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测备考|言语理解与表达——如何抽丝剥茧解答语句排序题

在传统的公务员考试中，片段阅读模块总会有 1～2 题的语句排序题，它分值不高，但往往占用了

考生大量的阅读时间，倘若为了考试时间而放弃作答又未免过于可惜。那么，又没有一种快速的解题方

法，让考生免去大量的阅读时间，轻松快速的解答语句排序题呢？

答案当然是有的！接下来，展鸿教育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常用的语句排序快速答题方法，来帮助

大家避开阅读障碍，轻松拿分！

什么是语句排序题？

在介绍方法之前，我们先对语句排序题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什么是语句排序题？语句排序题就是对

语句的排序进行排列，即要求考生将所给出的五六个句子，根据彼此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排序。语序排列

重点在于考查考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语句组合能力。该考点的命题形式较为简单，通常为：“将以上 6

（5）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题型分析

敲敲黑板抓重点！从上段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语句排序题，重点就在于“逻辑关系”四个字，可见

不是什么文章都可以拿来出语句排序题目的，而只有富有内在逻辑关系，条理清晰的文段才能受到出题

人的青睐并将其命制成考题。而同样的，这四个字也将成为我们解题的突破口，即从逻辑的层面上去答

题，依次避开繁琐的文段阅读和胡乱靠语感做题，达到有理有据一击必中的答题效果。

特征词法答题

那么到底如何抓住文段中的逻辑关系呢？在此展鸿教育教给大家一个惯用的技巧，那就是它特征词

法。

顾名思义，特征词就是文段中富含深刻意义的名词，它可以是文段的论述主体，也可以是文段部分

内容中的举例对象，由此必然存在数句围绕着特征词进行展开解释的语句。抓住这些语句并找到特征词

最初出现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将其联系起来，以此达到排除选项的目的。

光说不练假把式，让我们通过例题切实的学习一下特征词法。

例 1：

①数据足迹通过互联网络和云技术实现对外开放和共享

②因此带来了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伦理与责任问题

③形成与物理足迹相对应的数据足迹

④大数据技术通过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来“量化世界”

⑤其中最突出的是数据权益、数据隐私和人性自由等三个重要问题

⑥从而将自然、社会、人类的一切状态、行为都记录并存储下来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

A.④③①⑥⑤② B.④⑥③①②⑤ C.①⑤②④③⑥ D.①⑥④③⑤②

这是一道国考真题，现在让我们用特征词法来做一遍。首先，快速阅读题干，寻找富含深刻意义的

名词，我们发现“数据足迹”在文段中多次出现，可以判断它是文段论述中相对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



们去寻找它第一次出现的句子，很快我们发现③“形成与物理足迹相对应的数据足迹”，“形成”一词

表示了“数据足迹”的出现，因此③是文段中首次提及“数据足迹”的句子，根据句子主体前后相邻的

原则，我们可以判断①在③之后，以此排除 C、D 项。我们再次寻找第二个特征词，他可以是②中的“责

任问题”也可以是④中的“量化世界”，如果选择了②作为突破口，我们可以快速发现②的责任问题具

体而言就是⑤中提及的数据权益、数据隐私和人性自由三个重要问题，因此②⑤捆绑，选 B 项；如果选

择④作为突破口，我们也可以快速发现④量化世界的具体内容便是⑥将自然、社会、人类的一切状态、

行为都记录并存储下来，因此④⑥捆绑，选 B 项。

最后总结

通过以上的讲解，相信同学们已经对特征词法解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展鸿教育告诉大家，做

语句排序题时应避免死板的阅读文章，靠语感做题，而要积极主动的去抓住文段的特征词，然后根据特

征词法去阅读文段内容，如此分析选项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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