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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94_AF_E6_c26_271415.htm 据报道，某法学女研

究生小李一年间转战全国十省市赶考公务员，屡战屡败，屡

败屡战，被称为“公务员考霸”。虽然她省吃俭用，但来回

各地的路费和住宿费还是花了9000多，给没有参加工作的小

李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公检法系统招人本来就不会

多，所以就想多考几个地方，来搏一个保险。”小李这样解

释她如此辗转赴考的动机。记者在她的床铺上看到，靠墙的

一边全部摆放着各类公务员考试的辅导书籍，有些书的页面

已经被翻得卷边了。当同住的其他人都在看电视或者休息的

时候，小李还会拿着一本辅导书。由此可见，小李备考并非

不努力。但究竟是什么造成她屡次与成功失之交臂呢？我们

无法了解到小李备考公务员的每一个细节，但结合我们多年

辅导经验，不妨给像小李这样的公考考生提供一些备考建议

。 一、找准方向、明确目标 与其四处撒网式赶考以搏一个保

险，不如结合自己的条件和志向，踏踏实实确定目标，认真

准备，力求一击中的。 “考霸”小李曾通过江西公务员考试

笔试，入围面试。但江西并非小李最向往的地方，害怕自己

的一生就这样被困住了，选择了放弃，白白地浪费了不少时

间和精力。其实以小李的学历和努力程度，只要目标明确、

方法对头，集中精力备考二、三场公务员考试，胜算还是相

当大的。公务员报考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只是将考公务员作

为求职的一次机会，没有严肃对待，更谈不上认真准备。每

次公务员考试都有不少人弃考，很多考场到下午考试开始时



空了三分之一左右的考生座位。所以对于充分备考的人来说

，竞争对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北京不少应届毕业生同时

报考了国家和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其中很多人7、8月份就

开始准备11月份的国考，却将目标集中在12月份的北京市考

试上。对于部分考生来说，国家公务员考试难度大、竞争层

次高，备考国考是为了打好基础，提升自己的应考能力，再

参加难度相对较低的地方公务员考试，就举重若轻，更有自

信。 二、制定计划、科学安排 在备考前期，每个人就需对自

己个人实行评估：你自己的基本功怎么样？哪种类型的题自

己感觉最吃力？哪种类型的题提高的余地最大？先把自已所

有的情况先了解清楚才知自己的强项、不足之处。合理地计

划安排，做到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一般来说，如果备考时间

充足，可以采取以下四阶段法应对公务员考试笔试： 第一阶

段应该了解公务员考试基本情况，包括大致的考试时间、历

年的招考公告、考试大纲等；收集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和教训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套近三年的真题，对自己有一

个合理的定位，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程度。 第二阶段建议

全面了解公务员考试的题型，掌握主要知识点，熟悉基本的

答题规律和技巧，做部分习题。 第三阶段是强化、提高和重

点突破的阶段。经过第二阶段的学习和练习，一般可以进一

步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比如是答题速度需要提高？还是

答题准确率(分母不包含未来得及做答的题目)有待改善？各

类题型孰强孰弱？申论部分感觉哪部分、哪方面比较弱？等

等。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在强化和提高阶段，通过有一定强

度和密度的练习、分析和复习，重点提高自己的薄弱环节，

同时大体保持自己的强项上状态。 第四阶段是模考冲刺阶段



。在考前一个月或两周以前，安排自己精力充沛的时间段，

严格按要求做成套模拟题或没有做过的近两年整套真题，调

整状态，确定自己答题策略和时间安排。这里有三个问题需

要注意：一、试题的题型设置和难度要尽可能与即将参加的

考试相一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制定适宜的答题策略；否则

，则可能有误导作用。近几年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

和题量每年都在调整，整体难度不断加深，以较早年份的真

题作为标杆可能会低估当前考试的难度。二、模考时对时间

的估计要留出一定余量，大多数人在考试时难免或多或少会

有紧张情绪，从而影响做题节奏，平时留出余量，考试时出

现一些情况时也能从容面对。三、申论的答题和作文最好能

与其他考友交流，以免局限于自己的思路，拿掐不准得分标

准和得分点，影响备考。如果得到有阅卷经验的人评阅和指

点就更理想了。 时间对于每一个位备考者来说都是稀缺珍贵

的，时间投放方面要遵循边际收益最大原则。就是说，时间

应优先花费在同样备考时间内分数提高最大的项目上。经历

过大学阶段考试的人们都知道，从50分提高到60分或从60分

提高到70，同样是提高10分，就远比80分提高到90分容易。

一般来说，应对公务员考试这类综合能力考试，边际收益最

大的方面往往是自己的弱项。对于法学专业的小李来说，常

识方面(以法律常识为主)应该是其强项，而数量关系和资料

分析常常令文科专业学生头疼。与其花时间去在常识方面精

益求精，不如努力攻克数学方面的瓶颈。 三、总结思考、举

一反三 备考公务员，看书、做题是不可少的；但是仅仅看书

、做题是不够的。小李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 缺什么呢？

缺少总结思考。正如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 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也有类似观点。曾经有一天深

夜，卢瑟福看见实验室还亮着灯，走进去一看，见自己的一

个学生仍伏在工作台上，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卢瑟福问：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做一个实

验。”“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做实验。”“你早上也

在工作吗？”“是的。”“你每天都如此吗？”“是的。”

学生期待着赞赏。可是，卢瑟福皱一下眉头，问到：“那么

，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数字教育家单樽先生谈到：“

解题需要实践，因而要做大量的题。不仅如此，对于优秀的

同学来说，题目的质比量更为重要。”公务员考试是关于思

维和心理的考察，仅靠拼时间、拼体力记忆与模仿解题，不

进行总结思考是不行的。 各次公务员考试中会有以前历次考

试中出现过的知识点、类似考察点甚至原题。但总的来看，

原题出现的次数在整套考试中所占比例极小，仅靠背题、押

题不可能成功通过考试。有的时候命题老师从题库中考题后

，如果发现是以前考过的原题后，会变换出题角度、题型或

选项，为背题考生设下陷阱。考试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真正总

结和掌握各种题型解题思路和规律，结合自己的特点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解题方法，举一反三，才能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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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