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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将如何来备考呢？除了复习常考题型外，还有哪些

题型是我们在备考中应该注意的？ 数字推理部分 在数字推理

中的五大基本题型中，多级数列、多重数列、分数数列、递

推数列这四种基本题型都有所考查，其中尤以多级数列考查

最多。而幂次数列在过去的五年省考中没有考查，因此考生

要适当关注。 幂次数列中，主要考查基本幂次数列和幂次修

正数列两种题型。基本幂次数列指数列中的项均是可以直接

表示为幂次数的项，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平方数列、立方

数列，二是变指数数列特别是倒向变指数数列，在这两种情

形中，倒向变指数数列更富有技巧性。幂次修正数列较之基

本幂次数列多了修正项而已。幂次修正数列的解决方法是根

据数列中的特征数列，判断出修正项的规律，然后表示出修

正前的数字。在数字推理中，修正项的规律主要有三种，一

是加同一个数字来修正，二是加减同一个数字来修正，三是

用一个有规律的简单数列来修正。备考中要注意熟悉常用的

平方数字、立方数字以及其他高阶幂次数字。 除此之外，华

图行测专家沈栋特别提醒考生注意一些看起来“表里不一”

的题目，也即题目的外在特征与数列本身考察点不一致的题

型。简单来说，并不是说具有了每类题型通常的特征并不意

味着就是这个题型的题目，这需要考生做好心里准备。下面

我们从几道例题来说明这个点，希冀引起各位考生的关注！ 

分析：本题明显是一个分数数列，因为其多数项都是分数。



分数数列的主要考点是约分、通分、反约分、观察特征和分

组看待等。而在本题中按照这些考点均不能得到答案，这是

因为本题的考点设置在外形上是分数数列而本质上是二级数

列。本题的解答只需后项减前项就会得到如下的差数列：1/2

、1/3、1/4，因此其差数列下一项是1/5，故原题答案为B。 【

例2】-4、1、8、64、216、（ ） A. 502 B. 511 C. 512 D. 729 分

析：本题外形特征表现为其中大部分的项都是平方数或立方

数，这是幂次数列的特征之一。但是其中有-4这个项，但因

为4是平方数，所以这道题会造成很多同学的思考点一直都停

留在幂次数列范围内。而实质本题的考点设置在三级数列上

，也就是这个数列连续做两次差后得到 49、96、143，这三项

是等差数列，但不是很多人能够看出来的。因此原数列下一

项是B。 【例3】6、7、3、0、3、3、6、9、5、（ ）【北京应

届2006-1】 A. 4 B. 3 C. 2 D. 1 分析：本题外形特征数列较长，

达到了10项以上，这种特征是多重数列的特征，然后根据多

重数列并不能得到答案。实际上本题的考点是递推和结合取

尾数，具体的说，6 7=13，尾数是3，下一项是3；7 3=10，尾

数是0，下一项是0；3 0=3，尾数是3，下一项是3；⋯⋯，9

5=14，尾数是4，下一项是4，即A。 数学运算部分 数学运算

中，计算问题模块、初等数学模块、比例问题模块、行程问

题模块、计数问题模块、几何问题模块、杂题模块是七大常

考模块。这七大模块中，历年省考中均有所涉及，但每个模

块中均有部分题型未曾涉及，但在国考和其他题型中多次考

查，因此考生应当给与重视。 计算问题中乘方尾数问题是常

考题型，此外，建议适当关注以下常用计算技巧： 凑整法，

包括加减凑整法、乘除凑整法等方法，凑整是常用计算思想



，而通过凑整可以将部分数字优先凑成较整的数字，从而降

低计算量。公式法，包括平方差公式、完全平方和/差公式、

立方和/差公式。分组计算法，分组计算是常用思维技巧，通

过分组大大降低计算量。例如在题目的计算量涉及上百个数

字进行加减等运算时，往往是通过分组降低计算量。此外还

应注意整体消去法、估算法、列项相消法等各种技巧。 初等

数学问题中有两类问题应当给与注意。 一是余数相关问题。

这类题型包括基本余数问题和同余问题，前者需要熟悉余数

基本关系式，后者则需要掌握如何根据题目的条件写出被除

数的形式。代入法和试值法是常用方法。 二是星期日期问题

。这类题型中也主要有两类题型，在国考和地方考试中多有

考查，需要引起考生注意。而这类题型在考试中也富有技巧

，有特定的解决方法。 比例部分国考还曾考查过坏表问题，

本质上也是比例问题。 行程问题是公考的重要题型，考生在

备考中需要提高难度进行备考。 一是掌握等距离平均速度公

式，熟悉其应用环境以及其适当的解题方法。 二是熟悉各种

典型的行程问题模型，包括相遇问题、追及问题、顺流逆流

问题、自动扶梯问题、火车过桥问题、环形追及问题、钟面

追及问题等。 三是熟悉距离=速度×时间公式得出的比例结

论。特别是：运动距离相等，运动速度反比与运动时间。 在

计数模块中，都是有现成的计算公式可以用，除了此前考过

的题型外，还应注意如下几类题型。排列组合问题，这类题

目中特别注意加法原理与乘法原理、排列与组合两组概念的

区别。掌握容斥原理与抽屉原理问题的典型解法。掌握比赛

计数问题、植树相关问题、方阵问题和过河问题的常用公式

。 在几何相关问题中，要对不规则几何面积的求法给与充分



关注。这类问题是国考和其他地方的常考题型，注意掌握将

不规则几何图形转化为规则几何图形的方法。此外，对两条

几何性质也要十分熟悉，一是图形扩大倍数与面积、体积扩

大倍数之间的关系，二是周长、面积大小的定性结论。 除了

上述题型外，考生还应掌握牛吃草问题、盈亏问题的公式，

同时还要掌握直接代入法、数字特性法、整体思维、赋值法

、比例思维等常用技巧。掌握常见题型的特定解法和常用技

巧的特定应用方法，是各位考生在备考中需要特别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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