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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讲解 1：分析推理材料题

【教师参考】

国考地市级的行测试卷从 2017 年开始出现材料题，考查形式为 1 篇材料 5个问题。而

在全国其他公务员考试中，只有江苏省考行测试卷考查材料题，命题形式为 1 篇材料 2 个问

题。国考地市级和江苏省考的材料题虽然题目数量不同，但是出题思路和考查能力要求基本

一致。

对于材料类的分析推理题目，依旧是采用基础阶段讲过的解题步骤进行解答，只是在解

答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点：

1. 挖掘题目间的共用材料；

2. 分析题目间的关联性。

【教师参考结束】

专项讲解 2：图形推理

【知识点一】实体信息

【教师参考】

实体信息：是指题目考察图形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或特征。

（一）题目特征：

题目通常由具有实际生活意义的图形或者数字构成。

例 1：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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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题技巧：

1.具有实际意义的图形，多通过寻找题干图形外在形式及内在意义上的共同点找到答案。

2.数字类的图形，多按照图形的架构，对数字进行数学运算。

注：实体信息是江苏省考近年来的必考题目，给出一组实物图形，比如说鸟、人等，可

以用求同的思想，在这一组图中找到每幅图的共性。

【教师参考结束】

【知识点二】数量运算

【教师参考】

（一）题目特征：

题干中通常含有两类对象，对象在数量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二）解题技巧：

1. 数字关系

此类题目通常考查图形对象之间的基本运算，常考的是加、减、乘。可把题目中的对象

数量进行简单罗列，并找出运算关系。

2. 元素换算

最常考察的是等差数列或者常数列。所以，可根据这种规律，假设题目符合等差或常数

列，从而利用数列性质，逆推出元素彼此间的换算关系。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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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n-1）+(n+1)=2×n；

第二种：n-（n+1）=（n+2）-（n+3）。

注：n、（n+1）分别指第 n 个图形和第（n+1）个图形中的元素。

【教师参考结束】

【知识点三】黑块白块

【教师参考】

题目中出现黑块和白块时，识别规律的方法为：

1. 位置类：

2. 样式类：

3. 属性类：

4. 其他：

【教师参考结束】

【知识点四】汉字字母

【教师参考】

题目中出现汉字和字母时，识别规律的方法为：

1. 数量类：

2. 样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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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性类：

4. 其他：

【教师参考结束】

【知识点五】分组分类

分组分类常考规律为：

【教师参考】

注：分组分类本身就是两条式，只是打乱了 6 幅图的顺序。常考规律为笔画、对称性、

曲直性、封闭性、数量类、静态位置、求同。

【教师参考结束】

专项讲解 3：论证模型

【模型一】跳跃论证

【教师参考】

在一些论证题目中，从论据得到论点时，常常会出现一些论据和论点所涉及的主体、客

体等内容的跳跃，此论证过程想要成立或者不成立，关键就是找到论点和论据所涉及对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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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因而，解答此类题目时，找出论点论据的跳跃对象，

加强则肯定二者关系，即基础阶段的建立联系，削弱则否定二者关系即可，即基础阶段的断

开联系。

【教师参考结束】

【模型二】方法效果

【教师参考】

1. 模型定义

计划采取某个方法（措施、建议），以达到某种效果（解决某个问题）。

2. 识别特征

凡是题干中涉及“手段”、“办法”、“措施”、“计划”等关键词，可以有限度定位题干属

于方法效果模型。

方法效果的模型是适用于尚未实施的措施和计划，去验证方法有效性的模型。对于那些

已经执行的方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类题都要当作因果论证模型来进行分析。

3. 解题技巧

【示例】

论点：通过发展公租房的建设，可以极大的解决大家目前住房难的问题。

加强：

（1）措施可行：国家和社会各基层的支持、一定的土地资源支撑、相关的法律保护、

公租房的专业性等。

（2）措施能达到目的：浙江和深圳等城市，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已经通过公租房解

决了自己的住房问题。

（3）措施有必要：由于房价的快速增长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买房难及租房贵的问题，

让很多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无房可住，造成了社会上一定程度的恐慌。

削弱：

（1）措施不可行：公租房数量少、名额有限、申请条件高等。

（2）措施达不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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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副作用：公租房政策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

社会冲突；

b. 反作用：更多的应届生相继涌向公租房城市，造成公租房城市的人口数量剧增

c. 无作用：公租房往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由于上班限制，很多人依旧选择住在市

区。

（3）措施没必要：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造成很多的上班族开始向中小城市分流，房屋的

供应数远远超出房屋的需求数量。

【秘籍】

此模型中，考生需要注意“副作用”，一般在考试题目中，会出现两种副作用的情况。

例如：通过服用某药厂的药可以治疗糖尿病。

A. 该药确实可以使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但是服用该药的患者陆续出现了一些并发症

现象。

B. 该药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视力下降、肝功能衰退现象。

两种同样都是副作用的选项，对于 A 项而言，该药虽然引起了一系列的副作用，但是确

实起到了降血糖的功效，因而这种选项一般可以认为是加强选项，对论点具有加强作用；对

于 B 项而言，并没有阐述是否可以达到降血糖的功效，但是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因而一

般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一种削弱选项。这两种副作用的情况，需要在具体题目当中具体分析，

考生需要分辨清楚。

【秘籍】

考试往往以削弱的考查方式居多，如果需要比较削弱力度的强弱时，建议方法达不到目

的>方法不可行，方法不可行中，客观>主观。

【教师参考结束】

【模型三】调查统计

【教师参考】

1. 模型定义及结构

调查统计模型是通过调查、抽样统计、某个人的所见所闻，总结出一个结论。调查统计

型题目用的是归纳法，其论据往往是某个或某些样本的情况，结论却是全体情况。

2. 识别特征

通常在题干中涉及“调研”、“抽样”、“统计”等关键词。如在题目中看到类似的内容，

可优先考虑是否在考查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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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题技巧

调查统计方法的真实有效、具有代表性是调查性论据有效的条件，而选项指出调查的方

法有问题，是常见的一种削弱模型。如：样本不具有代表性/采样方法有问题。

【教师参考结束】

【模型四】数据比例

【教师参考】

1. 模型定义

数据模型是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得出一系列数据，例如：平均值、百分比、

增长率等，仅以其中部分数据作为论据进而推出结论的论证形式。

2. 解题技巧

题干中的采样调查往往只涉及绝对数值，而论点往往需要知道比例才能进行论证，因此

补充基数成为解题的关键所在。

【教师参考结束】

【模型五】类比论证

【教师参考】

1. 模型定义及结构

类比论证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从而推理他们在另外

的属性上也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的推理，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方法，其特点是“同中求

同”。

2. 识别特征

符合类比模型的题目通常会含有两类对象，并且将两类对象做出比较。

3. 解题技巧

（1）相同或相似属性越多，结论越可靠，则具有加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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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有属性越本质，结论越可靠；

（3）已知属性与推知属性有必然联系，结论越可靠。

【示例】

美国专家引进了中国浙江的黄岩蜜桔到加利福尼亚州种植。专家考察发现，加利福尼亚

州与中国浙江在地形、土质方面都是相似的，中国浙江适宜种植优质的黄岩蜜桔，因而，美

国加州也适宜种植这种优质蜜桔。

加强：美国的降雨量与中国浙江的降雨量大体相同。

削弱：美国的气温与中国浙江的气温有很大差别。

【教师参考结束】

【模型六】对比试验

【教师参考】

1. 模型定义

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组，通过对比结果的比较分析，来探究各种因素与实验对象

的关系，这样的实验称为对比试验。

2. 解题技巧

对比试验在基础阶段已涉及到，这里只做整理，从起点、过程、结果三部分去解题即可：

起点：对比实验开始前选择试验主体时排除干扰因素；

过程：在过程中保持单因子变量；

结果：结果相同——削弱作用；

结果不同——加强作用。

【教师参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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