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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6

 

第二节  组合排列 

题目特征 

1.题干给出两组或两组以上对象 

2.给出几组对象之间的关系 

例：甲、乙、丙三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中

国人比乙年龄小，甲和中国人不同岁，丙的年龄比日本人大。 

根据上述断定可以推出： 

【注意】 

1.组合排列题基本介绍： 

（1）联考中，组合排列正常情况下考 1 道题，但组合排列有可能以材料的

形式考查，给出一段文字，后面有几道小题，此时可能考查 3道题（概率较小）。 

（2）组合排列有可能是整个职测试卷里面考得最难的题（包括言语理解、

资料分析、数量关系）。有 2 种情况：一种是中等难度的题目，这种题考场上可

以做出来，还有一种是极其复杂、困难的题，这类题可能花 10-20分钟也未必做

得出来。因此，一定学会区分组合排列题的难度，遇到简单题就要花时间去做（2-3

分钟都是正常的），如果发现是难题，就建议先放一放，如果题目难度较大，考

场上不一定有时间做出来。 

（3）如果在考场上发现某道题与本节课讲解的方法有对应之处，或相似之

处，有一定的灵感，可以去做。如果拿到一道陌生的题目，与本节课的方法完全

对应不上，那么可以放弃。 

2.思路：认识组合排列、知道如何解题。 

3.组合排列题目特征： 

（1）题干给出两组或两组以上对象（一般不超过三组）。甲、乙、丙是一组，

美国、中国、日本是一组。 

（2）给出几组对象之间的关系。最终要把两组对象进行一一匹配/对应（比

如确定甲是美国还是中国）。组合排列本质上可以理解为连线题。 

4.逻辑判断题型多，每种题型的方法也很多，所以要区分好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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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排除法 

1.何时用：题干条件为真，选项信息充分 

2.如何用：读一句，排一句 

（1）快速找到“谁是谁” 

（2）快速确定“谁不是谁” 

选项信息充分！ 

例 1：关于小王、小李和小张，我们知道他们三人中一位是律师，一位是医

生，一位是教师，并且我们还知道：小张比教师的年龄大；小王和医生不同岁；

医生比小李年龄小。 

据此可以推知？ 

A.小王是律师，小李是医生，小张是教师 

B.小王是医生，小李是教师，小张是律师 

C.小王是教师，小李是律师，小张是医生 

D.小王是教师，小李是医生，小张是律师 

选项信息不充分！ 

例 2：关于小王、小李和小张，我们知道他们三人中一位是律师，一位是医

生，一位是教师，并且我们还知道：小张比教师的年龄大；小王和医生不同岁；

医生比小李年龄小。 

据此可以推知？ 

A.小王是律师 B.小王是医生 

C.小王是教师 D.不确定 

【注意】排除法（最简单）：读题目，排除选项，与题目条件要求不吻合的

选项直接排除。 

1.何时用：题干条件为真，选项信息充分，优先考虑排除法。 

（1）题干条件为真：题目中给出的条件没有假话，全是真话。 

（2）选项信息充分：题目给出小王、小李、小张这三个人，以及三种职业，

要求判断人和职业的对应关系。 

①例 1：把题目中所有的条件完整罗列，选项信息充分，这类题往往很简单，



 

一般不用推导，做排除即可。 

②例 2：只提及其中一部分情况，选项信息不充分，可能难度稍微大一点。 

2.如何用：读一句，排一句（选项与题目条件矛盾则排除）。 

（1）快速找到“谁是谁”。 

（2）快速确定“谁不是谁”。 

 

【例 1】 在某届奥运会女子 1500米决赛中，始终跑在最前面的

甲、乙、丙三人中，一个是牙买加选手，一个是法国选手，一个是丹麦选手。比

赛结束后 

得知： 

（1）丙称赞法国选手发挥得特别好； 

（2）甲的成绩比丹麦选手的成绩好； 

（3）法国选手的成绩比乙的成绩差。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出（  ）。 

A.甲是牙买加选手，乙是法国选手，丙是丹麦选手 

B.甲是法国选手，乙是牙买加选手，丙是丹麦选手 

C.甲是丹麦选手，乙是法国选手，丙是牙买加选手 

D.甲是牙买加选手，乙是丹麦选手，丙是法国选手 

【解析】1.要求判断甲、乙、丙和三个国家的对应关系，是典型的组合排列

题，题干条件都是真话，选项信息充分（把人和国家都罗列清楚），排除法解题。 

组合排列中“谁称赞谁、谁比谁大、谁比谁小、谁和谁是朋友”，属于固定

套路，可知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人。 

根据（1）“丙称赞法国选手发挥得特别好”可知丙不来自法国，排除 D 项。 

根据（2）“甲的成绩比丹麦选手的成绩好”可知甲不来自丹麦，排除 C 项。 

根据（3）“法国选手的成绩比乙的成绩差”可知乙不来自法国，排除 A 项，

B项当选。【选 B】 

 

【注意】 

1.并非所有组合排列都是难题，类似例 1 的题目可以在 1 分钟以内做出来。 



 

2.历年的组合排列题没有出现“自夸”的情况，“自夸”不符合生活逻辑，

也不符合人的基本生活常识，因此不用考虑“自夸”的情况。组合排列题中，“谁

称赞谁”就说明这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如果考试要拿分，就不要为难自己，不

用考虑极端情况。 

 

【例 2】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四个国家的五位代表被安排

坐在一张圆桌旁，为了使他们能够自由交谈，事先了解到如下情况：甲是中国人，

还会说英语；乙是德国人，还会说汉语；丙是英国人，还会说法语；丁是日本人，

还会说法语；戊是日本人，还会说德语。 

请问如何安排？（  ） 

A.甲丙戊乙丁 B.甲丁丙乙戊 

C.甲乙丙丁戊 D.甲丙丁戊乙 

【解析】2.组合排列题目中，排序题是很典型、高考频的题目，排序题分为

圆桌排序、一字排序，二者有首尾的区别。圆桌会议里面每个人都有两个邻居（绕

圈），而一字排序的首尾只有一个邻居且首尾不相连。一字排序就类似在操场上

做体操，一字排开，首尾不相连。圆桌会议如下图，是绕圈坐的，圆桌会议的排

序比较难，没有首尾，不好区分，而一字排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为了使他们能够自由交谈”说明要让每个人都能和他们的邻居自由交谈，

即相邻的人要有共同的语言。 

根据“甲是中国人，还会说英语”，可知甲会说汉语、英语。甲的邻居要么

会说汉语，要么会说英语，不会说汉语/英语的人一定不会和甲做邻居，接下来

就找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英语的人进行排除。 

根据“乙是德国人，还会说汉语”，可知甲和乙可以做邻居。不考虑中国人

不会说汉语的情况。 

根据“丙是英国人，还会说法语”，可知甲、丙都会说英语，所以甲和丙可

以做邻居。 

根据“丁是日本人，还会说法语”，可知甲和丁一共会讲 4 种语言，但这 4

种语言各不相同，两人不能是邻居，B项的甲直接挨着丁，而且圆桌会议首尾相

接，A项的甲和丁也是邻居，故排除 A、B项。 



 

根据“戊是日本人，还会说德语”，可知甲和戊不能做邻居，排除 C 项，故

D项当选。 

本题可以用其他方法解题，但基础理论课上不讲解其他方法，排除法是最可

靠的方法，在考场上无需经过太多的思考，只要排除即可，是相对比较实用的方

法。【选 D】 

 

 

考点一：代入法 

1.何时用：（1）题干条件有真有假 

2.如何用：把选项代入题干去验证 

【注意】代入法： 

1.代入法和排除法一样，都不用推理，但代入法稍微比排除法复杂一些。 

2.如何用：把选项分别代入题干里面，逐一尝试。如果某个选项和题干条件

冲突，则排除；如果某个选项代入题干里面没有与任何条件冲突，则当选。代入

法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四个选项里面一定有一个正确，代入尝试即可。 

3.何时用：题干条件有真有假，不能直接拿着假话去排除，要用代入法解题。 

 

【例 3】 有甲、乙、丙、丁、戊五个短跑运动员进行男子 100

米决赛。看台上，赵明和钱亮在预测他们的名次。 

赵明说，名次排序是戊、丁、丙、甲、乙； 

钱亮说，名次排序是甲、戊、乙、丙、丁。 

决赛结果表明：赵明既没有猜对任何一个运动员的正确名次，也没有猜对任

何一对名次相邻运动员的顺序关系；钱亮猜对了两个运动员的正确名次，又猜中

两对名次相邻运动员的顺序关系。 

据此可知，五个短跑运动员的名次排序应该是（  ）。 

A.甲、乙、丙、丁、戊 B.乙、甲、戊、丙、丁 



 

C.丁、戊、甲、乙、丙 D.丙、丁、戊、甲、乙 

【解析】3.“赵明既没有猜对任何一个运动员的正确名次，也没有猜对任何

一对名次相邻运动员的顺序关系”说明赵明猜的名次和相邻顺序全部错误。 

方法一：“钱亮猜对了两个运动员的正确名次，又猜中两对名次相邻运动员

的顺序关系”说明任意两个运动员名次正确，任意两对相邻运动员顺序正确，是

不明确的。无法用排除法，要用代入法解题，把 A项当成正确选项，代入题干里

面尝试。 

代入 A项：赵明猜测的“戊、丁”名次错误，但“丙”的名次正确，排除。 

代入 B项：赵明猜测的名次、相邻运动员顺序均错误，钱亮猜对了“丙、丁”

的名次以及“甲戊、丙丁”的顺序，当选。 

代入 C项：赵明猜测的名次均错误，但“甲、乙”相邻，赵明猜对了 1对相

邻运动员的顺序关系，排除。 

代入 D项：赵明猜对“丁”的名次，排除。 

方法二：单独看钱亮的话，条件是不确定的，但赵明的话可以用到逆向思维，

真话可以确定“谁是谁”，而假话可以确定“谁一定不是谁”。 

虽然不知道正确的顺序是什么，但由赵明的话可知，戊一定不是第一，丁一

定不是第二（排除 D 项），丙一定不是第三（排除 A项），甲一定不是第四，乙一

定不是第五。再根据“戊、丁”“丁、丙”“丙、甲”“甲、乙”的顺序一定错误，

C项出现“甲、乙”的顺序，排除 C项，故 B 项当选。 

答疑： 

（1）C项顺序是“丁、戊”，题干赵明的顺序是“戊、丁”，赵明确实猜错。 

（2）并非所有讲假话的条件都可以转化为逆向思维去解题，例 3 两种方法

都行，但大部分情况下，题目有假话的时候无法用逆向思维。【选 B】 

 

【补充】 李明，王红，杜杰三名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高等院

校、医院和国企就职。他们分别进入了什么单位，同学们做了如下的猜测： 

同学甲猜：李明应聘到了医院，杜杰应聘到了国企 

同学乙猜：李明应聘到了国企，王红应聘到了医院 

同学丙猜：李明应聘到了高等院校，杜杰应聘到了医院 



 

结果，每个同学的猜测都只猜对了一半。 

那么，李明、王红、杜杰的应聘情况分别是（  ）。 

A.医院、国企和高等院校 B.国企、医院和高等院校 

C.高等院校、医院和国企 D.高等院校、国企和医院 

【解析】拓展.已知“每个同学的猜测都只猜对了一半”，说明两句话里面有

真有假，但不知道谁真谁假，不能根据“李明医院”错误直接排除 A项。 

方法一：正常推理逻辑就是假设一个为真、一个为假，往后推理。用推理去

做题，会比较慢、比较难，所以能不推理尽量不推理，把选项代入题干，看能否

保证三人的猜测均一对一错。 

代入 A项：把选项看成真，代入题干看是否满足一真一假。李明在医院，甲

前半句正确，杜杰在高等院校，甲后半句错误，满足猜对一半；因为李明在医院，

所以乙前半句错误，因为王红在国企，所以乙的后半句错误，不满足猜对一半，

排除。 

代入 C 项：李明在高等院校、王红在医院、杜杰在国企，此时甲前错后对，

乙前错后对，丙前对后错，每个人都是“猜对一半”，当选。 

代入法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效，适用范围广、思考简单，缺点是用时较长

（如果换一种选项分布，可能要代入 3次才能解题）。但代入法是基础解题方法，

一定要掌握。 

方法二：每人说两句话，每个人的话一对一错，是一种基本题型，每句话为

一组，一组提到两个人，把人和信息混合一下（打乱前后搭配顺序），原本甲猜

测“李明医院，杜杰国企”，现在让李明去国企、杜杰去医院，这种情况一定不

符合要求。 

即“李明医院”和“杜杰国企”是正常搭配，二者一真一假，混搭之后“李

明国企”和“杜杰医院”均为假。按照“李明医院”的说法，甲的前半句“李明

应聘到了医院”一定错误，按照“杜杰医院”的说法，甲的后半句“杜杰应聘到

了国企”也一定错误，因此混合搭配之后的信息一定为假。 

只要每人说两句话，每个人说的话都一对一错，就用混合法解题。 

根据甲可知，“李明国企”和“杜杰医院”均为假，排除 B、D项。 

根据乙可知，“李明医院”和“王红国企”均为假，排除 A项，故 C 项当选。 



 

调换顺序就属于一种“假设”。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假设李明去任何地方，

可以去高等院校、医院、国企。无需任意假设，因为甲说了两句话，还提到了另

一组信息“杜杰应聘到了国企”，可以假设李明去国企，杜杰去医院，这两种情

况一定不符合“只猜对了一半”的要求，据此做排除。【选 C】 

 

【注意】 

1.小技巧：代入排除最稳妥，“混搭”排除最快速，前后混搭的内容一定不

对。 

2.补充：最少信息优先法。最少信息是这种补充题的大概率巧合，有 50%-60%

的正确率，但不能保证百分百做对，而混搭法可以百分百做对。 

3.混搭法的缺点：如果题目条件出现否定表述，如“李明没有应聘到医院”

“王红没有应聘到医院”，就无法用混搭法解题，因为原本李明就没有去医院，

所以李明有可能去国企或高校，混搭无法解题，只能用代入法解题。 

 

考点一：代入法 

1.何时用：（1）题干条件有真有假 

（2）提问为“可能/不可能是” 

2.如何用：把选项代入题干去验证 

【注意】 

1.提问为“可能/不可能是”，也考虑用代入法解题。 

2.设问中出现“可能”，意味着答案不唯一，有多种可能性，自己推出来的

结论可能符合要求，但选项里不一定有，所以问“可能”，解题方法是代入法。 

 

【例 4】 小王邀请同学来家中做客，并准备了莲藕排骨汤、干

煸豆角、蓝莓山药、酸菜鱼、水煮牛肉、拔丝地瓜、啤酒鸭 7道菜作为晚餐，现

在小王需要根据同学们的喜好决定上菜顺序。已知： 

（1）莲藕排骨汤和水煮牛肉中间需要间隔三个菜； 

（2）干煸豆角和拔丝地瓜中间需要间隔三个菜，且干煸豆角先上； 

（3）蓝莓山药要么第一个上，要么最后一个上； 



 

（4）莲藕排骨汤在干煸豆角之后上。 

根据上述信息，以下哪项可能为真？（  ） 

A.酸菜鱼第二个上 B.干煸豆角第四个上 

C.莲藕排骨汤第四个上 D.水煮牛肉第二个上 

【解析】4.题干有七道菜，按照一定的顺序上菜，是一字排序题。排序很重

要，有圆桌会议和一字排序，如果归类，就能发现有大量的排序题。本题要给 7

个东西按照顺序一一排列。 

整理题干： 

（1）不清楚谁在前、谁在后，隔了哪三个，有两种情况：莲藕排骨汤 000

水煮牛肉；水煮牛肉 000莲藕排骨汤。 

（2）干煸豆角 000拔丝地瓜。 

（3）蓝莓山药 1/7。 

（4）干煸豆角……莲藕排骨汤。 

问“以下哪项可能为真”，把 7 道菜填入表格，B、C 项容易理解，先讲解。 

代入 B项：把干煸豆角填入位置 4，再补充与干煸豆角有关的条件，根据条

件（2），拔丝地瓜应该在位置 8，但只有 7个位置，所以拔丝地瓜没地方放，排

除。 

代入 C项：把莲藕排骨汤放在位置 4，根据条件（1），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

水煮牛肉都没地方放，排除。 

条件（1）和（2）都要求间隔三个，要求比较高。一字排序题，要把有固定

间隔顺序要求的内容处理完，那么题目就处理完了。根据条件（1）可知莲藕排

骨汤和水煮牛肉之间共占据 5 个位置，根据条件（2）可知干煸豆角和拔丝地瓜

之间共占据 5个位置。一共有 7个位置，根据条件（3），蓝莓山药在 1/7（在头

尾），不会在中间，所以去掉蓝莓山药之后还有 6个位置。 

不可能把“莲藕排骨汤 000水煮牛肉”和“干煸豆角 000拔丝地瓜”首尾相

连地一字排开，否则 5+5=10，超出 6个位置，所以只能交叉重叠地排列。 

条件（1）的前一种与条件（2）错位交叉排列，多出 1 个位置，可以得出： 

①干煸豆角、莲藕排骨汤、0、0、拔丝地瓜、水煮牛肉。 

②莲藕排骨汤、干煸豆角、0、0、水煮牛肉、拔丝地瓜。 



 

条件（1）的后一种情况与条件（2）串联，可以得出： 

③干煸豆角、水煮牛肉、0、0、拔丝地瓜、莲藕排骨汤。 

④水煮牛肉、干煸豆角、0、0、莲藕排骨汤、拔丝地瓜。 

根据条件（4），豆角一定在排骨前面，所以情况②不成立，只剩下 3 种情况。

算在一定在 1/7的位置，剩下的 2个空位一定是酸菜鱼、啤酒鸭。 

A项：无论蓝莓山药在 1还是 7，酸菜鱼都一定不可能第二个上，排除。 

D项：蓝莓山药在 7的时候，水煮牛肉可以第二个上；蓝莓山药在 1 的时候，

水煮牛肉也可以第二个上，当选。【选 D】 

 

 

 

 

【注意】 

1.老师不是单纯地讲解例 4选什么，而是在讲解这种需要交叉重合排序的组

合排列题应该如何处理，突破口在于有固定间隔顺序的条件的处理，要学会怎么

处理。单纯做例 4可以直接代入选项，不用如此思考。 

2.排除法和代入法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但都没有进行正规的推导，都通过“投

机取巧”的方法选出答案。能用排除法和代入法的题，往往是题目出得不够严谨、

细致，让考生找到漏洞，用特殊方法蒙出来。但如果题目出得比较细致，那么用

排除法和代入法无法解题，需要根据有限的条件进行严格的推导。 

3.涉及推导的题目，推导过程并不复杂，只是人物比较多的时候找不到从哪

个人开始推理，或者容易推理混乱。老师会告诉大家从什么条件推理，如何不乱。 



 

 

考点二：辅助技巧 

1.确定信息（题干明确告诉的条件） 

依次作为推理起点 

【注意】辅助技巧：以确定信息为推理起点，比如“张三一定是中国人”，

因为确定信息最简单，无需推导。 

 

【例 5】 某话剧团决定在年底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

苏、浙江、福建 7省进行话剧演出，各省均演出一次，该话剧团的行程满足如下

条件： 

（1）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赴江西省演出； 

（2）在安徽省的演出时间早于浙江省，在这两省的演出之间会去除福建的

另外两省演出； 

（3）在福建省的演出安排在浙江省演出之前或刚好在浙江省演出之后； 

（4）第三个去江苏省演出。 

如果该话剧团首先去安徽省演出，则关于它的行程，可以确定以下哪项？（  ） 

A.第二个赴湖北省演出 B.第五个赴福建省演出 

C.第二个赴湖南省演出 D.第五个赴浙江省演出 

【解析】5.本题是一字排序题，整理题干条件： 

（1）江西：1/7。 

（2）安徽 00浙江（0≠福建）。 

（3）“在福建省的演出安排在浙江省演出之前”并不知道福建在浙江的前几

个，“刚好在浙江省演出之后”说明浙江和福建紧挨着，得出：“先福建，后浙江”

或“浙江+福建”。 

（4）江苏：3。 

要把 7个省份填入表格，设问里的“首先去安徽省演出”是确定信息，安徽

在 1的位置。条件（3）表示江苏在 3，填入表格。 

根据条件（1），位置 1已被占，所以江西在位置 7。 

根据条件（2），安徽在位置 1，所以浙江在位置 4。 



 

根据条件（3），第一种情况是“先福建，后浙江”，但条件（2）要求安徽和

浙江之间不能安排福建，因此福建不能在浙江之前，所以只能是第二种情况“福

建刚好在浙江省演出之后”，即福建紧挨着浙江，在位置 5，B项当选。 

题干没给条件，无法推出湖南、湖北谁在 2、谁在 6。【选 B】 

 

 

考点二：辅助技巧 

1.确定信息 

2.最大信息（题干条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 

以此作为推理起点 

【注意】辅助技巧： 

1.有确定信息的题目往往比较简单，所以只讲解 1道题，大部分题目都不会

给确定信息。 

2.题目里可能都是不确定的条件，比如甲不来自江苏，乙和山东不同岁，因

为只知道“甲≠江苏”，不知道“甲=？”，所以这类是不确定的条件。 

3.以最大信息为推理起点，数一下题干条件中谁出现次数最多，用出现次数

最多的信息来推理。每出现一次，就能得出这个特殊主体的一点信息，出现的次

数越多，知道得越多，线索越多，越容易推出它是谁。 

 

【例 6】 大学毕业的张、王、李、赵 4 人应聘到了同一家大型

公司，每人负责一项工作。其中一人为行政管理，一人做销售，一人做研发，另

一人做安保。 

已知： 

①张不做行政管理，也不做安保； 

②王不做行政管理，也不做研发； 

③如果张没有做研发，那么赵也没有做行政管理； 

④李不做行政管理，也不做安保； 

⑤赵不做研发，也不做安保。 



 

由此可以推出（  ）。 

A.张做销售，李做研发 B.赵做研发，李做销售 

C.李做销售，张做研发 D.李做研发，赵做安保 

【解析】6.题干给出 4个人，要与 4项工作进行匹配，题干没有条件直接说

“谁是谁”，所以看谁出现的次数最多。本题的选项只给出 2 个人的匹配信息，

没有给出另外 2个人的情况，代入法有做不出来的风险。 

“行政管理”出现 4次，是最大信息，根据条件①②④可知，张、王、李都

不做行政管理，所以赵做行政管理。 

条件③是“如果……那么……”，前推后，翻译为“-张研发→-赵行政”，已

知赵做行政管理，是对条件③的否后，否后必否前，得出张做研发，边做边排除。 

A项：因为张做研发，所以张不做销售，排除。 

B项：因为赵做行政管理，所以赵不做研发，排除。 

D项：因为张做研发、赵做行政管理，所以李不做研发、赵不做安保，排除。

【选 C】 

 

【注意】最大信息优先法是目前考试比较常用的方法。 

 

【例 7】 环保部门拟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8 名

工作人员中选取 5名，组成小组前往某县督察环境问题，党组会上，几位领导分

别发表意见： 

张三：甲、丙、丁三人中必须选出两人； 

李四：戊、己、辛三人中必须选出两人； 

王五：甲与丁不能都去； 

赵六：如果戊去，则丙不能去； 

钱七：如果己去，则甲不能去。 

最终党组会采纳了所有人的意见，由此可以推出（  ）。 

A.戊、庚都去了 B.甲、丙都去了 

C.丙、丁都去了 D.己、乙都去了 

【解析】7.本题比前面的题目稍微复杂一点，有 8个人，找出 5个人干一件



 

事情，其中有5人说了 5个条件，而且所有的条件全部为真，问“由此可以推出”。 

题干条件中没有提及“谁一定去、谁一定不去”的，赵六、钱七的“如果”

是假设，所以找不到确定信息，就找最大信息，即出现次数最多的词。甲出现 3

次，是最大信息，则先处理涉及甲的条件，即赵三、王五、钱七的话。 

根据“甲、丙、丁三人中必须选出两人”无法得出确定信息，可结合“甲和

丁不能都去”进行推理。“不能都去”说明至少有一个人去不了，结合张三、王

五的话可知丙必须去。通过分析找到了一个确定信息，要根据确定信息往后推。 

如果丙去，涉及丙的条件有赵六的话，“丙去”是对赵六的话的否后，否后

必否前，可得“戊不去”，即“丙→-戊”。顺藤摸瓜做推理，提及戊的是李四

的话，已知“-戊”，则可知己、辛都必须去，即“丙→-戊→己且辛”。下一步

是根据“己去”“辛去”，看能推出什么。 

“己去”是对钱七的话的肯前，肯前必肯后，可得“甲不去”，即“己→-

甲”。结合“甲、丙、丁三人中必须选出两人”、丙去，可知丁必须去，即“己

→-甲→丁”。丁去，结合王五的话“甲与丁不能都去”，可知甲不去，与前面

的推理重复。 

根据“辛去”无法做推理，因为除了李四的话提及辛，其他句子都没有提及。 

A项：戊不去，排除。 

B项：甲不去，排除。 

C项：丙去，丁去，当选。 

D 项：己去，但不知道乙的情况，因为要去 5 人，已知要去的人有丙、丁、

己、辛，剩余乙、庚，但到底是谁去未知、不确定，排除。【选 C】 

 

考点二：辅助技巧 

1.确定信息 

2.最大信息 

3.假设法 

【注意】辅助技巧之假设法： 

1.在考场的紧张环境下，能用排除法、代入法、确定信息、最大信息的都是

应该能做出来的题型，假设法不见得可以做出来，所以后面题目的难度会大一些。 



 

2.假设法其实是一个试错的方法，是拿着题目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不断试错的

过程。绝大多数题目都可以用假设法，最大的缺点是不太好想、思考的过程比较

难。而且不一定可以假设完全，因为每道题目假设的可能不太一样，有些题目需

要的情况比较多。假设法可以开发思维，但不见得在考场上能够做得出来，所以

试着讲解两道题，锻炼思维，能听懂最好，对思维逻辑有帮助，实在听不懂也没

有关系，因为在考场上不见得能用得上。 

 

【例 8】 要分配 A、B、C、D、E 五人中的某些人去执行一项任

务，分配时要遵守下列规定： 

（1）如果 A去，那么 B一定要去； 

（2）D、E两人中至少去一个； 

（3）B、C两人中去且只去一个； 

（4）C、D两人都去或者都不去； 

（5）如果 E去，那么 A、D都去。 

则选中去执行任务的人数为几人？（  ） 

A.1 人 B.2人 

C.3 人 D.4人 

【解析】8.题干有 5人，要找某些人去执行任务，问“选中去执行任务的人

物为几人”。题干的条件都不是确定的，从次数上来看 D出现最多，但从 D入手

无法推理，确定信息、最大信息用不上，考虑做假设。 

如果能找到一个事件只有两种情况“是”与“不是”，这是假设的最理想状

态，随便假设其中一种。本题从谁入手假设都可以，此处从 A开始假设。 

整理题干条件： 

（1）“如果……那么……”前推后，翻译为：A→B。 

（2）“至少”是“或”关系，写为：D或 E。可以只去一个，也可以都去。 

（3）要么 B，要么 C。 

（4）要么 C且 D，要么-C且-D。 

（5）“如果……那么……”前推后，翻译为：E→A且 D。 

A只有“去”和“不去”这两种可能，分别假设做推理。 



 

假设 A去，就将 A当作已知条件/确定条件往后推理。A去，结合（1）可知

B 去。B 去，结合（3）可知 C 不去。C 不去，结合（4），C、D 捆绑，要么 C、D

去，要么 C、D都不去，C不去则 D不去，即“A→B→-C→-D”。D 不去，与条件

（2）（5）有关。D 不去是对（2）“或”关系其中一项的否定，“或”关系为真，

否一推一，可得“E”；D 不去是对（5）的否后，因为（5）的箭头后是“且”

关系，否定其中一项就可以否定整体，否后必否前，可得“-E”，即 E不去。 

此时根据自己的假设得到两个相矛盾的条件，即 E去、E不去，题目不可能

错误，就说明假设错误，即“A去”不符合题目要求，故 A不可能去（这是经过

验证发现的确定条件、客观事实）。 

A不去，是对（1）的否前，得不到确定结论；是对（5）的否后，否后必否

前，可得“-E”，即 E 不去。E 不去，否定（2）的其中一项，那么另外一项一

定成立，即 D去。D 去，结合（4），可知 C去。C去，结合（3），可知 B不去。 

综上，A不去，B不去，C去，D去，E不去，故 B项当选。【选 B】 

 

【注意】尽可能地去找二选一的条件假设，因为二选一有特点，只要假设一

种，不管是否成立，假设一遍都能推出结果。假设后推出的结论有问题，说明假

设错误，反面为真。比如假设 A为真，推出的结论矛盾，那么就说明-A为真。 

 

【例 9】 甲、乙、丙、丁四人的车分别是白色、银色、蓝色和

红色。在问到他们各自车的颜色时，甲说：“乙的车不是白色的。”乙说：“丙的

车是红色的。”丙说：“丁的车不是蓝色的。”丁说：“甲、乙、丙三人中有一个人

的车是红色的，而且只有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如果丁说的是实话，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的车是白色的，乙的车是银色的 

B.乙的车是蓝色的，丙的车是红色的 

C.丙的车是白色的，丁的车是蓝色的 

D.丁的车是银色的，甲的车是红色的 

【解析】9.本题是经典题型，考查过多次，公考中也有考查，只是说法有变

化，比如将车换成衣服，但思路经典。题干有 4个人，分别开 4种颜色的车，问



 

车的颜色时说了 4句话。如果丁说的是实话，问“说法正确的是”。 

根据提问中的“丁说的是实话”，可知要先看丁，因为这相当于是题目告知

了一个确定信息。因为“丁说的是实话”，所以要将丁说的话当作真实条件来用。 

题目告诉什么就先看什么，由“甲、乙、丙三人中有一个人的车是红色的，

而且只有这个人说的是实话”可知，说实话=开红车，其他两人说的都是假话，

而且开的都不是红车。 

从理论上来说，开红车的人可能是甲、乙、丙，但现在不知道是谁，那么可

以假设。假设是甲、乙、丙都可以，但按照这个逻辑分别假设会出现三种情况，

最理想的假设环境是两种情况二选一，假设正确即结束，假设错误即反面为真，

三种情况不是最理想的假设环境，比如假设甲可知甲不对，到底是乙还是丙未知。 

在假设前先试着想一想，题目告知丁说的是实话，可以继续研究丁的话。说

实话=开红车，即实话与红车有联系，虽然谁开红车不知道，但可以知道只有乙

的话提及红色，所以猜测本题从乙的话入手解题可能会简单一点。要找相关联的

信息推理，比如用白色来推红色是不行的。 

假设乙开红车，就相当于乙说实话，因为说实话=开红车。本题的难度在于

需要判断两个角度，一个是车的颜色是什么，一个是引号里的句子的对与错。 

假设乙说的“丙的车是红色的”为真，可以直接用，此时会发现有问题，乙、

丙的车都是红色，而只有一辆车是红色的，出现问题，题目不会错，说明假设错

误，真实情况是乙的车一定不是红色的。 

“乙的车不是红色的”说明乙说假话，即乙说的“丙的车是红色的”为假，

真实情况是“丙的车不是红色的”。“丙的车不是红色的”说明丙的话为假，即丙

说的“丁的车不是蓝色的”为假，真实情况是“丁的车是蓝色的”。 

甲、乙、丙中只有一人的车是红色的，已知丙、丁的车不是红色的，那么就

只能是甲的车为红色。有红车的人说实话，则甲说实话，即乙的车不是白色的。

一共有 4种颜色的车，乙的车不能是红色，因为红色的车是甲的；乙的车不能是

蓝色的，因为丁的车是蓝色的；乙的车不能是白色，因为甲说乙的车不是白色的，

所以乙的车是银色的。剩余一辆白色的车，对应丙，C项当选。 

答疑：可以直接假设甲的话为真，推出结论直接选，但本题没有根据、理由

直接假设甲。 



 

推出“丁的车是蓝色的”，可知丁的话为假，与提问提及的“丁说的是实话”

不矛盾，因为丁说的是“甲、乙、丙三人中符合什么条件”，没有提及丁自己如

何。【选 C】 

 

【注意】 

1.例 8、例 9有点难度，课后要捋一捋。 

2.解题的正常方法：排除法→代入法→确定信息→最大信息→假设，这是严

格的逻辑，由易到难，要根据具体题型弄明白每种方法的思想精髓。 

 

考点三：辅助工具 

1.符号：“＞”“＜” 

往往涉及年龄、成绩、收入、身高等大小比较 

【注意】辅助工具： 

1.这些工具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工具不是解题方法，解题

方法是前面讲解过的内容，只是在推理的过程中、处理题目条件时会用到一些工

具，而且在前面的题目中也用过。 

2.符号：＞、＜。涉及年龄、成绩、收入、身高等明显有大小关系的条件，

可以借助符号来罗列，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自己读不出来的条件。 

 

【例 10】 甲、乙和丙，一位是广东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

安徽人。现在只知道：丙比安徽人年龄大，甲和上海人不同岁，上海人比乙年龄

小。 

由此可以推知（  ）。 

A.甲不是安徽人 B.上海人比甲年龄小 

C.上海人比广东人年龄大 D.安徽人年龄最小 

【解析】10.问“由此可以推出”。“丙比安徽人年龄大，甲和上海人不同岁，

上海人比乙年龄小”中没有确定条件，结合选项可知不能用排除法、代入法。按

照解题思路，要考虑推导，没有确定信息，所以考虑从最大信息入手（脑海中分

析的过程很重要）。“丙比安徽人年龄大，甲和上海人不同岁，上海人比乙年龄小”



 

中上海人出现 2次，出现的次数最多，先考虑提及上海人的条件。 

“甲和上海人不同岁”说明甲不是上海人，“上海人比乙年龄小”说明上海

人不是乙，所以上海人是丙。根据自己的分析找到了确定条件，即上海人是丙，

以此为基础往后推导。 

因为“丙比安徽人年龄大”，所以可以写为“安徽人＜上海人（丙）”，结

合“上海人比乙年龄小”，可知“安徽人＜上海人（丙）＜（乙）”，如下左图

所示。此时即可解题，因为左图左下角一定是甲，右上角一定是广东，即“安徽

人（甲）＜上海人（丙）＜广东人（乙）”，D项当选。 

本题要讲解的是组合排列题最核心的思维，即信息的归类处理。同类信息要

放在同组，甲、乙、丙是一组同类信息，都是主体；广东人、上海人、安徽人是

一组同类信息，都是祖籍。同类信息要写在同行，这样不容易混，最容易混淆的

是将甲、广东、上海放在一起去比，这样比不出谁与谁的关系，只有将同类信息

放在一起去比，才能比出谁不是谁。所以在梳理信息时，一定是将上海写在上面，

丙写在下面，中间写小于号，然后将安徽写在上海的同行左侧，将乙写在丙的同

行右侧，知道同行的信息是同类信息，同组的信息去比较才有意义。【选 D】 

     

 

【例 11】 有历史学家对春秋五霸“齐、晋、楚、秦、宋”的国

力做评估，打分结果如下：“齐”“晋”两国的总分与“楚”“秦”的总分相等，

“齐”“秦”两国的总分比“晋”“楚”的总分多，“齐”“楚”两国的总分不及“晋”

的得分，“晋”“秦”两国的总分小于“宋”的得分。 

假如上述研究论述为真，五国的国力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为下列哪项？（  ） 

A.“宋”“秦”“晋”“齐”“楚” 

B.“宋”“晋”“秦”“楚”“齐” 

C.“秦”“齐”“晋”“宋”“楚” 

D.“秦”“晋”“楚”“宋”“齐” 

【解析】11.问“五国的国力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为下列哪项”，本题是关



 

于符号更加经典的题型，涉及国家实力的大小比较，文字比较繁琐，用符号表示。 

整理题干条件：将语文内容用数学符号表示。 

①“齐”+“晋”=“楚”+“秦”。 

②“晋”+“楚”＜“齐”+“秦”。 

③“齐”+“楚”＜“晋”。 

④“晋”+“秦”＜“宋”。 

结合条件③，可知晋一定比齐、楚大，因为齐、楚加起来都没有晋大，那么

单独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比晋大，可排除 C项。同理，根据条件④可知宋一定比晋、

秦大，可排除 D项。本题的关键在于 A、B项的处理上。 

3＜5、1=1，左右相加，不等符号不能改变，即 4＜6，数学学过，在不等号

两侧加上相同的数字，那么不等号的方向不会改变。①②左边与左边相加，右边

与右边相加，那么不等号的方向不会改变。①②左右相加，两边相同的量再约分

去掉，可得“2晋＜2秦”，即“晋＜秦”，A项当选。 

答疑：本题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用代入法解题，但比较麻烦。 

遇到本题中①②式子的情况，不一定是左边与左边相加，右边与左边相加，

也可以做减法。比如 3＜5、1=1，左右两边减去相同的式子，不等号的方向也不

会改变，可以分别试一试。课后作业：试一试②-①。 

本题没有难度，更像是数学题。【选 A】 

 

考点三：辅助工具 

1.符号：“＞”“＜” 

2.画表格：排序题/几个对象，3个及以上信息 

列表之后，优先填入确定信息 

 

【注意】辅助工具之画表格： 

1.条件个数比较多，容易记不太准确，比如给出 10 个条件主体，就可以列



 

表格。即涉及 3个及以上信息，考虑列表解题 

2.列表格最大的优点是看起来比较清楚，最大的缺点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解题慢一点。 

3.分类：一维表（一字排序时使用）、二维表（更加复杂）。 

4.如果没有时间做题，就只能“蒙”，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做题。如果不会，

不能空着，只能“蒙”。 

5.心中有表格，处处是表格，不一定要严格画出表格的形式来。 

 

【例 12】 某局办公室共有 10 个文件柜按序号一字排开。其

中 1 个文件柜只放上级文件，2 个只放本局文件，3 个只放各处室材料，4 个只

放基层单位材料。 

要求： 

（1）1号和 10 号文件柜放各处室材料； 

（2）两个放本局文件的文件柜连号； 

（3）放基层单位材料的文件柜与放本局文件的文件柜不连号； 

（4）放各处室材料的文件柜与放上级文件的文件柜不连号。 

已知 4号文件柜放本局文件，5号文件柜放上级文件，由此可以推出（  ）。 

A.9 号文件柜放基层单位材料 B.2号文件柜放基层单位材料 

C.7 号文件柜放各处室材料 D.6号文件柜放各处室材料 

【解析】12.题干告知有 10个文件，一字排开，其中 1个文件柜只放上级文

件，2 个只放本局文件，3 个只放各处室材料，4 个只放基层单位材料，要求按

照 4个条件进行排序。已知 4号文件柜放本局文件，5号文件柜放上级文件，问

“由此可以推出”。 

先在表格里填入确定信息，即 1号、10号是处室，4号是本局，5号是上级。 

（2）的“连号”是指连着，故 3 号也是本局（理论上 4 号、5 号也可以，

但此时 5 号已经被占）。根据（3），可知基层单位材料一定不在 2 号，因为基层

单位材料有 4个，只能放在 6-9。还剩下 1个处室文件与 2号，可以将处室文件

放入 2号。根据表格信息，可知 A项当选。 

本题是一字排序题，很简单。【选 A】 



 

 

 

【例 13】 某单位认为先进个人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责任

心；第二，熟练的工作技能；第三，有团队合作精神。现有至少符合条件之一的

甲、乙、丙、丁四位职员参加评选，已知： 

（1）甲、乙的团队合作精神相当； 

（2）乙、丙的责任心相当； 

（3）丙、丁并非都有责任心； 

（4）四人中有三人有责任心、两人有团队合作精神、一人工作技能熟练。 

该单位经过考察，发现其中只有一人符合先进个人的全部条件。他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13.本题是类型题，在组合排列题中考查过 N次，N≥15，条件比较

严谨，不仅北京考查过，很多地方的考试都考查过。题干有 4人、3个条件（责

任心、工作技能、团队合作精神），4人至少符合条件之一（4人在 3个条件方面

上，至少满足其中一个，不可能都不好）。梳理条件： 

（1）甲、乙的团队合作精神相当，具体有没有未知。 

（2）乙、丙的责任心相当，具体有没有未知。 

（3）丙、丁并非都有责任心，即丙、丁不可能都有。 

（4）四人中有三人有责任心、两人有团队合作精神、一人工作技能熟练。 

最后只有 1 人符合先进个人的全部条件，问这个人是谁。本题涉及的条件、

人物比较多，所以建议列表解题，可以将条件对应的人数写在条件旁边。 

本题无法用排除法、代入法解题，直接考虑确定信息，但题干 4个条件中没

有明确告知的确定信息“谁一定有谁”，所以考虑从最大信息入手解题。 

“丙”被提及 2 次，“责任心”被提及 3次，“责任心”是最大信息，所以从

“责任心”入手解题。 

4人中有 3人有“责任心”，而且乙、丙的责任心相当，那么乙、丙都不能

没有责任心，否则 4-2=2，人数达不到 3，所以乙、丙必须都有责任心。丙、丁



 

并非都有责任心，已知丙有责任心，那么丁就没有责任心。4人中关于“责任心”

的情况只有甲不知道，有 3人有责任心，结合表格可知甲有责任心。到此所有人

的思维路径相同，接下来会分为两条思考线路。 

大多数人会思考“团队合作精神”，有 4人，其中 2人有团队合作精神，甲、

乙的团队合作精神相当，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假设，这是正常逻辑，但比较麻烦。 

此处讲解不假设，相对简单一点的解题方法。先考虑“技能熟练”，4 人中

只有 1人有工作技能，而且只有 1人符合全部条件，那么说明符合全部条件的人

就是有工作技能的人，该思路有点跳跃，是最难的一步。 

虽然现在无法找到符合全部条件的人，但可以确定有 1个人一定不是全优的

人，即丁，那么“工作技能”就不能给丁，所以丁在“技能熟练”处打“×”。

此时知道信息最多的是丁，丁变成了最大信息，没有责任心、技能不熟练，而且

每人至少符合条件之一，所以丁一定有“团队合作精神”。 

题干中还有条件没有使用，甲、乙的团队合作精神相当，4人中有 2人有团

队合作精神，所以甲、乙一定都没有，否则再加上丁会超出 2人的人数限制。 

要求找的是全优的人，已知甲、乙、丁都不是全优的人，那么全优的人一定

是丙，故 C项当选。真实的情况下，甲、乙在“团队合作”“技能熟练”处均打

“×”，丙在“团队合作”“技能熟练”处均打“√”。 

本题很经典，冲刺阶段再补充更快速的解题方法，目前为止掌握以上解题思

路就已经很优秀了。【选 C】 

 

 



 

 

【注意】组合排列总结： 

1.本节课无论是第一次听，还是再次复习，多少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2.组合排列的解题思路大概是三步走，即排除、推导、辅助工具。在考场上

真正有用的方法是直接排除、代入排除、确定信息、最大信息，最起码这四种方

法得知道。在这些解题方法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利用到辅助工具，即符号和表

格。假设法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方法，在考场上不一定能想明白，而且不

一定有时间，灵活掌握，对自己的开拓思维起到启发意义即可。 

 

【答案汇总】1-5：BDBDB；6-10：CCBCD；11-13：A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