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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试10年来，无论是在划分A、B两类公务员的考试之前，

还是在划分之后；无论是各省、市的考试，还是中央、国家

机关考试，虽然在考试科目的多少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把“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作为笔试科目之一，甚至是作为惟一的

笔试科目。无论哪一种考试，总有不少考生没有过分数线。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个别年份分数线定得过高外，主

要是考生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些没过分数线的考生，不少

人还准备来年再考，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新人(大学毕业生、社

会在职人员)加入“考公”的行列。因此，有必要对准备参加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考生们做些必要的提示。 第一，考

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胜出，就必须在考前

调整好应试心态应试者考前的心态如何，是决定考试成败的

重要因素。有的应试者考前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盲

目乐观，甚至不重视；或者因为心中无数，怕考不好而心情

紧张，以致做了大量练习还不放心。如果应试者持这两种心

态去考试，很可能在考试中失败。 因此，应试者考前既不能

太紧张，又不能太大意，应该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应试，相

信自己能考好。在战略上不要太看重考试，但在战术上要重

视考试。重要的是要积极做好考前的如下准备：一是考前要

了解“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实施方法和程序，答题卡和草

稿纸的使用方法，答题时间的分配等，以做到心中有数；二

是考前要研究“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例题，搞清楚题型的



特点、答题的思路与某些题型的答题技巧，以做到胸有成竹

。同时，在考场上应试者不可随意行事，否则会影响你的考

试成绩，要严格按照命题人的要求与试卷上的注意事项去做

，以做到有条不紊。 第二，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中胜出，就必须按当年考试大纲的要求准备考试。中央国

家机关与各省、市、自治区招考公务员与工作人员的“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的考试大纲，几乎每年都有变化，有的年份

多些、大些，有的年份少些、小些，当然，没有任何变化的

大纲在地方上偶尔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较罕见。比如，中

央国家机关2003年的考试大纲与2002年相比，就将常识部分

的多项选择题与单项选择题分开了，而到了2004年的大纲中

又将多项选择题取消了。2002年的考试大纲与2001年的考试

大纲相比，不仅分成了A、B两类公务员的考试，而且在B类

公务员的考试内容中增加了“机械推理”类考题，而到

了2003年的考试大纲中又将“机械推理”的内容取消了，改

为A、B两类公务员都考“定义判断”。2004年的考试大纲

与2003年的考试大纲相比增加了“听力理解”的内容，取消

了常识部分的多项选择题，无论是A类还是B类都考单项选择

题，数量关系部分的数字推理题也给取消了，如此等等。地

方上的公务员考试大纲也随着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的变化而

改变。因此，想考公务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应试者，无论是

想考国务院的公务员还是地方公务员，都要以当年的考试大

纲为准。如果不掌握这些变化，还按以往的考试大纲复习，

那将浪费许多时间。关于这一问题，只要将当年的考试大纲

与上一年的考试大纲细心地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其变化，

不要有太多的畏难情绪。 第三，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考试中胜出，必须在考前做些必要的练习。多数在“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胜出的应试者认为，考前一定要

做一两次练习，即找一套正式的考题，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

与考试要求，进行“实战演习”或“自测”，以发现自己做

题中的问题。比如，若在自测时发现数量关系中的数字推理

规律掌握得不牢固，那就应牢记些规律，以备正式考试中灵

活运用；若在自测中发现有些考题费时多还找不出正确答案

，那就换个方法，或者加强这方面的训练，以提高做题的准

确率，或者采取先放一放而先做后面试题的“缓冲法”，以

保证做题的速度；若在自测中发现对言语理解与表达的某些

题型尚不得要领，那就多练习几遍这类题，以做到“熟能生

巧”。上述这些平时练习中的经验教训，带到正式考场上，

当然就成了提高考试成绩的“法宝”。不然的话，仅从理论

上知晓“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该如何进行，没有经过实

践的检验，一旦仓促上考场，是没有胜出的把握的。 第四，

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胜出，就必须坚持

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题型。自1994年以来，“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一直处在发展与完善之中。就题型而言，一开始大

致分为五部分，10多种，不久又增加了几种，到现在已有

近20种了，但经常考到的只有10多种。就内容而言，也在不

断丰富与发展，如常识这一部分，开始时是作为判断推理的

一部分而设的，即常识推理，后来独立出来形成了常识部分

。在言语理解与表达这部分内容中，前两年有了短文，短文

中有画线部分，线前带有数字或字母，这就是考题的内容。

应试者要把短文与考题结合起来阅读，以免在考场上不知所

措。在言语理解部分近两年又增加了“选句填空”的题型，



应试者要掌握这种题的答题要求，以便准确、快捷地从四个

备选答案中挑出正确选项。 因此，应试者应根据往年的考试

大纲，了解往年考题内容的发展变化，再根据当年的考试大

纲，找出当年的新题型，并尽可能及早熟悉这种题型的考试

要领，以便在考试中胜出。 第五，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考试中胜出，就必须纠正要“得满分”的想法。有

些应试者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总想把全部考题

都做正确，当碰到难题做不出时，就焦急万分，这反而会使

本来可做正确的题，因为心情紧张反而做错了。其实，这是

应试者走入误区所致。这些人应该明白，“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的考题，覆盖面很广，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人

文、社会、法律、科技、管理等领域的内容。就学科而言，

它既涵盖了数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务员管理学、领导科

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等内容，又包括

了政治理论、科技知识、法律常识、公文写作等学科的内容

。而每一位应试者都不可能是“百事通”，总会有几个方面

是不太熟悉的，要想全部答案都做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

般而言，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100分的考题中，能得七

八十分就是高分了，得60多分左右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合格

者大多集中在这个分数段内。因此，应试者切不要因贪高分

而发急，那将得不偿失。 第六，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

测试”考试中胜出，就必须掌握做题的方法。不少应试者出

了考场后懊悔自己没有把考题做完，而这些题还不是不可能

做正确的。这是由于做题方法不正确所致。其实，“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的做题方法主要有三个：一是先易后难，二是

先难后易，三是按题顺序号做。其中，第三个方法只有在考



题都较易或者对考题十分有把握时方可采取，但这种情况是

罕见的。第二个方法是冒险的，如遇到难题当“拦路虎”时

，一味地硬拼，将自己搞得头昏脑涨，不仅耽误做题速度，

而且后面容易的题也可能选错了答案。所以，第二个方法不

可取。当然，多数人认为还是采取第一个方法好，即先易后

难为妥。 第七，考生若想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胜

出，就必须注重平时的知识与做题方法的积累。“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的各部分考题，都涵盖着丰富的内容，如平时不

花大气力，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积累知识，仅靠考前一两次

练习，或者是临阵磨枪，搞突击，那是很难奏效的。比如，

数量关系部分是测试应试者运用数字规律与简便的计算方法

快速解题的能力，如果没有对数字规律与解题方法的积累，

怎能取得好成绩呢?在做言语理解与表达题目时，如果没有平

时对众多词汇涵义的掌握与运用，没有对词语的理解与积累

，要想从四句给出的答案中挑出有或没有语病的一句是很难

挑对的。如果平时没有对短文内容归纳概括技术的掌握，若

想在考场上将一段短文的中心思想或主要内容用精练语言概

括出来的答案选正确也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常识部分，其

涵盖面很广，如不是平时多读相关书籍，日积月累，用丰富

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想在考场上获得好成绩也是不可能

的。同时，应试者平时还要注意积累做题方法，尤其是通过

自测的方式，掌握的做题方法越多，到了考场上也就越容易

考出好成绩来。 因此，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是

对应试者知识面、知识深度与分析能力的考试，如果没有牢

固的知识与熟练的做题方法为基础，想靠侥幸取胜是不可取

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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