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断推理模块解析

66.【答案】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彼此不同，但都是两个图形发生连接，所以考虑属性类带连接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第 1、4、6副图，两个图形都是相连于图形带最短边，第 2、3、5副图都是相连于

图形带最长边。

所以答案为 A选项。

67.【答案】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相同，优先考虑位置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都包含三角形和圆圈两个元素，而且两个元素的位置发生变化，三角形和

圆圈都是沿着 13宫格的外圈平移，三角形先是向右、再向下、向左、向上，每次

平移 2步，基本是一个顺时针方向，运动轨迹形成一个 0 字。圆圈是逆时针运动，

每次平移 3步。

因此，选择 C选项。

68.【答案】B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和属性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都是轴对称图形，而且前两图形都有等边三角形，考虑数对称轴数量。经

过观察，题干中其他图形也都是 3条对称轴，从而答案也要有 3条对称轴。

因此，选择 B选项。

69.【答案】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属性特征不明显，优先考虑数量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每个图形都是立体图形，第一个圆锥体是一个圆形底面和侧面两个组合而成，第二

个圆柱体是由上下底面和侧面组合而成，共 3个面，第三个图形四面体共 4个面，

依此类推，发现图 4与图 5也符合该规律，分别由 5个面和 6个面，故在“？”处选

一个由 7个面的立体图形，只有 D项符合。

因此，选择 D选项。



70.【答案】B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本题要求选出能够组成完整正方体的一项。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根据凹凸性原则，选项多面体中的斜三角应该和小长方体缺口在主体图形的

一侧，排除；

B 项：根据凹凸性原则，选项能与题干多面体拼成正方体，如下图所示：

C项：根据凹凸性原则，选项多面

体中的斜三角应该和小长方体缺口在主体图形的一侧，排除；

D项：根据凹凸性原则，选项中的两个大长方体拐角处应该有一个斜向的三棱柱，

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71.【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组织成员在行为或观念等诸方面与其加入的组织具有一致性；

②在组织中既有理性的契约和责任感，也有非理性的归属和依赖感；

③在这种心理基础上表现出对组织活动尽心尽力的行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体现作为共产党员，本身与党组织具有观

念上的一致性且有理性的契约关系，从而产生归属感，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不做出不符合组织的行为，符合定义；

B项：公司面临困难时，我们要不离不弃，作为公司成员，与公司具有理性契约关

系，面临困难时不离不弃，体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归属感，表现出维护公司使命感的

主人翁行为，符合定义；

C项：我要每时每刻自觉维护公司的良好形象，作为公司成员，与公司具有理性契

约关系，每时每刻对维护公司的形象使命铭记于心，体现对组织活动尽心尽力的行

为，符合定义；



D项：母校表明个体已经毕业，即已脱离组织关系，不属于组织成员，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选项。

72.【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

②在没有连续位移的地方，看到了连续位移。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两岸青山相对出，意思是两岸青山对峙美景，难分高下，并没有运动或者位

移发生，不能体现“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以及“在没有连续位移的地方，看到

了连续位移”，不符合定义；

B项：坐地日行八万里，意思是我们每天即使原地不动，也会运动八万里，体现了“在
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符合定义；

C项：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意思是回头再看沿江两岸的大大小小的城郭，一

个个都像在水边漂游浮动，远方的天空，显得过分低垂，被汹涌的波浪冲击得忽悠

悠的颤动，城郭和天空都是静止的，体现了“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符合定

义；

D项：明月却多情，随人处处行，意思是明月却是那么多情，不管人走到哪里，它

都陪伴着你同行，月亮可以理解为静止的，体现了 “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
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选项。

73.【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甲方认为乙方“好”或“坏”；

②乙方以甲方所设想的方式来对待甲方；

③甲方验证了自己的假设，认为乙方就是他所认为的那样的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寒门也能出贵子，说明甲方认为乙方（寒门之子）难以成功，但乙方最终取

得成功，没有成为甲方所认为的那样的人，“亦”体现了甲方没有验证自己的假设，

不符合定义；

B项：严师才能出高徒，是观点性的表述，未体现“甲方验证了自己的假设”，不符

合定义；

C项：出色的父亲果然会生出不一般的孩子，说明甲方认为乙方（虎父之子）会成

功，且乙方最终确实取得成功，成为了甲方所认为的那样的人，“果然”体现了甲方



验证了自己的假设，符合定义；

D项：慈母多败儿，是观点性的表述，未体现“甲方验证了自己的假设”，不符合定

义。

因此，选择 C选项。

74.【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特别需要别人依赖自己；

②爱向别人提供别人不需要的关怀；

③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关怀；

④使别人不能独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一天没见到儿子会发疯，未体现“强迫儿子接受自己的关怀”并“使儿子不能独

立”，不符合定义；

B项：给女儿喂药是为了让女儿早日痊愈，提供的是女儿需要的关怀，不符合定义；

C项：刘某住在自己家里，未体现有人“强迫刘某接受自己的关怀”并“使刘某不能独

立”，不符合定义；

D项：女儿已经成年，完全可以自己在大学生活，而王某在女儿大学附近陪读，说

明王某“提供女儿不需要的关怀”，从而可能“使女儿不能独立”，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选项。

75.【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利用计算机生成可交互的三维环境；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视频聊天没有“利用计算机生成可交互的三维环境”，排除；B项，视频聊天没有

“利用计算机生成可交互的三维环境”，排除；C项，网购书桌，全方位体验书桌的效

果体现出了“利用计算机生成可交互的三维环境”，当选；D项，观看视频，没有“利

用计算机生成可交互的三维环境”，排除。

因此，选择C选项。



76.【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如果一个投资者在投资行动时同多数投资者相同，那么他一定不是获利最大的；

②要获得最大的利益，一定要同多数人的行为不一致。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和多数投资者意见相左，体现了“同多数人的行为不一致”，致富机会永远存

在，体现了“获得最大的利益”，符合定义；

B项：投资者爆满的时候离场，体现了“同多数人的行为不一致”，符合定义；

C项：已经跌那么多了，该到底了，体现的是自己的想法，没有体现其他人的想法

和行动，未体现“同多数人的行为不一致”，不符合定义；

D项：人弃我取，别人恐惧我贪婪，体现了“同多数人的行为不一致”，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选项。

77.【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会不符合实际；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把一日错以为是三年，符合“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会不符合实际”；B项，形容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而寂寞的时光过得很慢，符合“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会不

符合实际”；C项，度日如年体现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会不符合实际”；D项的意

思是“今天是正月初七，离开家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七日和二年都是实际情况，不符

合“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会不符合实际”。

因此，选择D选项。

78.【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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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强度时间衰减”，其关键信息如下：

意志的强度随着自身行为的持续时间的增长而呈现负指数下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如果不坚持做一件事，就算是腐朽的木头也无法折

断，未体现“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不符合定义；



B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堆九仞高的山，只缺一筐土而不能完成，比喻做事

情只差最后一点没能完成，未体现“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不符合定义；

C项：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处贫穷之境应更加坚韧，不能失去了凌云的

志气，即在逆境当中也不能消沉放弃，未体现“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不符

合定义；

D项：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第一次击鼓振作了勇气，第二次击鼓勇气低

落，第三次击鼓勇气就枯竭了，体现了“意志的强度随着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
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选项。

79.【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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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层次超越脑”，其关键信息如下：

通过对类脑计算机进行信息刺激、训练和学习，使其产生与人脑类似的智能。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绘制精确的人类大脑动态图谱，以解析探测大脑，符合“将大脑作为一个物质

和生理对象进行解析”，属于结构层次模仿脑，不符合定义；

B项：调整神经网络的突触连接关系及连接频率和强度，符合“模拟神经元和神经突

触功能的器件”，属于器件层次逼近脑，不符合定义；

C项：开发功能、密度的电子装备，符合定义关键词“对类脑计算机进行信息刺激、

训练和学习”，与大脑皮层相当，符合定义关键词“使其产生与人脑类似的智能”，符

合定义；

D项：捕捉细微的单个神经元放电的非线性动力学过程，符合“获得基本单元（各类

神经元和神经突触等）的功能及其连接关系”，属于结构层次模仿脑，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选项。

80.【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湖泊水情周期性、有节律的变化；

②正常情况下，由于流域气候和下垫面等因素较稳定，湖泊多年平均水位趋于稳定

数值即湖泊正常年平均水位，湖泊年际节律以干扰因素驱动的突变性和适应干扰后

的阶段稳定性为特点，无渐变趋向；而昼夜节律对生态系统影响微弱；

③狭义水文节律特指月运节律与季节节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降雨和来水的减少体现了月运和季节的节律影响，多雨期和少雨期的影响使

得鄱阳湖的水位发生改变，水面面积萎缩可体现水位的下降，符合定义；

B项：洪泽湖的历史年均水温和水位没有关系，而且最高与最低水温都分别在 9月



和 1月出现，所以属于稳定的情况，不存在周期性、有节律的变化，不符合定义；

C项：洞庭湖的年降水量说的是这个地区降水的多少，没有说明洞庭湖水位的变化，

不符合定义；

D项：巢湖流域的年平均气温稳定在 15—16度之间，没有说明巢湖的水位，没有

体现水情周期性、有节律的变化，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选项。

81.【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孤本”是指某书刊仅有一份在世间流传的版本。亦指仅存的一份未刊手稿或原物已

亡佚，仅存的一份拓本。“孤本”属于“书籍”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正方形”是“长方形”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符合；

B项：“蔬菜”可以在“土地”上种植，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C项：“显微镜”一般在“实验室”较为常见，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D项：有的“礼物”是“商品”，有的“商品”可以作为“礼物”，二者属于交叉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82.【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玻璃幕墙”会导致“光污染”，二者属于对应关系。“玻璃幕墙”属于人类社会的产物，

“光污染”属于对自然界造成的污染。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汽车尾气”会导致“酸雨”，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汽车尾气”是汽车使用时产生

的废气，尾气中的二氧化硫达到一定浓度时容易导致“酸雨”的发生。“汽车尾气”属于

人类社会的产物，“酸雨”属于对自然界造成的污染，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海上风暴”可能会导致“海啸”，二者属于或然因果关系。但“海上风暴”非人为

造成。排除。

C项：“火山喷发”会导致“地震”的发生，但“火山喷发”非人为造成，排除；

D项：“臭氧”可以用于“空气消毒”二者属于功能对应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83【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水泄不通”可以形容“拥挤”的状态，两者是近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彷徨“形容做事犹豫不决，与”坚定“为反义，排除；

B项：”触目惊心“形容看见某种严重情况，心里感到震惊，词义相近，排除；



C项：“举重若轻“比喻能力强，能够轻松地胜任繁重的工作或处理困难的问题，与费

力构成反义，排除；

D项：“肝肠寸断”比喻伤心到极点，可以形容“伤心”的程度，两者是近义关系。因

此，选择D选项。

84.【答案】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成长”和“衰亡”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二者属于反义关系。而且“成长”是正向

的发展，而“衰亡”是负向的发展。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坚定”和“彷徨”是对待事物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二者属于反义关系，而且“坚
定”是正向态度，“彷徨”是负向态度，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美好”的反义词是丑陋或糟糕，而不是“苦难”，排除；

C项：“深刻”的反义词是肤浅，而不是“纯真”，排除；

D项：“复杂”和“单纯”是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二者属于反义关系，但是“复杂”
是负向状态，而“单纯”是正向状态，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85.【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老字号”和“新品牌”都是品牌，二者属于并列关系，而且“老字号”需要“传承”。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老传统”和“新花样”属于并列关系，但是“老传统”可以被“质疑”，而不是需要，

排除；

B项：“老配方”和“新工艺”属于并列关系，而且“老配方”需要“创新”，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符合；

C项：针对“老问题”可以有“新思考”，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且“老问题”与“评价”搭配

不当，排除；

D项：“老物件”和“新东西”属于并列关系，“老物件”不需要“区分”，搭配不当，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86.【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人烟辐辏”和“鸡犬相闻”都是形容人烟稠密，二者属于近义词，而且两者都说明人烟

“繁盛”。 人烟辐辏，读音 rén yān fú còu，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指

居民密集。鸡犬相闻，鸡鸣狗吠的声音都能听到， 指人烟稠密 ，也表示一种和睦的景

象。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大国工匠”指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劳动者；“小国寡民”指国家小、



人民少，两者没有关系，排除；

B项：“筑巢引凤”喻指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腾笼换鸟”来自

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双转移战略”，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

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

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两者都和友善没有关

系，排除。

C项：“战马长矛“和”坚船利炮“，前者象征落后，后者代表技术先进，不是近义词，

排除。

D项：“人迹罕至”和“门可罗雀”都是形容人烟稀少，说明一个地方很荒凉。和题干逻

辑关系一致。

因此，选择 D选项。

87.【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只追求“效率”会忽略“公平”，只追

求“公平”会忽略“效率”，二者属于反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科学”与“理性”不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B项：“社会制度”改革的两种方式是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但“革命”与“改良”不属

于反义关系，排除；

C项：“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与“集中”属于反义关系，与

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美”与“丑”属于反义关系，“善”与“恶”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88.【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鞋匠”代表一种职业，“缝纫机”是鞋匠工作的工具，大头皮鞋是鞋匠的工作对象，所

以鞋匠和缝纫机是对应关系，鞋匠和大头皮鞋是主宾关系。另外，鞋匠经过加工后，

制成皮鞋，使鞋的形态等发生了变化。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科园丁学”与“鹿角海棠”没有加工过程，不符合题干，排除；

B项：“矿工”只是把“钙铁榴石”挖出来，没有进一步加工，排除；

C项：“记者”进行高端访谈，不是主宾关系，排除

D项：“厨师”用炒菜锅炒菜，经过加工，炒出一盘”青椒炒肉“，和题干逻辑关系一致，

符合要求

因此，选择 D选项。

89.【答案】C
【解析】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得意忘形”指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失去常态，形容浅薄的人稍稍得志就忘



记了应持的态度；“幸灾乐祸”指人缺乏善意，在别人遇到灾祸时感到高兴，二者均

形容高兴；“怨天尤人”形容遇到不称心的事情一味归咎客观，埋怨别人，“呼天号地”
形容极为冤屈、怨恨或痛苦，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乐极生悲”指欢乐到极点就会生出悲伤之事，与“幸灾乐祸”无明显逻辑关系，

“饮恨吞声”形容忍恨含悲，不敢表露，与“怨天尤人”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C项：“兔死狐悲”比喻因同类遭遇不幸而悲痛伤感，形容悲伤，而“幸灾乐祸”形容高

兴，二者属于反义关系，“乐天知命”指以听任命运的安排为快乐，并安于自己的处

境，与“怨天尤人”属于反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睚眦必报”形容气量极其狭小，与“幸灾乐祸”无明显逻辑关系，“破涕为笑”指
一下子停止哭泣，笑了起来，也用来形容转悲为喜，与“怨天尤人”无明显逻辑关系，

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90.【答案】C
【解析】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巾帼”代指女子，“须眉”代指男人，二者属于并列关系，“囚犯”对应的场所是“监
狱”，二者属于场所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有的“巾帼”是“英雄”，有的“英雄”是“巾帼”，二者属于交叉关系，“犯罪”和“监
狱”属于因果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项：“巾帼”指代“女子”，“铁窗”指代“监狱”，前后二者均属于对应关系，前后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

D项：“巾帼”与“头饰”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监狱”是接受“惩罚”的一处场所，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91.【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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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企业被认为是 21世纪最具竞争力的企业运行模式。

论据：虚拟企业的各成员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有市场机会组织在一起，无利可图

便自动解散，能适应快速、持续、无法预测的竞争环境。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不明确项。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为各企业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只是满

足了虚拟企业间进行沟通的必要条件，但是否能够具有竞争力是不明确的，不具有

加强作用。

B项：无关选项。只是在强调需要新的运行模式，但这种运行模式是否是虚拟企业

模式，并没有提到，排除。

C项：增加反向论据。出现问题会中断整个生产链的运行，说明了虚拟企业的劣势，

具有削弱作用。

D项：增加论据。集中最强设计加工与销售力量，实现对市场的快速反应，都是虚

拟企业的优势，是其有竞争力的表现，具有加强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92.【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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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到 39岁的群体更热衷于使用智能手机中的运动类应用。

论据：①该群体大部分都已经参加工作，且亚健康在改群体中较普遍，所以越来越

多的白领和年轻人更注重身体健康；②年轻人肥胖率占比较高，而年轻人对美的追

求远远超过中老年人，所以他们更在乎运动；③该年龄段的用户群体也更熟悉智能

手机的操作。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削弱论点。该项指出年轻人沉迷于智能手机中的游戏，而非运动类应用，否

定了 20到 39岁的群体他们更热衷于运动类应用，具有削弱作用。

B项：加强论据。“许多年轻人长期加班，睡眠远远不足”，可以推出亚健康在该群

体中较普遍，加强了论据①，不具有削弱作用。

C项：无关选项。此选项说明了年轻人不坚持运动会引发亚健康问题，强调年轻人

亚健康的原因，与论点中 20到 39随群体更热衷使用智能手机中的运动类应用无关，

与论题不一致，无关选项，排除。

D项：加强论据。加强了论据②，说明了年轻人肥胖率占比较高的原因，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93.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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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能够适量摄入，并保证饮食多样性，意大利面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大有裨

益。

论据：意大利地中海神经病学研究所通过对2.3万人的研究发现，意大利面不像很多人

想象的那样会导致体重增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项，“面条中所含碳水化合物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无关意大利面对人

身体健康的影响，话题不一致，无关选项，排除；

B项：无关项，“没有研究显示意大利面会导致人群肥胖率上升”，只能说能对身体健

康无害，但不能体现对身体健康有益，无关选项，排除；



C项：无关项，“地中海饮食采用的橄榄油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讨论的是主体是橄

榄油，无关意大利面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话题不一致，无关选项，排除；

D项：加强项，说明适量食用意大利面能够维持人们理想的体脂率，肯定论点，而已加

强。

因此，选择D选项。

94.【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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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只是提到“家长的投入对子女学业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有
预测作用”并不是“必然会造成影响”，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B项：根据“家长投入程度随子女学段升高而降低”可得出“多数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

的减少，意味着子女学段的升高”，可以推出；

C项：题干中并没有提及家中学习环境的创设、形成和学校、社区之间的联系，排

除；

D项：根据“部分通过子女学业心理需要的满足这一中介变量产生作用”可得出“子女

学业心理需要的满足”并不是“影响其学业投入的内驱和首要因素”，表述过去绝对，

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95.【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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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能力没有天赋，只能是文化的产物。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削弱论点。“10~12个月的婴儿已经知道 3个黑点和 4个黑点是不一样的”，
证明人类自出生以来就具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具有削弱作用，排除。

B项：削弱论点。该项指出大脑的生长模式早已由基因“预设”，说明数学能力是有

天赋的，具有削弱作用，排除。

C项：无关选项。首先大猩猩、海豚和大象等动物不属于人类，其次它们经过人为

训练后能处理数学问题，不能推出它们在刚出生时是否已经具有处理数学问题的能

力，所以 C选项既不能支持心理学家的观点，也不能支持反对者的观点，属于无关

选项，排除

D项：增加论据。因为绝大多数的原始部落文化落后，而缺少了文化教育之后，人

们的数学能力只能表示 5以下甚至更少的数量，支持了反对者的论点，具有加强作

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96.【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那么……”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B（¬鸟）→A（哺乳动物）

②C（哺乳动物）或 A（哺乳动物）

③B（¬鸟）→D（¬鱼）

④D（鱼）或 E（¬昆虫）

⑤E（¬昆虫）→B（¬鸟）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动物 B不是鸟，是对①的“肯前”，根据“肯前必肯后”可以推出“A是哺乳动物”，
根据题干要求所有动物都只能归属一种门类，则 C一定不是哺乳动物，排除 A项；

B项：动物 A是哺乳动物，根据题干要求“所有动物都只能归属一种门类”，则 C一

定不是哺乳动物，排除 B项；

C项：动物 D不是鱼，是对③的“肯后”，根据“肯后不必然”无法推出其它，D不是

鱼，是对④的或关系一支的否定，根据“否定肯定式”，得到 E不是昆虫，根据⑤可

得 B不是鸟，根据①可得 A是哺乳动物，A是哺乳动物，根据题干要求“所有动物

都只能归属一种门类”，则 C一定不是哺乳动物，排除 C选项；

D项：动物 E是昆虫，是对④的或关系一支的否定，根据“否定肯定式”，得到 D是

鱼，这是对③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可得 B是鸟，这是对①的“否前”，否前可

以得到可能性结论，即 A可能不是哺乳动物，根据题干要求所有动物都只能归属一

种门类，则 C可能是哺乳动物，故该项可以得到“动物 C是哺乳动物”。
因此，选择 D选项。

97.【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质疑”，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尽管“互联网+科普”令科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不是

对科普传播的一种颠覆,而是显示了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论据：浅阅读、视频直播以及游戏互动等方式,使得如今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

多、门槛也越来越低。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该项说明的是“用户了解科学热点事件主要渠道有哪些”，论点论

述的是获取和传播知识的方式显示了公民素养的提升，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否定论点。该项中“在许多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公众很难见到权威科学家

的身影”，说明公民所获得的知识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权威的，具有削弱作用。

C项：无关选项。该项中“用户普遍乐于通过图文资讯这样轻松愉悦的形式获取知识”
强调的是用户喜欢获取知识的方式的问题，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无关选项。该项中强调的是转发科普内容能为转发者本人加分，论题不一致，

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98.【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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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只提及抗生素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并未提及基因突变是耐药性泛滥成

灾的根本原因，排除；

B项：题干提及一些细菌产生耐药性的萌芽，但这些萌芽不足以抵御正常剂量抗生

素，可以得出细菌通过基因突变来削弱抗生素的作用效果，可以推出；

C项：细菌产生耐药性的萌芽，但这些萌芽不足以抵御正常剂量抗生素，不代表细

菌产生耐药性后，抗生素无法攻击病菌，排除；

D项：抗生素在大规模医用之前，耐药效果对细菌几乎没有意义，不代表没有抗生

素的滥用，耐药性不会快速蔓延开来，排除。

因此，选择 B选项。

99.【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反驳”，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可以用运动、喝热水、泡澡等方法提高体温来抗癌。

论据：人体最容易患癌的器官包括，肺、胃、大肠、乳腺等都是体温较低的部位，心脏

之类的“高温器官”不容易得癌症。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削弱项，直肠的温度比口腔要高，但直肠癌的患病率却较低，举反例，削弱项，

保留；

B项：否前提，人体内各脏器温度无差异，说明题干中的论据不真实，否定论证过程的

前提，削弱项，保留；

C项：无关项，“数据不足”属于诉诸无知的选项，不能加强也不能削弱，无关选项，

排除；

D项：削弱项，说明心脏不易得癌症与温度高低无关，削弱论据，保留；

对比A项，B项和D项，A项与D项都是削弱论据，而B项是否前提，削弱力度最强，当选，

因此，选择B选项。



100.【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乌龟有壳是适应环境的表现，只不过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向地下挖洞。

论据：①某国际古生物学研究团队最新报告称，在 2.8亿年前生活在南非的正南龟

是现代乌龟的祖先，它们是在二叠纪至三叠纪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中幸存下来的。

②当时，为了躲避严酷的自然环境，它们努力向地下挖洞，同时为保证前肢的挖掘

动作足够有力，身体需要一个稳定的支撑，从而导致了肋骨不断加宽。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现代乌龟继承了正南龟善于挖洞的某些习性”，强调乌龟挖洞的

习性，不能推出乌龟壳的来源，乌龟壳的作用。故与论点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无关选项。“只有挖洞才能从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中幸存”，强调挖洞可以从

大规模灭绝事件中幸存，但是与乌龟壳是如何进化来的，以及乌龟壳的作用无关。

故与论点论题不一致，排除。

C项：建立联系。“龟壳是由乌龟的肋骨逐渐加宽后进化而来的”，题干中论据部分

提到正南龟为了挖洞导致了肋骨不断加宽，论点提到“乌龟有壳是适应环境的表现，

只不过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向地下挖洞”。在肋骨加宽与乌龟有壳之间建立了联

系，具有加强作用，当选。

D项：增加论据。“正南龟前肢足够有力因而并不需要龟壳保护”，增加了一个新论

据，肯定了论点“乌龟有壳不是为了保护”，具有加强作用，但增加论据不是前提，

排除。

因此，选择 C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