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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推理：第 26~5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 A、B、C、D、E 五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26.以艺通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艺术精神之一。艺术的本质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化，通过艺术人们既

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内心世界。由此有专家认为，艺术可通心，对于促进

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沟通交流具有天然优势。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论证？

A．目前，全球有九大语系 7000 存在相当大的语言障碍。

B. 事实上，我们可以听懂、看懂千百年之前的音乐、绘画作品，可以不借助翻译而直接通过艺术作

品感受世界各地人民的情感脉动。

C. 传统文化认为，“唯乐不可以为伪”，即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是创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必

须忠实反映创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

D. 艺术具有基于人性、传达情感、诉诸形式、付诸感性等特点，在艺术创造、传播、接受、反馈过

程中，这些特点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E. 要借助艺术实现跨文化沟通交流，仅有艺术的共情是不够的，还须将文化融入其中，以文化人，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艺通心。

【答案】D

【解析】支持题型

题干前提：艺术的本质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化，通过艺术人们既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看

到别人的内心世界。

结论：艺术可通心，对于促进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沟通交流具有天然优势。

经过分析需要选择艺术可以反映内心感性，而且是人人相通的选项。

故选 D。

29.人生病时会出现发烧、疲倦、头疼、咳嗽、肌肉酸痛、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症状。有人认为，

生病时出现这些症状是为了尽快清除病原体，让人恢复健康。比如，发烧是为了让人保持高体温以

便杀死病原体。但是，也有研究人员发现，疲倦、头疼、心情抑郁和食欲不振等症状与清除病原体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据此推测，有些症状的出现不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生存率，而是为了保护整

个种群的利益。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研究人员的推测？

A. 病原体常常通过患者、医生、护士及患者家属扩散开来。

B. 一些病人在还没有发烧的时候，也会出现头疼、乏力和食欲不振等症状。

C. 出现疲倦、头疼和心情抑郁等症状是为了节约能量，便于人体继续保持高体温以杀死病原体。

D．17 世纪黑死病传到一个英国村庄的时候，已被感染的村民为了不让病原体扩散，主动自我隔离，

从而保护了周围村庄的安全。

E. 疲倦、心情抑郁等症状是为了让人减少社交，防止病原体人传人；咳嗽等症状是为了让同伴们知

道自己生病了，最好离远些。

【答案】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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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支持题型

题干前提：也有研究人员发现，疲倦、头疼、心情抑郁和食欲不振等症状与清除病原体并没有直接

的联系。

结论：有些症状的出现不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生存率，而是为了保护整个种群的利益。

疲倦、头疼、心情抑郁和食欲不振等症状是为了保护整个种群的利益。

A 扩散方式无关；B 和 C 没设计种群，无关；D 隔离和症状无关；

故选 E。

30.鹅，通体洁白，脖颈纤细流畅，常引颈高歌，缓步行走。秦汉时期，鹅已成为“庆祭丧婚，节岁

礼馈”的必设之物，虽然也偶上餐桌，但其身价昂贵，只有贵族才可享用。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

之养鹅、爱鹅之雅事传于后世。一般认为，他养鹅、爱鹅，是为了观察鹅行走的步态而体悟书法之

道、君子之风。但也有专家认为，王羲之养鹅、爱鹅，其实也看重鹅的药用价值。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隋书》说鹅肉“肥腻而滑，味美可口”，到了宋朝，鹅开始成为舌尖上的美味，鹅类菜品琳琅满

目。

B. 在道教流行的魏晋时期，鹅常被看作体内怀有仙气的禽鸟，融仙风与道骨于一体，食之益处良多，

王羲之可能对此亦有同感。

C. 南朝医家陶弘景发现，鹅血能缓解药石引发的症状；而唐朝孟诜《食疗本草》还认为，鹅肉、鹅

血均有解毒功效，对服食丹药的人大有裨益。

D. 王羲之为天师道世家出身，曾与道士许迈共同修道服食丹药，常不远千里采买药石，其间发现鹅

血、鹅肉能缓解服用药石引发的燥热症状。

E. 魏晋名士崇尚自然，喜好养生，加之当时道教和炼丹术习染，社会名士中服食药石之风盛行，而

内服药石达到一定剂量即可使人中毒乃至死亡。

【答案】D

【解析】支持题型

确定需要支持的内容：王羲之养鹅、爱鹅，其实也看重鹅的药用价值。D 项凸显了核心信息。

A 项 B 项与结论无关；C 项支持力度较小；E 项未涉及核心信息“王羲之和鹅”。

故选 D。

31.近日,火车无座票和有座票价格相同的话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人在暑期买不到有座票，持无

座票上车后又找不到座位，于是在“站得实在辛苦”之余，觉得“有无同价”有失公平。他们认为，

既然一个有座位、另一个无座位，两者享受的服务不一样，价格怎么可以一样呢?对此，有专家却认

为，如果铁路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将有、无座位的票价拉开差距，就可能对低收入者产生不利影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现在的无座票只是表明没有事先预留座位，无座票乘客上车后仍可能找到座位，如果实行无座票

打折政策，有座票乘客会觉得不公平。

B.如果无座票打折，就会激励一些人去购买无座票，而买了无座票的人上车后看到空座位一般总会

去坐，这种“蹭座”行为会加大铁路公司的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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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即使“有无同价”，与较晚购到无座票相比，提早买到有座票仍需要在时间和精力等方面付出更多

的代价，这意味着有座票的真实价格其实是高于无座票的。

D.目前，铁路公司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先售完有座票，再出售无座票，低收入者只要早些去抢票，还

是可以买到有座票的。

E.如果铁路公司执行“谁花钱多谁就有座位使用权”的原则，完全按市场供需来决定票价，那么在

出行高峰期，低收入者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得到座位。

【答案】E

【解析】支持题型

上述专家的观点：如果铁路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将有、无座位的票价拉开差距，就可能对低收入者产

生不利形响。

A、B、C 选项：没有提到“对低收入者产生不利形响”，与上述专家的观点无关，不能支持上述专家

的观点。

D 选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对低收入者还是有利的”，不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E 选项：直接支持“对低收入者产生不利形响”。

故选 E。

32. 苏洵，字明允，是北宋文人苏轼的父亲，自南宋以来人们常以老泉称苏洵。但是，宋以后又有

人发现，苏轼虽号东坡居士，但晚年也自号“老泉山人”。苏东坡有诗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

老泉来唤人。”此处，苏轼自称为“老泉”。与苏轼幼子苏过交往甚密的叶梦得在其《石林燕语》中

证实，苏轼“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由此，有专家认为，南宋以来的人们

将苏洵称作老泉纯属误传。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明人黄灿、黄炜在《重编嘉祐集纪事》中说，他们亲眼见到有人向他们展示的

苏轼《阳羡帖》上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之图记。

B.宋人梅尧臣曾作《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云:“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

央。”这很容易让人以为苏老泉即苏洵。

C.宋时避讳规矩严格，苏轼的祖父名苏序，苏轼在作诗文集序时均将“序”改称“叙”，从不敢违反

避讳的规矩。

D.宋光宗时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称苏轼为“老泉仲子也”:《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也说“苏

老泉，二十七，始发愤”，其中的“苏老泉”即苏洵。

E.西方人取名，经常用其祖父、外祖父或其他上辈的名字，以此表达纪念、尊敬、继承或荣耀之意。

【答案】C

【解析】支持题型

题干前提：苏轼晚年自号“老泉山人”且有相关文献证实。

结论：南宋以来的人们将苏洵称作老泉纯属误传。

经过分析，需要补充信息：父子不可以同时使用同一个号，也即苏轼使用了“老泉山人”，那么其父

苏洵就不可能是该号。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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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加强考勤管理，某公司制订了相关条例。其中两条为：

（1）对连续 3 天以上未按时打卡且年终绩效排名在倒数 10%之内的员工，扣发年终奖；

（2）对出现多次未按时打卡但年终绩效排名在前 10%之内的员工，不扣发年终奖。

若该公司根据条例决定不扣发员工王某的年终奖，则以下哪项最能解释该公司决定的合理性?

A．王某年终绩效排名在前 10%之内。

B．王某没有连续 3 天以上未按时打卡。

C．王某虽多次未按时打卡但年终绩效排名在倒数 10%之外。

D．王某若年终绩效排名不在前 10%之内，则他不曾多次未按时打卡。

E．王某没有连续 3 天以上未按时打卡或者其年终绩效排名不在倒数 10%之内。

【答案】E

【解析】假言命题推理

整理题干信息有：

①(连续 3 天以上为按时打卡∧年终绩效排名在倒数 10%之内)→扣发年终奖

②(多次未按时打卡∧年终绩效排名在前 10%之内)→不扣发年终奖

③王某：不扣发年终奖

由③和①，可得：④王某：并非连续 3 天以上为按时打卡∨并非年终绩效排名在倒数 10%之内。

故选 E。

34.罗马帝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但西罗马早在公元 5 世纪就土崩瓦解，东罗马也在 15

世纪走向终结。如此庞大的帝国为何走向末路？有网友研究发现，罗马帝国的水渠管道有相当一部

分是用铅铸造的。近年来又有考古人员发现，古罗马人的遗骨中铅含量异常，有的到了足以引发健

康问题的程度。由此，这些网友认为，水在流经铅管道的时候被铅污染了，罗马居民天天饮用铅污

染水，发生了铅中毒现象，从而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网友的观点？

A．罗马人广泛使用银作为货币和装饰，而用来冶炼出银的银矿石主体是铅，这使得罗马帝国每年产

铅量巨大。

B．铅金属熔点低又易铸造成型，拿来做水管极为合适，也可以用来制作生活中各种方便实用的合金

工具。

C．罗马人习惯用铅制容器加热葡萄汁，而实验发现在铅容器中熬制葡萄汁减少至三分之一时，每升

葡萄汁中会含有高达一克的铅。

D．罗马帝国早期很少有铅中毒的记载，直到公元 7 世纪，才有东罗马帝国的个别医师描述过慢性铅

中毒症状，但对中毒原因莫衷一是。

E．罗马帝国的铅水管里一般会结有一层很厚的水垢，这些水垢阻挡了水和铅的接触，使得水中的含

铅量极少，并不足以威胁人的健康。

【答案】E

【解析】削弱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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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前提：有网友研究发现，罗马帝国的水渠管道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铅铸造的。近年来又有考古人

员发现，古罗马人的遗骨中铅含量异常，有的到了足以引发健康问题的程度。

结论：这些网友认为，水在流经铅管道的时候被铅污染了，罗马居民天天饮用铅污染水，发生了铅

中毒现象，从而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E 选项说明铅水管里一般会结有一层很厚的水垢，这些水垢阻挡了水和铅的接触，使得水中的含铅

量极少，并不足以威胁人的健康，拆开了“饮用铅污染水”和“铅中毒”的关系。

故选 E。

52～53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次考试有 10 道选择题，小李、小王、小文三人各答对其中 6 道题。已知：

(1) 没有人连续答对 3 道题。

(2) 小李第 2、4、9 题答错了，小王第 1、5、8 题答错了，小文第 3、6、9 题答错了。

52. 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项是可能．．的？

A. 小李第 6 题答错了。

B. 小李第 10 题答错了。

C. 小王第 9 题答错了。

D. 小王第 10 题答错了。

E. 小王第 6 题答错了。

【答案】A

【解析】综合推理题型

根据条件小李 2、4、9 答错了，再根据条件（1），可知小李在 5、6、7、8 之中，还有一个答错了。

故选 A。

53.若有一题 3 人均答对了，有一题 3 人均答错了，则以下哪项一定是错误的？

A. 小李第 3 题答对了。

B. 小王第 2 题答对了。

C. 小王第 3 题答错了。

D. 小文第 2 题答错了。

E. 小文第 4 题答对了。

【答案】C

【解析】综合推理题型

3 人都答错的题只可能在 2，4 中，所以小王第 3 题答对了。

故选 C。

1 2 3 4 5 6 7 8 9 10

李 √ × √ × √ √ × √

王 × √ × √ √ × √ √

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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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学院尚余 9个考场的监考任务，甲、乙、丙、丁、戊每位老师选择已知，每场考试 2小时，每位

老师均需监考 2~3 考场：有 2 个考场要求其中 2 人共同监考；其余 7个考场要求单独监考，各需 1

名监考人员。这 9个考场的时间安排如下：

对于监考安排，丙、丁没有任何要求，但其他 3 位老师有如下要求：

甲：我的监考需安排在晚上，但不要连续两个晚上都安排监考；

乙：若我的监考没有都安排在前三天，则有一场需安排我和丙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监考；

戊：我想监考三场，但都不要安排在上午。

事后得知，这 3 位老师的要求均得到了满足。

54.若周五安排乙监考，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甲都是单独监考。

B.乙有一场共同监考。

C.丙都是共同监考。

D.丁有一场共同监考。

E.戊至少有一场共同监考。

【答案】B

【解析】综合推理题型

①总共 9 场考试共需要 11 个人次，每位老师监考 2-3 场，所以 5 位老师有 4 位监考 2 场、1 位监考

3 场。

②根据戊的要求，戊监考 3 场，所以其他老师都监考两场。

③本题附加条件“周五乙监考”，满足乙要求的 P 位，根据肯 P 必肯 Q，所以可以得出乙和丙在同

一天同一时间监考，即周一晚上、周四晚上有一场是乙丙共同监考。

55.若丁的监考都安排在晚上，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周一晚上甲有监考。

B.周五上午乙有监考。

C.周四下午丙有监考。

D.周三晚上丁有监考。

E.周二晚上戊有监考

【答案】C

【解析】综合推理题型

①总共 9 场考试共需要 11 个人次，每位老师监考 2-3 场，所以 5 位老师有 4 位监考 2 场、1 位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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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

②根据戊的要求，戊监考 3 场，所以其他老师都监考两场。

③结合甲、戊的要求和本题附加条件，可以得出甲、丁、戊三位老师负责晚上的 4 场考试，戊还监

考周四下午的 1 场考试。

④此时还剩周二上午、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周五上午各 1 场考试，因此乙的要求中 Q 位内容为假，

根据否 Q 必否 P ，可以得出乙的监考都安排在前三天，即乙监考周二上午、周三上午。因此丙监考

周四下午、周五上午两场

故选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