 45°和 90°，而 A、C 项中的锐角或钝角都不是 45°的倍数

角，所以这些角无法由题干图形拼合而成，可以直接排除。 

16.【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中要求各图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将其拼合后得到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平面拼合题目都经常用到平行边，而这道题却出现很多平行边，所以平行边

并不适用于本题。所以，遇到这种规则的图形拼合题时，可以合理利用选项进行排除。例

如 B 项，第一行单独的小块只能由图 2 提供，如下图所示，那么其余区域则无法拼合。 

 
17.【答案】B 

【解题思路】 

观察选项，出现频率最多的面是 1 和 4，选取这两个面分别画箭头，如下图所示，原

图中箭头 a 右邻面 2，而 A 项中箭头 a 右邻面 4，排除；B 项符合，暂时保留；原图中箭头

b 左邻面 2，而 C 项中箭头 b 右邻面 2，排除；原图中面 1 与面 4 为相邻面，移面后箭头 a

应左邻面 4，而 D 项中面 a 下邻面 4，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18.【答案】A 

【解题思路】 

如下图所示，选项中只出现了两个面，即面 1 和 2，所以只需研究这两个面即可，可

采用箭头法。在面 2 中沿着字母 T 的方向画箭头，可以发现，面 1 位于箭头的左侧。 

 
A 项，面 1 位于箭头左侧，符合； 

B 项，面 1 位于箭头上方，排除； 

C 项，面 1 位于箭头右侧，排除； 

D 项，面 1 位于箭头上方，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解法二：公共边法 

观察题干发现，由面 1 和 2 公共边的中点只向面 2 引出了一条线。 

 
A 项，公共边的中点只向面 2 引出一条线，暂时保留； 

B 项，公共边的中点没有引出任何线，排除； 

C 项，公共边的中点向面 1 和面 2 各引出一条线，排除； 

D 项，公共边的中点只向面 1 引出一条线，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19.【答案】D 

【解题思路】 

每个选项中均为“深色三角形”、“浅色三角形”和“╳”形所在的面，所以仅需观

察这三个面即可，可采用时针法。如下图所示，在平面展开图中，以面 1 为起点，面 2 为

终点，经过面 3，画时针，方向为顺时针。用上述画时针的方法，以相同的起点、终点、

路径画四个选项这三个面的时针，结果如下： 

 
A、B、C 项均为逆时针方向，与已知图形画出的顺时针方向相反，排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解法二：箭头法 

沿着面 2、3 的公共边，朝着面 1 的方向画箭头，发现面 2 在箭头的左侧，面 3 在箭头

的右侧，按照相同的方法在四个选项中画箭头，如下图所示： 

 
A 项，箭头左侧为面 3，排除； 

B 项，箭头左侧为面 3，排除； 

C 项，箭头左侧为面 3，排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20.【答案】B 

【解题思路】 

A 项，如下图所示，将面 5 移面后与 3 相邻，面 5 的黑色三角形没有任何边与面 3 重

合，而 A 项有重合，排除； 



 
B 项，如下图所示，将面 5 移面后分别与 2、3 相邻，面 5 的黑色三角形没有任何边与

这两个面重合，暂时保留； 

 
C 项，面 5 和 6 位于“Z”字两端，为相对面关系，不应同时出现，排除； 

 
D 项，面 5 的黑色三角形与 2、3 均无重合，但是这三面相交于一点时，题干中此点引

出的一条线为面 2 的对角线，而 D 选项引出的线为面 3 的对角线，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空间重构题要根据图案特征寻找合适方法，本题用到的方法有：相对面、公

共边法、以点找线法。其中，D 项可以用以点找线法排除，也可用时针法排除该选项： 

展开图中，以面 5 为起点，面 2 为终点，经过面 3 画时针，方向为顺时针，D 项中，

以相同的起点、终点、路径画时针，方向为逆时针，方向相反，排除。 



 
21.【答案】B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经济地位差的人多数比较肥胖。 

论据：经济地位差的人更易选择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食品，而摄入这些食品易导致肥

胖。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无关选项。“营养不良”与题干中的“肥胖”无必然联系，排除； 

B 项，增加反向论据。说明容易选择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食品的富人而不是穷人，具

有削弱作用； 

C 项，无关选项。该项说明富人比穷人在“健康上”更有能力投入，与论点中的“肥

胖”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D 项，增加新论据。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食品越来越便宜，说明经济地位差的人可能

会因为价格便宜而选择该类食品，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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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干条件确定，优先选择排除法。 

由（3）知剪纸不排在第 1 位，排除 A； 

由（4）知小张不展演昆曲，排除 C； 

由（4）知小张和老许都不展演昆曲，由（2）知小李不展演昆曲，则大王展演昆曲，

排除 B。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23.【答案】C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哪项对话中采用了同样方式”，确定为平行结构。 

第二步，分析题干推理形式。 

老张的“道”指的是实际道路，而小王的“道”指的是道路名称，所指对象不同，小

王采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方式。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甲乙两人对话中的“执法”意思相同，不存在偷换概念，排除； 

B 项，甲乙两人对话中的“游戏”以及“虚度年华”的所指均相同，不存在偷换概念，

排除； 

C 项，甲的“工作”指的是上班的时间段，而乙的“工作”指的是做具体工作，所指

对象不同，乙采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方式，与题干推理形式相同，符合； 

D 项，D 项，甲乙中的“你这种说法”意思相同，都是在指责对方诬陷冤枉自己，不

存在偷换概念，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偷换概念是将一些似乎一样的概念进行偷换，实际上改变了概念的修饰语、

适用范围、所指对象等具体内涵。偷换概念是一个歪曲对手言论的逻辑谬误。犯下这谬误

者会把对方的言论重新塑造成一个容易推翻的立场，然后再对这立场加以攻击。 

24.【答案】D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假设”，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将汤显祖称作“东方的莎士比亚”有很大的问题。 

论据：无论是就人格的魅力，还是就文本的美感而言，汤显祖都是不逊于莎士比亚的。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解释原有论据。汤显祖的人格魅力及其文本的美感均高于莎士比亚，是对论据

的重复，无法成为前提假设，排除； 

B 项，无关选项。该项只提到汤显祖在西方的影响，没有提到他在东方的影响，所以

无法判断将其称作“东方的莎士比亚”有没有问题，排除； 

C 项，无关选项。两位作家是否愿意别人用他人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与别人如何称呼

他们无关，排除； 



D 项，建立联系。该项意味着加上“东方”二字后逊色于初始对象，借此说明“东方

的莎士比亚”逊色于莎士比亚本人。而题中汤显祖并不逊色于莎士比亚，所以将其称作

“东方的莎士比亚”是有问题的，在论据与论点之间建立了联系，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当设问方式中含有“隐含”、“前提”、“假设”等字眼时，其为前提假设

型题目，属于加强论证的一种，常见的正确选项类型为建立联系、补充前提。需注意的是，

在此类题目中，经常会出现“加强论据”的干扰选项，其虽然有加强作用，但无法成为论

点成立的前提。 

25.【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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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题干知：孪生同胞只能是老张及其妹妹，或者是老张的女儿和儿子； 

由“第 1 名的孪生同胞与第 4 名性别不同”可知第 1 名和第 4 名性别相同，又知“第

1 名和第 4 名的年龄相同”，所以，第 1 名和第 4 名的性别、年龄都相同； 

题中不存在与老张年龄和性别都相同的人，也不存在与老张儿子年龄和性别都相同的

人，所以第 1 名和第 4 名只能是老张的女儿和老张的妹妹； 

假设第 1 名是老张的妹妹，则其孪生同胞是老张，此时第 4 名是老张的女儿，这种情

况下将会出现老张和他的女儿年龄相同的荒谬结果，故第 1 名不可能是老张的妹妹，因此，

第 1 名只能是老张的女儿。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26.【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那么”“或”，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甲：谋杀→李某； 

②乙：不是自杀就是谋杀，-意外； 

赵警官：（1）（甲且乙）或（-甲且-乙）→意外； 

（2）甲乙一真一假→-意外； 

第三步，进行推理。 

甲乙两句话真假不定，可进行假设； 



先假设甲、乙同真，根据②可知不是意外，但根据（1）可知是意外，自相矛盾，故不

可能同真； 

再假设甲、乙同假，根据①可知“谋杀且-李某”，根据②可知“-自杀且-谋杀且意

外”，会出现张某既被谋杀又未被谋杀的情况，同样不可能，因此，甲乙必须一真一假，

结合（2）可知张某没有死于意外； 

此时，若假设甲真乙假，根据②可知张某死于意外，与“张某没有死于意外”相矛盾，

因此，必然是甲假乙真。“甲假”即对①否定，可得“谋杀且-李某”，即最终结果是张某

死于谋杀，但与李某无关。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方法二：代入选项法。通过观察选项，发现 A、D 选项存在一定关联，即如

果 D 正确，则 A 也一定正确，但不符合单选题要求，因此 D 不正确，即李某没有杀张某。

接下来，假设 A 项正确，即张某死于谋杀，加上“李某没有杀张某”，得到“谋杀且-李

某”，与①矛盾，即甲为假；再将其代入②，也使乙也为假。此时甲乙均为假，将“-甲且

-乙”代入（2），推出“-意外”，A 项不与之矛盾。因此 A 项是正确的，选择 A。 

27.【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或者”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1）黄茶 2 或黄茶 4； 

（2）白茶 3→绿茶 5； 

（3）红茶 1 或红茶 2 ↔ 黑茶 5。 

第三步，进行推理。 

由白茶在 3 号，结合（2）得绿茶在 5 号，则黑茶不在 5 号，结合（3）推知红茶不在

1 号且红茶不在 2 号，则红茶在 4 号，又结合（1）知黄茶在 2 号，所以，黑茶在 1 号。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当且仅当”表示充分必要条件。“A 当且仅当 B”有两层含义，可以理解

为：①“当 B 成立时，A 一定成立”，翻译为“B→A”；②“只有 B 成立时，A 才成立”，

翻译为“A→B”。因此，“A 当且仅当 B”可翻译为“A↔B”，其逻辑性质为“当一个

为真时，另一个也为真；当一个为假时，另一个也为假”。 

28.【答案】A 

【解题思路】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或者”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1）黄茶 2 或黄茶 4； 

（2）白茶 3→绿茶在 5 号； 

（3）红茶在 1 号或红茶在 2 号↔黑茶在 5 号。 

第三步，进行推理。 

绿茶在 2 号，结合（1）知黄茶在 4 号； 

现在绿茶不在 5 号，结合（2）根据“否后必否前”可得白茶不在 3 号，又已知白茶不

在 1 号，则白茶在 5 号； 

白茶在 5 号则黑茶不在 5 号，结合（3）推知红茶不在 1 号且红茶不在 2 号，则红茶在

3 号，那么黑茶只能在 1 号。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当且仅当”表示充分必要条件。“A 当且仅当 B”有两层含义，可以理解

为：①“当 B 成立时，A 一定成立”，翻译为“B→A”；②“只有 B 成立时，A 才成立”，

翻译为“A→B”。因此，“A 当且仅当 B”可翻译为“A↔B”，其逻辑性质为“当一个

为真时，另一个也为真；当一个为假时，另一个也为假”。 

29.【答案】C 

【解题思路】无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或者”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1）黄茶 2 或黄茶 4； 

（2）白茶 3→绿茶 5； 

（3）红茶 1 或红茶 2↔黑茶 5。 

第三步，进行推理。 

黄茶不在 4 号，结合（1）知黄茶在 2 号； 

黑茶在 5 号，结合（3）推知红茶在 1 号或 2 号，而 2 号已确定是黄茶，故红茶在 1 号； 

黑茶已经在 5 号，说明绿茶不在 5 号，结合（2）根据“否后必否前”可得白茶不在 3

号，则白茶只能在 4 号，绿茶在 3 号。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当且仅当”表示充分必要条件。“A 当且仅当 B”有两层含义，可以理解

为：①“当 B 成立时，A 一定成立”，翻译为“B→A”；②“只有 B 成立时，A 才成立”，

翻译为“A→B”。因此，“A 当且仅当 B”可翻译为“A↔B”，其逻辑性质为“当一个

为真时，另一个也为真；当一个为假时，另一个也为假”。 

30.【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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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交流手段，盘活闲置资源； 

2.供给方能够获得额外收益； 

3.需求方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产品和服务。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业主们通过微信群分享闲置物品的信息，体现了“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交流手段”，

但并未体现业主作为供给方因此而获得额外收益，不符合定义； 

B 项，大学生们在校园摆摊设点是传统交易方式，未体现“现代化的信息交流手段”，

不符合定义； 

C 项，快递公司利用手机软件符合“企业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交流手段”，自由快递人选

择就近订单并顺路把包裹送到客户手中，由此可获取一定的收益，符合“供给方能够获得

额外收益”，其闲置时间也得以被盘活。而公司作为需求方，投送费用大幅下降，体现了

“需求方也能以更低成本获得服务”，符合定义； 

D 项，厂家们作为需求方没有节省研发费用，未体现“需求方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产

品和服务”，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自由快递人，是指有固定工作，利用闲暇时间，根据自己的行程，自主选择

身边快件并随程捎带的人，该概念由人人快递提出，旨在将全社会公众都发展成为快递人，

随程捎带，使快件不落地，直送直达，并以此节约社会资源，达到快递环保、低碳、绿色

的目的。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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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利用企业的管理漏洞，促使企业发生违法行为； 

2.索要双倍工资或经济补偿。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林某以种种借口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体现了“利用企业的管理漏洞，促使

企业发生违法行为”，而后申请劳动仲裁，目的是“索要双倍工资”，符合定义； 

B 项，公司没有为丁女士交纳养老金，是公司本身存在的违法行为，并非丁女士“利

用企业的管理漏洞，促使企业发生违法行为”，不符合定义； 

C 项，洪女士怀孕期间被扣工资，是工厂本身存在的违法行为，并非洪女士“利用企



业的管理漏洞，促使企业发生违法行为”，不符合定义； 

D 项，公司与招聘的工人未签订书面合同，是公司本身存在的违法行为，并非工人

“利用企业的管理漏洞，促使企业发生违法行为”，且工人申请劳动仲裁的目的是“要求

同意他们回公司继续工作”，并非“索要双倍工资或经济赔偿”，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

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

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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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商家借助对商品、服务的评论引导客户消费倾向； 

2.推动产品推广和销售。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中药研究所不一定是“商家”，且公益讲座的目的是普及相关知识，未体现“引

导客户消费倾向”，不符合定义； 

B 项，购物网站建立起对买家的信誉评价机制，目的是为了消除恶意差评对饭店的影

响，未体现“引导客户消费倾向”，不符合定义； 

C 项，饭店推出“集赞换龙虾”活动引发消费者的质疑，导致营业额急剧下滑，未体

现“推动产品推广和销售”，不符合定义； 

D 项，家电产品外包装印有行内专家的专业评价，体现了“商家借助对商品的评论引

导客户消费倾向”，产品一投放市场就很抢手，体现了“推动产品推广和销售”，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相关定义：微博营销、饥饿营销 

微博营销，是指以微博为营销平台，每个关注者都是潜在营销对象，企业利用更新微

博向网友传播企业、产品信息，树立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微博营销的特点是立体化、高

速度、便捷性和广泛性。 

饥饿营销，是指商品销售商有意调低销售量，以期达到调控供求关系、制造供不应求

假象、维持商品较高售价和利润率的营销方式。饥饿营销也能达到维护品牌形象、提高产

品附加值的目的。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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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 

2.求职高峰； 

3.主动选择短时间游学、实习、创业考察或志愿服务，推迟个人就业； 

4.寻找更合适的就业岗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小林毕业时正遇上求职高峰，去非营利性社团、咖啡厅体验生活，体现了“短

时间游学、实习、创业考察或志愿服务，推迟个人就业”，半年后创办科技咨询公司，体

现了“寻找更合适的就业岗位”，符合定义； 

B 项，小高毕业后没找到合适工作，也没主动选择“短时间游学、实习、创业考察或

志愿服务”来推迟个人就业，不符合定义； 

C 项，小李投递简历、找零工等行为都是在积极寻找就业机会，未体现“推迟个人就

业”，不符合定义； 

D 项，小金在大二时就创办了公司，说明毕业前已提前就业，并未“推迟个人就业”，

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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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期扎根农村； 

2.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财富为村民热心服务并作出贡献； 

3.具有较高威望和影响力的乡村人士。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老李一直在外经商，未体现“长期扎根农村”，不符合定义； 

B 项，小张复员后回到家乡，两三年就成了养殖大王，未体现“长期扎根农村”，不

符合定义； 

C 项，孙先生是某市商会会长，未体现“长期扎根农村”，也未体现“乡村人士”，不

符合定义； 

D 项，程某退休前是乡村小学校长，体现了“长期扎根农村”，退休后为挖掘家乡的发

展东奔西走，体现了“为村民热心服务并作出贡献”，被乡亲们传为佳话体现了“有较高

威望和影响力”，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每个地方

都有自己乡贤，他们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乡贤”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

种产物，乡贤指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在

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

绅，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 

35.【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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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身优势的相对性； 

2.带着危机感把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水和耕地资源尤为短缺，这是它的劣势，未体现“自身

优势”，不符合定义； 

B 项，田忌哪一等级的马都比不过齐王，未体现“自身优势”，不符合定义； 

C 项，某古城以保留众多清代建筑物闻名于世，属于“自身优势”，旅游资源丰富而旅

游消费水平低，体现了“自身优势的相对性”，吸取外地教训体现了“危机感”，全力保护

和开发旅游资源形成了稳固的行业优势，体现了“把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符合

定义； 

D 项，某公司的员工大多无法适应长时间黑暗，这是劣势，未体现“自身优势”，不符

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