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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直属机构公共科目考试大纲与以往的考试大纲相比，作

了一定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对每种类型题目的测量目标以及

考试内容的表述更加清晰、准确和科学，更加强调测试报考

者的潜能，但基本思路和主要框架都没有变化。行政职业能

力考试主要测查报考者从事公务员职业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

，达到对报考群体初步筛选的目的，起到一种“汰劣”的作

用。由于国家公务员考试是一种选拔性质的考试，所以题目

需具有一定的难度，否则不利于人员的选拔。随着报考者整

体素质的提高和数量的剧增，2007年行政职业能力的题目难

度应会“稳中有升”。关于行政职业能力考试具体分析如下

： 1.言语理解与表达 着重考察报考者对文字材料的理解、分

析、运用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题量应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难度方面可能会稳中有升。在2003年以前，中央国家机关

公务员考试对字、词、句、段落篇章阅读的所有题型都有涉

及。在20042006年，考查重点被放在了段落阅读上。需要注

意的是,今年的报考者应对片段阅读和字、词和句阅读部分都

做重点复习。 应对策略：掌握基本知识并进行相关练习。同

时，报考者应通过练习了解命题人的出题思路，学会去除迷

惑选项，筛选出正确信息。 2.数量关系 2.1数字推理 在题型、

题量和难度方面没有很大变化。 应对策略：首先，报考者要

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培养对数字的敏感度，熟练掌握各种基本

数列和各种排列规律，并深刻理解各种“变式”的特点。其



次，报考者在做练习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突

破点,用最短的时间找出数字排列的规律，从而提高解题速度

和正确率。 2.2数学运算 在近年来的考试中，数学运算的题型

更加广泛，难度也有增加，这要求报考者必须知晓大量的题

型并掌握应对这些题型的专业解题方法与技巧。 应对策略：

报考者必须充分地进行备考复习，尽可能多地学习新题型，

掌握应对新题型的基本知识，如比例分配、工程、路程、排

列组合、年龄、数值和集合等问题。同时，报考者应加强思

维训练，尽量不采用方程法来解题，以节约解题时间。在此

基础上，报考者应学会使用代入法和排除法来解答习题，提

高速度和正确率。 3.判断推理 3.1图形推理 从2003年开始，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图形推理题型发生了重大变化，难度

和以前相比大为增加。在保留了原有题型的基础上，近几年

几乎每年都推出一种新题型，比如加入了视觉推理和平面图

形的空间还原等多种新题型。部分题目向立体化、综合化方

向发展。 应对策略：熟悉历年真题中已经出现的五类题型，

仔细观察、熟练掌握图形排列规律，如：图形大小变化、元

素数量的变化、旋转或转动方向、图形相加、相减、外形相

似、去同存异、去异存同、部分特征交换。有时是多种规律

的综合。选择答案时要仔细，不要发生视觉上的错误，同时

要有面对新题型的心理准备。 3.2定义判断 题型、题量方面变

化不大，难度方面应该有所增加。 应对策略： (1)应从题干给

出的定义入手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凭自己已有的定义去衡

量，尤其是当题干的定义与自己掌握的定义之间有差异时，

更应当以题干中的定义为准。 (2)充分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准

确理解“定义项”的关键词，以及对选项中的案例进行准确



的归纳和抽象。 (3)当遇到自己所学专业的领域时，不要想的

太深，以至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而是要紧紧扣住定义

本身及其关键词。 3.3类比推理 这是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员考试新增加的一种题型。 应对策略：应试者考虑的重中之

重是题干两个词或词组的关系如：因果、象征、特性、描述

、属种、种类等。再分析选项之间的关系，其关系与给出的

最为相似者为正确答案。除了需要掌握基本方法外，平时需

要积累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类比推理不如演绎推理那么严密

，最好看完所有的选项后再选，确保答案的完整性、准确性

。（作者:谭林妃） 3.4逻辑判断 2007年的考试大纲将以前的

演绎推理改为逻辑判断，这说明逻辑判断的题目类型和题目

内容将会更加广泛。 第一，题目的内容越来越广，几乎涵盖

了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

域，有时一些题目的题干中还会出现一些专业术语。 第二，

题目的题型越来越多，可能需要运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等多种推理方法，涉及到加强型、削弱型、前提型

、结论型、三段论、关系（模态）命题及其推理等各种题型

。 第三，题目的难度越来越大，前几年的演绎推理，报考者

即使不具备逻辑专业知识，通过阅读一般也能很快找到正确

答案，可是近两年的演绎推理的题目越来越趋向逻辑学专业

化，即使报考者能够凭感觉做对，但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题目内容稍加变化就会令报考者感到迷惑。 应对策

略：逻辑判断题目的新变化可能会让报考者感到解题难度较

大，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逻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对逻辑判

断的出题思路、题型变化和解题方法及技巧缺乏深刻的了解

。因此，报考者应当掌握逻辑学基础知识，如逻辑基本规律



（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段论、充分必要条件等，

了解并熟练应用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和解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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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