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华图精心奉献，走近成公贴心杂志
壹

来
电

湖北华图号



湖北华图精心奉献，走近成公贴心杂志
壹

主办：华图教育湖北分校图书项目部

2015/10/27 主编：项继光

NO.15025 顾问团：余福桃、史学庆、覃伟

本期共 17 版 邮箱：xiangjg@huatu.com

第一次看到“来电”来个词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停电”，

这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深入可以理解为：聊得来，谈得来，合得来，对口

味。

我们公职类培训行业第一本公益性电子周刊《来电》通过四个“微”

与大家从不同角度聚集分享不同内容，希望能够为广大考生带来帮助，同

时也希望许多已经走上公职道路的同仁们能够喜欢这本电子周刊。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期望通过湖北华图团队精力挑选的文章能够

给你们看到更有用、更有价值的阅读内容，为各位“来电粉”节省出宝贵

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你们的关注与支持，会让我们的工作更有

成就和价值，我们会一路坚持并且做得越来越好……

湖北分校校长：余福桃 于湖北武汉

2015 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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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培训行业·公益电子周刊

独创笔面直通·权威备考咨询

湖北华图精心奉献，走近成公贴心杂志

《来电》问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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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介绍：

薄帷鉴明月，微风吹我襟。不求奢华，只为精品，一阵朴实之风带给

你电力十足的未来！

《来电》，公职类培训行业内第一本公益性电子周刊来啦！

本刊旨在通过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最简约的沟通成本、最权威的备考

指导、最人性的温情关怀，打造行业标杆免费期刊产品，为广大考生备考

服务。

本刊主要包括以下模块：

微心情——原创美文分享。分享甜蜜的记忆，分担苦涩压力，温暖那

些奋斗过的时光，留住那些年一起珍惜的时光。

微宝典——备考咨询指导。最实时招考咨询、最权威考情分析、最科

学备考方案、最实用备考技巧，告诉你那些人不告诉你的秘密。

微闯关——真题闯关学习。各种考试项目真题呈现，权威解析、考点

透析；实用小知识链接分享，让你在边学边玩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微风采——华图名师相约。华图教育湖北分校全体名师团成员展示，

来“八一八”你们最喜欢的老师吧。

还有什么你们喜欢的，需要的，愿意分享的，告诉我们吧！更多精彩、

更多惊喜，尽在公职类培训行业内第一本公益性电子周刊——《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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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心情

쪮퓂쿫ꎬ늽럒랼

湖北华图 项继光

十月，清凉，孤寂，天高云淡，南雁越过天空。带走北方的思念，留

下阵阵哀鸣。悲情的天空下是幸福的大地，一片丰收美景，秋风吹拂这硕

果累累的田地，一个个成熟的果子在枝头深情跃动，似乎也在庆贺着丰收。

这些田间美景让人满心欢喜，赞叹大自然的造化神奇，为十月谱写出美丽

的华章，而豪迈不已。

十月，秋风飒飒，秋月清清。在秋夜的芳菲花丛旁踱步，细赏秋月，

它是那么婉约动人，散发出柔和的光，播撒在大地上，无比亲切。古人言

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美，为之绝美。如今月虽有缺，却也挂在天空

与星辰交相辉映，绽放着魅力容颜。这很让人遐想，月亮上住着月下老人，

为世间男女牵线搭桥。那是多么的惬意和悠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

离合，每次望月不免发此感慨，苏轼看透人生，参悟至此，后人难有超越。

农人是十月的收获者，在收获中体味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又是耕耘者，

在收获后又要播种新的希望。在十月，把感恩收获心田，把渴望植于心间。

享受幸福，珍藏希望。九月，九月，原来只是活在记忆远方的一首离歌，

就如雨滴敲打在所有人的心头。

十月的《来电》，我们又会有什么期待和遐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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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宝典

春生谈判断：最灵活的元素换算

湖北华图 程春生

元素数量换算是对图形推理数量类“素”的考查。这类考点要求

考生分析出题干中两种元素之间内在的数量换算关系，对考生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要求较高。那么如何判定哪些题目是考查“元素

数量换算”这个考点呢？

其实，这类考题有两个特点：（1）题干中往往有 2种或 3种元素

构成。因为 1种元素无法构成换算关系，3种以上则换算关系过于复杂，缺乏考查的必要性。（2）

元素数量经过换算之后，会得到一组有规律的数字排列，且等差数列或者常数列居多。

下面，我们通过近年的考题，共同探讨如何对此类考点进行分析和解答。

【例 1】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A B C D

【真题剖析】

题干以及选项每个图形均由两种元素构成，其内在的规律与两种元素的数量有关

联。可以先分别统计两种元素的个数，再进一步分析元素间内在的数量关系规律。

【春生讲题】

答案为 D选项。第①步：先统计。对题干两种元素分别统计其数量：

圆：4 2 0 4 2

五角星：0 1 2 1 2

第②步：再分析。当五角星个数为 1和 2时，圆的个数分别为 2和 4、0和 2，即呈现等差递

增，可以考虑将每个图形中五角星的个数全部转化为圆的个数，最终目标是使得圆的个数呈现等差

或恒等排列。

分析发现，如果按照“1个五角星=3个圆”的比例进行换算，最终得到圆呈现等差递增，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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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圆的个数：4 5 6 7 8

因此，应选择能够按照此比例折算为 9个圆的 D选项。

【例 2】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真题剖析】

本题出现了两种元素，月亮的方向周期变化是一个明显的规律，另一组规律必然

在月亮和星星的数量关系上。按照先统计，再分析的思路进行元素数量转化，就能分

析出两种元素的内在规律。

【春生讲题】

答案为 A 选项。首先，月亮朝向左右交替周期出现，可排除 B和 D两个选项。其次，分析月

亮和星星的内在数量规律。第①步：先统计。题干两种元素分别统计，结果如下：

月亮：1 2 3 2 1

星星：4 3 2 2 2

第②步：再分析。后三个图形中星星均为 2个，但同时月亮个数呈现等差递减，尝试将星星转

化为月亮，使得月亮个数呈现等差递减规律。将“2个星星=1个月亮”进行换算，折算后月亮个数：

9 8 7 6 5

因此，选择折算后月亮个数为 4的图形，并且月亮朝向左侧的 A选项。

【例 3】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真题剖析】

利用图形拆分思想，将图形分为内部和外部分别观察。在内部，题干中出现了黑



湖北华图精心奉献，走近成公贴心杂志
柒

点和白点两种元素，其数量转化关系必然是需要分析的要素之一。在外部，每个图形

线条变化明显，其规律呈现等差递增。

【春生讲题】

答案为 B选项。图形外部线条个数呈现等差递增，从外部线条个数为 8的 A和 B两个选项中

选择。在内部，黑点与白点关系分析上，第①步：先统计。分别统计两种元素个数：

黑点：2 2 4 4 2

白点：2 3 3 4 6

第②步：再分析。当黑点均为 2和均为 4的时候，白点呈现递增规律，考虑将黑点转化为白点，

使得白点呈现等差递增，按照“2个黑点=1个白点”的比例换算后得到：

换算后黑点的个数：3 4 5 6 7

因此，选择折算后白点个数为 8的 B选项。

【春生谈考】

元素换算类的考点较为灵活，需要分析出内在的变量和规律。通过这些典型例题，

我们不难分析得到以下要点：

（1）题型判定：题干中存在两种或三种元素。

（2）解题策略：第一步，先分别统计两种元素数量；第二步，再分析元素间内在

数量关系，通常按照 1:2、1:3 等比例进行转化，使得其中一种元素呈现等差或者常数

排列的数字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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璐璐谈判断：最规矩的黑白叠加

湖北华图 刘璐

在我们的生活中，黑色加白色可以得到灰色，

在我们的考试中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情况，究竟什么

是黑白叠加呢？

所谓黑白叠加实际上是出题人出题的一种特殊

方式，是命题人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规律，我们需要

按照命题人给出的规律选择符合的答案。这种题目

是怎样出现在考试题目中的呢？又是如何解出来的

呢？

左边这幅图是一道九宫格的题目，九宫格的题目首

先要横向观察寻找规律，观察每幅图片，不难发现每幅

图中存在的黑色阴影的原点数量呈现 2,2,3的变化，所

以各个图的组成元素不相同，组成元素相似，因此，相

似要考虑样式。但是这幅九宫格中的八幅图都是有四个

圆形组成的，仅仅是存在黑色阴影的数量上变化，所以

可以断定这是一道黑白叠加的题目。

按照黑白叠加的特点：相同位置的颜色叠加。结合

这道题目可知，第一横行左上角点的颜色为：白色、黑

色、黑色，所以白色+黑色=黑色，同样按照这种规律

可得：白色+黑色=黑色、黑色+白色=黑色、黑色+黑色

=白色、白色+白色=黑色按照得出的规律结合第三行可知本题答案为 B选项。

从这类题目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确定这是一道黑白叠加类的题目要满足的条件是：

图形外形相同，相同位置存在颜色上的不同、相同位置存在图案上的不同。

解题思路三步骤：

第一，先了解“黑色+白色=？”。

第二，验证“黑色+白色”，再次确定本题为黑白叠加类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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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寻找“白色+黑色=？”，有时候叠加的顺序不同叠加出的颜色也存在一定的变化。

【璐璐讲题】

【例 1】

【璐璐剖析】观察这道题可以发现这是一道类比式的命题形式，类比式的特点左边找规律，右

边用规律，所以重点先观察左边一段图形，可以发现，图形的外形相同，但是内部填充的阴影数量

存在不同，因此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道黑白叠加类的题目。

【真题解析】答案为 D选项。结合题干第一步寻找黑色+白色=白色，第二步验证黑加白的颜

色，结合题目发现没有可以验证的位置，所以进行第三步，白色+黑色=白色，白色+白色=黑色，

结合第二段图形，可知本题答案为 D选项。

【例 2】

【璐璐剖析】这是一道九宫格题目，九宫格的观察方式可以分为：横向观察、纵向观察、S型

观察、O型观察以及 X型观察，横向观察可以发现本题实则上每幅图片包括上下两个部分：上面

部分图形相似，但外形不完全相同；下面部分图形外形相同，但内部填充颜色的数量存在不同。因

此，上半部分为样式运算，下半部分为黑白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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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解析】答案为 A选项。结合题干上半部分是局部求异，中间的竖线没有变化，只有横

向的斜线与横线出现了求异，所以第三横行要验证这个规律，第三横行第一幅图的上半部分与第二

幅图的上半部分求异可以第三幅图的上半部分，因此规律正确，运用到第二横行，结合选项可以答

案应在 AB中。下半部分是黑白叠加，结合题干可知，第一行白色+黑色=白色，第三行左下方可以

对此验证，白色+黑色=白色，所以可以确定下半部分为黑白叠加，第三步寻找黑色+白色=黑色，

本题颜色叠加的顺序不同，叠加出的颜色存在变化，因此结合黑色+白色=黑色，白色+黑色=白色，

黑色+黑色=白色，白色+白色=黑色，因此本题答案为 A选项。

【例 3】

【璐璐剖析】这是一道九宫格题目，首先横向观察，发现每一横行出现的图案外形相同，但是

内部填充的小星星的数量存在变化，因此可以初步确定本题为黑白叠加类题目。

【真题解析】答案为 A选项。结合题干第一横行中 第一部分为星星+空白=空白，

第二横行 第四部分可以验证星星+空白=空白，第三步寻找空白+星星=？，第一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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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空白+星星=空白，结合第三横行， 第五部分为星星+空白=

空白，结合选项，因此本题答案为 A选项。

若本题将规律全部找全，则：星星+空白=空白、空白+星星=空白、空白+空白=星星、星星+星

星=星星。

【璐璐谈考】

黑白叠加是样式类相加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所谓叠加是命题人给出的叠加规律，因此我们也可

以将其称为定义运算，面对此类题目，常规考法为颜色叠加，同时还存在非常规考查方式，即图案

叠加。黑白叠加题目极易与位置类题目区别不开，所以要注意位置类的题目的题型判定为：各图的

组成元素相同，整体或是局部出现明显的位置变化。而黑白叠加类题目外形存在相同，但是内部出

现填充颜色或是图案数量上的变化，或是位置上的不同。

黑白叠加的题型判定：

图形外形相同，但是相同位置存在颜色上的不同、相同位置存在图案上的不同。

解题思路三步骤：

第一，先了解“黑色+白色=？”。

第二，验证“黑色+白色”，再次确定本题为黑白叠加类题目。

第三，寻找“白色+黑色=？”，有时候叠加的顺序不同叠加出的颜色也存在一定的变

化。

黑白叠加是会叠加出不同的颜色，因此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结合题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就是出题人自己拟定的出题方式，也就是我们的黑白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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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谈判断：最抽象的立体视图

湖北华图 王英

元丰七年（1084）春末夏初，北宋大诗人苏轼由黄州贬赴汝州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被庐山的

秀丽景色所吸引，畅游十余日，写下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透过这两句

诗苏轼想要表达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事物，看到的景色也各不相同。

在公务员考试中有一类题与苏轼的这两句诗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立体图形的各种视图问

题。常考的立体视图有两种：一是三视图，即正视图、侧视图以及俯视图。同一个立体图形，从正

面、侧面、上面看过去得到的画面是不同的，正如图 1中所示；二是剖视图，也就是所谓的截面图，

它是用一个面将立体图形切开后截开部分的投影。下面图 2中的阴影部分都是第一个正六面体的截

面图。

图 1 图 2

在考试的过程中，面对一个立体图形，我们不可能真的站到不同的位置去观察它，也不可能借

用工具把它切开之后比对截面图，所以这类题目非常抽象。下面就借用真题来告诉大家如何破解立

体视图问题。

【例 1】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A B C D

【王英讲题】三视图的一个难点就是直线面和曲线面放在一起时，如右边 图形中

上面是曲面，下面是直面。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关注曲面和直面的交线在三 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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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即 C项上方的短线是否存在。

【例题解析】本题答案为 A项。左边这组图中第 2幅图是第一个立体图形的俯视图，第 3幅

图是侧视图或正视图。如果是侧视图的话，从右边观 察第二组图中的立体图形，可以

同时看到曲线面和直线面，它们之间是一个平滑的过 度，二者相当于是一个面，因此

曲面和直面的交线是不存在，所以 C项 中靠上方的 短线

是看不到的。D项和B项错误比较明显， D项靠下方的短线和 B项靠 上方

的长线在左边的立体图形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本题答案为 A。

【例 2】右边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哪一个不是左边立体图形的三视图？（ ）

A B C D

【王英讲题】三视图中，如果原本的立体图形不包含曲线面，都是由直线构成，那么还会考查

某条线存在时是实线还是虚线。例 2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就是 B项和 D项。

【例题解析】本题答案为 D项。A项是左边立体图形的俯视图、C项是右视图，可以在题干中

将这几个面分别描绘出来。不过该题只要比对 B和 D答案就出来了，B和 D是立体图形的左视图，

二者外围框架 一样，区别在于内部线条的虚与实。这条线在题干中应该是红色线

条部分，从左 边望过去，这条线被遮挡住的，所以应该是虚线，D项错误。因此，

不是三视图的 是 D项。

【例 3】下列的立体图形是立方体中挖出一个圆锥台孔后形成的。如果从任一面剖开，以下哪

一个不可能是该立体图形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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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王英讲题】剖面图中，直线是比较容易剖出来的，而曲线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因此在剖面图

中要重点关注曲线，看看曲线是否存在，曲线和直线能否共存。

【例题解析】本题答案为 C项。首先 D项全部都是直线，是比较容易截出来的。重点应放在

其他三项上。C项中横着切可以切出正方形，但是横切的话中间部分切出来的是圆形，而不是椭圆，

要想得到椭圆，必须是倾斜着去截面。因此，C项中的椭圆和正方形是无法共存的，不可能的截面

就是 C项。

D项截图； A项截图； B项截图

【王英谈考】

虽然三视图和剖面图是非常抽象的一种题型，但是它不会考查到像机械制图那么专业的程度，

主要的考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视图：

1. 立体图形中存在曲线时，往往考查曲线面和直线面的交线是否存在。

理论技巧：一般而言，如果从某个角度看过去，这两个面都能看到，是一个平滑过渡的过程，

那么二者的交线在平面视图中是看不到的。如果从某个角度看过去，这两个面只能看到其中一个，

二者是断开的，则其中的交线是存在的。

2. 立体图形中只有直线时，往往考查个别线是实线还是虚线。

理论技巧：从某个视角看过去如果线条被遮挡住了，那么在平面视图中该线条为虚线，反之为

实线。

二、剖面图：

1. 立体图形中存在曲线时，重点关注剖面图中曲线是否存在，与直线是否共存。

2. 立体图形中只有直线时，重点关注直线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关系还是相交关系。

理论技巧：如果横着平行切过去，直线之间是平行关系；如果斜着切过去，直线之间可以是相

交关系。但是，不可能两条线之间一段是平行关系，另一段是相交关系。

立体视图是难点，弄清考点很关键。空间想象力只是解题的一部分，理论技巧用起来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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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闯关

国考战火再起，各位大侠从今天起我们再次起航，重装上阵吧！

【关卡 27】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关卡 28】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关卡 29】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本期答案
【关卡 27】A；【关卡 28】B；【关卡 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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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采

쏻쪦쿠풼

·

程春生

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理科硕士。主授

结构化、无领导面试与行测判断推理。熟悉历年国家及

各省市考试的命题规律，精通系统全面的解题策略，注

重实战技巧；另一方面具背扎实的面试实践基础，长期

从事公务员面试出题思路及解题策略研究。授课深入浅

出，讲解透彻，善于启发学生思路，注重学生的差异性，

提倡个性发挥！

【座右铭】

选择大于努力，改变始于今日。

关注公众号，等多惊喜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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