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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00test纲已经公布。虽然总体题型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可以料知这次考试的难度是要加大，以体现区分度。故

此，认真细致的备考复习是取得满意成绩的“充分必要条件

”。 虽然浙江公务员考试的难度在不断增加，但是所有题目

的类型和命题形式都万变不离其宗。根据众多考生对考题的

难易程度的把握，我们对数千名考生进行了测查，测查结果

显示：在行测的方面，有65%的考生的数量关系和失分率教

高，往往将20道数量关系题目全部放弃；有63.5%的考生对常

识判断和判断推理的把握不够准确；有48%的考生对资料分

析的畏难情绪比较大，好多学生往往没有时间看完资料，感

觉到时间十分紧迫，而材料又冗长；有24.2%的考生对言语理

解的题目的十分率比较大。在申论方面，有11 .3%的考生对申

论的答题把握准确，能够根据材料的核心，以及反映的问题

给予较优秀的回答；有45.8%的考生对申论有基本准确的把握

，对申论的答题基本规范；有32.8%的考生对申论的材料把握

不够全面和准确，在答题过程中语言不够规范；有9.3%的考

生对回答申论没有准确的定位。 由于考生的专业不同和对不

同知识层面的把握程度不同，所以会出现“闻道有先后，术

业有专攻”的现象。如在众多考生对数量关系产生畏难情绪

的时候，有少部分考生则反映，拿到考卷后最先做的就是数

量关系题。所以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就要对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有各准确的把握，针对自己的优势加以保持，尤其对于自



己的劣势要加以强化训练。根据大多考生的情况来看，行测

部分最容易拿分的是资料分析部分，其次是常识判断和言语

理解与表达，这三部分多数考生都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分数

，拉不开差距，但每年都有大量考生因为试卷将资料分析安

排在最后，考生按照顺序答题的话，如没有把握好时间，最

后就可能没时间做资料分析这部分题目，是非常可惜的。考

生应首先做这两部分题目，拿到“基本分数”。这三部分拉

不开差距，考生复习准备也相对容易，不是复习重点和难点

。行测部分的判断推理和数量关系是行测的核心和灵魂，是

最难的部分，也是考生必须攻克的难点，这两部分是考生拉

开差距的重点部分，也是复习的难点。判断推理、数量关系

、资料分析、言语理解与表达，这四部分题目的规律性较强

，题型比较明确，仔细研究这些内容拿到高分是有保障的。

申论应是和行测同样重要地位的课程，历年考生在申论方面

得分不高，普遍在40-50分左右。这和考生对申论认识不清，

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以及复习训练方法不得当有关系。针对

这一情况，考生可以做历年真题加以训练，或者是报辅导班

对自己进行指导和督促。 根据考生的知识背景、教育程度及

社会阅历等，我们将考生分成有交集的八种类型：应届考生

、社会在职考生、初试考生、经验考生、基础薄弱型考生、

基础坚实型考生、偏文科思维考生、偏理科思维考生八种类

型。其实，一个计划的跨度越大，其意义就更多的集中在“

确定目标”上，考生在给自己制定完目标后，其中具体的“

指导执行”的能力也就会随之上升。那么，我们就需要更细

小的单位来制定更细致的计划以帮助“指导执行”。 应届考

生：年龄上会比社会在职的偏小，基础知识比较坚实、记忆



力比较好、注意力也比较容易集中，由于在校经常参加考试

，所以有很丰富的应试经验，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的考

察中会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应届考生接触社会相对较

少，社会阅历缺乏，所以在申论文章写作上可能会很难联系

实际。应届考生在做申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公务员

的角色，让自己也融入其中，决不要站错队、坐错位，犯原

则性错误。所以在备考阶段考生在对基础知识的不间断的复

习积累的同时，必须要加强时政要闻的广泛涉猎、申论热点

的深入复习，做到一事一问、一事一论，更要进行大量的训

练申论文章写作训练。 社会在职考生：年龄上会偏大，基础

知识不牢固，记忆力比较差、注意力也比较难集中，由于长

期在职工作，应试能力会稍差。但是在长期接触社会和工作

当中，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一些社会现象有正确的认

识。所以在申论文章写作的练习上会很轻车熟路的，更是可

以旁征博引、引“时”据“热”将申论一论到底。所以在备

考阶段，这类考生应注重系统学习复习基础的数学、逻辑等

方面的理论知识、侧重于熟悉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历年真题的

考试形式、内容、时限等等，同时在冲刺阶段按照公务员考

试的正式考试形式进行模拟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帮助

社会在职考生减少对考试的生疏感，积累考试经验。还有对

时政要闻与申论热点要强化记忆，与此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

实际工作经历进行记忆，减少强化记忆带来的枯燥感。 初试

考生：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对公务员考试完全不

了解，对考试的形式、内容和难度没有概念，甚至对于参加

公务员都只是跟风而为，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类

考生在备考阶段必须对公务员的考试做一个全面而透彻的了



解，整体把握公务员考试的脉络。从考试考察的基本能力入

手，有的放矢的逐步了解题型设置、难度水平等公考有关信

息。做到对考试有一定认识后，着手进行历年的真题的针对

性训练，从而熟悉试题并进一步掌握自身的优势弱项，以便

对症下药，进行后面的弱项强补训练。对考试熟悉之后，在

进行专项训练，稳扎稳打、稳步提高。 经验考生：经验考生

已经参加过一次或多次公务员考试，对于公务员考试的考察

形式及内容已经非常熟悉，对于这些已经不成问题。此类考

生需要注意的就是认真总结在历次考试当中自己没有成功的

原因，正视不足和弱点。在备考阶段经验考生一定要查找出

自己失利的原因，然后强化自己的弱势。侧重的复习的是最

新的热点问题、历年来的难点问题和新的考试中的新变化、

新趋向，一定要突破旧有复习模式，广泛接触最新的考试题

型，掌握新的方法技巧。这样才不会重蹈覆辙，在新一轮的

考试当中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基础薄弱型考生：基础薄

弱的考生，首要任务就是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对数学

的基本的公式、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础常识，对于言语

理解与表达中的词的使用、病句修改、语句连贯都要认真对

待，力求尽可能多的掌握。可以参考一些内容丰富全面、难

度贴近考试、方法易懂易学、技巧新颖实用的复习资料。然

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训练，言语理解与表达的专项(词的

使用、病句修改、语句连贯、阅读理解)数量关系的专项(数

字推理、数学运算)判断推理专项(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

比推理、逻辑判断)，在训练中加固基础知识的掌握，多做多

练必能熟能生巧。 基础坚实型考生：对于基础比较坚实的考

生，在对基础知识做到“温故知新”的基础上，一定要针对



最新的公考真题进行大量的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寻找做题

的捷径、技巧和方法，或借鉴一些复习资料。力求能够在做

准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答题速度，从而做到快速、准确的答

题。在基础好的情况下，制定的计划的针对性一定要强。首

先划分科目的时间及完成时间，作好计划从针对性练习题目

，到汇总模拟考试，计算时间从历届申论考试，揣测出题方

向和淘汰已考题目。 偏文科思维考生：偏文科思维的考生对

于纯理论化、理性化的问题，如数量关系、判断推理等部分

上可能会稍弱。而在感性化的问题，如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

上存在优势。所以应该注意加强对数学、逻辑等基础知识的

学习，同时注重归纳总结，在面对行测考试题目时尽量做到

理性思考。在申论文章的写作上，一定要注意题目设置资料

的运用，在感性的基础上加强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过于主

观臆断。 偏理科思维考生：偏理科思维的考生在言语理解与

表达上可能会稍弱，所以应该多多加强语言能力的表达的训

练，审论文章的写作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一定要注意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处理问题应该灵活多变。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100test公务员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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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