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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85_

AC_E5_8A_A1_c26_645777.htm 随着2009年各地公务员考试的

逐步推进，不少2009年度地方公务员考试也接近尾声状态，

而2010年度公务员考试的帷幕也徐徐拉开。回顾2009年度的

考试，有不少新类型的试题值得我们关注，在此挑选了200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部分的新型题目进行总

结，这些题目在备考2010年度的公务员考试中，无论是国家

考试还是地方考试，都将成为制胜的关键。 (一)常识判断注

重时事 首先特别要提醒备考考生，即便是在2008年11月29日

仍然还有考生以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常识

判断均为法律常识，说明这些考生并没有仔细阅读考试大纲

。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25道常识判断考

题均为法律常识，但是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部分的最

大改革就是常识判断部分的内容涉及“法律、政治、经济、

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侧重考查应试者的法律知

识运用能力”。最终根据真题统计，法律常识类的题目仅占

据25道题中的7道而已。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中最

为突出的一类题目就是时事方面的问题。 【例题1】(2009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第1题)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巨大的“

和”字，其蕴含的思想源自：( )。 A.墨家 B.道家 C.儒家 D.法

家 分析：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出题者

在本题中既涉及的奥运会的内容，又涉及了文化方面的内容

，此题安排的非常巧妙。 答案：C。 【例题2】(2009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第14题) 美国次贷危机中的“次”是指：( )。 A.贷



款人的第二次贷款 B.贷款机构的信用等级较低 C.贷款机构的

实力和规模较小 D.贷款人的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 分析

：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引发全球金融海啸

，此事全球无人不知晓。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储备人才，有关

金融危机的最基本内容必须了解。 答案：D。 为了应对逐渐

增多的时事常识，需要考生在平时多积累新闻知识，这些新

闻主要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

新闻。 (二)言语理解与表达成语应用 言语理解与表达模块近

几年较为固定，均为40道试题，其中20道试题是“选词填空

”，另外20道试题是“片段理解”。在选词填空部分，共

有11道试题涉及成语的运用，占据了半壁江山还多。 【例题3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30题) 互联网并非________、整

齐划一的技术革命的产物，而是在各种混乱、争论和复杂的

利益纠葛中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力。正是一个个小的草

根网络，最终汇集成一个________的大潮流。 填入画横线部

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自上而下 不可逆转 B.一呼百应 铺

天盖地 C.有条不紊 举世瞩目 D.运筹帷幄 波涛汹涌 分析：与

“整齐一划”并列的词语只能是“自上而下”或者“有条不

紊”，而只有“不可逆转”才能修饰“潮流”。 答案：A。 

【例题4】(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39题) 今天的汉语变化之

快，已经是字典的改版________的了，而所有这些的背后，

是一个________的社会。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望尘莫及 日新月异 B.鞭长莫及 纷繁复杂 C.难以企及 欣

欣向荣 D.措手不及 瞬息万变 分析：能够修饰“快”的是表征

时间变化之快的“措手不及”，而“瞬息万变”恰好与“汉

语变化”相对应。 答案：D。 以上选取的两道题是最具有典



型代表的成语应用的题目。从这些题目也可以看出，考查的

成语均为常用成语，因此希望考生在平时阅读时注重积累和

思考。近几年不少选词填空的语句都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和《财经》杂志，如果考生能够在平时多阅读此类杂志，相

信对于所填写的词汇会更有把握。 (三)图形推理整体性质 在

历年公务员考试的图形推理模块，图形主要注重内部元素的

类型、数量、位置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可以称为细节，或者

叫做局部性质。而在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3道图形推理

题目都需要考虑图形的整体性质。 图形推理的这种变化需引

起各位的高度重视。在前几年的公务员考试中，图形推理甚

至已经脱离了“图”的主题，转而成为了变相的数字推理。

新东方北斗星詹凯老师认为正是2009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

图形推理才真正回归到了“图”这个主题上。而这类问题有

相当一部分原题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智力测验中找到原型。 (

四)逻辑判断否定之否定 有不少人看到“否定之否定”之后，

第一直觉是“表示肯定”。请看题 【例题8】(2009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第99题) 所有的恐龙都是腿部直立的“站在”地面上

的，这不同于冷血爬行动物四肢趴伏在地面上.恐龙的骨组织

构造与温血动物的骨组织构造相似.恐龙的肺部结构与温血动

物非常相近.在现代的生态系统中(例如非洲草原)，温血的捕

食者(例如狮子)与被捕食者(例如羚羊)之间的比值是一个常数

，对北美洲恐龙动物群的统计显示其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

间的比例与这个常数近似。这些都说明恐龙不是呆头呆脑、

行动迟缓的冷血动物，而是新陈代谢率高、动作敏捷的温血

动物。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能反驳上述推理?( )。 A.鲸类

等海生哺乳动物并不是直立的，却是温血动物 B.有些海龟骨



组织构造与哺乳动物类似，却是冷血动物 C.关于北美洲恐龙

动物群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比例的统计有随意性 D.冷血动物和

温血动物生理结构上的主要差别在于心脏结构而非肺部结构 

分析：“最不能反驳”并不代表“肯定”，不能反驳还可能

是与原命题无关的内容。题干中的结论“恐龙不是呆头呆脑

、行动迟缓的冷血动物，而是新陈代谢率高、动作敏捷的温

血动物”恰好由四个论点支持，而题目的选项也恰好针对四

个论点各出一个选项。A选项如果要对该结论进行反驳，则

应当列举一些能够直立“站在”地面上却是冷血动物的例子

，因此该选项无法有效反驳题目的结论。 答案：A。 (五)数

字推理组合数列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数字推理部分难度较

大，其中105题，即最后一道数字推理题的规律及其隐蔽，只

有极少数考生发现其规律。 【例题9】(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第105题) 153，179，227，321，533，( )。 A.789 B.919

C.1079 D.1229 分析：该数列的尾数呈现“3、9、7、1、3、9

⋯⋯”的规律(因为四个选项的尾数均为9)，该规律恰好与

“3”的整数幂次的尾数规律一致，因此将已知数列变形

为150 3，170 9，200 27，240 81，290 243的形式，发现该数列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二级等差数列150，170，200，240，290

，350与一个简单的等比数列3，9，27，81，243，729。因此

所求项恰好为350 729=1079。 答案：C。 组合数列在以前的公

务员考试中并没有出现过，对付这类数列的关键方法是观察

数列尾数的变化规律。 (六)数学运算水库问题 在以前的公务

员考试中，曾经出现过比水库问题简单一些的水管问题。虽

然难度增加，解题的根本思路并未发生变化。 【例题10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119题) 一个水库在年降水量不变



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全市12万人20年的用水量。在该市新迁

入3万人之后，该水库只能够维持15年的用水量。市政府号召

节约用水，希望能将水库的使用寿命提高到30年。那么，该

市市民平均需要节约多少比例的水才能实现政府制定的目标

：( )。 A.1/4 B.2/7 C.1/3 D.2/5 分析：这道题需要注意到每年

还有一定的降水量。假设每万人每年的用水量为1，而每年的

降水量为N，那么根据题意可知 12×20-20×N=(12 3)×15-15

×N 该等式两端都表示的是不计降水量，水库目前的现有水

量。由此解得，N=3。假设政府制定的规划当中，要求每万

人的用水量变为以前的M倍，那么根据题意可知 (12 3)×M

×30-30×3=12×20-20×3 该等式两端仍然表示的都是不计降

水量，水库目前的现有水量。由此解得，M=0.6。由此可知

，每个人需要节约用水的量为1-0.6=2/5。 答案：D。 值得注

意的是，数学运算中有三分之一的试题都是通过传统试题略

加修改而得的，因此在准备数学运算部分备考时，一定要认

真练习往年的真题。 对近年公务员考试的试题进行跟踪研究

，公务员考试喜欢将一些新的题目“重复”考查，直到绝大

多数考生对这类题目熟悉之后，再换成别的类型的题目。比

如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112题与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第60题，虽然在题目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最终的计算式却是

完全相同。 【例题11】(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第112题) 甲买

了3支签字笔、7支圆珠笔和1支铅笔，共花了32元，乙买了4

支同样的签字笔、10支圆珠笔和1支铅笔，共花了43元。如果

同样的签字笔、圆珠笔、铅笔各买一支，共用多少钱：( )。

A.10元 B.11元 C.17元 D.21元 【例题12】(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第60题) 买甲、乙、丙三种货物，如果甲3件，乙7件，丙1



件，需花费3.15元.如果甲4件，乙10件，丙1件，需花费4.20元

。甲、乙、丙各买一件，需花费多少钱：( )。 A.1.05元 B.1.40

元 C.1.85元 D.2.10元 分析：如果不看具体购买的货物，两道

题的计算式均可化为(3A 7B C)以及(4A 10B C)的形式，所求均

为(A B C)的值而前者乘以3倍，后者乘以2倍，两者再进行做

差可直接得到(A B C)的结果 答案：A(例题11)，A(例题12) 不

知是巧合还是可以安排，这两道题的正确选项都一致。 在此

仍然强调，历年真题是公务员考试准备阶段的最佳练习题，

只有在对历年真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练习之后，再进行模

考练习才会有效。而每年考试中出现的新型题目，一般都会

在其后连续几年的考试中反复考查，这些考试真题恰是考生

们备考的重点所在。"#F2F7FB">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