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谈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命题原理与应对技巧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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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_AE_B6_E8_B0_88_E8_c26_488958.htm 引子：2006年中央、

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通过审查者达40万人，他们将角

逐8000多个岗位。一个岗位报考人数最多的达到2000多人。

竞争异常激烈。要想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必须要有超常

的认识和水平。本人长期从事公务员考试研究，愿将此文贡

献出来，与各位考生朋友共享。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省级

招考公告中称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以下简称《测

验》)作为国家公务员重要考试科目，在测查考生从事国家机

关工作必须具备的潜能，包括理解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能力

、综合运用知识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在录用考试中《测验》科目上取

得较好成绩的公务员在应对行政机关日常事务方面，普遍具

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应变能力。《测验》这门考

试科目逐步成熟定型并时有创新。解析《测验》的命题原理

，从而找到答题技巧，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在公务员考试方面，我曾写过《如何应对gt.考试》等论

文，引起广泛影响。现将此文作为姊妹篇进行发表，以为广

大考生提供切实指导。本文中我将从哲学、社会学、学科专

业三个层面自上而下地来探索命题原理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

技巧。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测验》主要考查考生的辩证思

维能力，要求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通过

观察、分析、思考，找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在多种

可能中进行选择。争取与放弃是考生在应对《测验》过程中



必须具有的两种二元对立统一的基本态度，从战略的层面着

眼，对每一分值都要给予高度重视，学会争取得分。从战术

的层面讲，对暂时无法得分的不妨放过去，在有限的时间内

去争取获得更高的分数，舍小得大。在得与失、取与舍的对

立统一，体现公务员的政治精神，即动态中的正，于心平气

和中将试题中出现的困难处理得恰到好处。 在面对具体的试

卷的试题时，我们要学会以果推因，不妨来个本末倒置，从

源头处探究如何应对《测验》。让我们从现实的试卷上抬起

来，去设想命题者如何命题的，然后再去想该如何应对。这

虽然是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但已是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的

层次上的认识了。 做为一个有过命题经验的人，我在此与各

位考生朋友进行交流，希望有助于大家复习以考得好成绩。

《测验》命题，总的来说根据现实生活情景，从多学科角度

设计出来的。这种命题，通常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测

查考生面对现实、认识事物外在表象与内在联系的能力，能

够根据给定资料，理解发生了什么，应当如何评价与对待。

言语理解与表达、资料分析、判断推理均属此类。二是测查

考生面对未来、认识事物当前现象与未来发展之间联系的能

力，能够从给定资料中，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预测事

物的发展。数字推理、图形推理、类别推理均属此类。 面对

复杂的事件，《测验》在深层次上测查考生是否具有树立了

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它通

过具体的试题设计，来达到深层检测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测验》充分显示了考试的导向功能，特别是政治导向功能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公务员坚持“天下为公



”的思想，牢牢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立场，时刻明

白自己只是“人民的一员”的道理，站在全国、全省、全县

、全乡的宏观角度，正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困难和问题，运

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问题，从而做到权为民所用、利

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实践公务员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

。 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测验》的命题原理，有利于培养广

大考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将公务员考试这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形

式作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考场，有利于培养为一心为国家

、终生为人民的公务员队伍。 从社会学的层面分析，公务员

考试要测查考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

力、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社会是各种关系的共同体，种种

不同的关系之间常会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

和问题是公务员在工作中应当正视和解决的。《测验》作为

测查考生潜在素质和能力的一门重要考试科目，理所当然地

肩负起检测考生行政潜能的责任。所以，《测验》在命题时

，紧密结合实际，创设问题情景，设置有效干扰项，在试对

与试错中让考生选择。为了使试题难度合理，有较好的区分

度，试题将各选项的结构、长度设得大体一致，使题干围绕

一个中心，选项和题干的关系一致，以降低考生凭运气猜题

的正确率，从而增强公务员考试作为全国性大型公开考试的

公正性、公平性。 考生要学会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试题。

社会学方法主要有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

定量定性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等。考生要通过比较多的

练习，学会在具体环境中运用特定的方法。为了让这些方法

发挥作用，考生还必须掌握一些分析试题的具体技术，如观



察、假设、统计、实验等。 系统的方法就是从系统论的观点

出发，着重从整体和部分、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研究对象，以实现最佳目

标的一种方法。对《测验》试题的系统研究，包括微观和宏

观、静态和动态、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时间和空间等多方

面的内容，在言语理解与表达题上这种方法运用较多。 比较

分析法就是把特定事实或数据放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单

方面或多方面的对比。它包括纵向比较法和横向比较法。纵

向比较法就是沿着给定资料的逻辑的顺序，从发生发展的程

序上对题干和选项进行分析比较的方法。这在比较有把握的

情况下常用。横向比较法就是在阅读材料后，对四个不同的

选项进行比较后优选的方法。选项通常有细微差别，通过仔

细研究可以分辨出来，这对那些尚无确定把握的试题来说比

较有用。 历史分析法是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历史阶段

来揭示不同因素在矛盾和问题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作用的分

析方法。运用此法，可分析矛盾或问题的推动或制约因素，

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这种方法在判断推理过程中常用。 结构功能分析法就是从

系统的结构出发分析系统的功能。完形填空就是根据格式塔

心理学来对结构不完整的材料进行补充完善的。要使一个结

构发挥其正常功能，需要我们对结构本身应有的框架、层次

、转折等进行快速反应，从而迅速找到对应的选项，使不完

整的结构完整，使不充分的功能充分。这种方法在定义判断

等题中具有明显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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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