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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8C_c55_524399.htm 1.应考者应如何理解《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的作用? (1)对大纲作用的理解 应试

者在准备建造师考试前应充分解读《考试大纲》的内在精神

、大纲的要求、报名的条件、考试的科目和对章、节、目、

条下具体掌握、熟悉、了解等知识点的解读，包括案例分析

样题的解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和

学习指导用书是非常有帮助的。《考试大纲》不仅是对应考

者的指导，也是对考试指导用书编制、命题者出卷的指导，

是各方行为的指南，它具有法律的效力，必须共同遵守。 (2)

对大纲编制方式的理解 大纲的编写方式是在吸收我国二级注

册建筑师等其他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的经验基础上，创造了模

块式的大纲结构和编码结构，不仅使大纲更加详细、明确，

而且便于查找、复习。大纲编码采用8位编码结构，可以清晰

地表明专业、级别以及章、节、目、条的结构，当然对于知

识的体系性、系统性、联系性有一定的影响，这需要应考者

已具备一定的专业和管理知识，项目管理的系统知识和专业

实践知识，要把建造师考试理解为执业资格考试，而不是学

历教育或一门课程理论知识的简单掌握。 (3)对考试专业科目

调整的理解 根据全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考试

说明第三条“考试内容及试题类型”的规定，全国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分综合考试和专业考试。综合考试包括《建

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两个科目.

专业考试为《专业工程管理和实务》一个科目，2004年版该



科目分为房屋建筑、公路、水利水电、电力、矿山、冶炼、

石油化工、市政公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10个专业.2007年

版调整为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

机电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6个专业。即将原“房屋建筑、装饰

装修”合并为“建筑工程”、 将原“矿山、冶炼(土木部分内

容)”合并为“矿业工程”、 将原“电力、石油化工、机电安

装、冶炼(机电部分内容)”合并为“机电工程”。调整中未

变动的专业类别有3个：公路、水利水电、市政公用。应试者

要充分关注《考试大纲》2004年版和2007年版的异同点，调

整、变动、增加部分的内容往往是下次考试命题的重要内容

。 (4)对报考科目内容的理解 应考者在报名时根据工作需要和

自身条件选择一个专业进行考试。即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科目按“2 1”设置，综合知识与能力考2门，专业知识与能

力考1门。综合考试以各专业通用部分的《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为内容，突出共性，各专

业应考人员均应知晓。专业考试突出和强调各专业的技术、

施工管理以及各专业的法律法规、相关知识的特点，具有非

常强的专业性。 (5)对题型的理解 执业资格考试采用标准化试

卷，综合科目试题的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专

业试题的题型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综合(案例)分

析题。又根据建设部建市监函[2004]20号《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命题有关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二级建造师各科目考试

时间、题型、题量、分值按下表1设定。 二级建造师各科目

考试时间、题型、题量、分值 表1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小时)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单选题 多

选题 单选题 60 多选题 20 100 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3 单选题 多



选题 单选题 70 多选题 25 120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3 单选题 

多选题 案例题 单选题 40 多选题 10 案例题 3 120 其中案例题60

分 2.应考者应如何解读《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的

作用? 调整《考试大纲》后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涉及的

内容更多，范围更广，专业面更宽，且考试的时间更紧张，

具体试题的出题深度，尤其是专业考试科目的综合案例试题

到底是如何调整很难把握。二级建造师考试已经历过二次，

通过的人数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前“原则上应保证考题

难易、大小、长短、宽窄适中，题目要简明准确”的规则可

能会有一定的调整，可能会从控制通过率、增加难度系数、

增加综合性和复杂性、增强判断分析能力上提高整个执业考

试的水平。 针对《考试大纲》的调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用书》作了相应的调整，为紧扣《考试大纲》的要求

，作了大量的补充和适当的修订，特别在知识点理解和案例

分析等方面作了更全面的补充，对应考者知识点的全面掌握

和考试范围、深度和广度上的把握作了很好的界定和衡量，

也是命题者命题的主要依据。 考试范围完全限于由建设部组

织编写、人事部审定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中

明确的内容.考试的深度基本限于《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用书》所涉及的内容深度.在专业考试中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应

是对各专业技术、施工管理以及各专业的法律法规、相关知

识在实践中的综合应用，所考知识点不会超出考试大纲和考

试用书的范围和深度。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应考者应始终

以大纲为依据，以考试用书为内容，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基

础进行重点复习。对大纲上没有的、考试用书中没有涉及的

、实际工作中有争议的、法律法规中有表述不一的，在命题



中一般不会出现，应考者不必再花时间去复习、考虑，也即

应考者应重点吃透考试大纲中知识点，紧紧围绕考试用书中

涉及的内容和深度，并灵活掌握和应用这些知识点的概念和

内容，加上自身在实践中的体会，应是我们应考者复习、应

考中重点注意的问题。 3.对应考者复习方法有何建议? (1)以

系统性知识了解为基础，以知识考点为重点的复习方法 考试

大纲是国家对二级建造师综合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基本要

求，是命题的依据，是应考者复习范围和复习内容的依据，

也是考试用书编写的依据。考试用书是对考试大纲中知识点

的解释，是对问题的回答，不涉及“为什么”和过程推导。

考试用书的编写方式其章、节、目、条的编码与相应考试大

纲完全保持一致，内容完全是针对考试大纲的知识点编写的

，它不同于一般系统阐述一门学科的教材，所以应该注意到

，这种编写方式一方面非常有利于应考者查阅、复习，要求

和答案也非常清晰明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点之间的系统性

、逻辑性、推理性、关联性相对薄弱，对于应考者来讲理解

、记忆和弄清知识点的内在含义和相互关系较困难。因此，

建议应考者可以查阅有关教材和参考资料，对于真正掌握、

熟悉和了解有关考试大纲中的知识点来讲是非常有益的。 在

基本弄清教材或参考资料内容的基础上，再来针对考试大纲

中的知识点，逐条复习和理解，以系统性学科知识为基础，

以考试大纲中知识点掌握为重点复习，这样对于全面弄清大

纲和考试用书涉及的知识点的内容就容易得多，而且往往可

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 (2)重点和全面兼顾相结合的复

习方法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和考试用书为纲目式结构。

综合考试大纲与专业考试大纲均按章、节、目、条的层次编



写。考试大纲中，“章”反映的是“学科群”、“节”反映

的是“学科”、“目”反映的是“知识能力结构”、“条”

反映的是“知识点”。 其中“目”按掌握70%、熟悉20%、

了解10%的比例和顺序来表述。 要求“掌握”的是重点内容

，也是命题的重要考点，要求应考者能灵活应用，复习时应

考者对这部分内容要理解得详细、深入.要求“熟悉”的内容

是重要内容，应考者除弄清楚各个知识点的原理、内容、依

据、程序及方法外，还要注意与其他易混淆的知识点做对比

，加强记忆.要求“了解”的是相关内容，考试深度较浅，考

题更直观，易得分。根据以往执业资格考试的经验，重点与

非重点知识点均会出题，因此，应考者应遵循突出重点和全

面兼顾的复习原则，考试前全面复习甚至通读多遍考试用书

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抓住重点及重要内容等

要点进行重点复习。 (3)复习和练习相结合的方法 应考者在遵

循突出重点和全面兼顾复习原则的前提下，还应进行大量模

拟试题的练习，通过练习可以加深对考点的理解和掌握，检

验复习效果，提高应考者对考题及考试的适应性。同时，在

练习时应注意对正确和错误答案的原因分析，而不是只选出

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而应弄清楚正确和错误的原因，因为练

习是模拟试题，实际考试中可能恰巧是用另一种提问方式，

这样反复练习，对全面和熟练掌握知识点是非常有益的。 (4)

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相结合的复习方法 应考者对大纲和考试

用书中涉及到的知识点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还应深刻理解

和特别注意区别“目”中相关“条”知识点的概念、特点和

具体方法的灵活应用，在考试时灵活应用这些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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