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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速度、正确率两点都要抓 某培训学校公务员咨询专家叶

老师指出，今年的考试大纲在整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除了类

比推理出现了新的题型，其他考察方向和知识点都没有明显

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

已经进入专业化、稳定化阶段。但随着命题日趋规范化、成

熟化，难度的增加是必然的。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共135-140

道题目，基本分数线是60分。一般来说，考生得到70分左右

可以进面试线了。所以，考生的目标并不是把140道题全部答

完，而是保证大概100道题左右的正确率，对在复习时就感觉

特别头痛的题目，要学会主动放弃，而不是被动放弃，把精

力投到相对有把握的题目中。如果把过多时间花在难题上，

又保证不了正确率，剩下一部分可能得分的试题就没有时间

做了。这是许多考生在策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也是有部分

考生尽管没做最后二、三十道题，仍然考出好成绩的主要原

因。在复习的过程中，考生最好利用习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查

漏补缺： ■题型、方法的把握。 很多考生都是单科目基础比

较好，但缺乏全面总结题型的能力，甚至根本没有时间来总

结题目。在最后几天，考生应翻阅真题，研究每年考试考到

什么题目，什么题型，什么难度，把考题各部分相对应的方

法研究透。 ■考试节奏的把握。 到了最后几天，考生一定要

做成套的试卷练习。很多考生已经把往年真题做完了，这时

需要找一些高质量的模拟题。 模拟题的质量可能远不如真题



。考生在练习的时候，不要太在乎它的难度、方向性、题型

，因为一些很偏的题目在考试中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而主要

在意，自己对这样成套试卷题目的做题节奏把握，特别是对

各部分考题的时间分配和把控能力。 叶老师指出，相对2007

年，申论大纲也没有很明显变化。作为主观性试题，申论要

求考生的作答字数在1500-1800字之间。由于当下电脑已经非

常普及，很多考生的动笔能力明显减弱。部分考生感觉用笔

书写1000多字相当吃力，更难以保持卷面的整体清晰。因此

，建议考生在最后几天少用电脑，动笔写文章，并最好采用

方格纸张进行训练。 专家建议，考生在申论考试中，主要注

意两点： ■用材料说话。 “用材料说话”是申论考试的最大

特征。考生在阅读材料前就须有“问题意识”，能把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材料看成是一个整体，分析这些材料之间的逻辑

关系，不同的材料之间有什么关系，学会在阅读过程中圈画

关键词、关键句，最终完整、准确地概括出段落大意。 然后

，考生应根据初步加工的段落大意，按照问题表现、问题原

因、问题对策三大类，将材料进行划分，主要从积极方面和

消极方面、正面和负面、成绩和问题、问题原因(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等方向进行分类，只有这样

，才能算是基本完整地把握了材料。 ■宏观把握，借鉴他人

的优秀语言。 申论的确需要考生的发挥。但发挥一定是在限

制范围内的。题干中常会出现这样的话“在给定的资料中进

行分析”，如果考生想当然地把自己所了解的相关信息全都

搬上来，却只有一、两点是在给定资料中体现的，无疑是画

蛇添足。阅卷老师也不会因为答得多就多给分，还是会严格

按照采分点评分。所以，正确的方法是认真审题，严格按照



要求答题。 另外，申论的语言要求非常规范，体现在这种语

言接近于公文的程度。接近公文的特色最主要体现在申论试

题的概括型、分析型、对策型和理解型试题。 这种试题丝毫

不允许考生用文学语言和生活化的语言进行表述。只有在后

面的论证文章里面，我们的语言才可以稍加书写，稍加活泼

，但是总体还是要求规范。 因此，考生在复习中可以翻阅《

半月谈》、《人民日报》等专业性媒体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规

范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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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