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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5_AC_E5_c26_22500.htm 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内

容涉及面很广，因此，对于考生，备考任务繁重。而且，大

多数考生都已参加工作，精力时间很有限。要想消除或减轻

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只能在提高学习效果上下功夫。掌握

和运用科学有效的复习方法。这里北京华文公务员研究中心

的专家，给广大的考生提供了五条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希

望能给考生带来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法 反思法是在运

用各种记忆原理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形象、联想及感觉来重

温过去已经学到的知识。大多数人在阅读之后所获得的知识

往往并不会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很大一部分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被遗忘。研究表明，学习过后的24小时之内，所学东

西的80%都会被忘记。最后留下的必然只是一些零散的信息

。由于理解新知识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已经在头脑中销声匿迹

，吸收新的信息便自然困难。在这种状态下，应考者学习起

来必然非常吃力，记忆也残缺不全。整个学习、理解和记忆

过程都是枯燥乏味和充满艰辛的。” 这就要求我们勤于复习

，在再次阅读或回想过程中随时将原来漏掉的东西补上，以

便在学习、理解和记忆三者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从而使

备考过程轻松顺畅地进行。当然，回忆反思不是专注于具体

事物和形象，而是靠潜意识来回顾以往的经历和体验。以关

键性的记忆形象为中心来构建一个多维的、形象的心象记忆

图，将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有机地衔接起来。 反思法的运用

，没有固定模式，也无需制定一个严格的计划。关键是结合



自身情况持之以恒，反复进行。为了提高效率，每一个应试

者都应该搞清楚自身的记忆节奏(即记忆力的高潮与低潮出现

的时间及持续过程的长短)并根据记忆节奏找出整个学习期间

那些高效率的时间段，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进行复习。 二、交

替推进法 同一外界刺激持续作用于人脑的程度有一个递减速

的倾向。当你一口气记下某一学科的大量知识时，或许自我

感觉颇为良好，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持续记忆类

似的内容过久，记忆力会急剧下降。为避免这种状况，备考

者应该很好地运用交替推进法，即在备考过程中有意识地控

制各门学科的备考时间，通过各科交叉复习的做法来提高备

考效率。 国家公务员考试科目较多，仅公共基础知识就分为

政治、法律、行政学、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以及公文写作五个

部分。每一个科目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知识内容对于备考者

大脑皮层的刺激将会逐渐减弱。而且还会引发大脑疲劳以及

思维定势的形成，由此导致备考效率的下降。因此，应试者

在备考过程中应该注意不同知识内容的调节与搭配，不宜连

续学习在内容和特点方面相近似的科目，应使前后学习的内

容具有一定的对比差异。比如有的人心理素质较好，能够沉

着、冷静地对待外界的各种压力使自己免受各种外在因素的

干扰和冲击，整个备考过程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有的人

则心理素质较差，不仅不能冷静地对待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

，而且也不能正确评价和正视自身的实力，往往表现为缺乏

信心，情绪变化较快，让自己受制于外界的各种压力。 三、

点面结合法 点面结合法，是指在备考过程中既注意各个知识

内容和要点的把握，同时又弄清楚它们之僮的横纵联系，掌

握知识内容的总体框架。做到既抓点带面，又以面扶点。但



同时也不是主次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 备考任何一门学科

，都必须处理好点面关系。如果只注重学科知识点的掌握，

而忽视彼此之间的相关联系，便会使备考内容成为一盘散沙

，导致备考者应变能力下降。在考试过程中，一旦碰到题型

翻新，测试的内容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提问的角度

发生改变时，考生便会束后无策。面对的试题似曾相识，但

又不敢或不能确定。考试成绩当然难如人意。此外，只注重

对于学科整体框架的把握，而忽视记忆具体的知识内容的做

法也是不可取的。这样虽然能够从知识的关联性以及内容体

系的完整性上来掌握备考内容，并且能够使自己具备一定的

应变能力。 四、联想记忆法 在备考过程中，有一些人总是抱

怨自己记忆力差，常常丢三落四，甚至出现严重的记忆中断

，对于以前学过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都回忆不起来。为此

苦恼不堪。导致这种记忆缺陷与差错的原因主要在于考生在

备考过程中没有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力，各个器官的

协同配合能力较差。注意力分配不均，只是专注于具体知识

内容的记忆，大脑皮层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激状态，因而

造成记忆模糊或不完全，各种已经贮存的信息之间的联系不

时中断。在考试过程中，由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限制和

要求，心中焦虑感及压力都较强、极易造成答题失误，使得

前功尽弃，以至从考场上几下阵来。 五、自测与互测结合法 

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往往只注意知识容量的积累，也就是一

味地往自己头脑里灌注，追求对于尽可能多的信息量的占有

。而很少关注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吸收、消化了。由于缺乏对

于知识的辨别与检验，考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究竟已经学到了

什么东西，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心里更是没谱，因而在备



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并且往往会产生记

忆减退，效率下降等不良感觉，畏难情绪随之产生甚至还会

对考试丧失信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