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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要分为片段阅读和选词填空 选词填空，对于很考生来说

觉得比较简单的，因为往往做题的时候采用的是凭感觉。凭

语感做题固然很快，但是做题的正确率并不能让大家满意，

尤其是水平很难有一个长进。 之所以要选这个词，是因为在

这个句子当中在某个地方有其他原因支持这个词，所以大家

势必要通过一些理由支持这个词，而不是仅仅靠语感。从语

义的角度来说的，这个词填在这里必须要符合整个句子的语

义.从搭配的角度来说，这个词填在这里和其他词搭配是否正

确.从感情色彩角度来说，这个词跟整个句子是否符合。对于

近义词而言，在考试之前要系统的总结考试当中常出现的近

义词。在平时的复习过程中，要改变做题的一些习惯，不能

仅凭借语感去做题，理由还要很清晰。有一些固定的搭配要

小心，考生平时总是习惯于一种固定的搭配，这种搭配成为

了一种做题的本能，考试当中考生看到这个词马上想到它的

固定搭配，这一点往往出题人也能想到，所以他会在出题的

过程中，刻意的把大家的一些习惯变成考题，把它设置成陷

阱。 片段阅读的考察层面要更高一点，首先要考查一个段落

，对于这个段落的主要内容有个分析，更多的去考查语境的

这个角度，做出分析之后得出作者写这个片段的一个初衷。 

言语理解考察考生的一个基本能力，对阅读理解的一种能力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把材料读完提炼出一个中心意思，除了

这个基本的能力之外，一般来说只有真题才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所以考生必须以真题为主，体会国家公务员考试，揣

摩出题人的思路。 公务员言语理解的考试主要分为两种题型

。一类题型是主观型的，一类题型是逻辑型的。逻辑性的主

要是说，逻辑上的题型它强调的是对于材料内容上的理解，

逻辑型的题往往比较简单的，不需要考生去猜测出题人思维

，只需要从材料当中抓住它给的信息就没有问题。对于主观

型题目，更多的是强调出题人作者的一个的意图，就是通过

这段材料，它反映出作者在写这个片段的时候它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种题就要求考生对作者的想法要把握的比较好。下

面有七点原则是关于对出题人出题规律的总结。 第一，从弱

原则。考生会发现在出题人的用词当中，有些词的论述是强

化性的，绝对化，说的很明。比如，一定、必须、相当、不

得不、一定是什么、根本原因、本质属性，这样一些用词考

生可以体会出来说话人是非常肯定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那

么往往这样的语句是非常容易被否定的，只要一个地方有毛

病这句话就错了，出题人也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在出题的时

候会选择弱化的词。比如说相等却不说相等，说差不多，说

事情不说一定，说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出现了这些

词以后，这个考生会发现，想否定它就非常困难。那么言语

理解作为一种主观性的题型，出题人也希望他的这个选项这

个答案出来之后，不会有考生对这个答案有异议，所以为了

保证他的正确答案不为人所诟病，他尽量会加上这些弱化的

词，所以带有弱化词的选项才有可能是正确答案。这一点对

于广大考生来说非常容易把握，很容易明白，但有一个问题

，明白了不意味着能用的好，在考试的时候，在实际操作的

过程中把这些东西都全部丢到一边去了。因此考生在学会一



个方法之后，必须在平时做题的时候要不断地尝试去运用它

，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变成一种本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

是一种最容易掌握的原则。 第二，推论慎选。在言语理解的

选项当中，许多考生会发现很多选项都是从这个片段当中做

出的推论，比较常见的有，“所以我们不得不”，“因此我

们必须”，“我们要”，这样一些说法很明显就是从材料当

中得出的一个推论，而往往这种推论是考生最不能够选择的

，是来迷惑考生的，这种推论往往是基于考生习惯的一种思

维，但他不一定是作者的一个思路。所以考生适应的这种原

则，就是凡是推论慎选。什么是慎选呢，慎选不是不选，看

到一个选项如果本身是个推论，优先排除。排除的情况下看

看剩下什么选项，如果这种选项跟片段对比之后发现，没有

什么明显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答案。发现排除掉推论

之后，剩下的选项也是错误的只能回头看推论，因为有些题

让考生选的就是推论，那么第二个原则叫推论慎选。 第三，

抓关键词，整个片段当中有一些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些

关键词有时候是很容易找的，比如说但是因此这样一些关联

词，非常明显的给出了这个文章的一个结构，于是我们知道

这个重点是什么了，转折之后是重点是不是。因果之后果是

重点，这是很容易体会的，有一些关键词，相对来说不是那

么敏感。考生平时写作文，特别喜欢强调第一点很重要，第

二点、第三点也非常重要，说来说去每一点都非常重要，但

是一篇严格的文章，其强调往往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在文章

当中看到，有一个片段有最重要的是，基础是，关键是这样

一些词，那么这一定是作者他想强调的，所以考生在抓关键

词的时候这些关键词也要注意。还有一类关键词也许很不起



眼，但是可能对整个文章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段字词，

我们就会对这篇文章了解的特别透彻,比如有一道题，“文化

名声还重在什么什么，⋯⋯” ，“还”这个字说明这个片段

它取自于什么样一个材料，本身这个材料应该在讲文化名声

重在⋯⋯，而这个片段仅仅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

文章我们看完之后，整个材料的主要意思我们就抓住了，这

种关键词非常重要，但是它相对来说，找出它来就相对的不

容易，那么就需要考生有一定的敏感性，这就叫抓关键词。

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第四，抓关键句。关键句，是首句和尾句

。首句、尾句非常关键，但不一定是主旨句，还有表示承上

启下、转折的这种句子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些句子比如说

加引号的，作者自己做一个的假设，“如果⋯⋯，就⋯⋯，

”，很清楚的体现了作者的一个态度，考生发现文章当中凡

是有作者态度的流露，必须要深刻的体会，所以作者在文章

当中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流露，比如说批评、赞扬，中性的、

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是在发牢骚，还是在赞美，这种感情

色彩的流露句子考生必须深刻的抓住。作者的感情色彩对于

考生对选项把握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把握关键句，把

握首句尾句，这种作者感情色彩的流露。 第五，出题人在设

置错误选项的时候，有一些常用的手段，往往用“无”、“

偏”、“反”、“混”四个字来形容。公务员考试作为一种

应试它的错误选项是存在一定规律的。比如说“无”，就是

把考试片段当中不存在的没有提及的东西，放到这个选项当

中，但是往往常识当中认为这个选项是正确的，跟这个主题

也是相关的，只是文章当中没有提到而已，很考生不小心就

直接选上了。“偏”，就是把文章的意思弄偏，做了一个小



小的改动，就是偏。那么“反”就是把文章中的意思弄反了

，很多考生认为弄反要比弄偏更明确，因为差别很大，但是

事实上考生对于这些否定的东西，接受是很不敏感的，考试

当中题目要求选不正确的，考生往往都会选择正确的，而要

求考生选择不符合的，则会选择符合的，所以考生对于否定

词往往是不敏感的。这种运用相反的手段，使很多人会中这

个陷阱。第四个就是“混”，混是相对而言比较难发现的这

样一种信息，他是说在文章当中对A、B两个选项他可能都有

提及，对A、B分别有各自的一个描述，然后在选项当中偷偷

的把它换了一下，把对A的描述换到B 身上，把对B的描述换

到A身上。这样的一种混淆因为它带有一种原词，所以对很

多同学来说，有很强的欺骗性。而有的考生做题时，一看选

项，题目中的原词，注意力就被这个吸引了，忽略了前面概

念上的思维的差异。一种偷偷的模糊的变化，所以这种手段

考生一定要注意。不要看到原词马上就否定它，甚至我们要

有一种心态，一到文章中的原词出现，警惕，很可能它就是

陷阱。这就是“无”、“偏”、“反”、“混”四字原则。 

第六，把握中心词。整个的这个文章当中他往往很高频率的

提到一个词，也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文章很可能就是围绕着

这个词阐述的，那么这种词就叫做中心词，而中心词在判断

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混淆的，他好像同时在谈两个事情，

谈了一个东西A，谈了另外一个东西B ，那么考生如何去准确

的把握这个中心词，就需要换位思考，我们来想一想，如果

有人让我们来写A这个东西，要不要写B为什么要写B ，写B 

对A有什么样的好处?反过来让我们来写B ，就会有为什么要

写A，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就会很明显的体会出A、B两者之



间的区别，从文章当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而抓到中心词

之后，这个文章的难度就大大的减轻了，选项当中凡是它论

述的对象，不是中心词的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排除了，当然这

是强调主观性的题型，主观性的题型论述的对象如果不是中

心词，那么就会显得很偏颇，应该直接排除。这就是要抓中

心词。 第七，注意未然与已然的区别。有一些文章当中强调

的是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未来发生的事情在选项中变成

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时态上的变化很多考生往往就不

注意，把一种可能发生的变成事实上已经发生的，把一种将

来可能发生的变成想在就已经发生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时态

上的一种区别，可能与现实，未来与现在，这样一种区别。

要在选项注意体会，这是出题人常见的一种手段。考生要注

意出题人在设置正确选项的时候，对于正确选项的用词往往

是非常讲究的，会尽量使用一些程度相对比较中性、比较中

肯的词语，过于偏颇、程度比较深的一些词语是不会用的。

举个例子，讲到商榷原则，世间有很多事很无奈，有舍才有

得，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得不放弃。有这样一句话，人生就

是一场戏，该放弃是就放弃，何必太在意。这个角度上说，

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一定不能选，因为这个句子从感情色彩

上来说，过于极端过于消极，用词过于轻率，所以考生如果

仔细去体会的话就知道，出题人这种选项一定是不会认为是

正确的选项，在正确选项的用词程度很浅，而且一定很注意

它的感情色彩，很注意它的严谨性，一些容易产生诟病的词

是不会用的，所以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去体会出题人的一个想

法。这是考生做题应该适用的一些原则，那么就要注意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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