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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能力考察要求，您认为考生应该如何制定备考计划

呢？ 于天笑：针对2009年公务员考试，刚才也谈到首先我们

要认真地去分析今年招考公告和考试大纲当中的一些变化。

在时间上，现在到11月30号的考试，剩下的时间有一个半月

左右，已经不多了。在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第一，我们

考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要侧重于对真题的研究，考生在备考

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申论或者是行测的复习，不知道从

哪里下手，找不到复习的方法。从命题来讲它是一个能力考

试，是一个非专业考试。怎么准备？就是研究真题，研究真

题从行测来讲就是要重视对题型的了解，你要知道它是通过

什么样的题型来考察你的能力。题型了解了对题目的解答就

有了思路。申论也是一样，我们通常说能力的提高，能力怎

么提高？实践经验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考试而言，这种思

维能力、分析能力的提升还在于通过对题目的分析，通过对

题目的解答来进行提高。真题从出题的质量来说和某些辅导

机构和市场当中的辅导教材相比较，它的命题更加科学，也

更能反映目前的考试政策和命题的变化。所以，建议大家把

真题的研究作为重点。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方法最关键

。无论是申论还是行测，速度对于我们考试题目的完整回答

都非常重要。从考试来看，大部分考生完不成所有的题目。

我们知道2007年和2008年从行测来讲题目数量是140道题，时

间是120分钟。申论阅读材料的文字量是8千字左右，写作的



文字量是2000字左右，都要求你比较快速的反应，比较快速

地形成作答的思路，迅速把题目做出来。如何把题目做出来

？方法最关键，就要求大家在备考的时候尽可能地去多做一

些真题，了解题型，这是提高速度的一个前提。掌握解决问

题的方法会对于你的速度有所帮助，这是第二个建议。 第三

个建议，思维是根本。从公务员考试考察的核心来看是能力

考试、能力测查，因此无论是行测还是申论的背后都是一种

思维的考察。思维能力的测试在我们的公务员素质当中核心

就是分析能力。比如申论，从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来讲，

它要求你总结问题的焦点，比如怒江水电开发，方案一出台

就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议。第一道题目就是让你围绕材料，指

出这个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各自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是什么，

与往常的题型相比不单纯让你从材料当中把要点提炼出来，

它要你分析出来到底争论的矛盾点在哪里，核心问题是什么

。这就要求考生对整个材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行测也是同

样，最集中的反映就在于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题型。这两种

题型在我们的解答过程当中需要对数字进行比较，需要对条

件、对问题有清晰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分析过程其实也是考

察思维。 这是第三个建议，重视思维能力的提升，从专业和

职业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习惯，我们在公务员的考

试准备过程当中就是要打破自己的惯性思维，拓宽自己的思

维思路，这样才能够应对公务员的测查方式。 第四个强调的

是基础不能忽视。刚才我们反复说这是一个能力考试不考察

专业或者是与专业关系不大。但是一些基础性的知识需要在

备考过程当中也要加以重视。这里面的知识主要有以下三个

方面最为重要： 1，法学。法学基础知识在行测的考试当中



只有15分左右，但是这部分题型如果没有法学基础知识的话

是很难答对，并且如果有一定的准备，相对于其它题型来说

比较好得分。 2，逻辑学。逻辑基础知识的掌握对我们判断

推理部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逻辑学的基础，我们

很难驾驭这种题型，这样我们通过题型的了解，通过大量演

题，能够对题型有所认识，对这种解题的规律有所认识，但

是没有这样一个逻辑学的基础，对我们整体能力的提升还是

有所欠缺。 3，数学基础知识。数学通常考察的是在基础教

育当中的初等数学，难度并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在专业的学

习上，对数学学科偏离得比较远，对于数学题型我们也会觉

得没有办法。 第四个建议，某些基础性的知识还需要自己有

所准备。 这是从命题以及复习方法上给大家提的四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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