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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1_9F_c26_648225.htm 2010年江苏省公务员即将到来，

在最后10多天的复习备考中，考生要集中精力复习公务员考

试的各项内容，可谓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为了使考生高效

地复习，专家为考生提供详尽、全面、有针对性的考前辅导

。专家针对行测考试中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为考生进行专业

地辅导。 一．江苏省公务员考试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题型题

量分布 2010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言语理解与表达考试主要测

试应试人员运用语言文字交流和思考、迅速而又准确地理解

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 江苏省近三年公务员考试言语理解部

分的总题量稳定在15道题左右。江苏省常考的题型为片段阅

读和文章阅读。这一点，考生应尤为重视，在复习备考中也

应重点加强对这两种题型的训练。下面专家专门针对这两种

题型进行重点分析，以助考生对此类题型做到心中有数。 二

、题型概况及备考策略介绍 （一）片段阅读 ★题型概况 片段

阅读是江苏省历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

的必考题型。在片段阅读理解测验中，每道题都包含一段文

字资料，在文字资料后面有一个不完整的陈述，要求应试者

从所提供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来完成这一陈述。 通过分析

历年江苏省公务员考试言语理解部分，江苏省片段阅读测试

部分的常见题型有： 题型一：概括主旨型 这种类型要求考生

概括所给文字资料的主旨、中心思想、主要内容等，概括要

求准确、全面。在考试中常见的提问方式有：“这段文字讨

论的问题是”、“这段文字主要说明的是”、“下列说法准



确概括文章的是”、“这段文字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下

列说法准确概括文章的是”“这段文字主要说明的是”等。 

题型二：细节理解型 细节理解题要求考生根据题中已给的材

料信息推断出与文意相符或不符的结果，其常见的提问方式

有：“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是”、“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

是”、“下列说法不符合文章的是”等等。 题型三：理解词

意、句意型 这种题型一般集中在对文中所出现的关键词（如

重点名词、动词、代词）以及关键句的理解上，这些词汇、

句子往往不仅是本身的字面含义，而且还被短文整体语境赋

予了一定的引申意义，且因为上下文关系，逻辑含义也表现

得非常重要。其常见的提问方式如：“文中所谓“禀赋”、

指的是”、“对‘中国彩电行业正在山坡上’这一比喻理解

正确的是”等。 ★片段阅读的解题策略 专家认为，在解答阅

读片段的过程中，应试者应充分运用自己的言语知识和经验

，根据有关材料的语法、语义及修辞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一定

的分析、综合、推理与判断。这就要求应试者在阅读片段材

料的过程中，能准确掌握关键词语、关键句子，以提高对材

料的概括能力，把握材料作者的写作动机。现介绍几种常见

的解题技巧以供考生参考： 1.关键信息提示法 有些词、短语

、句子虽然不能指明文段的重点，但是对理解文段中心有着

重要的提示作用，比如：“甚至可以说”、“但值得⋯⋯”

、“更重要的是”等等。专家提醒考生在遇到类似信息时一

定要倍加重视。 2.排除法 排除法的关键在于分析选项，由选

项本身的正误来确定正确答案，此方法在分析题干仍得不出

相应结论的情况下适用。一般来说，考生在利用排除法解题

时，可遵循以下几种原则： 第一，不合常识不选 第二，表述



太绝对或以偏概全的不选 第三，无中生有的不选 第四，混淆

是非的不选 （二）文章阅读 ★题型概况 文章阅读这种题型主

要考查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分析历年江苏

省公务员考试真题，我们可以看出本部分有一篇文章，共5个

题，主要以科技类文章为主，以社科类文章为辅，主要形式

是给出一篇500-700字的综合性资料，后面给出几个问题，在

备选答案中进行选择。 ★文章阅读的解题策略 总体来说，文

章阅读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题目，融合了选词填空、片段阅

读、语句表达等全部题型，阅读量大，难度也大。因此，考

生要对这种题型加以重视，多加练习，加强文章的阅读训练

，同时注意时间的分配和掌握一定阅读技巧。先介绍几种常

见的解题方法以供考生参考： 1.把握考题干扰设置方法 （1）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即所设置的选项不是从全文主旨去理

解内容，而是背离主旨，抽取只言片语，组合成貌似正确的

理解，误导考生做出错误选择。 （2）混淆范围。命题者常

夸大的是事物的范围、作用、程度，或者任意扩大概念外延

等，引诱考生落人圈套。 （3）以偏概全。把其中一方面或

一部分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说成是所有同类事物所具有的特点

。 （4）张冠李戴。这种干扰项常常把甲的发明说成是乙的

发明，或者把甲的特点说成是乙的特点。 （5）因果颠倒。

即把因说成果，或把果说成因。 （6）无中生有。即原文中

本无此意，而凭空捏造出这种说法。 (7)偷换概念。这种选项

乍看与原文的说法一样，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实际上二者并

不是一回事。 此外，还有偶然、必然有意混淆，已然、未然

有意混淆，衍生他意，错误整合等都是常见的设置方法。 2.

借助语法常识掌握文章内容 (1)根据上下文，确认指代词的含



义。 常用的指代词如“这”、“那”、“它”、“此”等，

作者为了行文简洁，常用这些代词替代文中的各种信息、观

点、例证等，依据语境选取最接近代词的句子或内容，确认

每一个代词的含义，并弄清不同代词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

认定文章的说明对象和说明观点。 （2）注意文章中的关联

词、副词、否定词等。这些类型的词语对理解文章中的长句

有很重要的作用。 3.选项原文对比 文章阅读的材料以科技文

为主，而这类文章中所含有的专业性词语较多，考生在短时

间内往往无法将整篇文章读懂。在这种情况下，可在初步浏

览文章的基础上，不妨直接用选项对照原文的方法来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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