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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识概述 常识就是普通知识，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的

常识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管理、人文、科技等，所考内

容是“考查应试者在这方面应知应会的最基本知识以及运用

基本知识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2002年中央国家机关录用考试

公共考试大纲)。在2002年之前，常识判断是放在“判断推理

”之中的，一般占10个试题，题型是单选题(四择一)。在2002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常识被单独列出来，难度陡增，由单

选改为不定项选择，多选、少选、错选都不得分，且所占的

分量很重，A类试卷中，常识部分与总题量的比是40：130，B

类是45：140，直接影响到最后的考试成绩，考生要高度重视

。 常识判断题型主要考查应试者在平时生活中对社会百科常

识的涉猎广泛程度和对社会各种现象的留心观察和深刻思考

。在这种题型中，每道题呈现一个常识性的现象，题后的备

选项是对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四种可能的解释，要求应考者

从中选出最合适、最合理的答案。题中所涉及的现象一般是

大家所熟悉的但很少做过系统研究的现象。 常识判断题型所

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宇宙到地球，从无生命物质到高级

动物的人类，从远古历史到未来的世界，从自然到社会等无

所不包，尤其是与人们现代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和现

象，经常是这类试题考查的内容。这部分题目中，比较基础

性的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等题目以及属于物理、化学等

自然科学的题目对应考者来说一般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内容



在中学、大学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而涉及社会最新事物诸

如计算机、网络等常识性的考查则关系到应考者的知识涉猎

面的广泛程度。 解答这类试题与个人知识的广度、深度有一

定联系．它既是简单的常识性知识复述，更需要对常见现象

原因的分析。因此，要想在短期内显著提高应考者的常识水

平是不太现实的，它需要平时的观察、思考和积累。 1．仔

细审视题干，准确掌握题干的题意，选择答案要将选项与题

干的题意联系起来思考。选择哪个选项要根据其是否符合题

干的题意，而不是根据选项本身的含义是否正确，因为选项

本身含义正确的不一定符合题干的题意，有的题有时还要求

选出含义不正确的选项。 2．对照题干的题意，仔细审视各

个选项，找出干扰项予以排除。干扰项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似真性，要防止受其诱导而错选。 3多项选择题其符合题干

的选项数目不确定(24个)，多选、错选、漏选的可能性较大

。 4．解题技巧 (1)排除法 排除法是常识考试中一个非常有效

的方法，当面临一个问题不知从何处人手时，可以通过排除

法，找出一定不相关的选项，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2)

比较法 有些问题是很难在题干中准确判断出答案的，这时就

可以从选项人手，比较选项的异同，从中陇出该题的规律，

从而找到解题的思路。 因此应仔细比较各个选项与题干的题

意，从中挑选出符合题意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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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