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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82_B9_E6_c26_500902.htm 一、答题思路 不少应

试者出了考场后懊悔自己没有把考题做完，而这些题还是有

可能做对的。这多是由于答题方法不正确所致。其实，“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的答题方法主要有三个：一是先易后难，

二是先难后易，三是按题顺序号做。其中，第三个方法只有

在考题都较易或者对考题十分有把握时方可采取，但这种情

况是罕见的。第二个方法是冒险的，遇到“拦路虎”一味地

硬拼，将自己搞得头昏脑涨，不仅影响了做题速度，而且后

面容易的题也可能选错答案。所以，第二个方法不可取。多

数人认为还是采取第一个方法即“先易后难”为妥。 先易后

难有三层意思： 其一，就“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各部分考

题而言，有一些是较易的，也有一些是中等难度的，还有一

些是难的。因此，在答题过程中，应先将容易的与中等难度

的做完，当遇到了难题，一时又想不出解题方法，或判断不

出哪个选项为正确答案时，应采取先放一放的缓冲策略，集

中精力去做会做的题，最后留下些时间(比如十来分钟)，回

过头来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如果某些难题实在做不出

，即可采取“猜测法”，猜一个你认为可能正确的选项。这

样做，一来有可能会猜对些，二来即便是猜错了，也不会倒

扣分(在做某些省市或部门的试卷时不宜使用这种做法，因为

有“知觉速度与准确性”，这部分做错了会倒扣分)。这样，

既可以保证做题的速度，又可以保证做题的质量。如果猜答

案，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其二，难题因人而异。对数学专业



的应试者而言，数量关系与资料分析类的试题可能是容易的

，而对一些非数学专业的应试者且平时掌握的做题规律又少

者，可能就是难题了。对中文与新闻专业的应试者而言，言

语理解与表达类的试题可能是容易的，而对于非中文专业的

应试者可能就是难题了。对平时能熟读《十万个为什么》、

法律知识牢固而又很注意多方面知识积累的应试者而言，常

识判断类的考题就是容易的，而对于那些偏科的应试者来说

，常识判断题则是难题了。 其三，平时要多练习些难题。这

几年，考试中的难题不断增加，且变化也较多。这些难题并

非偏题，而是要求应试者综合运用某几种规律或某几门课的

知识方能解答出来。如数字推理中的一些难题需要综合运用

减法规律与平方规律。如常识题的难题，需综合运用地理、

历史、物理与科技等几门课的知识方能选择出正确答案。因

此，如果平时多练习些难题，多掌握些破解难题的方法，到

了考场上真正不会的难题就少之又少了。 二、高分对策 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的性质是一种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要考查的

是应试者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潜力和倾向。测试的题目大都为

考生所熟悉，所用到的知识也不会超出中学范围。但由于题

量大、时间紧，再加上很多题目只有在找到一种简便方法后

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而很多考生恰恰是在寻找简便方法上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所有试题，最终

与高分无缘。因此，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查的就是考生做题

方法和速度，通过做题方法和速度来反应考生各方面的能力

，应试者要想拿到高分，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 1.方法的选

择至关重要 在公务员考试中方法和速度都是十分重要的。但

是速度的提高是以方法的优化为前提的。可以说，没有好的



方法就没有快的速度。方法是第一位的，是最为关键的。 2.

学会放弃 好的方法固然能提高做题速度，但并不是每个题目

的简便方法都是一眼即可识破的。有些题目用常规方法做可

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寻找简便方法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因此，为了保证整体的做题速度，就一定要学会放弃。尤

其是在遇到一个新题型时，如果一分钟之内仍找不到简便方

法的话，就一定要果断地放弃。 3.审清题意，切忌盲目答题 

答题时一定要先审清题意，弄清题目的要求。公务员考试的

题量大、时间紧，对大部分考生来说，能按时完成所有题目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因此，如果审错了题意，再重新答题的

话，即使做对了题目也与做错或没做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

它挤占了解答后面题目的时间。所以，做题前一定要看清题

目，审清题意，减少答题的盲目性，避免因改正错误而浪费

时间。 4.重视直觉思维 在考试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这种情

况：针对一问题，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情况，或者觉得几种答

案都对又只能选一种时，应试者往往会陷入沉思，犹豫不决

，最后瞎猜一个答案。既浪费时间，又不能保证准确率。在

这种情形下，建议采用“最先想到”的方案，也就是说，要

重视直觉思维的结果。直觉思维是以过去的体验和知识水平

为基础产生的，因此有一定的正确性，它比随意瞎猜要更有

效一些。 5.克服考试中的“舌尖效应”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

形，一些很熟悉的事情，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有一种话到嘴

边却说不出来的感觉，心理学中称之为“舌尖效应”。“舌

尖效应”在情绪紧张时尤为明显。对付“舌尖效应”的办法

就是在心理上放松，暂时把“拦路虎”放在一边，先做其他

的题目，过一会儿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问题，也许就会恍然



大悟。 三、做好应试心理准备 1.纠正要“得满分”的想法 有

些应试者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中，总想把全部考题都做

正确，当碰到难题做不出时，就焦急万分，这反而会使本来

可做正确的题，因为心情紧张反而做错了。其实，这是应试

者走入误区所致。应试者应当明白，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考

题，覆盖面很广，它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社会

、法律、科技、管理等领域的内容。就学科而言，它既涵盖

了数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

、化学、物理学等内容，又包括了政治理论、科技知识、法

律常识、公文写作等学科的内容。而每一位应试者都不可能

是“百事通”，总会有几个方面是不太熟悉的，要想全部答

案都做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在“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这100分的考题中，能得80多分就是高分了，得70分左

右是完全正常的，也表明应试者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因为

合格者大多集中在这个分数段内。因此，应试者切不要因贪

高分而发急，那将得不偿失。 2.调整应试心态 应试者考前的

心态如何，是决定考试成败的重要因素。有的应试者考前疏

忽大意，自以为潜能很大，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盲

目乐观，因而不重视；有的应试者因为心中无数，怕考不好

而心情紧张，做很多次练习还不能放心。如果应试者持这两

种心态去考试，很可能在考试中失败。 因此，应试者考前既

不能太紧张，又不能大意，应该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应试，

相信自己能考好。在战略上不要太看重考试，但在战术上要

重视考试。重要的是要积极做好考前的如下准备：一是考前

要了解“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实施方法和程序、答题卡和

草稿纸的使用方法、答题时间的分配等，以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考前要研究“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例题，搞清楚题型

的特点、答题的思路与某些题型的答题技巧，以做到胸有成

竹。同时，在考场上应试者不可随意行事，否则会影响你的

考试成绩，要严格按照监考老师宣布的注意事项与列在试题

本前面的各项要求去做，以做到有条不紊。 四、答题时间分

配 应试者在拿到试卷时，不要赶时间、赶进度，要保证正确

率，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定量的试题，只要正确率有保证是

可以过线的。相反，如果完成了大量的试题，正确率却很低

，那就很难过线，在每一年考试当中都会出现：做完的过不

了线，没做完的却过了线。所以，在平常的练习中要找相当

难度的试题，在限定的时间内作答，发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在考试时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答题习惯，合理分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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