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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3/2021_2022_07_E6_B1_9F

_E8_8B_8F_E5_85_c26_463562.htm 公共基础知识 宪法行政法

行政诉讼法重点记 重点题型要针对性训练 采访专家：天策培

训中心专家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李永刚；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爱武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在最后

的冲刺阶段考生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要研习历

年真题，做真题千万不能仅仅满足于对错，还要看考题背后

包含的知识点，命题者出题的思路。比如，通过真题可以看

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职业道德的考查近来有案例化趋

向，考查的重点主要涉及行政道德、行政监督、行政法治、

行政职能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方面，要特别注意对《公务员

法》的熟练掌握。公文写作与处理的考查注重操作性，考查

重点是常用党政机关公文写作，特别是请示、报告、通报、

通告、通知、函等文种，内容涉及格式规范（包括眉首格式

、主体格式等）、行文规则和表述要求。 其次，复习要有侧

重点。近年来，尽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的内容不断扩充，但

总体上法律、时政、公文写作、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职

业道德占了较大比重。这些基本上占了卷面的75％以上。因

此，冲刺复习要抓住这些重点科目进行重点投入。 侧重法律

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综合运用法律能力的考察是近年来公务员

考试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然而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法律

知识是较为薄弱的一块，对此，考生在备考时要注意：在众

多法律内容中，宪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重点；在民法

内容部分，注意对民法总则部分基本原理的把握，在分则部



分，特别注意对合同法、公司法等商事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在刑法内容方面，重点掌握总则内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切忌死记硬背，注重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对此，考

生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些案例分析题，从多个角度理解法律的

精神。 第三，把握重点题型。目前省考公共基础知识题型主

要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公文实务题、案例分析题、

材料分析题以及综合分析题等。其中，后三种题型题量虽小

但分值较高，并且从2006年真题来看，公共基础知识的主观

题还是注重于基本知识的考查，考生如能对其进行有针对性

的训练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收益。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考场

主要拼快和准 选择题宁错不要空 采访专家：天策培训中心专

家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强 师豪培训中心专家 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克喜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说白了就是让

大学生做初中生的题目，只要时间允许，所有题目都是能解

出来的，但是考场拼的是速度与准确度，所以掌握一定的应

试技巧将对提高考试成绩大有裨益。例如，做题时先挑自己

会的；少用心算多用笔算；做完一大类题型后涂卡，既不要

等全部做完也不要一题一题涂卡等等。特别提醒的是，选择

题要“宁错不空”，并且不要轻易修改原先的答案，相信自

己的第一直觉。 对于行测考试的几大题型，也有不同的解题

技巧。例如，数学运算尽量不要使用常规的解题方法，可采

用反向推导、代入排除、模糊估算等方法；定义判断要注意

缩句简化，抓住本质；类比推理可以采取同构造句法；演绎

推理需要假设一个条件的，考生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 申论 社会热点全都要关注 猜测题目风险太大 采访专家

：天策培训中心专家 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张方华 师豪教育培



训中心专家 南农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旺生 苏索公务员

培训中心主任 杨猛 申论考试的复习在短时间内提高比较难，

考生目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社会热点和重要专

题进行梳理。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以一个“准公务员”的身份

，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因此，考生在复习时要

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资源，特别是网络资源，

对一些重大专题，如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弱势群体、节约

型社会与能源危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民生与社会事业

、就业与社会保障、医疗体制改革、教育发展与公平、服务

型政府等，注意其中一些新问题、新动向和新观点，尤其是

在上述重大专题背景下的“次热点”与“次重点”问题。其

实对于一个要做全面准备的考生来说，不应孤注一掷来猜测

题目。其次，进行适当模拟训练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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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