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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8_A1_8C_E

6_B5_8B_E4_BA_94_E7_c26_22531.htm 常识判断类试题一般分

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最新的中央、国家机关考试大

纲中规定全部为四择一的客观性试题。 常识判断试题要求考

生对一些事物间的联系依据常识做出判断。这种题型主要考

查对常见现象或事物产生的原因以及某一现象发生、引起后

果进行分析、归纳、推理的能力。 常识判断题目“万变不离

其宗”，考的都是些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应试者可以温习

考试范围内的相关知识，将其灵活运用。 做常识判断这类考

题，其实没有多大的技能技巧；准确记住了相关知识就能得

分，而且还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作答；但如果记不住或者干

脆不知道相关知识，那么即使用一个小时也答不上、做不好

。所以，在做这类考题时没有必要延迟时间，知道就马上选

出，不知道也要马上凭直觉立刻判断。 这就是说，要做好这

一部分的考试，只有靠平时的点滴积累。只有在平时真正做

到具备优良的知识素质并实际上已经成为优秀的通才，才能

在常识测验中知道一个就答一个，答准一个就得分，最终因

为知道得多而多得分、得高分。这时，所起作用的是基础知

识的扎实牢靠程度，而主要不靠基础能力，尽管这里也有应

试能力和技巧的问题。所以，到考前再准备应试所需的常识

，确实是来不及的，也无法侥幸过关。 不过，在进行这类考

试时也并非就是完全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发挥出超常的

水平。具体而言，有以下思路和方法可以在做题时加以应用

：一是敏锐而准确地审题，立即得知考题的测验知识点所在



；二是迅速回忆或联想所有相关的知识储备：看自己的记忆

库中哪一条是对得上号的，然后迅速作出判断和选择；三是

即使考题完全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知识范围以内，也不能粗心

大意、不假思索地就确定答案，要注意考试!“陷阱”或者是

正面的反着说，类似的混着列，这就要看考生能不能保持清

醒的头脑和辨别力，当然更要看考生的基础知识是否真正扎

实而牢固。 总之，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值得紧张混乱的。

如果确实感觉到考题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知识储备范围和记忆

水平的时候这时可以先把它放一放并做好标记，等做完其他

题时再回来“大胆猜测”。然而，无论怎么样，进行这类测

验考试，都需要保持沉着稳定，一定要不慌不忙而又细心严

谨地审题和做题。行测五种题型应试策略与技巧（一）--言

语理解 行测五种题型应试策略与技巧（二）--数量关系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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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策略与技巧（四）--常识判断 行测五种题型应试策略与技

巧（五）--资料分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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