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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十一假期了。十一黄金周，是时候好好想想一个详细

的复习的计划，来复习公务员考试了。一周的复习计划对于

一个考生在备考阶段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考生

做的是每日复习计划，会有较强的随意性和变动性，真正实

之有效的执行就会容易受到干扰，这样一来，你的每日计划

就会容易破坏。有的考生喜欢月计划，一个月的复习计划也

是很好的，但是时间过长，势必会影响考生的“战斗力”，

对一些临时性的学习任务，无法在月计划中找到 ，一旦有学

习任务需要提前完成，考生的月复习计划就需要调整，但月

复习计划中不会考虑到这些，那么可能会有一周的时间可能

变成空闲；而一旦有学习任务没有及时完成，需要延期，也

无法在月复习计划中体现。那么，考生的整个的月复习计划

也会延期。所以每周制定一个复习计划是非常必要的，任何

人想知道本周的学习任务，都必须得自己整理一遍思路，首

先，考生要认清楚自己的类型和特点，考生需要整理后才可

以看到结果，并且每次看都得整理一遍，各人整理得可能还

不同。我们把考生分成有交集的八种类型：应届考生、社会

在职考生、初试考生、经验考生、基础薄弱型考生、基础坚

实型考生、偏文科思维考生、偏理科思维考生八种类型。其

实，一个计划的跨度越大，其意义就更多的集中在“确定目

标”上，考生在给自己制定完目标后，其中具体的“指导执

行”的能力也就会随之上升。那么，我们就需要更细小的单



位来制定更细致的计划以帮助“指导执行”。 应届考生：年

龄上会比社会在职的偏小，基础知识比较坚实、记忆力比较

好、注意力也比较容易集中，由于在校经常参加考试，所以

有很丰富的应试经验，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的考察中会

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应届考生接触社会相对较少，社

会阅历缺乏，所以在申论文章写作上可能会很难联系实际。

应届考生在做申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公务员的角色

，让自己也融入其中，决不要站错队、坐错位，犯原则性错

误。所以在“黄金备考阶段”考生在对基础知识的不间断的

复习积累的同时，必须要加强时政要闻的广泛涉猎、申论热

点的深入复习，做到一事一问、一事一论，更要进行大量的

训练申论文章写作训练。 社会在职考生：年龄上会偏大，基

础知识不牢固，记忆力比较差、注意力也比较难集中，由于

长期在职工作，应试能力会稍差。但是在长期接触社会和工

作当中，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一些社会现象有正确的

认识。所以在申论文章写作的练习上会很轻车熟路的，更是

可以旁征博引、引“时”据“热”将申论一论到底。所以在

“黄金备考阶段”这类考生应注重系统学习复习基础的数学

、逻辑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侧重于熟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历

年真题的考试形式、内容、时限等等，同时在七天的时间按

照公务员考试的正式考试形式进行模拟也是必不可少的。这

样可以帮助社会在职考生减少对考试的生疏感，积累考试经

验。还有对时政要闻与申论热点要强化记忆，与此同时还要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进行记忆，减少强化记忆带来的枯

燥感。 初试考生：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对公务员

考试完全不了解，对考试的形式、内容和难度没有概念，甚



至对于参加公务员都只是跟风而为，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来

对待。这类考生在“黄金备考阶段”必须对公务员的考试做

一个全面而透彻的了解，整体把握公务员考试的脉络。从考

试考察的基本能力入手，有的放矢的逐步了解题型设置、难

度水平等公考有关信息。做到对考试有一定认识后，着手进

行历年的真题的针对性训练，从而熟悉试题并进一步掌握自

身的优势弱项，以便对症下药，进行后面的弱项强补训练。

对考试熟悉之后，在进行专项训练，稳扎稳打、稳步提高。 

百考试题100test收集整理 经验考生：经验考生已经参加过一

次或多次公务员考试，对于公务员考试的考察形式及内容已

经非常熟悉，对于这些已经不成问题。此类考生需要注意的

就是认真总结在历次考试当中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正视不

足和弱点。在“黄金备考阶段”，经验考生一定要查找出自

己失利的原因，然后强化自己的弱势。侧重的复习的是最新

的热点问题、历年来的难点问题和新的考试中的新变化、新

趋向，一定要突破旧有复习模式，广泛接触最新的考试题型

，掌握新的方法技巧。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在新一轮的考

试当中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基础薄弱型考生：基础薄弱

的考生，首要任务就是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对数学的

基本的公式、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础常识，对于言语理

解与表达中的词的使用、病句修改、语句连贯都要认真对待

，力求尽可能多的掌握。可以参考一些内容丰富全面、难度

贴近考试、方法易懂易学、技巧新颖实用的复习资料。然后

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训练，言语理解与表达的专项(词的使

用、病句修改、语句连贯、阅读理解)数量关系的专项(数字

推理、数学运算)判断推理专项(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



推理、逻辑判断)，在训练中加固基础知识的掌握，多做多练

必能熟能生巧。 基础坚实型考生：对于基础比较坚实的考生

，在对基础知识做到“温故知新”的基础上，一定要针对最

新的国考及地方真题进行大量的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寻找

做题的捷径、技巧和方法，或借鉴一些复习资料。力求能够

在做准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答题速度，从而做到快速、准确

的答题。在基础好的情况下，制定的计划的针对性一定要强

。首先划分科目的时间及完成时间，作好计划从针对性练习

题目，到汇总模拟考试，计算时间从历届申论考试，揣测出

题方向和淘汰已考题目。 偏文科思维考生：偏文科思维的考

生对于纯理论化、理性化的问题，如数量关系、判断推理等

部分上可能会稍弱。而在感性化的问题，如言语理解与表达

部分上存在优势。所以应该注意加强对数学、逻辑等基础知

识的学习，同时注重归纳总结，在面对行测考试题目时尽量

做到理性思考。在申论文章的写作上，一定要注意题目设置

资料的运用，在感性的基础上加强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过

于主观臆断。 偏理科思维考生：偏理科思维的考生在言语理

解与表达上可能会稍弱，所以应该多多加强语言能力的表达

的训练，审论文章的写作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一定要注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问题应该灵活多变。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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