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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百考试题纲（以下简

称《大纲》已于10月12日发布。这意味着2010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正式拉开了帷幕。对《大纲》第一时间的透彻了解，有

助于我们在短时间内最准确地把握考试方向，确定备考策略

。华图教研中心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刚老师深入分析了新

的百考试题纲，针对新的大纲为大家提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的备考策略。 从整体上看，2010的《大纲》对考试的规定大

体延续了2009年的考核模式，从例题上来看，《行政职业能

力测试》（以下简称《行测》）仍采取单项选择题的考查形

式，要求考生从4个备选项中选出唯一正确的一个。《行测》

一张卷子的构成依然分为5个部分考查，分别是言语理解与表

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和常识判断，考试时间

设置为120分钟。在题目设置的难度上，预计是比2009年呈增

大趋势的。下面我们对《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中五个部分以

及备考建议分别进行一些介绍： 第一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

。今年言语理解与表达又回归了试卷的第一位。言语理解与

表达考查考生的阅读能力。这一部分的题型有两类考查方式

，选词填空和片段阅读。选词填空是难度较大的一类题型。

要求考生在短时间内迅速选出填入空格中“最恰当”的一项

。这意味着备选项中有两个选项是相近或者相似的，两者没

有对错的区别，只有优劣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历年

的考试规律，我们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常考一些的语法原则



，比如词语在感情色彩方面的区别，在词语表达的准确度等

方面的区别，来对两组备选项进行剔除。通常情况下，选词

填空可以借助语法进行部分解答，排除其中的两项错误选项

。但是，剩下的两组备选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似备选项

，语感就很难再继续发挥作用，就需要我们从考试的角度，

或者说专业的角度进行一下思考了。这部分的内容难度较高

，需要考生在考前对自己模糊、犹豫的试题进行针锋相对的

练习，仔细思考每一道题中几个选项之间的区别，做到“不

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在平时的训练中严谨和规范

自己的思维，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当然，观察题干文字中留

下的“标志性”提示信息也是一种快速确定思路的方法。片

段阅读是言语理解与表达的另一个重点考查内容。要求考生

阅读完一段给定的文字以后，根据要求，从备选项中选出答

案。这种考试类型对考生有两点要求：一、明确命题人的问

题；二、在短时间内从文字中找出答案。片段阅读的考查方

式是多样的，可以要求考生对文段内容进行概括，可以要求

考生对文段内容进行观点推断，也可以要求考生填充句子等

。不管是何种考查方式，都要求考生对文段的信息有“题眼

”性质的把握，即在复杂的文字内容中，扎住解题的关键词

、关键句。只要考生明确了命题人的要求，掌握了把握关键

词句的快捷方式，那么不管文段的内容有多长，多复杂，考

生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片段阅读进行快速准确的作答。 第二

部分，数量关系。这一部分的大纲规定和例题都没有变化，

考核难度与题型应与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具体指标相似

，我们的考生在备考应注重训练答题的速度，这一方面可以

通过记忆一些重要数列来帮助备考。 第三部分，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这一部分包括了四种题型的考查，图形推理、定义

判断、逻辑判断和类比推理。这四种考查形式中，难度较大

的是图形推理和逻辑判断。图形推理近两年都有新的命题方

式出现，但是不管怎么变化，考生只要把握住了图形推理变

化的“素数形位”四点要素，加以一定的练习，就能对此类

题型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逻辑判断考查逻辑学较为专业的

知识，考生除了要掌握几个必要的逻辑法则之外，更关键的

是学会在短时间内读懂题干的文字性表述，从中读出隐藏的

逻辑规则来。只要学会读出隐藏的逻辑规则，结合自己掌握

的逻辑法则，就能准确而迅速地将题解答。定义判断需要注

意的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定义中规定的几个条件来判断

选项中的表述是否符合或者不符合题干定义，切忌把自己对

定义的常识性理解带到做题中去。类比今年很大程度上依然

保留三种命题方式并存的状态，实际上这是变相的加大考生

的做题量，考生有必要在掌握十种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

础上，强化训练，缩短解题时间。 第四部分，资料分析暂无

甚修正，考核难度与题型应与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具体

指标相差无几，建议考生在备考时把答题速度的训练作为第

一备考要点。 第五部分，常识判断。常识判断测查报考者对

法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知识的

运用能力。今年大纲将常识判断放在试卷的最后一部分，对

于考生的答题其实是有利的。一是使考生有一个心里适应的

过程，不会因开头题目过难而放弃，二是可以缩短在常识判

断部分消耗的时间。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分散，考生除了需要

对国家的政治有所了解以外，还要有较为广博的阅读量。这

给广大考生的复习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其实，对于所有的



考生来说，由于知识点过于分散，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熟悉

的常识，也都会遇到自己不熟悉的常识，所以大家的得分率

并不会相差过多。除了在平时认真复习，注意每日的积累之

外，还要明确，这部分的内容不必太在意得失，作为开场的

考查内容，平稳过度是最重要的。来源：www.examda.com 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次行测考察的内容顺序从2009年的常识

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数理关系、资料分析，

变为今年的言语理解与表达、数理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

析、常识判断，如果再考察2008年的行测五部分内容的相关

顺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行测考试内容顺序的变化是命题者

侧重的要点，主要可以考察应考者的应试反应。2009年考试

中行测的内容基本可以看作是文理分开，因此，学员比较适

应，而今年再次变成文理交叉，相信对于许多考生来说，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安排做题顺序，

不一定拘泥于试卷顺序。 从2006年以来的报考趋势来看，国

家公务员考试的录取人数是在增加的，但是考生的人数也在

增加，2009年有77万余考生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录取13500

余人。在这场竞争程度远甚于高考的考试中，毅力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而技巧也是胜出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内，加大自己对技巧和知识的掌握，坚持复习，这是

考出一个好成绩的决定性因素。希望广大考生能够理清思路

，平静心态，稳步复习，以期在公考中考到一个更理想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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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