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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词语 命题分析 命题规律总结 这种题型主要是考查考生对词

义的辨别分析能力。被辨析的词主要是同义词或者近义词。

一般是先呈现一个句子，在某些关键词的地方已经留出空格

，要求你从题后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填入句中空格内，从

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最准确、最连贯和最完整。公务员考

试对词语的考查有固定的内容和题型，主要以三种形式考核

：实词、虚词和成语的辨析与使用。实词以同义词为主，虚

词则以成对关联词为主，成语多为容易误用的成语。 命题趋

势预测 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和地方(省、市)公务员

考试中，对词语的考查一直是常见题型，近两年题量有递增

的趋势。2007年、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试题中

的言语理解与表达40道题中，选词填空占了20道。纵观近几

年省、市及中央真题，难度有小幅上升，具体表现在阅读量

加大，待选择的空增加，很少出现有一个空的，多是两个以

上。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评析 较之以往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选词填空部分，主

要表现在阅读量加大，没有就一个词选择的题，都是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最多一个题达到四个空。而且注重考查词语的

搭配。例如第40题： 作为一个公司领导，不需要、也不可能

事必躬亲，但一定要 能够在注意细节当中比他人观察得更细

致、 ，在某一细节操作上做出榜样，并形成 ，使每个员工不 

敢马虎，无法 只有这样，企业的工作才能做正做细。 填入划



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明察秋毫 周密 威慑力 搪塞

B．明辨是非 周详 使命感 推脱 C．抓大放小 透彻 好习惯 塞

责 D．高瞻远瞩 入微 内聚力 敷衍 其实细看此题，发现并不

难，联系上下句很容易看出第三空应该填“威慑力”，排除B

、C、D，选A。虽然题目本身的难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但是需要阅读和思考的时间增加了，无形上给考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第二节 句子 命题分析 句子辨析是对语言表达能

力的考查。语言表达最基本的要求是句子结构正确，语意简

洁明确。语句表达正确是语言表达的最低要求，但是要做到

语言连贯得体则是语言表达的较高 层次，也反映了一个人的

素质能力。 句子辨析在行政能力测验中的内容主要是病句辨

析和语句连贯，长句理解，需要综合运用语法、逻辑知识和

语感分析句子结构。注意语句之间的顺序，保持语气通达、

文气流畅。 中央、国家机关招考中很少直接考查病句辨析，

但地方(省、市)公务员考试常考此类题型，考生在备考时应

全面掌握本节内容。 第三节阅读理解 命题分析 命题规律总结

阅读理解是对语言文字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查，是言语理解与

表达测验中最常见的题型，主要分为片段阅读和短文阅读。 

片段阅读往往是给出一定的材料和观点，然后就所给的材料

提出问题。分析历年的真题，大体可以判断对片段阅读的提

问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特定的词和句子意义的

提问； (2)对复杂概念和文段观点的理解； (3)推断文中的隐

含信息； (4)在众多干扰因素中辨明句意、筛选信息； (5)对

文段意思的理解。 文章阅读是言语理解板块的综合题型，涵

盖了所有的题型。文章的选择主要涉及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

。考试形式为500～600字的综合短文。纵观近年公务员考试



短文阅读题，考查题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基础性知识的

应用，即结合短文考查词语、句子的辨析应用；二是对文章

内容的“分析综合”，如分析概括文章要点，作者在文中的

观点态度。简而言之，短文理解是把所有的题型以短文为载

体考查言语的综合能力应用，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信息筛选

能力、透过表面理解内涵的能力。命题趋势预测 (1)题目难度

逐年上升，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2)阅读理解题

量在言语理解与表达测试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例如北

京2006年言语理解与表达全部是文章阅读。 (3)测试的重点倾

向于对文章全面、正确地理解。 (4)考试选用的文章越来越多

元化，多以科技类说明文为主，社科类文章为其次。 2008年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评析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

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中，片断阅读20道题，其中有15道左右

为考核主旨题，说明2008年的中央、国家机关考试沿袭2007

年的趋势，更加强调对所给材料主旨的把握。 另外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言语理解与表达所选取的材料多来自各大主流媒

体的新闻报道，大背景均是近期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各领域

的新变化，有些信息都是能在平时看电视、读报纸的过程中

接触到的。例如：第7题讲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第9题

讲的是谈消费信贷市场，第33题讲的是蓝藻事件。所以，考

生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应加强对时事热点的了解。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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