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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0_89_E6_9E_c26_582673.htm 考试大纲是考试的纲领性文

件，是考生复习备考的标杆。近日，2009年吉林省公务员考

试大纲终于出台。中公教育专家第一时间为广大考生进行详

细的解读，为考生扫清复习备考路上的迷雾。 从今年的考试

大纲来看，和2008年并无太大出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

考试大纲给出了一份答题卡的样例，这为考生填涂答题卡提

供了一个标准模版。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不缺乏一些因答

题卡填涂不标准而导致失分的现象，因此，这项举措可称得

上是一项极其人性化的变革。 今年的考试科目仍然和报考职

位挂钩，不同报考方向的考试的科目也有所不同。 考试科目

一览表：报考职位等级划分考试科目考试时限（分钟）分值 

省直、市州直机关（含长春市所辖区） 甲级《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甲）90100《综合知识》（甲）60100《申论》120100 

县（市、区）、乡（镇、街道）机关 乙级《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乙）90100《综合知识》（乙）60100《申论》（乙

）120100乡镇机关录用优秀村干部 《申论》120100《农村工

作常识》60100 公安机关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90100《综合

知识》60100《申论》120100《公安基础知识》60100 监狱劳教

单位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60100《申论》120100《监狱专业

知识》或《劳教专业知识》60100下面就各科目的考试内容和

特点进行详细说明。 一、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行测考试内容包

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四个部

分。全部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90分钟，满分100分。《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甲）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乙）在

题型、题量、难度等方面会有所不同。总体上来说，A卷难

度要比B卷难度稍大。 1.言语理解与表达 命题趋势：语句辨

析与阅读理解并重 应对策略：着重提升言语思维能力 言语理

解与表达着重考察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所给的

文字材料较长，主要是对词和句子一般意思和特定意义的理

解；对比较复杂的概念和观点的准确理解；对语句隐含信息

的合理推断；在干扰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能比较准确地辨明

句义，筛选信息。 按照大纲所给的例题来看，今年吉林公考

的言语板块包括病句的辨析和阅读两部分。病句的辨析包括

一般的语病辨析和歧义句的辨析。这种题目一般来说难度不

大，只要仔细去读，多加揣摩都能得出正确答案。阅读理解

是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的一大重点题型。从大纲上来看，给出

了一篇340字左右的文章，后面附带2个问题，要求考生阅读

材料后回答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考试大纲中也是给

出这道例题，但是最终的试卷中出现的是片段阅读。至于今

年的阅读是片段阅读还是片段兼顾文章，我们将拭目以待。

但无论是文章阅读还是片段阅读，考查的实质都一样，都是

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把握，考查的是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

分析能力。 专家建议，考生在日常备考中主要加强阅读的训

练。平时多做真题、强化训练，在读练结合中培养自己语感

，在阅读中明晰语意，从而提升自己的言语思维能力。 2.数

量关系 命题趋势：数字推理技巧多变，综合性运算比例上升

，难度持续加大 应对策略：注重锻炼数学思维，掌握一定运

算技巧，提升运算能力 数量关系测验含有速度与难度测验的

双重性质。在速度方面要求应试者反应灵活，思维敏捷；在



难度方面该测验涉及到的都是数学的基本知识或原理。着重

考察应试者对规律的发现、把握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数量

关系这一部分仍然包括数学运算和数字推理两类。这一部分

历来是区分度最明显的地方，是拉开考试成绩差距的关键部

分，也是被很多考生放弃的地方。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应该着

重培养数学思维能力，掌握一定解题技巧，这样才会在考试

中将15道题目逐一击破。 在平常的备考中，考生应该更加注

重数学思维的锻炼，注重掌握常用的数学运算技巧，加强数

学运算能力的提升。 3.判断推理 命题趋势：推理方法不变，

推理层次性多变，更强调逻辑思维 应对策略：掌握推理方法

，形成严密逻辑思维，提升综合素质 判断推理是考察应试者

逻辑推理判断能力的一种测验形式，测试应试者对图形、词

语概念、事件关系和文字材料的认知、理解、比较、组合、

演绎、综合判断等能力。 从大纲对判断推理的描述来看，考

查题型没有大的变化，仍然是5种题型：（1）图形推理（2）

逻辑推理演绎推理（3）逻辑推理类比推理（4）即定义判断

（5）事件排序（6）常识经验判断。 图形推理以视觉性推理

为主，以古典型推理为辅。定义判断、类比推理、事件排序

是吉林省考的固定题型，相对较为简单。从历年考试情况来

看，演绎推理部分是历来考试的难点之一。考生在日常备考

中尤其需要加大对这一板块的复习力度。常识判断的针对性

较强，主要是针对日常生活经验、科技知识的考查，考生在

平常应该多关注生活、思考生活，加强经验常识的积累。 4.

资料分析 命题趋势：计算步骤增加，计算量加大 应对策略：

注重层级思考，合理推敲，切实提升分析能力 资料分析试题

着重考察考生对文字、图形、表格三种形式的数据性、统计



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理与加工的能力。针对一段资料一般

有若干个问题，考生需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

比较、计算，才能从问题后面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

意的答案。 通过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预见资料分析的材料

主要就是文字材料、图形材料、表格材料这三大类。 考生需

要注意的是资料分析并不难，难点是如何在不够充分的时间

里快速阅读资料并分析数据作出答案。这就要求考生们在解

答资料分析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资料分析题目本身材料、选

项的特殊性，掌握多种估算技巧，快速准确的答题。 二、申

论 命题趋势： 站在政府立场，关注焦点热点；政治与经济结

合 应对策略：关注时事，换位思考，切入准、下笔深 2009吉

林公考对申论的描述如下： 申论测验主要通过考生对给定材

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重点测察考生把握现象、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

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申论》全部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

限120分钟，满分100分。 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的申论一般以段

落形式给出一组材料，有的是一篇或几篇的文章，或者是访

谈录等等。这些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

题或社会现象，要求应考人员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

要问题，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握材料

精神的基础上，概括材料的相关内容，提炼材料的主旨，形

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并准确流畅地用文

字表达出来。 在写作的要求上，可能会出现公文的写作。这

就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中有意识的去掌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

的行文格式、特点等。这样，在考试时不至于无从下手。 成

功贵在平时多坚持。考生在平时一定要多思考，多角度多层



次深度挖掘材料，最好站在公务员的立场上，以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身份下手去写，多练练笔，在复习时一定要注意全

面提高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归纳概括能力、提出和解

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 三、综合基础知识 单独考试

一门综合基础知识是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的一大特色，这一特

色在今年继续沿用。 综合基础知识主要考查马克思主义哲学

、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法律（法理、宪法、刑法、

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管理、公文写作、省

情国情、公务员职业道德、时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考查内容包罗万象。这

对考生的综合素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选拔合格公务员的考

试性质决定了法律不同寻常的地位。公务员考试力求在良好

的法律素养基础上加强公务员在其它方面（政治、经济、管

理、哲学、公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 所以，中公教育的专

家建议考生主要掌握一些最基础的法理学常识、行政法以及

与时政相关联的法律，另外，最新颁布实施的法律也尤其需

要关注。此外，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对于经济常识的备考也

需要注重。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有在平时建立自己的

知识储备体系，并在复习中不断去完善这个体系，在考试时

才能高人一筹。 四、《农村工作常识》 吉林省公务员考试有

一门很特殊的考试科目，即《农村工作常识》。它主要针对

报考乡镇机关的优秀村干部考生，主要测查开展农村工作应

具备的相关知识和能力。考查内容包括新农村建设理论、有

关农村基层的法律法规和农村基层工作基本常识三大块的内

容。考试也都是客观题，包括单选、多选、判断题等。 考生

需要加强相关知识的记忆，识记与理解并重，并能灵活运用



在工作实践中。 五、其他专业知识 对于报考公安系统或监狱

劳教系统的考生，吉林省考试需要加考《公安基础知识》或

《监狱专业知识》（《劳教专业知识》） 更多信息请访问：

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考试大公务员加入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