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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测验实际上是一种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要考查的是应试

者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潜力和倾向。行测是公务员考试的必考

科目之一，主要包括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言语

理解与表达和资料分析等五大部分，这些都为四选一的客观

性试题。而行测考试要求考生在12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100多

道题。也就是说，除却填涂答题卡和其他准备时间，每道题

平均答题时间不到1分钟。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要想尽可能做完

所有的题，统筹安排时间显得十分必要。公务员考试辅导专

家邹懂老师提醒广大北京2009年公务员考试考生应该对不同

部分题目安排好做题顺序，分配好时间与精力，这样，考生

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水平。 (一)、熟悉题型、快速应对 快速

地判断这道题目是属于数学运算还是言语理解与表达，这个

比较简单。下一步就是确定解决这一类型题需要用什么方法

。比如逻辑判断中是属于削弱型还是加强型，判断以后根据

题型特点来做题，既简捷又省时。 例：在同一个笼子里，有

若干只鸡和兔，从笼子上看有40个头，从笼子下数有130只脚

，那么这个笼子里装有兔、鸡各多少？ 【解析】：这个问题

一看就知道是鸡兔同笼问题。很多考生可能小学学奥数就已

经会做这类型题了。另一些同学可能看了有些辅导书也知晓

了大概的做法是用假设法，即假设全是兔或者都是鸡，脚的

总数必然或多或少，通过假设和实际数之差，可以知道造成

差的原因，于是也算出了应该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而又遇



到另一个与此相类似的问题，比如一份稿件，甲需要单独6小

时完成，乙需要单独10小时完成，现在甲做了若干小时后又

让乙接着完成，共用了7个小时，问甲当时做了几个小时，道

理同上面的问题是一样的。 （二）、抓紧时间、合理规划 考

试时间是紧迫的、有限的。100多道题并不可能所有的都能做

完做对，必然要有所放弃。考生在平时的备考过程中就应该

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有意识的去计算一下自己

做一份题大致需要的时间，以此来制定一个最佳答题顺序，

将时间利用起来。 1. 先易后难，先解决有把握的题 比如说数

字推理和数学运算这些题最后做容易紧张，影响发挥，那么

在一开始做题时就先把会做的题目全都完成了，再做接下来

的。资料分析和言语理解与表达题量分值也较大，需要花一

定时间去争取分数。判断推理类的比较费神，需要仔细读题

或者 找规律，不宜放在最后时间仓促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去做

。常识判断都重在平时的积累，不可耽误太多时间，倘若暂

时忘记的话可以先跳过之后再斟酌。因为这部分试题的整体

分值权重低，对考生而言，这种试题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

会，不需要过多思考，同时，到考试最后阶段，考生一般精

神比较紧张，做这种试题能缓解考试紧张情绪，即使没有时

间做，放弃了也不会很可惜。时间安排上一定要注意，尽量

能多空出时间去解决有意义的问题，不要把精力过多浪费在

不会或者没有必要斟酌的问题上。 2. 巧用方法，轻松解题 考

生一定要明白，做题最快或者某个题做得很好并不意味着你

考试能取得胜利。方法很重要，客观题重要的是结果，而不

是过程。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用常规的解题模式来解决一个题

目，相反，只需要一步就能轻松得到答案。 ⑴排除法 相信很



多人都用这一招解决了不少拦路虎。或者利用矛盾关系，去

除干扰项。对于逻辑题，我们必须要培养一种感觉，依靠这

种感觉我们可以很快地将一些无关项排除掉。那这种感觉除

了靠大量练习来培养外，更应通过察觉选项中的“无关信息

”，迅速做出判断，将之排除。通过选项中出现了与原文内

容和推理无关的内容将之迅速排除。常常能排除四项中的几

项，再对剩下的选项认真考虑，做出最后抉择。 ⑵代入法 代

入法是考试中最为常见的解题方法之一。把选项带入，不符

合条件的自然被排除掉。另外，代入法有效的避开了解题的

常规思路，绕掉了题目中隐含的各种关系，即使考生不会解

题，也能用代入法得出正确的答案。在目前公务员考试整体

难度越来越难，题量越来越大，解题时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代入法是考生们必须要很好运用的解题方法。当然，代入

法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有些题目是无法运用代入法进行解题

的。还有些题目，运用代入法的话，速度不见得比其他方法

快；因为代入法有的甚至要代入三个选项进行验证，才能得

出正确答案。来源：考试大 ⑶比较法 在解答单项选择题时，

应试者可以将各选择项同题意要求进行纵向比较，根据各自

同题意要求差异的大小来确定最符合题意要求的答案。在解

答多项选择题时，就要求考生将选项同题意要求作纵向比较

，再将前一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选项进行横向对比，最后确定

符合要求的正确答案。一般经过这两次的对比之后，漏选或

误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⑷去同存异法 考生在阅读完试题内

容和所有选择项后，根据题意确定一个选择项为参照项，该

选择项同其他选择项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差异。然后将其

他选择项与之进行对比，把内容或特征大致相同的项目去掉



，而保留差别较大的选择项。再将剩余的选项进行比较，最

后确定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www.Ｅxamda.CoM考试就

到百考试题 ⑸关键词法 关键词法是指对言语的理解要抓住重

要的词语，从而将其组织起来表达符合题干的意思。行测考

试中，言语理解与表达的题干往往比较长，如果考生要认真

地阅读，有些题可能1分钟都读不完。这时候，考生就要快速

扫读，然后在答案中寻找具有相同形式或内容的选项。 （三

） 考虑评分权重，有重点的答题 国家及各地方公务员考试题

目的具体分数分布都是不公开的，一般来说高难度类型的题

目赋予的分值高，难度较低的赋予较低的分值，但并不完全

一致。一般而言，数量关系题型属中等难度的题型，但其中

个性化的单个试题会较难；言语理解和判断推理题型属较难

题型，但其中个性试题较容易；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题型属

中等以下难度的较易题型，但常识判断中部分涉及知识面和

专业性的个性试题较难；资料分析中每部分题中亦有1-2道较

难题。所以考生需要把握重点，在有效时间内抓住重点，赢

得最终的胜利。 （四） 调整心态，稳扎稳打 考生因为在长达

几个月的准备时间里准备充分到了考场上有点大意轻敌，或

者有的没有好好准备上了考场有点慌，这些情绪都有可能会

影响答题。事实证明考生的状态对其成绩的作用也是相当重

要的，能调整情绪和状态达到最佳，对考试是大有帮助的。

前期准备一定要充分，否则上了考场心里没底。倘若没有准

备就空手上考场，也不要抱着游戏的心态，认真做好一道题

就多了一丝机会。做题过程中，出现时间安排不太合理或其

他不状况时不要焦躁，一定要冷静，尽量使自己在考试中发

挥出应有的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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