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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E9_A2_98_E5_c26_463722.htm 由于每个考生的条件不尽相

同，同学的复习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发现

多数同学还在沿用以前的方法来准备公考的复习，结果越走

越远。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考试都会有方法应对，关键是正

确认识它，并找到规律。我们先分析一下行职，看看能发现

什么特点。 一、文理平衡的考试设置 引进国外先进选拔制度

的素质测验项目《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是一个科目，五个门

类。以国考为例，有常识判断、判断推理、数量关系、资料

分析与言语理解。这其中，言语理解部分对于文科生相对容

易，而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的一部分对理科生又比较擅长，

常识对于双方基本上难度一致，最后一项判断推理对于双方

而言，都很陌生。因此，行职的测验是基于考生的基本素质

，无论文理，只要发挥长处多取分，规避短处少丢分，就可

以取得理想成绩。 二、丰富详实的考试内容 前面提到《行政

职业能力测试》是一个科目，五个门类，其实又进一步细分

为若干小项：选词填空、片断阅读；数字推理、数学运算；

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文字、图形、

表格分析；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人文、科技等常识内

容等等近二十个子项，这些对知识与能力的考察超过考生以

前接触过的任何一种考试，既考能力，更考心理成熟度。 三

、容量空前的考察要求 以07年国考为例，行职共有140道题目

，时间只有120分钟。由于考察的题量过大，要求考生快速解

题的能力，平均50几秒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对多数同学提出



了极大的挑战，很多同学，特别是没有经过专项训练的考生

，不仅无法完成考试内容，甚至越做心理越焦急，往往答不

到一半，心里就已经崩溃了。 我们在华图辅导的五万名考生

，抽取12%的学员做样本，分析研究，发现通过行职考试和

没有通过行职考试的同学答题的数量是相差不大，基本上都

完成了130题左右，二者成绩不同的关键是前者回答的是自己

有把握的120多道题，其中正确率可以达到80%左右，而没有

通过考试的同学则无法分辨哪些是自己会，哪些不是，结果

正确率不到40%。因此，针对行职考试没有正确的复习方法

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复习方法呢？就是根据

考试特点，而进行的模块化操作。 一是，确定目标，完善心

理。这是复习的心理关。很多考生进入行职考场，目标就是

做完140道题，其实这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题目设计的初衷

就是要考生在无法完成题目的情况如何处理“做与过”的关

系，也可以说这才是行职测验的重点，考生只有在紧张情况

，准确找到自己熟悉并擅长的内容，做好回答才有保障，而

这种能力正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因此

，建议考生把目标确定为130题，确保完成125道，正确做

到100题，这样以来，考生没有了必须做好140题的压迫感，

心理会放松很多，有助于完成考试，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

第一步。 二是，跳出题海，走进题河。这是复习的基本点，

提倡老师进题海，找到规律；学生出题海，提高复习效率。

行职的题目何止万题，要复习完是根本不可能，加之考生复

习时间又少，因此必须跳出题海战术，对题目进行有选择性

复习。可以参照2004年以后历年真题以及辅导机构的内部讲

义、教材，估计600题左右，作为复习范围是理性的选择。只



有缩小范围，才能找到复习的重点，这是成功的第二步。 三

是，单元复习，分进合击。这是于老师推荐复习行职系统方

法的关键点。要通过单元复习，力争把600题做二到三遍，第

一遍做600题，第二遍把其中的错题做一遍，第三遍，把第二

遍错过的题再做一遍，事实表明只有这样才能集中题目，熟

悉题型，体会考点，把握规律，也就是把做过的练习题巩固

住，才能在真正考试时把自己会做的题找出来。注意，千万

不要采取2000道做一遍的方法，否则越做越没有信心。 首先

，单元复习，也称模块训练，就是把行职的五个部分按照其

内在特点，分成五个单元，五个模块，进行专项练习具体训

练的方法如下： 言语理解与表达，要根据材料的字面意思来

理解与把握，不要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测，也不要以自己的常

识作为判断依据，否则往往是错误的。要通过练习，找到这

种感觉，就是答案在题干里面，必须加强对材料的理解。 数

量关系分为两部分。数学推理大概共有六种题型，要在复习

归纳总结出来，应试时才能照方抓药。数学运算部分常规题

，奥数题都有，要学会把握常规题，而对于没有感觉，特别

是读起来不明白题意的题要学会放弃，因为整个考试总要放

弃二十题左右。此外，培养对数字的敏感度，同时在做题中

积累一些小技巧，如排除法、代入法和图形结合法等同样非

常重要。 常识部分的复习要因人而异，如果平时对法律常识

、日常生活和人文知识功底较厚，积累较多，完全可以不要

占用更多时间复习。如果没有积累，最好找一本有关常识的

书读读，比如，伍增玉老师在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常识判断

模块宝典》。 资料分析分为文字、图表和图形分析三部分，

很多题型偏重于计算，需要花费的时间也多一些，因为在计



算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隐含的“陷阱”。 判断推理是行职考试

中比较特别的部分，一是考生基本没有学过，二是干扰性强

。根据我们在培训中的经验，这部分是目如果没有名师的指

导，仅凭自学，那么在复习多半会走入弯路。 其次，分进合

击是模块训练结束后，马上转入五部分综合练习，也就是训

练各部分集中起来后你自己的反应能力。在单元练习的基础

上，考生对题型，考点都有了一定把握，接下来，可以进行

综合练习将能力巩固住。 四、模拟考试，把握节奏 综合练习

后，选择一到二套模拟题系统训练，同时也是进行考前热身

，主要的目是找到应试的节奏，即先做哪一部分，后做哪一

部分。考生注意，只有通过模块训练和分进合击才能从容应

对行职考试，否则你可以只是去试一试而已。 以上练习方法

希望同学能够认真体会，把它贯彻到复习之中，有条件可以

把它与辅导结合起来，如果没有时间，选择自学。 最后，对

复习应考公务员的学员说一句，最关键的投入是时间成本，

一定要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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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