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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国联考职测考情手册

一、考情说明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是针对事业单位管理岗位、人文社科类专业技术岗位、自然科学

类专业技术岗等岗位共同设置的一门考试科目。其中，不同岗位的内容设置有所不同，涵盖

了与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类似的模块，但也有自身特色，详情如下：

A类 B类 C类

常识判断 常识判断 常识判断

言语理解与表达 言语运用 言语理解与表达

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

数量关系
数量分析

（数学运算+资料分析）
综合分析

（数学方法+策略制定+资料

分析+实验设计）资料分析
综合分析

（篇章阅读）

不难发现，C类考生要注意掌握策略制定和实验设计这两种新出现的特殊题型。那么究

竟每个模块考查侧重什么，如何备考复习，我们一起来看。

（一）常识判断

常识判断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基

本能力，重点测查综合管理基本素质，涉及国情、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方面。

常识判断题型考生并不陌生，作为公务员考试中的常规模块，常识判断这种考查形式已

经被考生普遍接受。在事业单位《职业能力测验》中，常识判断呈现出了不同特点。

第一，ABC三类考查范围不同。常识判断考查的主要知识内容包括：国情、政治、经

济、文化、法律、科技等方面，A类各知识模块题量分布较均匀，B类侧重考查历史人文知

识，C类侧重考查科技知识。以每年考试题目为例，各知识点题量分布图如下：

模块/年
份

2017年 2018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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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1 0 0 - - - 0 0 0 2 1 1
法律 5 5 1 - - - 5 8 1 5 4 2
经济 0 0 0 - - - 0 0 0 0 0 0
管理 1 0 0 - - - 2 0 0 0 0 0

历史人文 5 12 3 - - - 4 7 1 5 13 1
科技地理 8 8 16 - - - 9 10 18 8 7 16

总计 20 25 20 - - - 20 25 20 20 25 20

模块/年份

2019年 2020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政治 0 0 0 6 4 6 5 0 3 3
法律 4 4 2 2 1 1 3 3 1 3
经济 0 0 0 0 0 0 0 0 0 0
管理 0 0 0 0 0 0 0 0 0 0

历史人文 5 11 0 5 8 3 5 13 3 7
科技地理 11 10 18 7 7 10 7 9 13 7

总计 20 25 20 20 20 20 20 25 20 20

模块/年份

2021年 2022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A类 B类 C类

政治 6 5 3 6 4 4 5 3 4 7 3 5

法律 2 2 1 1 1 1 1 2 1 3 3 4

经济 0 0 0 1 1 0 1 1 1 0 0 0

管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历史人文 4 7 1 4 8 1 2 4 0 1 3 1

科技地理 8 6 15 8 6 14 11 10 14 9 11 10

总计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注：2017 年下半年缺 ABC 三类试题，2020 年下半年缺 BC 类试题。

这里的政治主要涉及时事政治热点，尤其是党政时事；法律主要涉及的是宪法、民法、

刑法、行政法，尤其是新法和热门法条是重点考试对象；经济主要涉及与社会经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名词；历史人文以中国古代历史、传统文化为主要考查对象，但

对世界历史影响较大的事件也是考试重点；科技地理涉及到物理、化学、生物知识，以及自

然、人文地理等。整体来看，事业单位联考常识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和科技题目并重的特点。

尤其是科技的题目，占比越来越大，可以独占一半的题量。

第二，题目总量不同。A类 C 类试卷常识判断为 20题，B类常识判断一般为 2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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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2021年上下半年也出现了考 20题的情况。2022年同样延续了 B类 20题的

出题模式。

第三，考查更加深入、细致。事业单位联考常识判断在考点分布上更加广泛，考查题目

侧重细节，更具专业性，很多内容不满足于知识表面的考查，考生不仅要知其然，且要知其

所以有然。因此，对考生复习的要求也更高。

常识判断部分知识覆盖范围广，备考时间有限。考生在备考时应对每个学科的知识进行

体系化整理，将重点知识串成一条线；同时要积极调动回顾已有知识，注重强调理解和记忆

重点知识，并配合习题学习。在复习过程中，逐步提高分析知识点、分析题干的能力，从而

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二）言语理解与表达篇

言语理解与表达（以下简称言语）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进

行思考和交流的能力，包括理解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材料主旨，把握主要信息及重要

细节，准确和得体地遣词用字、表达观点等。常见题型有逻辑填空、阅读理解、语句表达等。

职测 A类考试中言语共计 25道题，其中逻辑填空 15 道，阅读理解 5 道，语句表达 5

道。职测 B类考试中言语部分从 2016年开始在 30—40道题中变化，其中逻辑填空 10道左

右，与国考中篇章阅读题型一致的“综合分析”题型 10—15道左右，这一部分主要测查应

试人员迅速、准确地对大量的文字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能力，主要包括对信息的挖掘、获取

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评判能力等，常见题型有主旨概括、细节理解、语段衔接等。

剩下的是阅读理解与语句表达各占一半，各题型历年分布相对稳定。职测 C类考试中言语

共计 25道，其中逻辑填空 15道，语句表达 4-6 道，阅读理解部分 4-6道，常考的有主旨概

括、意图判断与细节理解，偶尔会有标题选择题。

职测言语部分的难度并不比公务员国省考的低，建议各位考生稳打稳扎、系统复习。

类

别

年份

（2019-2022）

阅读理解 语句表达
逻

辑

填

空

综

合

分

析

合

计

主

旨

概

括

意

图

判

断

标

题

选

择

态

度

理

解

细

节

理

解

词

句

理

解

合

计

语

句

填

空

下

文

推

断

语

句

排

序

合

计

A
类

19下 3 2 0 0 1 0 6 2 1 1 4 15 0 25
20上 2 6 0 0 0 0 8 0 0 2 2 15 0 25
20下 3 1 1 0 0 0 5 2 1 2 5 15 0 25
21上 1 2 0 0 2 0 5 2 1 2 5 15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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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 0 5 0 0 1 0 6 1 1 2 4 15 0 25
22上 0 2 1 0 3 0 6 1 1 2 4 15 0 25
22下 3 2 1 0 1 0 7 1 0 2 3 15 0 25

B
类

19下 2 3 0 0 1 0 6 3 1 0 4 15 10 35
20上 1 2 0 0 0 0 3 3 0 4 7 10 10 30
21上 1 1 1 0 1 0 4 2 1 3 6 10 10 30
21下 0 2 1 0 1 0 4 2 1 3 6 10 10 30
22上 0 2 1 0 1 0 4 2 1 3 6 15 0 25
22下 3 2 2 0 2 0 9 2 1 3 6 10 0 25

C
类

19下 2 2 0 0 1 0 5 3 1 1 5 15 0 25
20上 3 3 0 0 0 0 6 2 0 2 4 15 0 25
21上 0 2 2 0 2 0 6 1 1 2 4 15 0 25
21下 1 5 0 0 2 0 8 1 0 1 2 15 0 25
22上 0 1 1 0 5 0 7 2 0 1 3 15 0 25
22下 1 2 1 0 2 0 6 1 1 2 4 15 0 25

注：20 年下半年没考 BC 类

（三）数量关系及资料分析

公共科目《职业能力倾向测验》ABC 三类都含有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部分。虽然这三

类考查的角度不同，但总体可概括为：

数量关系——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能力，

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运算、分析、推理、判断等。结合事业单位历年考题目分析，数量关系

部分在职测 A类中考 5道题，职测 B类 5道题，职测 C类 5道题，整体考查难度与公务员

考试相差不大，但具体考情略有不同，近几年事业单位联考重点考查方程问题、工程问题、

经济利润、概率问题、趣味杂题，而几何问题、溶液问题、容斥原理、最值问题考查频率较

低。

资料分析——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表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

力，这部分内容通常由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在资料分析方面，考查的题型

主要分为如下四类：信息查找类、计算类、综合分析类和图表转换类。

根据以往经验，资料分析部分在职测 A类中考 15道题，职测 B类考 10道题，职测 C

类考 10题，其中基期量计算、增量计算、比重相关、平均数倍数等计算类题型，及综合分

析类题型，依旧是考查重点。但需要注意不同考试类别题型会有差异，如简单运算、基期现

期、增长率这几个模块在 A类当中有所考查，而在 B、C 类当中相对较少，各位考生在备

考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所报岗位类型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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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题型和知识点分布如下表：

2019 年—2022 年事业单位联考数量关系题型、题量分布

类别 A类 B类 C类

年份
19
下

20
上

20
下

21
上

22
上

22
下

19
下

20
上

21
上

22
上

22
下

19
下

20
上

21
上

22
上

22
下

约数

倍数

问题

1 1

工程

问题
1 1

溶液

问题
1

行程

问题
1 1 1 1 1 1 1 1 1

经济

利润
2 1 1 1 1 1 1

容斥

原理
1 1 2

排列

组合
1 1 1 1 1

概率

问题
1 1 1 1 1 1

最值

问题
1 1 1 1 2 1

几何

问题
1 1 2 2 1

趣味

杂题
1 1 1 1 1 1 1 1

基础

计算
1 1 1 1 2 2 2 1 3 1 1 1 3 1

合计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2019 年—2022 年事业单位联考资料分析题型、题量分布

类别 A类 B类 C类

年份 19 20 20 21 22 22 19 20 21 22 22 19 20 21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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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上 下

简单

计算
1 1 2 1 1 1 1 1 1

基期

量相

关

1 1 2 5 1 1 1 4 2 1 3

现期

量相

关

1 1 1 1 1 1 1

增长

率计

算

2 2 1 1 2 2 2 1 1 1 2 1 1

增长

率比

较

1 3 1 1 1 1 1 2 1

增长

量计

算

1 1 1 1 3 1 3

增长

量比

较

1 1 1

现期

比重
2 1 2 3 1 2 2 3 1 2 1 1 2 1 1

基期

比重
1 1

两期

比重
2 1 1 1

平均

数
1 4 1 1 1 2 2 1 1 1 1 1 1

倍数 1 2 2 1 2 1 2 1 1

杂糅

类
1 1 2 1 1 1

综合

分析
4 3 4 2 3 1 3 2 2 2 1 3 2 1 2 1

合计 15 15 15 15 15 1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注：20 年下半年没考 B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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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模块是事业单位笔试公共科目《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中的重点得分模块，该模

块技巧性强，对考生而言发挥稳定性有保障。然而，要想在该模块取得理想成绩，离不开考

生对“判断推理”解题技巧的理解和考生的实战应试技能。

事业单位联考 ABC四类中“判断推理”这一部分考查的内容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

同的是考查的四大题型是一致的，主要有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以及逻辑判断四大

模块。不同的是题量有所区别，ABC类判断推理总题量在 25-35题左右，从 2015年至 2019

年事业单位联考中 A、B、C类“判断推理”的总题量以及各模块题量是一致的。考生必须

熟悉每一类别考试的考情，备考才能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

2019 年—2021 年事业单位联考判断推理题型、题量分布

类别 A类 B类 C类

年份
19
下

20
上

20
下

21
上

22
上

22
下

19
下

20
上

21
上

22
上

22
下

19
下

20
上

21
上

22
上

22
下

图

形

推

理

位置 0 2 0 1 1 3 1 3 0 2 2 0 0 0 1

样式 1 0 1 0 0 1 0 1 1 2 0 0

属性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功能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数量 3 1 2 2 2 1 2 1 3 2 1 2 0 0 1

其他

类
0 0 0 0 0 0 0 0 0 0 0

立体

类
0 1 1 1 1 1 0 0 0 1 5 5 5 3

总计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逻

辑

判

断

翻译

推理
1 0 0 1 1 1 0 4 1 1 1 0 4

分析

推理
0 2 3 1 1 1 0 2 0 1 0 0 0 2 3

平行

结构
1

正误

评价
0 0 0 0 3 1 0 0 0 4 2 0 0 0 2

日常

与解

释

0 0 1 0 0 0 0 0 0 0

加强 4 6 3 3 4 5 4 6 2 3 4 4 7 3 4 5

削弱 5 2 3 5 1 2 5 2 4 2 2 5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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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定义判断 10 10 10 10 10 10 10 5 10 10 10 5 5 5 5 5

类比推理 10 10 10 10 10 10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总计 35 35 35 35 30 25 35 35 35 30 30 30 30 30

（五）特殊题型

1. 策略制定

策略制定是自 2015年以来，全国部分事业单位统考中 C类考试“综合分析”模块中出

现的新题型。策略制定类题目和数量关系中的一部分知识点以及统筹思想是异曲同工的。策

略制定主要考查考生的信息梳理能力、统筹规划能力和极端思维能力。策略制定常见的题型

包括五种：经济统筹、工程效率、过桥打水、物资运输、分析推理五种模型。

2019年-2021年事业单位联考策略制定题型、题量分布

时间 题量 主题

2019下半年 3篇 5题 经济利润+工程问题

2020上半年 2篇 5题 经济利润+工程问题

2021上半年 1篇 5题 分析推理题

2021年下半年 1篇 5题 工程问题

2022年上半年 1篇 5题 经济统筹问题

2022年下半年 1篇 5题 分析推理题

策略制定题目是事业单位笔试公共科目《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中非常重要的模块。在事

业单位 C类综合分析模块 20题中，策略制定考查 5题，基本趋于稳定。由于策略制定限定

条件多，并且通常要进行统筹规划，学员理解比较难，所以是一个难点。

策略制定是研究人力、物力的合理利用，使其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和效率。策略制定包

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省钱方案、工作分配、场地设置、物资调运、对策、实验、排队

等。每类问题都有固定的解题思想，但是无论题目如何变化都离不开统筹规划这种源自生

活实际的基本思想和原理，这也是考生需要理解和掌握的。

2. 实验设计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C类）》是针对事业单位自然科学类专业技术岗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而设置的考试科目，实验设计是自 2015年以来，仅在职测 C类考卷“综合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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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新题型，它主要测查应试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能力：

1. 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运用逻辑方法，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现象、数据、问题和观点等

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论证；

2. 数据加工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信息和数据进行识别、收集、分析和评价，

并将数据处理结果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实验设计就是其中的一类题型，具体的题量分布如下：

2019年-2021年实验设计题量统计表

时间 题量 主题

2019下半年 5题 物理和生物实验

2020上半年 5题 化学和物理实验

2021上半年 5题 生物和物理实验

2021下半年 5题 物理实验

2022上半年 5题 生物实验和化学实验

2022年下半年 5题 生物实验

考生在复习实验设计时，要注意积累一些实验案例，把握初高中生物、物理、化学等

实验课程内容，同时多留意自然科学类网站，了解最新科学进展等。

二、备考技巧——言语理解与表达篇

言语理解与表达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进行思考和交流的能

力，包括理解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材料主旨，把握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准确和得体

地遣词用字、表达观点。在笔试中考查的题型有阅读理解、语句表达、选词填空。言语理解

与表达，考试题型多，阅读量大，要求考生熟悉每个题型考点，迅速准确地找到有效信息进

行同义替换。

（一）题目详解

1. 主旨概括找中心

（1）口诀点拨：概括文段本意，即文段中的中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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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别标志：主要、主旨、主题、核心、中心、概括、强调、表明、复述等。

（3）解题技巧：

行文脉络分层次：总分总、分总、总分、分总分、分分。

关联词语找重点：递进、转折、并列、因果、必要条件。

【例】在中国文化的冲击下，佛教必须要适应我国现实情况才能立足，所以它会做出一

些伪装，以求得认同。其中早期佛教书籍中有些特别强调“孝”，这就是对原文含义的歪曲

来适应中国纲纪色彩文化要求的表现之一。

这段话的主旨是（ ）。

A. 佛教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宗教

B. “孝”是佛教书籍发展过程中延伸出来的要义之一

C. 传统文化的力量迫使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进行了变通

D.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答案】C

【解析】通读文段可知，文段为总分结构。文段第一句指出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冲击下，

为了在我国立足做了一些改变，是这个文段的观点句。第二句是以“孝”在佛教中的解读为

例子，来说明佛教为适应中国纲纪文化的表现，也就是是证明第一句话的论据。总分结构，

总观点句是重点，结合选项可知，C选项中的“迫使”与“必须”对应，是最接近文段观点

句的同义替换，正确。A选项关于佛教的适应性的强弱问题，文段没提及，排除。B选项是

例子中的内容，不是主旨，排除。D选项提及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问题，与观点句意

思不符合，排除。

2. 意图判断多主旨

（1）口诀点拨：判断作者的意图、目的，可以意在言外，也可意在言内。提醒小伙伴

们，在近年来的考试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意在言内，即同主旨概括题。

（2）判别标志：意在、想、知道等。

【例】为了提高案件解决的效率，全国至少已有半数以上省份的法院引入了人工智能，

比如五分钟生成一份法律文书，对简易案件的迅速裁决等等，它们正逐渐参与法官办案的流

程。那么，机器人能不能成为合格的法官呢？现在说还为时尚早，或者说法官并没有那么好

做，很多法官不仅读得了万卷书，还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以应对未知情况，毕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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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办案不仅仅是一个相关法律条文积累、筛选的过程，还需要法官大量的说理和逻辑来推动。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 年轻的“人工智能”成为合格法官的路还很长

B. 未来，人工智能只能在人的引导下做好辅助性工作

C. 人工智能不受主观情感影响，对案件更能做到“一视同仁”

D. 人工智能审判系统能够通过智能分析给法官提供参考，防止人工疏忽导致的错误

【答案】A

【解析】意图题先找文段的主旨，文段的结构是分总分，背景铺垫——以设问的方式提

出观点——解释说明。主旨句的意思是，机器人能不能成为合格的法官现在说还为时尚早。

对应 4个选项，A项是主旨句的同义替换。B项，是易错项，但是文段意思主要说的人工智

能能不能做法官的工作，而不是辅助线的工作，排除。C项是说人工智能在断案过程中的优

势，文章没提及，排除。D项是说人工智能在断案过程中的可以起的辅助作用，文段没提及，

排除。因此，正确选项是 A项。

3. 标题填入三要素

（1）口诀点拨：准确、简练、有吸引力。

（2）解题思路：新闻优先看导语，议论文找论点，说明文查找说明对象。

【例】不要小看了买菜做饭刷锅洗碗这些琐碎家务，调查结果显示，夫妻在家务分工上

的分歧是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因家务分配不公而生的心理压

力会逐渐增加，而男性则相对保持稳定。研究者还发现，未能在家务分工上达成共识常常会

令女性觉得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劣势，从而情绪紧张。而对于男性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做多少

家务，而是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是否高出配偶。当收入低于女方时，做家务常常会触发男性

的羞耻及抵触心理。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

A. 家务非小事 B. 家庭分工的学问

C. 生活的调节剂——家务 D. 多做家务益处多

【答案】A

【解析】文段首先提出家务不能小看，之后都在陈述如果家务分配不公会产生的消极影

响。整段都在围绕“家务”这个话题来陈述，而且陈述家务的重要影响，所以依据话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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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对应选择 A项。

4. 态度观点有和无

（1）口诀点拨：有观点和无观点。

（2）题型分类：

明确观点：我认为/觉得/希望、在我看来、依我看、XX认为、XX说等。

隐含观点：观点暗含在字里行间。

无观点：单纯客观描述未进行主观性评价，或仅说明他人观点未提及提问者看法。

杂糅观点：对某一问题有明确观点，对另一问题没有明确观点。

【例】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月 1日在瑞士达沃斯落下帷幕，出席论坛的经济专家们普遍

认为，全球经济下滑尚未触底。

这句话告诉我们，出席世界论坛年会的经济专家（ ）

A. 认为全球经济出现了下滑

B. 认为全球经济仍有继续下滑的趋势

C. 对全球经济下滑问题达成了共识

D. 对全球经济下滑的研究没有尽头

【答案】B

【解析】对于经济学家认为的“全球经济下滑尚未触底”，解题的关键在于对“尚未触

底”一词的理解，“尚未触底”意为还没有达到底线，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B项意思与此

相符。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5. 细节理解找对应

（1）口诀点拨：将选项与原文做一一对应，找出正确答案。

（2）判别标志：下列说法中正确/不正确/错误、符合/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根据上文可

以/不能得出。

（3）重要考点：

①偷换数量：易扩大——所有、都、全部；易缩小——没有、无、唯一。

②偷换语气：不确定——几乎、也许；确定——绝对、总是。

③偷换概念：省略对象修饰语；更换对象。

④偷换逻辑：偷换并列关系；必要、充分条件混淆；颠倒因果或强加因果；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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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偷换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偷换表达。

⑥无中生有：无关选项。

【例】面对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广，质量安全的未知风险、人为风险、衍生风险交织共

存的复杂情况，严管食品安全，必须构筑全方位、立体式的监控网络，尤其要完善将食品药

品安全风险布控于未始，消灭于萌芽的预警与“发现”机制，布下安全监管的“千里眼“、”

顺风耳“。这就要求以科技创新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充分发挥科学仪器和信息科技

的协同创新优势，大力推动快速检测仪器的研制和产业化，构筑人防、技防、物防等综合发

力的群防群治格局。

对这段话理解恰当的一项是（ ）。

A. 法规制度是严管食品药品的监管依据和执法利器

B. 严管食品药品安全重在完善监管体制机制

C. 必须强化地方政府对食品药品安全负总责的责任体系

D. 严管食品药品安全，是为人民健康把关的迫切需要

【答案】B

【解析】文段整段都在强调严管食品安全要“构筑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式的监控网络”，

要“构筑人防、技防、物防等综合发力的群防群治格局”，即要把监管工作做得全面。对应

选项，B项表述最贴近，所以选择 B项。

6. 下文推断多段尾

（1）口诀点拨：结合文段，多围绕尾句话题衔接。

（2）陷阱选项：前文出现过的内容，一般不会接着论述。

【例】我们知道，各种物质都有气体、液体、固体三种状态。在适当的温度和压力下，

这三种状态可以相互转化。但是，如果温度超过 374°C，那么无论把压力增加到多大，水

蒸气也无法变成水。如果压力足够高的话，它的密度会大大高于气体而接近水的密度。这样

的状态与气体、液体、固体都不同，被称为物质的第四种状态---超临界态，而 374°C被确

定为“超临界温度”。处于超临界状态的物质，就被称为“超临界流体”。

这段文字之后作者最有可能说明的是（ ）

A. 物质达到第四种状态的化学途径

B. 哪些物质不会进入“超临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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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超临界流体”的性质及相关特点

D. “超临界温度”对物质形态的影响

【知识点】下文推断

【答案】C

【解析】根据话题一致原则，上文尾句重点阐述的是“超临界流体”的概念，接下来也

应该围绕“超临界流体”展开说明，因此答案为 C。

7. 语句衔接多前后

（1）口诀点拨：所要填入的句子内容多根据横线前后句子得出答案。

（2）解题思路：首选形式——关联词语/句式一致。

兼顾内容——话题一致/前后呼应。

【例】在校园里结缘的友谊之所以显得那么纯粹感人，________________，只是单纯地

悲伤与快乐，完全不在乎对方的家世背景，也不琢磨对方是否会成为日后的资源。这些在懵

懂彷徨中一起走过的同学、老友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无论多久没见，只要相视一笑就会让

人立刻回到过去，不设防，不计算，不演不装，以诚相待。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

A. 其实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情感回归和慰藉

B. 是因为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感情特别牢固

C. 因而我们毫不怀疑真挚的友谊可以净化心灵

D. 是因为那个年龄未被成人世界的功利所裹挟

【答案】D

【解析】由前文的“之所以”，可排除 C；根据前后呼应的思路，可知横线处既要照应

前文的为什么纯粹感人，又要呼应后文的“单纯地悲伤与快乐，完全不在乎对方的家世背景，

也不琢磨对方是否会成为日后的资源”，所以答案为 D。

8. 排序优先首尾句

（1）口诀点拨：可根据首尾句原则，快速猜定答案，再进行验证。

（2）首尾特征：

首句：观点援引、背景铺垫、设问、下定义。

尾句：总结性词汇（因此、所以、因而、总之、可见、最终、终于、综上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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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题思路：

从选项入手——确定首句/尾句——多数留存。

回原文分析——查找捆绑项——通过关联词语/时间顺序/空间顺序/话题一致。

【例】①在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发现和出土的大量石斧、石制矛头、箭头和其他石制

工具以及用树干造出的独木舟便是遗证

②陆地上的积冰融化后，很快就出现了苔藓、地衣和细草，这些冻土原始植物引来了驯

鹿等动物

③又常年受着从西面和西南面刮来的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很适合生物的生长

④动物又吸引居住在中欧的猎人在夏天来到北欧狩猎

⑤北欧虽说处于高纬度地区，但这一带正是北大西洋暖流流经的地方

⑥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8000年到公元前 6000年的中石器时代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

A. ⑥⑤③②④①

B. ⑥②④①⑤③

C. ⑤③②④⑥①

D. ⑤②③④①⑥

【答案】C

【解析】先观察选项，比较⑤⑥句哪一句更适合做首句。⑥中的“这”为指示代词，一

般指代前文出现的主体，不适合作为发语词，因此予以排除。而⑤具有发语词的特点，因此

排除 A、B选项。再观察各句的连贯性，③说北欧“很适合生物的生长”，②说到了“苔藓、

地衣和细草”等植物，然后又说“这些冻土原始植物引来了驯鹿等动物”，④说“动物又吸

引居住在中欧的猎人在夏天来到北欧狩猎”，这三句在逻辑上紧密相关，故③②④应依序连

在一起。⑥中“这”指代前面一系列发展过程。最后①用出土的实物来加以佐证。因此，本

题答案为 C选项。

9. 逻辑填空有方法

第一，词义辨析法

（1）词义轻重：意义相近词中，程度深浅、性质轻重有所不同。

（2）词义侧重：辨析侧重看组成相似词语中不同的字，用不同的字重组词汇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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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情色彩：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

（4）语体色彩：书面语/口语。

第二，语境分析法

（1）逻辑关系：递进、转折、并列、因果等。

（2）语义关系：解释说明、归纳总结、照应关系。

【例】为了迎接全运会，青年志愿者队伍（ ），准备大显身手。

A.摩拳擦掌

B.粉墨登场

C.走马上任

D.抛头露面

【答案】A

【解析】“摩拳擦掌”形容战斗或劳动之前，人们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样子。文段形

容青年志愿者在全运会前准备大显身手，符合语境。“粉墨登场”原指演员化妆上台演戏。

现比喻坏人经过一番打扮，登上政治舞台。“走马上任”旧指官吏到任。现比喻接任某项工

作。“抛头露面”原指妇女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现指公开露面。均不符合语境。故本题选

A。

（二）技巧直击

技法 1. 主体排除法

【找主体】

1. 重点句强调的词往往是文段的主体；

2. 文段高频词往往是主体；

3. 专业词汇往往是主体。

【应用】选项主体与文段陈述主体不一致的排除

技法 2 表达倾向法

【标志】

词汇：（1）积极倾向性：各种褒义词

（2）消极倾向性



好老师 好课程 好服务

18

各种贬义词：从表面上看、好像、所谓、看似、似乎、看上去、听起来等

【用法】正确选项的倾向性要与原文（主旨句）保持一致。

技法 3 反面论证法

【作用】从反面强调正面观点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标志】否则、不然、如果不、如果没有

【应用】①否则、不然：略看，重点为正面观点

②如果不、如果没有：反推出正面观点

（三）备考建议

言语模块这部分的题型包括主旨概括、意图判断、标题添加、态度观点、细节理解、词

句理解，题型类别较多，但是主旨概括、意图判断和细节理解题是广大考生复习的重点，其

中以主旨概括为重中之重，因此建议考生熟练掌握快速找文段主旨的方法。

语句表达部分主要是考查学员对文段整体脉络的把握，侧重考察考生对文段话题的准确

判断、句子之间关联性强弱的把握。考查难度较大，考生需要多加练习和思考，锤炼思维，

养成做这类题型的正确思路。

选词填空部分对于考生实词和成语方面的运用要求比较高，也是考生容易丢分的题，建

议考生平时多积累，做题的时候多借助语境提示词解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其实可以看出言语理解复习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突出重

点，合理分配；第二，方法与积累并重。

针对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把言语的复习分为三个阶段：

1. 基础阶段：言语理解与表达基础不仅仅是言语这个模块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更是

整个考试的基础，对于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不仅贯穿考试始终，而且对写作、面试都有

牵引作用。所以，这一阶段是重中之重。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主旨题和意图题，这是阅读理

解的核心。其次，阅读理解题目所占比重也大，应重点练习。其余选考题目 1天一个模块，

掌握方法就好。当然在每天的复习过程中至少应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提高自己的阅读能

力，同时加强成语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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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化阶段：分模块做题。按照选词填空、语句表达、阅读理解三个模块来区分，分

别练习。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难题和易错题。所以在做题时，应该有所标注，哪些技巧和

方法是自己难以掌握的，哪些是容易出错的，都应该标记出来，方便纠错和强化。通过一阶

段的复习，对言语有个整体把握，对自己不熟悉的模块进行突破，重点应放在必考题型。

3. 冲刺阶段：通过做套题来适应考场环境，进一步巩固之前所学知识。提高自己阅读

效率和速度。每天合理安排 1—2小时作为复习言语的时间。在这一阶段，还建议考生做一

定量的模拟题，以模拟真实考场的形式对复习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检测。这样，一方面可以查

漏补缺，弥补知识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让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分配每个模块的答题时

间，以便在考场上随时调整自己的答题顺序。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平常心对待。

三、备考技巧——判断推理篇

判断推理是必考题型，主要包括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和逻辑判断。该部分题

目主要考察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题型多变，具有较强的技巧性。考生在备考时如能掌握一

些行之有效的技巧，学习就能事半功倍。

（一）图形推理

1. 解题关键

（1）规律类：

从构成元素入手

杂乱——找共性——先看数量，再看属性

相似——样式类——先看运算，再看遍历

相同——位置类——平移、旋转、翻转

（2）位置类：

平移：先方向，后步数

旋转：先方向，后角度

翻转：方向

图形静态位置：相离、相切、相交、内含；上下、左右、内外；

（3）样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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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元素遍历，缺啥补啥

运算：加、减、同、异、黑白叠加

（4）属性类：

对称、曲直、开闭

（5）数量类：

①数什么：

“点”的要素，主要包括：顶点、交点、切点、出头点

“线”的要素，主要包括：直线、曲线、图形笔画

“角”的要素，主要包括：直角、钝角、锐角，内角、外角

“面”的含义，封闭空间的个数

“素”的含义，种类、个数、部分数

②怎么数：面素线点角

③数完后什么规律：等差、等比、常数、对称、乱序、周期、运算

2. 解题技巧

【速记一】立体图截不出的图

常见截不出的立体截面对应表：

立体图 截不出的图

正方体 直角三角形、六边以上的多边形

圆柱 三条直线图形、梯形

正四棱锥 长方形

【例题】左图为 16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体堆叠而成的多面体，将其从任意一面剖开，

下面哪一项不可能是该立方体的截面？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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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以下哪个不可能是该多面体的截面。第二步，观察图

形。A项：在顶层从后往前沿对角线向底层斜切，可以截出；B项：从顶层右数第一个立体

图形垂直向下切，可以截出；C项：从顶层向右斜切，可以截出；D项：不能截出。因此，

选择 D选项。

【速记二】六面体快速破题的箭头法

利用两个面，从一个面指向另一个面画箭头，判断剩下的面相对于箭头的方位在展开图

和立体图中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错误。

当六面体有唯一、非中心对称图时，用该面画一个箭头即可判断；当六面体主要是中心

对称图形时，则优先选择用双面箭头法。

【例题】左边给定的是纸盒的外表面，下列哪一项能由它折叠而成（ ）。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折纸盒。第二步，分析选项。A项：顶面和前面与公共棱的

位置关系错误，排除；B项：相对位置关系与题干一致，符合；C项：顶面和右侧面与公共

棱的位置关系错误，排除；D项：前面和右侧面与公共棱的位置关系错误，排除。因此，选

择 B选项。

【速记三】黑点圆圈考功能元素

出现·、→、△、□、○等类似的小元素时，优先考虑元素的功能，功能元素经常起到

标记或指向交点、直曲线、长短线、角、面等作用。

【例题】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

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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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④⑥，②③⑤ B. ①②③，④⑤⑥

C. ①⑤⑥，②③④ D. ①③⑤，②④⑥

【答案】D

【解析】①③⑤黑点标记在线上，②④⑥中黑点标记在交点上。因此，选择 D选项。

【速记四】考笔画的图形

出现典型数笔画的图形考虑数笔画。当题干中出现五角星(四角星、六角星)、月亮、切

圆、外接圆、“日”字的变形图，如圆柱，一般会考查一笔画；另外，若出现“田”字的变形

图，字母“A”的变形图则会考查两笔画。

联通图形最少笔画数=整个图形的奇点数÷2。常见的考查笔画的图形如下图。

【例题】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

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③④，②⑤⑥ B.①③⑤，②④⑥

C.①②⑥，③④⑤ D.①④⑥，②③⑤

【答案】C

【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图形端点明显，优

先考虑图形笔画。第二步，依据规律进行分组。图形①②⑥均为两笔画图形，图形③④⑤均

为一笔画图形，分为两组。因此，选择 C选项。

【速记五】工整的图形一般考对称性

图形组成不同，但比较工整美观，优先考虑对称性。对称性可以考查对称轴的数量和方

向，也可以考查图形根据对称性的分类。

【例题】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征或规律，分类

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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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③④，②⑤⑥ B.①③⑤，②④⑥

C.①②⑥，③④⑤ D.①④⑥，②③⑤

【答案】D

【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图形整体观察比较规整，考虑对称性。第二步，依据规律

进行分组。图形①④⑥为中心对称图形，图形②③⑤为轴对称图形，分为两组。因此，选择

D选项。

【速记六】图形元素相似多遍历

图中组成元素的种类和数量相同，排列次序不同，考虑遍历。元素遍历，缺啥补啥。

【例题】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

【答案】A

【解析】每一行图形内部有 6个小图形，分别是黑星星，白星星，黑圈，白圈，白三角，

十字。因此，第三行问号处内部图形应该是白星星和十字，排除 C，D。每一行封闭空间的

数量分别是 1，2，4，所以第三行问号处是一个封闭空间。因此本题选 A。

【速记七】一样的框架，不一样的黑白，考黑白叠加

当图形骨架相同，但骨架相同位置填充元素不一样时，优先考虑黑白叠加，有时也会出

现：有+有=有，无+无=无的情况。

【例题】从所给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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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题】前两图经黑白叠加形成第三个图形，规律为：黑＋白＝黑，白＋黑＝黑，黑＋

黑＝白，白＋白＝白，按此规律可得 A项。因此，选择 A选项。

（二）定义判断

1. 解题关键

定义判断常见的关键信息以及一些常用的搭配词语如下。

关键信息 特征词

主体 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法人、企业、个人、团体

方式 通过……、利用……、根据……、用……、将……、受……影响

目的 使……、从而……、实现……、以……、达到……、来……

2. 解题技巧

（1）分析定义

（2）勾画关键词：主体、客体、行为

限定语：表示时间、地点、原因、目的、方式等

（3）尽量用排除法

【例】立体农业是指农作物复合群体在时空上的充分利用。根据不同作物的不同特性，

如高秆与矮秆、富光与耐荫、早熟与晚熟、深根与浅根、豆科与禾本科，利用它们在生长过

程中的时空差，合理地实行科学的间种、套种、混种、轮种等配套种植，形成多种作物、多

层次、多时序的立体交叉种植结构。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立体农业的是（ ）

A. 甲在自己的玉米地里种植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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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乙在自己承包的鱼塘不但养鱼，还种植了很多莲藕

C. 丙在南方某地区承包了十亩稻田，特意引种了高产的水稻新品种

D. 丁前年承包了一座山，他在山上种植了大量苹果树，并在山上养殖了大量蜜蜂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第二步，找关键信息。农作物复合群

体在时空上的充分利用。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玉米和大豆分别是禾本科和豆科农作物，玉米地里种植大豆，体现出“农作物复

合群体在时空上的充分利用”，符合定义；

B项，只有莲藕这一种农作物，不属于“农作物复合群体”，不符合定义；

C项，只有水稻这一种农作物，不属于“农作物复合群体”，不符合定义；

D项，只有苹果树这一种农作物，不属于“农作物复合群体”，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选项。

（三）类比推理

1. 解题关键

题目中将给出一对相关词，要求在选项中找出一对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者相似

的一组。主要有以下类型：

（1）概念的外延关系：

全同关系、并列关系（反对与矛盾）、包含关系（种属与组成）、交叉关系

（2）概念的内涵关系：

属性关系（必然与或然）、对应关系（一一对应与非一一对应）、条件关系（充分与必要）

（3）造句子、辨词义、想逻辑、看词性

造句子（主谓、动宾、主宾）

词义（近义、反义、象征义；褒义、贬义）

逻辑（原因、结果、方式、条件、过程、目的用途、时间、地点等）

词性（动词、名词、形容词等）

2. 解题技巧

【速记一】功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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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为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如：白醋∶调味∶消毒。白醋的主要功能为调味，次要

功能为消毒。

【例题】白醋∶消毒

A. 白糖∶调味 B. 人参∶滋补

C. 热水器∶加热 D. 汽油∶去渍

【答案】D

【解析】“白醋”具有“消毒”的作用，功能对应，但是“白醋”的主要功能是调味，

“消毒”只是其辅助功能。D项，“汽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燃料提供动力，“去渍”只是其辅

助功能，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速记二】成品与原材料对应

材料是物品生产过程中用到的原材料之一。例如：可可∶巧克力。可可是制作巧克力的

原材料之一。

【例题】毛笔：竹子

A. 汤圆：糯米 B. 毛笔：电流

C. 皮鞋：道路 D. 玻璃：琉璃

【答案】A

【解析】题干逻辑关系：竹子是制作毛笔的原材料。A项中，糯米是制作汤圆的原材料，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B项中，使用手电需要有电流，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项

中，皮鞋不是道路的原材料，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中，玻璃与琉璃是不同的

材料，二者为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答案为 A选项。

【速记三】职业与工具对应

A职业在工作中会用到工具 B，工具 B往往是 A职业专用的工具。如：教师∶黑板，

黑板是教师上课的工具。

【例题】刀：屠夫：肉

A. 剪刀：裁缝：布料 B. 粉笔：老师：黑板

C. 法律：法官：犯人 D. 相机：记者：摄影

【答案】A

【解析】“屠夫”用“刀”切“肉”，三者属于对应关系，且刀是工具，肉是被分割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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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A项，“裁缝”用“剪刀”剪“布料”，三者属于对应关系，且剪刀是工具，布料是被

分割的对象，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B项，“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但黑板并非被分割的对象，排除；C项，“法官”根据“法律”判决“犯人”，但法律不是

实物工具，排除；D项，“记者”用“相机”“摄影”，但摄影并非被分割的对象，排除。

因此，选择 A选项。

【速记四】诗句与词对应

题干中出现诗句时，要分析诗句，判断诗句与词语之间的关系。

【例题】“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长江

A. “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泰山

B.“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南京

C.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山海关

D.“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黄河

【答案】A

【解析】“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出自李白的《望天门山》，描写的是“长

江”的景象，二者属于诗句与描写景象的对应关系。A项，“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

三竿”出自张养浩的《登泰山》，描写的是“泰山”的景象，二者属于诗句与描写景象的对应关

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B项，“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出自张继的《枫

桥夜泊》，描写的是苏州，不是“南京”，排除；C项，“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阳关指的是甘肃省敦煌县，不是“山海关”，排除；D项，“两

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出自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描摹的是自白帝至江陵一段

长江，不是“黄河”，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速记五】近义与反义

如果题干给出的词语都是成语，判断这些成语是近义词还是反义词。

【例题】（ ） 对于 制定计划 相当于 谱写华章 对于 （ ）

A.摹画蓝图：创造辉煌

B.探索道路：勇攀高峰

C.集思广益：凝心聚力

D.披星戴月：栉风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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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A项：“摹画蓝图”与“制定计划”属

于近义关系，“谱写华章”与“创造辉煌”属于近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B项：

“探索道路”与“制定计划”无明显逻辑关系，“谱写华章”与“勇攀高峰”无明显逻辑关

系，排除；C项：“集思广益”是“制定计划”的方式，二者属于对应关系，“谱写华章”需

要“凝心聚力”，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但前后对应方式不一致，排除；D项：“披星戴月”与

“制定计划”无明显关系，“栉风沐雨”与“谱写华章”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因此，选

择 A选项。

【速记六】主宾、主谓、动宾关系

1. 主谓关系：名词 A和动词 B，构成 AB结构，则 AB为主谓关系。

2. 主宾关系：两个名词 C和 D，通过加入一个动词 E，使得 CED构成主谓宾结构，则

CD为主宾关系。

3. 动宾关系：动词 B和名词 C正好可以组合成 BC的动宾结构。

例如：老师∶指导∶学生。老师指导是主谓，老师学生是主宾，指导学生是动宾。

【例题】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A. 弄巧成拙∶囫囵吞枣 B. 杞人忧天∶庖丁解牛

C. 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D. 凿壁偷光∶田忌赛马

【答案】B

【解析】题干两词结构对应，愚公移山和郑人买履均为主谓结构，且主语都是人。A项

两词均不是主谓结构；C项邯郸为地名；D项凿壁偷光，没有主语。三项均与题干逻辑关系

不一致；与题干逻辑关系相同的只有 B，杞人忧天和庖丁解牛均为主谓结构，且主语都是人。

因此，选择 B选项。

（四）逻辑判断

1. 解题关键

（1）翻译推理

题干中有明显逻辑关联词，选项差异性不大。解题步骤：

第一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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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充分条件命题 口诀：如果就，前推后

②必要条件命题 口诀：只有才，后推前

③且（∧）命题：全真必真，一假必假

④或（∨）命题：一真必真，全假必假

第二步，推理；

①逆否等值命题：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否前肯后得不出必然性结论。

②摩根等值命题：负号进去，且变或，或变且。

3个推理

肯前肯后 （A→B）∧A→B

否后否前 （A→B）∧¬B→¬A

否定肯定式 （A∨B）∧¬A→B

3个等价

否定“→” ¬（A→B）=A∧¬B

否定“∨” ¬（A∨B）=¬A∧¬B

否定“∧” ¬（A∧B）=¬A∨¬B

原命题 推出命题

可以推出

所有 A都是 B 有的 B是 A

有的 A是 B 有的 B是 A

所有 A都不是 B 所有 B都不是 A

无法推出 有的 A不是 B 无法断定 B

（2）分析推理

对象与信息匹配或排序。解题步骤：

①题干确定、选项充分用排除法

②排除法无法使用，借用最大信息优先

③推理中断用假设

④有效信息真假不定，找确定信息

（3）真假推理

题干存在若干论断，题干明确真假。解题步骤：找关系，看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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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归纳推理

题干不存在明显的标志，都是从个别推出一般的过程，设问是可以推出或不能推出，选

项差异性很大。解题四个原则是：①话题一致原则②可能性优先原则③整体优先原则④慎选

敏感词汇。

（5）论证推理

题干设问中出现支持、加强、削弱、质疑、反驳等字样。

关于加强论证：①加强论点②增加论据③搭桥。

关于削弱论证：①否定论点②反向增加论据③拆桥。

论证题目优先考虑与题干表述一致选项。

2. 解题技巧

【速记一】正向举例

加强选是题，通过增加新论据起到加强论点/观点/结论的作用。

正向举例：举一个正面的例子以提高论点成立的可能性。

【速记二】反向举例

削弱选是题，通过增加反向论据起到削弱题干论点/结论/观点的作用。

反向举例：举一个反向例子以降低论点成立的可能性。

【速记三】建立联系

前提假设类题的前提大多是建立联系的选项。

若某一选项内容可以建立论点和论据之间的联系，则该选项就是前提。

【速记四】排除法

选项信息充分时，优先使用排除法。

【速记五】最大信息法

当选项不充分，且确定信息无法得出答案时，考生可以从最大信息入手推理。所谓最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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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就是题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信息。

【速记六】代入法

题干信息真假不确定时，用代入法把选项代入到题干中。如果和题干矛盾，则为不可能推

出的选项。相反如果不矛盾，则为可能推出的选项。

（五）备考建议

通过近年来考试情况不难发现，这个考试整体难度较低，做好以下三点建议跨越这个门

槛就不是难事：

1. 系统复习

复习忌讳不总结方法，一味刷题，因此基本的题型认知和解题技巧需要我们先系统了解，

有针对性的学习，尤其是图形推理和逻辑判断部分，常考的图形规律我们要记住，逻辑判断

的出题方式也要分类学习才能更有效率的复习。

2. 题目演练

以往的题目告诉我们考试跟职测中的题型相类似，但难度系数要低一些，因此历年考试

题目和其它事业单位中职测考试题目都是我们学习方法后刷题巩固的最重要资料。也是提升

做题速度的关键，毕竟做多了感觉的确是一个模式。

3. 全真模拟

做题目是必要的，但是只做题目往往在考试时容易发挥失常，因为平时做题会忽视一个

重要因素——时间。而时间的确是决定这种考试的关键，所以在考前一定要按照考试时间进

行全真模拟，规避掉难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多的题目才是拿高分的关键。

四、备考技巧——数量关系及资料分析篇

（一）数量关系题目详解

1. 数字推理

【例】4，（ ）， 40， 7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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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B.12

C.18

D.28

【答案】C

【解析】（1）题型判别标志：数字推理

（2）测查知识点：变化趋势平缓，多级数列

（3）解题技巧：多级数列，优先考虑做差。前后两项做差发现，差依次为未知、未知、

30，38，猜测等差数列，差数列应该为 14，22，30，38，是公差为 8的等差数列，因此倒

推原数列，结果应该为 40-22=4+14=18，因此，选择 C选项。

2.数学运算

【例】某趣味极速竞赛中有跨栏、匍匐、独木桥三段，其路程比为 3:1:2，参赛者甲匍

匐路段的爬行速度是跨栏速度的 1/3，通过独木桥的速度又是跨栏速度的 1/6，问甲通过独

木桥路段的时间是匍匐路段时间的多少倍?（ ）

A.2

B.3

C.4

D.5

【答案】C

【解析】（1）题型判别标志：行程问题

（2）测查知识点：赋值法、比例关系

（3）解题技巧：由于题中没有给出具体数值，考虑赋值法。赋跨栏、匍匐、独木桥三

段路程分别为 3、1、2；赋值跨栏速度为 6，则匍匐速度为 6÷3=2，过独木桥速度为 6÷6=1，

根据 T=S÷V可知，通过独木桥路段的时间为 2÷1=2；通过匍匐路段的时间为 1÷2=0.5，

因此通过独木桥路段的时间是匍匐路段时间的 2÷0.5=4倍。因此，选择 C选项。

（二）数量关系技巧直击

【例】某汽车厂商生产甲、乙、丙三种车型，其中乙型产量的 3倍与丙型产量的 6倍之

和等于甲型产量的 4倍，甲型产量与乙型产量的 2倍之和等于丙型产量 7倍。则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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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产量之比为（ ）

A. 5:4:3 B. 4:3:2

C. 4:2:1 D. 3:2:1

【知识点】数学运算的方法论或解题思想（方程法、代入排除法、数字特性法）

【题目特征】区分度明显，可以把不同层次的考生区分出来，公务员考试的特点是优中

选优。

【怎么解】先审题，找出题目的两个等量关系，并翻译成数学等式：①式 3乙+6丙=4

甲、②式甲+2乙=7丙

不同考生做题会凸显不同的区分度，以达到竞技性考试的目的（可思考，自己解答后

对号入座）

区分度一：很多同学觉得数量关系很难，直接放弃。

区分度二：②式考生容易出错，翻译成 2（甲+乙）=7丙，言语理解能力较差的考生，

将“乙型产量的 2倍之和”理解成“乙型产量之和的 2倍”致使出错。

区分度三：方程法解题，②式×4，得到③式 4 甲+8 乙=28 丙，①式+③式，可以得到

乙:丙=2:1，只能排除 AB答案，再将乙:丙=2:1代入①式或②式，得到甲:丙=3:1，即正确答

案是 D选项。

区分度四：代入排除法解题，①式与②式挑一个简单地代入，显然②式系数简单，分别

代入 ABC选项验证均不正确，即正确答案是 D选项。

区分度五：数字特性法解题，①式 3乙+6丙=4甲，因为等号左边“3乙+6丙”可以被

3整除，所以等号右边“4甲”一定能被 3整除，又“4”不能被 3整除，故“甲”一定能被

3整除。观察 ABCD四个选项甲的比值分别是 5、4、4、3，只有 D选项能被 3整除，即正

确答案是 D选项。

【技巧点拨】对比四个区分度，希望考生明白考试特点：区分度明显，进而明白考试方

法与技巧性的重要性。区分度二：考生理解能力较差；区分度三：方程法解题，但时间需

2~3分钟，较长；区分度四：代入排除法，解题时间 1分钟内，较短，并对比方程思想，突

显选项设计的重要性。代入排除法适合选择题，而方程法适合填空题，自然是选择题难度低

于填空题；区分度五：数字特性法，达到秒杀解题效果，公考数学运算题目大多属于应用数

学题，具备一定数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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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分析题目详解与技巧直击

【例】

1. 2020年第一季度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大约是西部的多少倍?

A.7

B.10

C.20

D.30

【答案】B

【解析】

（1）题型判别标志：是...倍

（2）测查知识点：现期倍数的计算

（3）解题技巧：选项首位各不相同，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分子分母出现加减法

考虑截位舍相同处理，代入数据可得 2020 年第一季度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是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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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21.8+46.8）÷（3.1+2.4+4.7）≈99÷10≈倍，B选项最接近。因此，选择 B选项。

2. 2020年 2—12月全国快递业务量环比增量为负的有几个月?

A.1

B.2

C.3

D.4

【答案】C

【解析】

（1）题型判别标志：环比增量

（2）测查知识点：增长量的计算

（3）解题技巧：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月环比即和上月相比。要使环比增量

为负，即现期量－基期量＜0，则只需现期量＜基期量即可，观察表格“全国”快递业务量

所在列，符合的月份有 2月（27.65＜37.81）、7月（69.36＜74.70）和 12月（92.54＜97.26），

共 3个月符合。因此，选择 C选项。

3. 2020年第四季度，中部地区平均每个省的快递业务量约为多少亿件？

A.2.2

B.5.9

C.11.7

D.21.1

【答案】B

【解析】（1）题型判别标志：平均、每

（2）测查知识点：现期平均数计算中的单平均数

（3）解题技巧：根据平均数=后者÷前者，第四季度为 10—12月，观察选项差距较大，

故数据取整处理，则中部地区平均每个省的快递业务量为（10+13+12）÷6=35÷6≈5.8（亿

件），与 B项最接近，因此，选择 B选项。

（四）数资备考建议

1. 数量关系

在数量关系考试过程中，如何在短时间内马上甄别出哪些题是自己会做的，哪些题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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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会的，哪些题是简单题，哪些题是难题尤为重要，如果甄别出来就可以马上把会做的题

做完，不仅快，而且准确率也高。但是如何去区分题目会做不会做，或者难易程度，就需要

考生对数量关系每个模块的出题形式和标志清楚，其次对每个模块的知识点一清二楚，这样

就能马上知道哪个模块会，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然后会的做，不会的蒙！

前期备考：认真扎实的学习每个模块的知识点是什么，做到懂得模块的题都会做。因为

模块比较多，所以备考量也相对较大。重点是懂得知识点、题目会做。

中期备考：梳理清楚每一种模块的出题形式、出题标志，然后和自己学习的知识点嫁接

起来，了解那种出题形式是哪种题型，然后这种题型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

后期备考：了解哪些模块自己会，哪些模块自己不会，将会的模块加深练习，基本达到，

在后期，可以合上书能复述每个模块的知识点和出题形式，考题类型，将知识点默写下来。

切记，梳理清楚知识点和形式，对症下药的去做题，比数量关系去刷题效果好的多。

2. 资料分析

前期备考：在备考过程需要掌握三个基本技能。

读。扎实的去学会资料分析的统计术语，学会使用结构阅读法提高对资料的阅读和数据

的查找能力。

列。结合题目提问方式及资料给定数据，熟练的掌握资料分析公式的列式。先将资料分

析的公式牢记，在通过大量题目去展开练习，确保对于资料分析的公式扎实掌握。

算。认真学懂资料分析的速算方法和技巧，并且可以通过大量题目去进行练习，一方面

知道怎么用，另一方面知道什么样的公式用哪种速算方法。

中期备考：对每种类型题型所考察知识点熟练掌握，并且分题型、分类型、分模块进行

练习，练习对应模块的题型辨别、列式训练、速算。在规定时间内练习资料分析的题目，查

漏补缺。

后期备考：进行大量的套题练习，主要以历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为主，控制做题时

间。套题做完后，要进行错误整理，对于一些考试考得到，但是有错的知识点，重新加强模

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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