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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期待当中拉开序幕了，在此为公务员考试大纲的数学部

分(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进行一个解读。 数量关系部分的大

纲要求有所变动。2007年的大纲指出“数量关系重点测查报

考者对数量关系的理解、计算和判断推理的能力”；而2008

年的大纲提出“数量关系主要测查应试者理解、把握事物间

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主要涉及数字和数据

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这样的大纲无疑让我

们感到数量关系试题的变化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试

题的阅读量增加、题目涉及的过程变得复杂，这点主要体现

在“测查应试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这句话当中。

纵观2000到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数量关系试题，我们会

发现题目的长度在不断增加，题目给出的条件越发变得扑朔

迷离，这无疑给应考考生造成心理压力如果连题目都读不明

白就更别提求解了。 要应对该变化，建议数量关系部分各考

生能够就2005、2006、2007三年的考题进行认真、反复的练习

，注意其中的重点题型行程问题、“人数”问题、几何题、

计算题、方程求解问题等等，体会一些题目一题多解的方法

，选取最适合自己、自己做起来最快速的方法进行多次练习

。有一些题目可以自己尝试改变题目的问题来进行自我测试

。 第二，题目求解的技巧性增加了，这点主要体现在“解决

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这句话当中。对2003到2007年五年的

真题进行过认真演练的考生不难感觉到，近几年的不少数量



关系试题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来求解，需要在求解过程中

运用比较特殊的技巧。 这些新的技巧需要大家详细掌握几点

第一，在行程问题当中传统的“路程＝速度×时间”这个公

式转化为“物体之间的路程比值＝物体之间的速度比值×物

体之间的运行时间比值”这个比值公式来求解；第二，在一

些大的类型题目当中加入了“不等式”这个元素，让以前能

够确定求解的问题变成了“解可能为哪些值”这样一类问题

；第三，有一部分数学运算试题变成了比较有趣的数学游戏

，这类问题虽然求解起来相对比较有意思，而且计算相对简

单，但是要注意各位需要在短时间内把握“游戏规则”，在

理解规则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规则之后在进行求解，以免陷入

了生活常识当中的一些陷阱和误区。 第三，从动笔求解转为

动脑求解，这点主要体现在“主要涉及数字和数据关系的分

析、推理、判断、运算”这句话当中。真正的考察数学能力

的题目确实是不需要动太多笔头功夫的，在计算之前通过充

分的考虑之后再动笔进行计算是考察数学能力的初衷所在。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计算”目前来说可以通过各种高科技产

品替代人来完成，所以更多的逻辑思维能力注入到了数量关

系试题当中，需要考生通过动脑来完成分析、判断之后再进

行求解。 要想训练这方面的能力，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各位拿

出以前做过的题目中的错题进行认真的分析，仔细审查是否

自己有思维上的疏漏或者理解上的偏差，找对自己的思维上

的盲区之后就会豁然开朗。 对于数字推理这个部分，希望大

家不要陷入狂做题、见到越多新题越好的这个误区。笔者研

究了2000年到2007年的所有数字推理60道试题后得出规律国考

的数字推理试题在不断重复。最极端的例子就是，2007年国



考第43题数字推理与2001年国考第45题数字推理题目竟然完

全相同！因此，辅导专家组建议在大家复习数字推理题目这

一部分时，反复的练习国考真题，反复体会每一道题目的数

字规律，将已出现过的规律记在脑海当中，不要陷入一些从

没见过的规律的题目当中，以免在考前对心理造成压力。 从

大纲的变化，不难得出结论数量关系这一部分试题已经逐渐

突破了传统的数学试题的模式，融言语判断、逻辑推理、运

算技巧为一体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数学能力的综合性试题，

考生在计算的过程中要勤于动脑，避免陷入试题的陷阱当中

。 资料分析的大纲要求变化较大。2007年的大纲指出“资料

分析着重考察报考者对文字、图形、表格三种形式的数据性

、统计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理与加工的能力。针对一段资

料一般有1~5个问题，报考者需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

分析、比较、计算，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

”；而2008年的大纲指出“针对一段资料一般有1~5个问题，

应试者需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计算，

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将2007年的前半句话在2008年的大纲中消失了，这无疑增

加了资料分析试题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资料分析试题的变化

规律也是有理可依的：第一，多种形式资料的结合性题目唱

主角。文字资料与表格资料结合起来的试题是这几年的“主

打歌”，这类试题讲究尽量从表格资料中获取相关信息，避

免阅读文字造成的疲劳。第二，在现有题目基础上进行了演

变。比如说大纲中给出的例题的第二题就是一道很典型的“

组合型判断正误”试题，但是在2007年的134题中(关于我国专

利审查能力的文字资料)这种类型的题目由“下列哪种组合是



正确的”变为了“下列有几个说法是正确的”，这无疑增加

了学生解题的阅读、思考、计算的时间。解决这类问题有个

很好的方法先观察选项，再阅读选项题干，先对不需要进行

计算的选项进行判断，利用排除法往往能够选出正确答案。

第三，今年的北京市社招考题引入了一种新型的图形资料(三

角形权重统计图)，在国考当中是否会引入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里建议大家不要拘泥于新题型的出现，因为很可能预

计的出现的新型题目不会出现，即便是出现了也顶多只有四

道题目中的一道，对于资料分析这一部分来说，绝大多数考

生还是不会有充足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要到处找

新型题目进行尝试，将已做过的题目中的估算、排除、利用

生活常识判断等技巧熟记于心，合理、充分的利用这些技巧

，将自己会求解的问题有把握的彻底解出，保证高正确率，

才能得高分。 总体来说，从2008年大纲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

的结论，目前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注重考生综合能力的考察

，其试题也突破了传统试题的一些模式，采取了更为灵活的

考察方式，这样也会更注重考察考生临场的心理素质和临场

发挥能力。 祝愿各位考生能够认真备考，在12月9日的考试当

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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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