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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趣味逻辑型试题的几种常用解法*

 内江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李雪梅 赵思林

逻辑学是一门思维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
维形式及规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有三个分支：
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趣味逻辑是一种形式
逻辑，它从概念、命题、推理、逻辑基本规律等方面，通
过通俗而有趣的故事介绍逻辑基本知识及其应用，展
现逻辑的魅力. ［1］逻辑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展现
逻辑魅力，提高学生学习逻辑的兴趣，帮助学生打开
逻辑知识的宝库，锤炼学生驾驭逻辑工具的能力. ［2］笔
者曾看过《趣味逻辑》，它给人的感觉和印象是推理有
趣、推理好玩，推理过程的思维量大、思维品质要求高
但几乎不需要算，趣味逻辑问题涉及到的推理一般具
有趣味性、逻辑性、思考性、挑战性和智慧性等特点.趣
味逻辑推理深含数学文化意蕴. 逻辑推理作为数学的
核心素养，其思维方法、推理方法是学生终身受益的
数学核心知识和核心素养，应予重视 . ［3］古今中外，在
历史上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关于逻辑的故事，如祖冲之
论月食，居里夫妇发现镭元素，理发师的告示等 .涉及
趣味逻辑的试题， 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数学视野，能
让考生认识数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体会
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崇尚数学的理性精神，
感受数学逻辑的魅力.

趣味逻辑型试题是教育部考试中心近年来开发的
一种新的创新型试题，其特点是新颖有趣，多想少算，突
出了数学的思辨性、逻辑性和创新性.近年来的考试比
较重视对趣味逻辑的考查.趣味逻辑型试题是考查学生
创新意识的好题型，但它在教材中并未出现过，加之这
方面研究文献很少，且解题思路灵活多变，使师生难以
应对.本文总结了这类试题的几种常用解题方法：图表
法、反证法、排除法、字母法、分析法及其他方法，并结合
典型试题（问题）作了分析与评价.

一、图表法

图表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列表法；另一种是画图

法.当题干中所涉及或所列出的事物情况包含的元素比
较多，且这些元素之间又存在相互关系时，则可采用图
表的方法，从而快速找出答案.其中，列表法就是将题干
中叙述关系用表格表示，理清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得
到答案的方法，画图法就是当题目中涉及的主要元素超
过两类，表格已经不能够表示清楚时，或者涉及位置关
系时，便可通过画图的方式来理清关系.

例1 （2014年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理）甲、乙、丙三位
同学被问到是否去过A，B，C三个城市时，甲说：我去过
的城市比乙多，但没去过B城市；乙说：我没去过C城市；
丙说：我们三人去过同一个城市.由此可判断乙去过的
城市为________.

解析：将甲、乙、丙三位同学是否去过A，B，C三个城
市的情况用表格表示出来，如下表所示：

 A  B  C

甲 √ ×

乙 √ ×

丙 √

观察表格，可以明确地判断乙去过的城市为A.
点评：本题设计具有趣味性、新颖性和创新性，命题

思路新颖别致、深含意蕴.本题要求学生多“思”.这里的
“思”是指逻辑思维、逆向思维，具体是逻辑推理、反证法
等.本题是一道能有效考查探究意识、创新意识和思维
能力的优秀题目，也是一道考查数学核心素养十分难得
的好题.此类问题的一般解法是用类似于列命题真值表
的表格，把甲、乙、丙去过的三个城市A，B，C的情况全部
列在一个表中，然后考察每种情况是否会产生矛盾，最后
获得正确结论.选A.

例2 伯诚、仲诚、叔诚、季诚是4兄弟.他们每人都
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为了增进孩子们的感情，他们决定
让自己的孩子到其他家庭里度假，假期长三个月，孩子
们每过一个月换一家，并且亲兄弟不能在同一家生活，

* 项目来源：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四川省地方属高校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内江师范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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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一个月中，每一家都有接待一对男孩女孩，并且
只能是堂兄妹，不是亲兄妹.已知：第一个月中季诚的儿
子在叔诚家；叔诚的女儿第二个月在季诚家；第三个月
仲诚的儿子在季诚家，而季诚的女儿在伯诚家.请问：第
一个月内，其余的男孩都在谁家度假？

解析：本题涉及的人物较多，且人物的关系也比较
复杂，运用表格可简化人物关系，达到化繁为简的效果.
因此，根据已知条件并推理可得到如下表格.

时间 伯诚家 仲诚家 叔诚家 季诚家

第一个月 仲诚子 伯诚子 季诚子 叔诚子

第一个月 叔诚女 季诚女 伯诚女 仲诚女

第二个月 季诚子 叔诚子 仲诚子 伯诚子

第二个月 仲诚女 伯诚女 季诚女 叔诚女

第三个月 叔诚子 季诚子 伯诚子 仲诚子

第三个月 季诚女 叔诚女 仲诚女 伯诚女

从而，得到结论：第一个月内，季诚的儿子在叔诚
家，仲诚的儿子在伯诚家，叔诚的儿子在季诚家，伯诚的
儿子在仲诚家.

点评：本题属于趣味逻辑推理问题，问题的解答需
要考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 即数学核心素养.本
题涉及的人物及其关系均比较复杂，借助表格可以理清
人物关系，使问题的解答变得直观、简单.

二、反证法

反证法，又称归谬法，它是“间接证明法”的一类，是
从反面的角度证明的方法.反证法首先要假设某命题的
结论不成立，然后推出明显矛盾的结果，从而下结论说
原假设不成立，原命题得证.法国数学家阿达玛对反证
法的实质作过概括：“若肯定定理的假设而否定其结论，
就会导致矛盾.”

例3 （2014年北京卷理）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均
被评定为三个等级，依次为“优秀”“合格”“不合格”.若
学生甲的语文、数学成绩都不低于学生乙，且其中至少
有一门成绩高于乙，则称“学生甲比学生乙成绩好”.如
果一组学生中没有哪位学生比另一位学生成绩好，并且
不存在语文成绩相同、 数学成绩也相同的两位学生，那
么这组学生最多有（ ）.

A.2人 B.3人 C.4人 D.5人
解析：首先要证明：没有任意两个同学的数学成绩

是相同的.假设A，B两个同学的数学成绩一样，由题知他
们的语文成绩不一样，这样他们的语文成绩总有一个人
比另一个人高，相应地，由题可知，语文成绩较高的同学

比另一个“成绩好”，与已知条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比
另一个成绩好”相矛盾.因此得出，没有任意两个同学的
数学成绩是相同的.因为数学成绩等级只有3种，因而同
学数量最大为3.之后要验证3个同学能否满足条件.易证
3位同学的成绩等级分别为（优秀， 不合格）、（合格，合
格）、（不合格，优秀）时满足条件.因此满足条件的最多
人数是3.故选B.

点评：本题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趣味性，重点考查
逻辑推理与逻辑方法 （反证法）. 题目以学生熟悉的语
文、数学成绩为背景，使考生在读题和理解题意方面不
存在障碍，从而考生可以集中精力并专注地考虑选择什
么逻辑方法进行逻辑推理，最后获得正确的结论.本题
的解答若采用反证法，则容易发现从假设出发推出的结
论与已知条件产生矛盾，从而使问题获解.

例4 某届足球世界杯赛上，有法国、阿根廷、英格
兰、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六国球队参赛，甲、乙、丙三位
球迷对比赛结果做了预测，甲球迷说：“冠军队不是英格
兰队.”乙说：“冠军不是法国就是阿根廷.”丙说：“我认为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不可能为冠军.”最后只有一个球
迷预测对了，你知道谁是冠军队吗？

解析：根据已知条件，甲球迷说：“冠军队不是英格
兰队.”假设甲是对的，那么“冠军不是英格兰队”就是对
的，根据已知条件乙说：“冠军不是法国就是阿根廷.”也
预测英格兰队不是冠军， 这样就有两个球迷预测对了，
与已知条件矛盾，于是假设甲是对的不成立，从而甲预
测错了，于是推出冠军队是英格兰队，进而可推出乙的
预测是错的，根据已知条件丙说：“我认为西班牙、法国、
意大利不可能为冠军.” 这个预测没有排除英格兰队是
冠军，所以丙的预测是对的.故冠军队是英格兰队.

点评：本题以学生喜欢的足球世界杯赛为情境，问
题的设计新颖别致，并具有趣味性和逻辑性.本题采用
反证法，可以快速找到答案.

三、排除法

排除法是利用选择支错误，或题干与选择支逻辑不
相符，将错误答案排除而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其常适
用于解选择题或选择性填空题，通过“排除法”确定正确
答案选项往往比直接确定正确选项要容易.

例5 （2016年北京卷理）袋中装有偶数个球，其中
红球、黑球各占一半，甲、乙、丙是三个空盒，每次从袋中
任意取出两个球，将其中一个球放入甲盒，如果这个球
是红球，就将另一个球放入乙盒，否则就放入丙盒.重复
上述过程，直到袋中所有球都被放入盒中，则（ ）.

A.乙盒中黑球不多于丙盒中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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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乙盒中红球与丙盒中黑球一样多
C.乙盒中红球不多于丙盒中红球
D.乙盒中黑球与丙盒中红球一样多
解析：因为题中没有限定袋内球的具体个数，所以不

妨设袋内红球、黑球各有1个，当取出红球放入甲盒时，黑
球放入乙盒，此时丙盒内没有球，排除A，D；当袋内红球、
黑球各有2个时，设第一次取出的两个球都为红色，第二
次取出的两个球都为黑色，则此时乙盒内有一个红球，没
有黑球，丙盒内有一个黑球，没有红球，排除C.故选B.

点评：本题属于趣味逻辑推理问题，考查了学生的
逻辑分析能力.“不妨设袋内红球、黑球各有 1 个”对简
化问题的解答过程至关重要. 此外，“不妨设袋内红球、
黑球各有 1 个”这实质上用了特殊化法，这也是解选择
题和填空题常用的思维策略.

例6 （2015年考研管理类联考题）甲、乙、丙、丁、
戊和己等6人围坐在一张正六边形的小桌前， 每边各
坐一人. 已知：（1） 甲与乙正面相对；（2） 丙与丁不相
邻，也不正面相对 .如果己与乙不相邻，则以下正确的
选项是（ ）.

A.如果甲与戊相邻，则丁与己正面相对
B.甲与丁相邻
C.戊与己相邻
D.如果丙与戊不相邻，则丙与己相邻
E.己与乙正面相对
解析：根据题意可得到图1，因此，丙和丁的坐次只

可能是1和2，3和4，4和3，2和1，由己与丙不相邻可知，己
只能在1或2，故丙和丁只能为3和4，4和3，如图2和图 3，
由此可排除B、C、E三项.

对于A项，若甲与戊相邻，则己与丁可能正面相对，
也可能不正面相对，排除A.

对于D项，若丙与戊不相邻，则戊只能在丙的对面，
则己与丙相邻，正确.

3 4

21
甲

乙
图1

丁 丙

21
甲

乙
图3

丙 丁

21
甲

乙
图2

点评：本题属于趣味逻辑推理问题，受到社会广泛
赞誉.本题主要考查逻辑推理能力、直观想象能力、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也考查了分类讨论思想 .而逻辑
推理、直观想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分类讨
论思想等，也正是数学的核心素养.本题若不画出图形，
并借助于图形直观，则较难解答.因此，可以认为本题是

对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

四、字母法

用字母去思考、分析、探究并解决问题是数学的基
本方法.在数学里，通常采用数学符号、数学式子、程序、
图形等去描述或刻划实际问题的本质属性.

例7 （2016全国新课标Ⅱ卷文）有三张卡片，分别
写有1和2，1和3，2和3.甲、乙、丙三人各取走一张卡片，
甲看了乙的卡片后说：“我与乙的卡片上相同的数字不
是2”，乙看了丙的卡片后说：“我与丙的卡片上相同的数
字不是1”，丙说：“我的卡片上的数字之和不是5”，则甲
的卡片上的数字是________.

解析： 将写有1和2，1和3，2和3的卡片分别记为A，
B，C，由甲的话可知甲、乙两人的卡片不能是A和C卡片，
则甲、乙可能取A和B或B和C，由丙的话可知丙取的不是
C卡片，则甲、乙只能取B和C，丙取A卡片，又由乙的话可
知乙取C卡片，则甲取B卡片，即甲取的卡片上的数字是
1和3.

点评：本题属于趣味推理问题.上述解析中“将写有
1和2，1和3，2和3的卡片分别记为A，B，C”，就是把3张卡
片分别记为A，B，C，这里采用了字母法，可以简化问题
思维和解答的过程.

例8 （2017全国新课标Ⅱ卷）甲、乙、丙、丁四位同
学一起去向老师询问成语竞赛的成绩.老师说：你们四
人中有2位优秀，2位良好，我现在给甲看乙、丙的成绩，
给乙看丙的成绩，给丁看甲的成绩.看后甲对大家说：我
还是不知道我的成绩.根据以上信息，则（ ）.

A.乙可以知道四人的成绩
B.丁可以知道四人的成绩
C.乙、丁可以知道对方的成绩
D.乙、丁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
解析：为了便于推理，将老师给甲、乙、丁看的成绩

列为表格如下.

甲 乙 丁

乙、丙成绩 丙成绩 甲成绩

记成绩优秀为A，良好为B，则甲、乙、丙、丁四人的
成绩为两个A，两个B.

若甲看到的成绩为AA或BB，则甲可知自己成绩为B
或A，而由题意，甲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因此，甲看到的
乙、丙成绩为一个A一个B，此时乙看到丙的成绩为B（或
A），便可知道自己的成绩为A（或B），无法判断甲，丁的
成绩；甲、丁二人的成绩也必为一个A一个B，但甲无法
判断自己的成绩，而丁可以通过看甲的成绩判断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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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但无法判断乙、丙的成绩.故选D.
点评：本题设计具有趣味性、新颖性和创新性，命题

思路新颖别致、深含逻辑思维意蕴.解答本题的关键是
用了字母法和表格法，而字母法和表格法的作用是简化
问题中的逻辑关系，优化思维过程.本题是一道考查逻
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好题目.

五、分析法

在不等式证明中， 分析法是指从要证明的结论出
发，每一步都去寻找使结论（或中间结论）成立的充分条
件， 直到归结为一个显然成立的事实（如已知条件、定
义、真命题等）为止，从而证明论题的正确性、合理性的
论证方法.广义的分析法是指从结论出发去找条件（或
从未知找需知，最终找到已知）的思维过程.分析法是解
答趣味推理问题的常用方法之一.

例9 年终时，公司要评选出5名优秀员工来进行
奖励，A、B、C、D、E得了前5名.总经理对他们说：“祝贺
你们当选，现在请你们猜一猜，你们的名次是怎么排
列的？”A说：“B是第三，C是第五.”B说：“D是第二，E是
第四.”C说：“A是第一，E是第四.”D说：“C是第一，B是
第二.”E说：“D是第二，A是第三.” 总经理笑着说：“你
们每个人都猜对了一半.”听他这句话，员工们就把名
次弄明白了.请你想一想，前5名的顺序是怎样排列的
呢？

解析： 根据已知条件知，5人中只有一人猜C是第五
名，推出C是第五名时，B是第三名错；根据推测D说：“C
是第一，B是第二”及C是第五名，推出C是第一错，B是第
二对；根据B说：“D是第二，E是第四”及B是第二，推出D
是第二错，E是第四对；根据E说：“D是第二，A是第三”及
B是第二，推出D是第二错，A是第三对；最后推出余下的
D是第一名.

综上， 前5名的顺序是：D———第一名；B———第二
名；A———第三名；E———第四名；C———第五名.

点评：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根据已知条件推出C是第
五名，其他员工的名次只需根据每人的预测推理即可得到.

六、其他方法

求解趣味逻辑型问题， 除了采用前面提到的图表
法、反证法、排除法、字母法、分析法等方法，还可以采用
其他方法求解，如：交点法、演绎推理法、特殊值法、映射

法等.下面主要针对交点法和演绎推理法给出相关试题
及其解析和点评.

例10 大客车在沪宁高速公路上行驶4h可从南京
抵达上海.已知每隔半小时有一辆大客车从南京开往上
海，同时也有一辆大客车从上海开往南京.一名旅客乘
车从南京到上海，那么，他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可以遇到
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大客车多少辆？（包括在南京车站遇
到的进站车辆、上海车站遇到的出站车辆）

解析：此题只需画出示意图（如图 4），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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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该旅客前2h内（即行驶了一半路程）遇到8辆（含到
达南京站的1辆）， 出发后2h正好遇到同时出发的上海
开往南京的车1辆，接下来2h内又遇到8辆（含出上海站
的1辆），总计17辆，正如图4中的交点数.

点评：本题是关于运动的趣味应用题.求解本题的
关键在于画出示意图， 进而数图中的交点数即可求解，
对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以上趣味逻辑型试题，立意鲜明、背景深刻、情境新

颖、构思巧妙，能有效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和创新意识.在数学教学中，适当插入一些趣味逻辑
的数学题目，可以扩大学生的数学视野，增加学生对数
学学习的兴趣，从而让学生真正地感受到数学趣味逻辑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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