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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481.htm 国家公务员考试被尊称为“国

考”，是中央国家机关选拔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大型考试。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已

经成为择业就业的首要选择之一。对于国考的价值和重要性

，笔者在此处不再赘言。最近三个月来，笔者奔波于各省市

讲授公务员考试中的常识判断模块。在笔者所讲授的课程中

，既有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的常识判断模块，也有地方省市公

务员考试中的常识判断模块（有的省市是公共基础知识考试

）。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趋势在大方向上指引着地方各级

公务员考试的发展方向，因此，笔者选取国家公务员考试（

以下简称为国考）中常识判断模块作为主要讲述内容。 一、 

常识判断的价值和重要性 2009年7月份一个同学问笔者了这样

两个问题：第一，公务员考试中的常识判断部分有必要复习

吗？；第二，公务员考试中如果没有时间完成试卷了，是不

是可以放弃常识判断部分？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用这样一

个故事回答了她：有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杯子里先放满了石

头，然后问学生：“这杯子满了吗？”学生说“满了”，教

授又把很多沙子倒进去，问学生“满了吗？”学生回答“满

了”。他又往这个杯子里倒了很多水，问学生：“这杯子满

了吗？”这次学生们回答：“这次满了！”对于国考中常识

判断部分，如果你认为常识没有必要复习，或者你自认为知

识渊博，那么或许你就是在装水杯的过程中装到“石头”的

时候嚷着“满了”的学生。在笔者看来，越是大型正规的考



试，越是有规律可循，也越是需要考生深入研究和复习的。

因此，对于国考常识是否需要复习的问题是无需置疑的！如

果你是人文社科专业出身，那么你需要补充自然科学知识；

如果你是自然科学专业出身，那么更加需要补充人文知识，

因为常识判断主要是人文常识。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

摆正一个学习的态度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前提！ 对于这位同

学的第二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否放弃

常识部分和是否首先做常识部分的题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从2009年国考开始，常识判断部分作为行政能力测试的

第一部分出现。各个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安排

自己的做题顺序的时候灵活调整，但是绝对不可以完全放弃

常识判断部分的25道题目！理由如下：首先，常识部分的题

目难度相对比较简单，在一分压死人的国考中，怎能轻言放

弃？其次，常识判断的阅读量在国考行政能力测试考试中是

属于比较少的，时间投入比是非常合适的。国考行测中140道

题目120分，不仅仅考察考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更考察考生对

于时间的安排和分配。资料分析和定义判断等模块中，要想

得出答案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常识判断得出正确答案的时

间比其他部分相对要少；再次，常识判断部分也不是无规律

可循，无技巧可找的！笔者在华图进行教学与研究多年，在

自己的教学和与其他华图专家探讨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不

少技巧和规律，如果考生可以熟练掌握并且灵活运用一定能

够取得较好的成绩。 二、 国家公务员考试出题的角度和思路 

（一）角度一：一个合格公务员的角度 国考常识判断部分中

涉及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人文、科技、日常生活等部

分。出题人为何如此设计题目呢？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就是为



国家选拔公务员，那么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设计就是围绕着如

何选拔合格的公务员的角度。总的来讲，一个合格公务员应

该是知识全面的人才，也就是说不一定是专才，但是一定是

一个全才。在这些考察的部分中，又以法律和政治为主。例

如，2007年和2008年的国考常识题都是法律内容，因此，彼

时的常识判断完全可以称为法律常识。其中，因为公务员是

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常识判断中也就侧重于与公权力相

关的“公法”宪法和行政法，下表是对2007年和2008年常识

题目内容动向的总结： 表一：2007年和2008年国考常识判断

结构分析部门法2007国考题量2008国考题量宪法和行政法8

题15题民法、刑法8题9题民诉、刑诉、法理国际经济法、经

济法、商法、经济法9题1题为什么国考常识判断部分重点考

察法律知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和政

府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行

政，而各级公务员才是依法行政的实质上的主体。因此，公

务员首先具备的就是法律素质和法治理念。而通过上表也不

难发现，这两年的常识题目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宪法和行政

法是第一梯队，题量最大，民法和刑法是第二梯队，题量次

之，其他部门法是第三梯队，题量又次之。为什么又有这个

梯队的划分呢？因为这是与公务员工作需要的紧密程度相关

联的。 如果国考常识判断完全考察法律知识，这既是不全面

的，也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这对法学专业的考生非常有利

）。2009年国考常识判断中则改变了单纯考察法律知识的模

式，回归了多元化。2009年国考常识判断法律常识部分可以

通过下表来体现： 表二：2009年国考常识判断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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