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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_E6_8E_8C_

E6_8F_A1_E6_8A_80_E5_c26_514001.htm 行测考试是种能力测

试，这种能力测试的复习备考和我们其他知识的复习备考肯

定有区别。比如说我每天做一套模拟题，是不是会得比较好

的成绩。有的人很重视，或者有的人今天看会儿这个，明天

学会儿那个，那么怎么样的复习才是更有效的复习？ 一个有

效的复习应该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了解如何出招

，掌握拆招技巧 首先你要搞清楚考试的政策，以及行测这五

大部分、九小部分，它的题型是什么？以及各部分的出题方

式是什么？还要搞清楚，五大部分、九小部分每部分的常考

知识点和基本规律是什么？再就是找到相应的解题技巧。 以

下是我总结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国家的考试政策也有变化

，从08年开始，中央机关明确要求，笔试与面试合并计分，

各占50%。现在笔试的成绩要纳入面试成绩，那么你怎么在

这个当中站一个很好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首先要搞清楚

规则。 其次要搞清楚各部分的题型和出题方式，中央机关考

哪种题型，我们知道一共考过五种，有片段、文章阅读，而

且还考过听力理解。05、06年，全部是片段阅读；07、08年

两种题型，选题填空和片断阅读。当然如果备考黑龙江省，

它就不是这种题型，所以备考哪个省就要关注他的变化。这

个你肯定要搞清楚。 然后要搞清楚各部分的出题方式，刚才

讲的题型，就以选词填空为例，又可以再进行细分，比如说

考成语的辨析、关联词的辨析等等，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

成四类，当然还可以分成其他的种类，这些都要搞清楚。 常



考知识点和基本命题规律的重复率是非常高的。有的同学觉

得数学运算很难，但是它没有超出常考知识点。比如说等差

数列的问题，这些每年都考，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重点复习。 

再比如：06年考题，某工作组有12名外国人，其中6人会说英

语，5人会说法语，5人会说西班牙语；有3人既会说英语又会

说法语，有2人既会说法语又会说西班牙语，有2人既会说西

班牙语又会说英语；有1人这三种语言都会说。则只会说一种

语言的人比一种语言都不会说的人多（ ）。 07年又考了类似

的题，小明和小强参加同一次考试，如果小明答对的题目占

题目总数的3/4．小强答对了27道题，他们两人都答对的题目

占题目总数的2/3，那么两人都没有答对的题目共有（ ）道。

可见常考知识点和基本命题规律经常反复考查。数字推理题

考得较多的主要集中在3、4个规律上，对于这些我们要掌握

。 再一个要掌握相应的解题技巧，五大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测试我们的能力，所以针对不同部分，要有不同解题技巧

。我们复习的任务是什么？第一针对这种能力测试，我们要

解决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思考命题人如何设计这种题型的，

也就是说他如何出招的，所以我们搞清楚每部分的题型和出

题方式。第二要从应试的角度思考，应该怎么样下手，找相

应的解题技巧。我在人事考试网讲课中也提到了，总结数字

推理要有三看的规律。 所以第一个阶段，首先要搞清楚，你

要应试，就要搞清楚别人怎么出招，作为考生考，试大编辑

整理我们如何怎么拆招，如何接招，这是第一个阶段的问题

。 第二个阶段：分类强化训练 第一个阶段搞清楚那些问题以

后，第二个阶段应该进行分类强化训练。比如说我复习数字

推理，你不能今天看一会儿数字推理，明天看一会儿言语理



解，后天看常识判断，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应

进行分类强化训练。这三天复习数字推理，2000~2008年的题

全部做一遍，这样会达到一个目的，使你的考试、复习更加

全面，各种类型的题你都会做到。通过这种分类强化训练，

可以把老师的技巧变成你的技巧，考试时能拿出来灵活运用

。通过这种训练还可以增强你的熟练程度。 第三个阶段：自

测模拟训练 做模拟训练，我认为也不是说做得越多越好，做

五六套题就差不多了。你的任务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主

要就是检验，检验什么？因为行测复习，备考就是为了提高

速度和准确性，所以第三个模拟训练可以检验答题速度。你

做完了没有，没做完是什么原因，下次怎么注意，以及答题

的步骤。如果哪部分错得比较多，我们还要继续做分类强化

训练，或者把你原来做过的错题总结一下，为什么老是错。

常考的有哪些东西，为什么老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