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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_E8_AD_A6_c24_646105.htm 调查发现，由于招警考试的备

考时间相对有限，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包括常识判断、

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五大部分

，涉及到内容非常广泛，广大考生在备考时因为种种因素的

影响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认识不够，备考时存在以下四大误

区： 1．消极迎战，效率低下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对考生的阅

读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逻辑能力、语言能力、表达

能力、计算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知识运用能力乃至自我调

控能力进行具有较高信度、效度和精确性的测评。不少考生

在尚未了解考试内容和题型的时候，就已经对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望而生畏，把目标和期望值定得很低。“过线就行，差

不多就可以”成为比较普遍的心态。事实上，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是从五个方面对应试者进行基础知识考试和基础能力测

评，要想学好它，首先要消除惧怕心理和畏惧情绪，树立必

胜的信心，这样才可以化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才可以在学

习和解题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 2．把看题等同于做题 由于

招警考试的时间相对有限，很多考生买了资料，只是匆匆忙

忙地看书而不动手练习，一眼扫过去似乎都会了，可是到真

正做的时候却丝毫找不着头绪。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一门严

谨的学科，不能有半点的疏漏，一带而过的复习必然会难以

把握重点，忽略精妙之处。要在120分钟内答完135道左右的

题，应试者除了思维反应敏捷、准确领会题意处，还必须立

即做出判断。题量大、时间紧，必须确保紧张、高效的精神



状态，准确、快速的答题速度。这些都是要通过自己不断地

摸索去体会的。 3．只追高难，不重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

基础知识的学习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例外。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中大部分是中档题和容易题，难度比较大、技巧性比较

高的题目只占20%左右，而且难题不过是得意题目的进一步

综合，忽略基础造成考生在很多简单问题上丢分惨重。因此

，复习过程中大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打好基础，深入理解

。 4．题海战术，不归纳总结 之所以要做题，是要把整个知

识通过题目加深理解并有机地串联起来。在复习的过程中，

通过一定数量的习题，发散开来对抽象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

进行深入理解，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时刻不要忘了我们最根

本的目的是要总结解题方法和解题规律，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果的。因此，题不在多而在精，在总结。时刻目标明确、深

入思考才是提高能力的关键。 那么招警考试如何高效地进行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复习呢？整理了针对招警考试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的四轮复习计划，具体如下： 第一轮（浅尝辄止阶

段） 主要目标：吃透考试大纲的要求，做到准确定位，夯实

基础，为下一阶段的题型突破做好准备。 考试大纲是当年考

试的根本依据。当年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从具体的内容范围

、题型特点到考试要求都取决于这个大纲。无论中央国家机

关还是地方国家机关的招警考试，从内容到形式即使有所差

别，也都依然完全以这个大纲为准，亦即都必然会严格依据

于这个大纲。因此，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一大纲，对于进行更

明确具体、更集中有效的应试准备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 第

二轮（潜心修行阶段） 主要目标：对不同的考试内容和题型

进行专门训练，掌握相应的特殊技巧、要则和本领。研究、



揣摩真题，把握试题的难易程度。 要进行专门的做题训练，

形成善于做每一种题型的熟练性，特别是要掌握该类内容测

验、该题型应试的专门方法和技巧，最好是通过多次反复练

习同样一类内容和题型来做到非常牢固地掌握相应的特殊技

巧、要则和本领，使自己对于同样的或类似的测验能够完全

娴熟自如地应对。仔细研究分析真题，真题往往反映了人才

招录政策的走向，系统全面地了解这一“晴雨表”，可以使

大家预测未来试题的发展趋势，而这种预测在实际考试中对

考生心理上的支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轮（重点进攻阶

段） 主要目标：总结做题经验，突破薄弱环节，对应试方法

和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要总结每次做题练习或模拟训练

的经验体会，逐渐形成一套应对考题和整个考试的自己的思

路、习惯、方法和技巧。通过专项练习和模拟实战来痛切了

解和掌握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全部特点和一般情况，并进行

实际模拟。应试的实践体验和测验的真切感受是考前准备的

一大重点。如果缺乏这样的准备，哪怕相应的应试理论、方

法、要略接触一百次，也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第四轮（全面

开花阶段） 主要目标：保持题感，调整心态 考前一周，一切

的活动都要停下来，为心态让路，调整状态和作息规律。在

此基础上，按照考试时间，去做那些原来已经做过的真题和

模拟题（时间跨度比较远的），让自己保持手感。 相关推荐

： #0000ff>行测快速解题技巧之尾数判定法 #0000ff>行测模拟

题:类比推理 #0000ff>行测特色题型突破：病句六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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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