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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深并不是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题，而是互为支撑的智慧

结构上的两极。且通常的情况是：广博是基础，而专深则是

标志。 与此相一致，在公务员考试中，汇集史地、人文、哲

学、理化、逻辑、理解等各个方面的涵盖广泛的命题结构也

体现出了对应考人员的知识广博性的考查。 然而，源于我国

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科制度，知识面狭窄、见解单薄、创新无

力成为了我国现代人才凸显出来的一些弊端。文科生缺乏逻

辑推理能力，理科生又缺少文史常识，这甚至更进一步降低

了整个人才体系的素质。知识结构不均衡的严重弊端也使得

众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得分寥寥，终失败而归。 因此，我认

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知识的广博性。广博是源流，是独立的

基础所在。广博的知识才是我们在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中急

需获取的。回到对公务员的标准考查中，公务员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和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义务就从侧面要求其自身知

识体系的广博和全面素质的高度，可见，公务员考试的广博

性需求是紧依社会需求而成的。考生深厚的知识积累更有助

于对问题全方位深刻的思考，适应考试的模式。 从创新的角

度看，广博才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对外界的感应性才

能增强，顿悟和触类旁通也都是建立在广博积累的基础上的

。只注重某一方面，难免会孤陋寡闻，甚至导致认识片面偏

狭；只有广范的知识积累，才能融会贯通，多层次、多侧面

地实现对有关问题的解析。创新是民族之魂，是包括公务员



在内的所有民族成员应该提升的重要素质，在此意义上，广

博的根基地位更是尤为突出。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敏锐、

高境界和把握大局的能力是我们解决战略问题的关键，而这

种能力主要来源于视野的广博。 荐于这样的情形，在公务员

考试的教材上提出文理分别适用的设想不能不说是与时俱进

之举。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地对文理不同

人群的不同知识需求迅速地加以强化训练和指导，对疏于文

字表达和形象思维的理科考生侧重于语言理解与表达、常识

判断、事件排序及定义判断的讲解与练习；对逻辑思维能力

、计算机能力等相对薄弱的文科生加强数量关系、图形推理

、演绎推理、资料分析等内容进行深度婆媳与强化，从而使

文理考生清晰认识自身劣势，并达到“理弱补理，文弱补文

”的效果，及时地对自己的知识系统加以积累和补充，进一

步“广博”起来。 目前，致公版行政职业能力相关教材已经

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公务员考试教材上的一种突破

，成为市场上的亮点。 当然，我们所说的广博也不是无重点

、无目标的广博，在一定的知识积累的层面上有所注重的多

层面的广博才更有利于在此大千世界中有益获取，有益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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