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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8B_E4_BA_94_E7_c26_22533.htm 在公务员考试中，数量

关系测验部分主要是涉及到一些代数知识，大多数题目只是

初中程度甚至是小学高年级水平。题目比较简单，但是往往

考生却拿不到高分。这是因为有些考生在解答这部分题目时

，时间不够用，根本的原因是不能用一些技巧来解答这部分

题目。在这部分题目中，除了一些最基本的题目外，大多数

题目要求考生巧算。这就要求考生在解答问题时，多方位思

考，善于琢磨题目的巧妙解法。这样，便会节省时间，提高

答题准确率。笔者就这些问题在这里做一个大体的概括总结

。下面这几个方面的要点是需要考生在考试中尤为注意的： 

第一，做数字推理题时，要提醒自己关于奇数、偶数、自然

数、质数、小数、分数等数字概念以及数列类型知识的记忆

，并保持大脑的活跃和灵动。比如数列题，力争做到一浏览

题干就能够断定这道测验题是什么类型的数列．包含着一个

什么样的数列规律，进而迅速进行并完成对数列的逻辑关系

的具体推知与判断主要要搞清楚当前这个测验题到底是经过

加、减、乘、除还是通过平方、开方、立方、幂等基本运算

形成盼常用数列类型；然后迅速扫描四个选项，并根据已知

的数差准确推定题干括号中的数字，进而准确地捕捉住其中

一个适合的选项。当然，具体的各题型的特点与解题技巧需

要考生在平时的练习中多加积累，使自己对每一种题型都有

一定的敏感性，尽可能的达到看题辨题型，并迅速的用自己

平时掌握的技巧进行准确地解答。 第二，做数学运算题时，



首先要区分考题的类型一一目前主要是两种，即算式题和应

用题(又叫做文字表达题)；其次要充分运用一些常用的数学

运算技巧、方法和规律，尽量多用简便算法，特别是心算方

法来进行算式题的运算；再次，要调动诸如加、减、乘、除

、二元一次或二次方程、简单的几何图形的周长、面积、体

积计算等初等数学知识储备，审知考题中的各种数字之间的

逻辑关系，然后迅速判知这样的逻辑关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

一种什么样的数学关系，比如代数方程关系，然后运用相应

的解题技能，特别是心算技能迅速进行推算，可以在得到很

精确具体的运算结果后再审读四个选项，也可以在大致知道

试题结果的时候来审读四个选项。由此，一般都能迅速做出

准确的判断而找到正确的答案。这里总的要求是必须运用数

学运算知识、原理和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既快又准地选出

答案。尤其要注意一点，要尽可能的避免笔算。笔算虽可以

准确地找出答案，但耗时太多。心算在数学运算题型中是最

便捷最有效的方法。考生在平时的练习中要有意识的进行培

养这方面的能力。 第三，由于数量关系题一般都是要经过计

算和推断才能准确地作出选择和答题的，所以计算与推断的

质量与速度如何，在此过程中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如果要

做好考试，那么一般是跳不过这一基本过程的。不过，面对

一时反应不过来的试题，则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在顺

序上可以先跳过去做其他考题，等逐渐熟悉或适应过来之后

再回头去解。以便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自己会做试题的解答上

。有些考生喜欢钻死角，在一道暂时毫无头绪的题目上越陷

越深，把不出脚来。在这类考试中，切忌要避免这类情况发

生。 总之，要准确理解和分析考题，正确把握考题中的逻辑



关系，准确判知不同数字之间具有什么样的数列关系，切忌

被题中一些枝节所诱导，注意兼顾数量关系题中的普遍规律

与特殊情况，同时发挥和运用出自己的数学知识和做题技巧

。只要考生在平时的练习中能够做到多积累，多发现，多培

养，那么在正式的考试中就可以做到，不慌不乱，沉着应战

，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甚至于超水平发挥。行测五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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