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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26_488818.htm 常识判断题一般为两

种：一种是题干给出一个常识性的现象，备选项提供了这一

现象产生的四种原因，要求考生选出最合理的；另一种是单

纯性的知识测试，要求考生对题目涉及的知识要有一定的了

解，并从备选项中找出正确答案。 其解题技巧比较灵活，但

首要一点是考生一定要重视平时的知识积累。在平时的学习

、生活、工作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对于基础性的政治、

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以及历史人文常识要能够巩固掌握

，对于社会中的新鲜事物、科技领域的新进展，要通过多看

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了解熟悉。具体的解题技巧主要有

以下几种： （1）排除法。如果考生细心的话，便能够发现

排除法似乎适合于每一种题型。在这里，常识判断题也不例

外。在考生解答客观题时，排除法便是最有效的解题方法之

一，并且它也最适合于单项选择题。在这部分题中，考生根

据自己平时所掌握的知识，便会轻易的将最不适合题意的选

项排除掉。甚至有些题可以直接将其他三项排除掉，选出正

确答案。如果选项中有自相矛盾的，立即排除一个。其实有

些题考生即使不能直接通过排除得出答案，也可以减小试题

的难度，从而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2）去同存异法。这种

解题技巧适用于考生对题目不能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当考

生在阅读完试题题干和所有选项后，如果发现选项中有内容

或者特征大致相同的，就可以将其排除掉，并保留那些差别

较大的选择项，再将剩余的选项进行比较、判断，最终确定



符合题意的答案。这样做的目的是缩小目标，提高答题的准

确率。 （3）第一印象法。有些试题，考生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读完试题及选项的瞬间，大脑便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

号，此题选某项。但静下来仔细考虑时，却又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情况下，考生可以先用其他的方法进行解答。如果仍

不能找到合理的理由来确定正确选项，便可将第一印象的选

项选出。虽然这种选法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样选

出的答案往往是正确的。 （4）比较法。在解答单项选择题

时，考生可以将各个选项同题目要求进行纵向比较，并根据

各自同题意要求差异的大小来确定最符合题意要求的答案。 

（5）大胆猜测法。这种方法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取的，因为它

靠的是运气，正确率相当小。这种方法只有当考生运用其他

方法均不能找到试题的正确答案时才可使用。猜测法，其最

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考生在这种试题上过分深究，陷于其中

而不能自拔，从而耗费过多时间并影响考生的情绪。这种方

法虽然是靠运气，有时也有一定的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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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