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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9234.htm 在2009年我国地方公

务员录用考试统一试题的试点工作中，天津、湖北、陕西三

地首度实行“联考”，真正实现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申论》从大纲到考试题目完全相同，且题型的设置及难易

度的考查等均证实了国家公务员相关管理部门为三省市统一

编制命题，而行测试题也延续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重技巧、查

能力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区分度，再次体现了“联考”命题

的“规范化”趋势，拉开了地方公务员考试改革试点的序幕

。现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言语理解与表达”为例，

来解析2010年联考试题的备考策略。 联考试题型设置与国家

公务员考试基本相同，只是难度有所降低。2010年有部分省

份可能会再次采取联考的方式，使用相同试题同时开考，针

对这种情况，华图教研中心建议考生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言语理解与表达”这一模块的备考中，将主旨概括题、

意图推断、包括代词、语句衔接作为备考的重点，而主旨概

括题更应该是重点中的重点.另外，考生在立足2009年公务员

考试真题的上述题型的同时，也应对态度观点题、细节判断

题、词语理解题、标题填入题等有所熟悉和准备，因为国家

公务员考试中态度观点题、细节判断题、词语理解题、标题

填入题都是常考的题型，既然“联考”趋向国家公务员考试

，上述4种题型就有出现得可能，况且各省市的公考中“稳中

求变”也是常有的情况。下文中华图教育秦志敏老师归纳了

言语理解与表达七类常考题型的解题技巧。 其中，1)片段阅



读中主旨概括题主要是注意两点：一是“同义”(备选答案中

基本上都有一个和原文的强调的重点照应十分紧密的)替换多

数是正确答案的标志.一是较为全面在主旨概括题中，如果有

一项或两、三项都存在片面性，而其他一个选项较为全面，

这时，全面性的答案多数是正确答案的标志(提示性信息)。

两者灵活运用，在解决主旨概括题是就可以相得益彰。 2)意

图推断题也要注意两点：一般不选简单的“同义”替换，而

要把握作者言外之意注意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词语，比如“要

”、“需要”、“应该”、“必须”等等，一般是作者潜在

观点的投射.此外，对比选项时，如果没有作者“潜在”观点

的投射的选项，其他选项又存在明显的错去，只能选择对原

文的“同义”替换项。 3)细节判断题中，考生一定要对注意

带有主观倾向性或绝对性、唯一性的词语，比如“”、“需

要”、“必须”、“必然”、“唯一”等词语等等保持高度

的敏感，否则有可能犯“概念偷换”、“数量/范围”偷换的

错误。 4)如果态度观点题比较复杂，考生要注意在语段中有

意识的区分多种观点，再对比选项确定作者的观点。 5)词语

理解题和代词指代题有一点类似都要先在语段中找到他们出

现得位置.两者还有一点不同词语理解题，一般从上下文两个

角度来推敲(特殊情况，比如要考察的词语后面正好有“冒号

”、“破折号”等标点符号进行提示，或者，要考察的“词

语”是一件事情的原因或结构，要考生对其结构或原因进行

一种推断性的选择，上述几种情况，就直接从该“词语”的

后面，或者前面，单一的方向查找、推断即可)。而代词指代

题，一般只从一个方向代词的前面查找其具体的解释即可。

6)语句衔接题，首先要明确要填的句子在语段中的位置.如果



是在语段的中间，要注意要填的句子一定不能和上下文矛盾

或重复，注意前后的衔接性。如果是在语段的末尾，则要注

意其概括性和全面性。今年来的真题中，要填的句子出现在

段中和段尾的情况比较多，考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练习。 7)

标题填入题，先要判断语段的题材如果是寓言累或故事类，

要注意其蕴含的道理性或者是其启示性.如果是其他题材，一

定要注意题目的概括性、凝练性及醒目性。 对于选词填空而

言，2009年上述三省市的考查也与国家公务员考试相似，建

议广大考生语境的量化形式(关联词、同义提换、主题词、动

词、副词、形容词、名词等)结合感情色彩、语义轻重及搭配

范围三个维度，同时注意虚词(关联词)的运用，加强实战模

拟练习才能熟能生巧，准确、快速解答。 当然，这需要考生

在做片段阅读和选词填空的模块练习过程中，每一种典型题

目、典型方法一定要掌握牢、分解透、有大量的实践和积累

做基础和前提，当多种方法同时出现时才能综合运用、快速

解答。 最后，衷心祝愿广大考生顺利实现“公考”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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