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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_E5_9B_BD_c26_646740.htm 一、总体命题方向 1．侧重基

本素质、基本能力的考查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8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百考试题纲》明确指出：“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与公务员职业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

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与公

务员职业密切相关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是什么呢?人事

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

准框架(试行)》指出，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

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

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是公务员必须具备

的9种能力要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命题在“适合通过客观化

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技术指导内，会越来越侧重对应

试者基本综合能力的测查。 2．加大对科学素质考查的力度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等共同制定的((2006年～2010年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方案》中明确指出：“

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强化对科学素质的测查。”2007年

常识判断部分的考题全部是法律内容，而其他常识内容融合

到其他试题之中，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试题中，言语理解与表达、定义判断等题目中涉及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运用的试题比重较比前几年有所加大

。这说明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加大了对应试者科学素质的

测查力度，是今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命题的方向，因此要想

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就要注重科学素质的积累。 3．试题的



设计更具时政性 2009年行政能力测试的试题突出地表现了与

国家大事和时政的紧密结合。如常识判断中关于“和”的理

解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相关；还有关于汶川地震、党

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内容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有关

内容，这些内容都与2008年出现的国际国内大事和时政相关

，这种特点在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部分的试题中也有

充分的体现。这就要求应试者要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和时事政

治的相关问题，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度，要有胸怀祖国和人

民群众的襟怀。 二、2010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各部分的命题

趋势 1．常识判断 常识判断试题还会对应试者的综合基本知

识进行测查，其测查的重点仍以法律常识的运用为主；在试

题的设计上会侧重对应试者是否关心国际、国内大事，是否

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是否关注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相关的

常识。 2．言语理解与表达 这一部分试题，主要测查应试者

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字材

料内涵的能力；其题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命题形式上仍

然以片段阅读和选词填空为主。但这部分试题在大框架不变

的前提下，可能会有新的题型的调整。 3．判断推理 判断推

理的题型和题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仍然包括图形判断、定义

判断、类比推理和逻辑判断四种题型，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各

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其命题趋势是越来越注重对运

用逻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从2009年考试出现的

变化看，定义判断和类比推理部分除增加科技常识和社会常

识的考查外，图形推理部分出现了标志符号推理试题，应试

者对此要引起一定的关注。 4．数量关系 数量关系部分的题

型题量基本保持不变，主要测查应试者理解、把握事物问量



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技能，其命题趋势是把这种技

能具体到了数字和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上

。强化关系分析与解决，而弱化高难度运算的命题取向，就

要求应试者不单要重视运算，而且要把对关系的理解、分析

作为运算的前提。 5．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的题型和题量将保

持2009年的试题结构不变，着重考查应试者对数据性、统计

性资料进行分析推理的能力，特别是对应试者综合理解能力

的测查会更加突出。 相关推荐：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

的命题规律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试卷构成与题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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