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逻辑备考指导—假言命题要点

汇编（七）
对于备战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在前面的文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假言命题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题型，但对于真题的命题来说，千变万化，所以要熟悉命题的其他

类型，不能拘泥某一种题型，而不懂举一反三。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假言命题的其

他命题形式。

例：张教授指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院试在县府举行，考中者称“生员”；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生员才

有资格参加，考中者称为“举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于乡试后第

二年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考中者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称

“会元”；殿试在会试当年举行，由皇帝主持，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录取分为三

甲，一甲三名，二甲，三甲各若干名，统称“进士”，一甲第一名称“状元”。

根据张教授的陈述，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未中解元者，不曾中会元。

B.中举者，不曾中进士。

C.中状元者曾为生员和举人。

D.中会元者，不曾中举。

E.可有连中三元者（解元、会元、状元）。

http://kaoyan.wendu.com/zhuanshuo/fuxi/


这是近几年的一道真题，我们通过分析材料的命题形式，会发现近几年的题

目，题干选取材料的时候，非常接近生活，或者生活中接触过的一些常识。这道

题目中，题干比较长，要提炼出有效的信息，只有生员才能参加乡试，考中者成

为举人，所以推理形式写出来是举人（第一名解元）→生员；举人才有资格参加

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所以推理形式写出来是贡士（第一名会元）→举人；

贡士才有资格参加殿试（一甲第一名称“状元”），所以逻辑形式写出来是参加

殿试（第一名状元）→贡士，所以整个逻辑推理链条为：参加殿试（第一名状元）

→贡士（第一名会元）→举人（第一名解元）→生员，而题目让我们选择的是不

可能的，所以要选择上述这些假言命题的矛盾命题，答案选择 D。

综上所述，现在逻辑题目的命题选材，非常贴近生活，是生活中接触过的，

或者是当前非常热门的一些话题，这点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命题原则的，所以文都

教育提醒广大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的同学，逻辑的命题内容不重要，关键是通

过内容去提炼这背后所体现出的逻辑精神以及基本的逻辑解题思路。

文都考研网已经为 2018 考研的考生更新了新鲜实用的复习资料，大家可以

关注文都考研网（kaoyan.wendu.com），寻找自己需要的复习资料，相信文

都会一直陪伴大家成长。

http://kaoyan.wen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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