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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370.htm 将常识判断作为基本考点放在

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卷的第一位，是2009年公务员考试新

大纲中首要且突破性的变化，相信很多人拿到新大纲，有都

为之一“震”之感。这是以往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调整，将

本来放在五大模块第四位的考试题型一跃放到了试卷的首位

，大部分考生甚至在惊呼过后将2009年定位是公考的大突破

之年，并由此觉得之前的复习可能与新大纲有许多偏差，进

而出现慌张情绪。事实上，这样的认知只应该在第一时间成

立，因为只需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重大突破”后，并结合公

务员考试常识判断部分的考试史就会发现，这其实只是一个

小的调整而已。 为什么给出这样的判断呢？经过慎重分析后

认为，2009年常识判断部分的考核主旨是没有偏差的，只是

在常识判断考试范围存在突破。 回顾公务员考试近五年的考

试范围，不难看出，此次考试范围所设定的知识点加宽了，

已经保持了两年的常识判断部分几乎全部考核法律知识的设

置被重新打破，又貌似回到了2006年前的常识判断考核知识

点上。 看似是有历史性的回归，仔细对照考核的范围列举又

会发现，它其实不仅仅是简单地回归，而是更准确地定位了

公务员考试中常识判断应该考核考生的知识点，即将原来的

宽而泛的人文知识的考核变成了对历史、自然知识的综合考

核。 那么之前大家对于法律知识的复习是不是就是浪费时间

呢？考生们大可放下这个疑虑，在此，可以很肯定地说，同

学们早前的复习方向仍是准确、有效，且不悖离新大纲的主



旨的。 我们可以从新大纲的具体表述中洞悉到：大纲对常识

考核的最后一句重点说明“侧重考查应考试，大网站收集试

者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鉴于此，之前考生们对法律知识

的关注，正是抓住了常识判断考核的重点所在，并且为考生

在政治常识及理论素养上都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其他考核

部分如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第一，考查的题

量会非常小，建议考生在随后的备考准备中据此做出适当的

调整即可；第二，从复习层面而言，它们也难于在备考中找

到恰当的依托材料展开书面复习。 大纲上关于常识部分的变

化，对于考生来说，既是好事也意味着挑战。因为新做出的

调整，使得题目设定更具有针对性和可驾驭性，对公务员考

试来说更具准确性。此外，考核范围的拓展，考试的难度相

应地就会有所回落。从有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以来，常识判

断部分的考核就是简而杂。历史上可以搜集到的所有常识判

断的真题可以分析出，常识判断出题的定位是在考查日常工

作、生活中应知应会的基本常识，基本不涉及专业性或是学

科倾向性强的题目，甚至被很多考生评价是“整张试卷中最

公平的一种题型”。 挑战在哪里呢？如果再深挖一下大纲背

后对考生的非知识测查点，我们发现，这样的调整在能力考

核上或许有所隐含。对于新大纲所调整的将常识判断放入整

张试卷的首位，其深层次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有

测查考生心理素质的可能。 既然考生对常识判断题目的作答

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所沉淀下来的知识结构、知识积累量，

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如果在开篇答题时考生的考，试大网站

收集日常积累能力就受到了考题的刁难而“出师不利”，考

生很可能会受到常识判断的作答影响情绪从而也为后面题目



的作答设置了心里障碍。 在做答如此广博的考题类型时一定

不要强求精准地知道所做答的题目的正确性，只要有所感知

就可做答；答完此部分考题后也不要再回头去纠缠于答案的

绝对准确，须将做答的重心马上调整到下一模块题型的思考

与应答中。如果常识判断部分答得很不理想，也不要过多再

思考已答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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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