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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5_E7_AA_81_E7_c26_22643.htm 近年来参加公务员考

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考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虽然每年有

多次考公务员的机会(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招考)，但是

许多考生即使有多次的考试经历，但考试成绩却很难有大的

突破，想要取得高分并不容易。 就拿2005年的广州公务员的

招考为例(不含地税、公检法司)，根据我们收集的信息，实

际报考人数是13137人，最高分是75.8分，其中75分以上(含75

分)只有5名考生达到这一分数段，具体各分数段人数如下：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有高达16.8%的考生最终放弃考试，这

反映出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当部分考生

准备不够充分，或是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报考的，

在录取几率不大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放弃考试。当然也有部

分考生是因为市内交通堵塞而迟到超过规定时间，无法参加

考试，因此考生在考前必须充分考虑交通因素，提前一些出

发，以避免因迟到而失去宝贵的考试机会。 而从参加了考试

的考生成绩来看，只有3%的考生在50分以下，而70分以上的

考生也只占1.3%的比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考生

得分集中在55～65分之间，这个分数段占了考生人数的56.6%

，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趋势。从这个角度

看，可以发现得分偏低或偏高的考生人数其实很少，因此在

公务员考试中得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取得较高的分数。就

像有考生反映的是，有些考生考了很多次公务员考试，但无

论发挥好坏都是维持在六十多分，从未考过70 分以上，而有



些考生几乎每一次考都在七十分左右，但也超不过75分这条

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笔者认为在这项考试中，

每位应考者都有自己的一个瓶颈分数，就是很难在考试中突

破的一个分数点。不同的人由于知识结构、性格、成长经历

、个人兴趣等差异，可能在这项考试的适应程度上有所差异

，所以每个人的瓶颈分数都有所不同。原来的传统的公务员

考试培训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传授考试相关的考试技巧，但忽

视了公务员考试本身就是一项素质测试，如果不把考试所需

的相关素质提高的话，即使考生把技巧练得炉火纯青，也只

能把自己的分数接近瓶颈分数，而无法突破瓶颈分数。打个

比方，有名考生的瓶颈分数是70分，那么在考试中假设他的

考试方法技巧得当，使其发挥了90%的能力，考出的分数将

是63分。而如果他通过一些考试所需的素质训练，把瓶颈分

数提高到了80分，即使发挥得一般，只考出了80%的能力，但

他的分数仍然可以达到64分。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考试技巧

的重要性，技巧提高和考试素质的提高都是分数提高的两大

绝技，技巧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招式，而考试素质就像

是内功修为，武功招式可以立竿见影，但内功修为却是成为

武林高手的关键所在。所以考生要做的是“内外兼修”，只

有这样才可能独步武林。 那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考生突破自

身的瓶颈分数呢？笔者将分别从行政能力测试卷和申论卷进

行分析。首先对于行政能力测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阻碍考生突破自身的瓶颈分数： 一、 阅读速度不够“快” 说

到这里，要声明的是，并不是考生的实际阅读速度太慢，而

是阅读速度跟公务员考试所需要的速度有大的差距。因为公

务员考试的试卷的阅读量很大，就拿行政能力测试来说，全



卷的总字数都在两三万字左右。笔者做过统计：2000年中央

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能力测试卷的全卷总字数是20081字，2001

年是22073字，2002年A卷是28087字，2003年A卷是29300字

，2004年A卷是24453字，2005年A卷是30553字。从总体上看

阅读量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请大家试想一下，在两个小时内

要看完近三万字，还得理解内容然后再选出正确答案，对考

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考生考完后出来说题目太多做不

完，实际上应该说是“读”都“读”不完，怎可能“做”得

完？而最“可恶”的是行政能力测试卷的最后一个题型恰恰

是最简单的也最易得分的材料分析题。所以考生如果按从头

做到尾的常规习惯，做不完的题目实际是自己最有把握得分

的题目，这当然会成为出题者期望拉大分差的最好方式，同

时却也成为阻碍考生成绩提高的一个瓶颈因素。而对于这方

面瓶颈因素的解决，一方面考生可以采取倒序法，先做完自

己有把握得分的那部分题目，把难度较大，即使时间较充分

也未必能获高分的那部分题型放到后面，此举目的在于能把

就较宽松的做题环境交给较有把握的部分，尽可能得在该部

分得分。把没有太大把握的题目留到后面时间较紧迫的做题

环境去完成，尽可能减少分数损失，这是技巧方面的解决对

策。而另一方面，从素质的提高来说，考生在平时的备考中

，应有意识得培养自己的阅读速度，在绝对阅读速度提升的

前提下，即阅读题目所需的时间减少的前提下，留给我们的

对题目的思考时间就会相应地增加，那么在考虑较充分的条

件下，题目的命中率一定会比匆忙下判断要高得多。 二、 知

识面不够“广” 笔者认为除了阅读速度之外，另一个拉大分

差的方式就是知识面。这主要出现在常识题的考察上，常识



题的特点是几乎没有技巧可言，考生会则得分，不会要“蒙

”中还真不容易。这时候平时知识面不够“广”，考生在这

部分题目的分数就会一直上不去，当然就无法突破自身的瓶

颈分数了。但笔者要强调一点的是，并不是能力强素质高的

考生一定知识面“ 广”，一定能在常识题中得高分。因为所

谓知识面“广”，其实跟人的个性很有关系，一个人如果兴

趣广泛，涉猎的方面较多，自然就能知识面“广”，有的考

生可能自身能力很强，但其对常识题主要考察的政治、法律

等方面毫无兴趣，自然也会考不好常识题，但其并不一定是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面不广。因此笔者谈的知识面不够“广”

只是相对考试要求的知识内容而言，不够“广”而已。这一

点希望考生要弄清楚。那么考生要在常识题上有所突破，解

决知识面不够“广”的问题，则要要针对性地对常识题主要

考察的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识点进行归类复习，复习时要

把“面”铺开就可以了，不必对这些学科的内容进行深入地

研究。同时要注重培养自己对时事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兴趣

，毕竟考生一旦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将来要从事的机关工作

必定是与政治、法律密切相关，所以培养这方面的兴趣既是

备考的需要，也是未来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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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