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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8_A7_A3_E6_c26_647281.htm 近日，备受关注

的2009年辽宁省公务员录用百考试题100test纲出炉，全省各级

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公务员考试工作拉开序幕。

据介绍，今年全省计划招录5721人，其中招录公务员4642名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1079名，招考规模和招录

人数创历年新高。 和往年相比，今年考试有何新的变化？考

试科目有哪些特点？报考后，如何进行有效的复习备考？辽

宁省2009年公务员录用百考试题100test纲有何新变化？ 王甫

银：今年辽宁省公务员录用百考试题100test纲主要有六大变

化。 变换一：录用规则有变化。2008年均按照1:2的比例确定

面试名单，而2009年则分级确定面试名单，省直机关按照1:3

比例，市级及以下机关按照1:2的比例确定。 变换二：百考试

题100test纲有变化。对于笔试公共科目，2008年没有规定省考

大纲，参照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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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est纲》，2009年则明确规定考试

范围按《2009年辽宁省公务员（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公共科

目百考试题100test纲》掌握。 变换三：试题顺序有变化。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由2008年的顺序为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

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以及资料分析，调整为常识判断、

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 变换四

：试卷题量有变化。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由去年的130道试题调

整为今年的120道试题，总题量减少了10道试题。其中，言语

理解与表达由去年的25道试题，调整为今年的30道试题；数



量关系由去年20道试题调整为今年的15道题，其中数字推理

有10道题调整为5道试题，数学运算题量10道题没有变化；判

断推理部分35道总题量不变，但是图形推理有10道题减为5道

题，类比推理由5道题增加为10道试题，定义判断与逻辑判断

各为10道试题；资料分析题由30道试题减为20道试题。常识

判断20道试题量没有变化。 变换五：部分题型有变化。言语

理解与表达由2008年单一片段阅读题型，将变成选词填空和

片段阅读两种题型。 变换六：考试内容有变化。常识判断部

分，2008年试题全部为法律类试题，2009年大纲“主要测查

应试者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

用基本知识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人

文、科技、法律等等。” 今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科目有哪些特

点？ 王甫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公共笔试科目主要为《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测试

一个人是否具备公务员必备能力要求，是一种潜能测试。《

申论》则是模拟公务员日常管理工作，贴近机关工作实际进

行命题，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

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测试，核心是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辽宁省面试主要采用结构化面试形式，侧重考

查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计划组织协调

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自我情绪控制、求职动机与

拟任职位的匹配性、举止仪表等8个方面能力。 “能力测试

”不等同于“知识测试” 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命题思路不是知

识测试，而是能力测试。尽管知识与能力有一定的联系，能

力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但是能力和知识毕竟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能力测试与知识测试的备考也存在较大差异。 知识



测试的备考主要是通过记忆、理解以及一定的运用来体现，

备考时很多人采用强记硬背的方式以及题海战术，也能取得

一定的效果。而能力测试与知识测试在备考上具有很大差异

性。能力测试备考时首先要洞穿能力测试各科目的测评要素

，按照测评要素进行准备和训练，进行有效复习，以激发报

考者最大潜能和提高相应能力。公务员录用考试为“能力测

试”，但是很多报考者将公务员录用考试当成“知识测试”

来进行复习，这是不对的。 近年来，《申论》考试的平均成

绩普遍偏低，主要根源在于很多报考者不了解申论试题“能

力测试”的特点，不了解申论最终是测查报考者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特点，将申论考试当作“写作文”来应对。很多报

考者不了解申论试题的答题要求、没有掌握分析方法、解题

思路以及相应的解题技巧。“跑题”和“不会写”是考试失

利的普遍原因。 凭您多年的经验，能否具体谈谈考生如何复

习备考？ 王甫银：对于如何具体复习行测和申论，我们认为

应当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具体来说，就是要掌握

好行测复习的“三个阶段”与申论备考的“四个环节”。 针

对行政职业测验能力测验的“能力”测试的特点，有效复习

备考应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就是要了解我省的命题

规律和特点，掌握每一个考试题型的出题方式和解题思路。

第二阶段就是加强对历年真题的分类强化训练，特别是对中

央机关和全国地历年真题进行反复训练，以达到内化解题技

巧、增强熟练程度，做到“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之目的。

报考者在分类强化时，应当做好时间规划，按照设定的时间

，逐套训练。训练结束后，应当进行必要的总结，总结出常

考知识点、重复知识点，并进行错题总结。第三阶段是“模



拟训练”，模拟训练一定要严格按照测试时间进行，实现两

个“检验”，即检验答题速度和答题准确性，并通过模拟训

练的“实战体验”，提前感受失误，及时修正完善。 《申论

》给定的资料越来越趋向于“原生态” 当前，申论考试难度

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申论试题阅读资料

的字数越来越多，增加了阅读量，且给定资料也越来越趋向

于“原生态”，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其二是申论要求越来越

灵活，使报考者审题时出现困难，掌握不好答题要求，就很

容易丢分。 首先应当苦练“内功”，掌握“变中之不变”，

“以不变应万变”。同时，把握“变化的方向”，避免“押

题”误区。其中，“变中之不变”就是指申论答题始终“不

变”的四个环节，即“如何阅读并使用给定资料”“如何进

行归纳概括”“如何进行对策建议”“如何进行论证说明”

。“变化的方向”就是指“申论要求”灵活变化的类型，如

归纳概括题，近年来考过“概括主要问题”、“概括主要内

容”、“概括种种影响”“概括某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概

括目的与意义”“写情况综述”“写摘要”等10多种类型。

把握“变化的方向”就是要求报考者一方面要了解归纳概括

题的总体要求，归纳概括的方法和写法，另一方面也要清楚

各类归纳概括题的区别和特殊要求，如“概括主要问题”与

“概括主要内容”有何区别，“情况综述”如何写等。 最后

，王甫银提醒考生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还应多关注思

考社会热点问题，并针对我省申论考试的命题规律与特点，

提前作出一定的预测，对在短时间内提高申论成绩还是大有

帮助的。 推荐： 辽宁省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专题

2009年辽宁省招录公务员考试备考策略 2009年辽宁公务员百



考试题100test纲解析 辽宁省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

目百考试题100test纲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考试专业科目百

考试题100test纲辽宁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学科）指导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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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