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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什么是定向招警： 定向生是指：通过统考的方式，择

优录取至相关高校设立的试点班学习。通过考试、体检和考

察合格被录取的人员，在校期间的学费由国家统一负担，国

家还将对在校学习人员发给生活补助经费。学习期满成绩合

格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按入学时确定的定向单位录

用为县(市)级以下政法机关公务员，服务一定年限后方可交

流 专家指出，这次招录的是两年后毕业的入警学员，培养的

是2011年的警察，填充的也是2011年的警察队伍。所以这次

招录的人数再多，占用的编制再多，和河南省2009年的招警

考试基本上没有冲突！ 所以对报考政法干警的学员而言，要

认清这次考试的性质，不要认为这就是一直所期待的招警考

试，不要丧失信心。比如现在定向的招警人数已经确定，但

是河南省仍然在做有关统计调研工作。而且对于2010年毕业

的学生，他们今年不能报考定向招警，但是他们可以报名参

加下半年的非定向的社会大招警。这个招警，可能在定向招

警的学员入学之后开始招录！ 2。这次考试难不难 这个话题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无法直接回答的，因为自古云：难

者不会，会者不难。专家分析从招考形式来看，这是国家第

一次采用这种招考方式，河南也是一个试点，而且考察的课

程比一般的公务员考核还要多一门课程(文化综合、或民法

学)，甚至是两门课程(法硕考察专业综合I(刑法学、民法学)

、专业综合II(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那么从整



体角度看，考核的难度应该不大，否则广大考生无法在1个多

月的时间内充分备考。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纲，具

体的分析一下。 二、行测大纲解析。 从考试时间上看，行测

的题量应该不小，因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客观性试题，考

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为100分。而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

申论笔试试卷设“专科类”和“本硕类”两种版本，分别适

用于报考“专科试点班”的考生和报考“本科及法学硕士班

”的考生，在试题类型、数量、难度等方面有所区分。 第一

部分：数量关系 这部分内容从大纲上看可谓波澜不惊，因为

还是由传统的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两部分组成，而且还是继

续沿用往年的大纲。但是如果稍微复习过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部分其实是最为波涛汹涌的！因为数量关系部分难度大，

题型多，伸缩空间较大，题可易可难。 对于这部分，老师建

议同学广做准备： 1。复习的时候不要有猜题押题的投机思

想，把握各个知识点，转换角度，换位思考，站在出题者的

角度去想题，解题。 2。对于有一定难度的题型不要轻言放

弃，因为我们等这次招警考试等的太辛苦了，不能说是千年

等一回吧，但也是望眼欲穿了。所以要珍惜这次机会，不能

草草了事(河南07年只有高速招警考试，08年没招，两年你想

能有多少人，而且这次定向招警，07、08的毕业生都可以报

名，就从这一点上，可以想到竞争有多么激烈)。正所谓水涨

船高，竞争如此激烈，哪能指望仅靠简单的数学题，就能在

数学运算这个高难度的科目中轻松取胜呢？ 3。对于确实比

较困难的题型，不要钻牛角尖，因为总时间是有限的，8月29

日、30日就考试了，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正所谓众人拾柴火

焰高，尤其数学部分较枯燥、难于理解，所以与朋友、老师



一起探讨，可以说是拿下这部分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当

然，如果对这部分掌握不好，选择辅导班是一条捷径之路。 

第二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 本部分有三种题型：阅读理解、

逻辑填空、语句表达。其中，词语选用着重于对常用词语在

特定语境下的选用，病句辨析则是对言语表达时逻辑能力的

测查，这两种题型难度都不大。专家指出，片段阅读相对难

度较大，主要集中在①概括归纳阅读材料的中心、主旨；②

判断新组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③根据上下文

合理推断阅读材料中的隐含信息；④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

、倾向、目的这四类知识点上。 第三部分：判断推理 本部分

有五种题型。图形推理、定义判断、事件排序、类比推理、

逻辑判断。注：各省区市应根据实际情况，从中选择至少三

种以上题型进行命题，并针对专科类和本硕类考生两张试卷

，在题目数量、类型和难度上进行区分。 对于判断推理这部

分而言，许多同学感到无所适从，其实这部分是分值较高的

，也是可以掌握的。对于以下的知识点老师建议大家应该重

点把握： 1。定义的由来(一个新的定义=种差 邻近的属) 用于

解决定义判断题 2。定义的划分原则。用于解决类比推理题 3

。逻辑学中的三段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常见的逻辑错

误。用于解决判断推理 4。把握题型，对于逻辑判断题，必

须知道什么是加强题干型、解释题干型、削弱题干型⋯⋯ 5

。对以时间排序题型，近几年公务员考试中出现的较少，但

是考生不能马虎大意，主要掌握顺承关系、因果关系、条件

关系、特定关系等逻辑关系。 作为专门针对招警的考试，老

师认为逻辑这部分考核将比较严格，因为严谨的逻辑思维是

一个政法干警不可缺少的办公能力。所以广大考生要对这部



分给予一定的重视。 第四部分：常识判断 作为政法干警类招

录考试，常识部分自然以法律知识为主，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考虑到现在公考常识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法律的

圈子里了。而且除了考综合的考生，第二天还要专门考核法

律内容。所以老师提醒大家不要把所以精力全部放在法律部

分。有效的复习方法就是做一些各个省市的真题，把真题中

的常识巩固一下，尤其是本省的往年真题，绝不可轻易放过

！ 第五部分：资料分析 这部分是公考必不可少的部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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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老师提醒考生需要

注意的是：资料分析并不难，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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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习中，这部分切

忌纸上谈兵，老师曾遇到的学生中，有的对资料分析大有信

心，因为他把资料分析中的估算方法都掌握了，但是给他一

段资料，他做的效果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就是看得多，做

得少。 对于这部分内容，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估算

，量角法、代入法⋯⋯但是最关键的是练习，这部分可谓是

熟能生巧。 以上是对于大纲的一点认识和见解，希望有机会

能够跟大家做更广泛的交流，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见到大

家心想事成。在此恭祝各位莘莘学子考试成功！ 考试大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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