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环宇，华图教育公
职研究院研究员

首先，真题永远都具备
不可替代的指导性和参照
性，熟悉真题对于打好申论
这场硬仗十分关键。考生在
备考过程中，一定要对所做
的题目学会总结、归纳，不
能走马观花。申论有自己
的特色与风格，应对申论考
试，就需要对体系、语言、思
维、方法等进行全面的了解
与掌握。对申论教材、教辅
书的学习是比较简单易行

的途径。
热点积累在申论应考中

有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考生
如果对材料背景比较熟悉，
那么作答起来往往会得心应
手。大家在平时就要多关注
中央政策、专项政策、报纸新
闻、杂志时文、视频访谈、网
媒等，体会一下作者的写作
角度、论证方法等，丰富自己
的视野，充实自己的储备。

从 2010 年开始，国家公
务员考试地市级类增加了对
考生贯彻执行能力的考查，

相应在试卷中公文也成为了
考查的热点。没有工作经验
的考生常常对公文题目感到
无从下手，所以在备考中，建
议大家对意见、报告等公文
形式熟悉一下，掌握其基本
写作要求，以便在考试中能
够从容应对。

另外，在申论考试中能
写得一笔好字往往会获益良
多。在备考申论的过程中，
建议考生可以有意识地练练
字，清晰、规正的书写能为你
提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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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环宇，华图教育公职研
究院研究员

很多考生认为行测考的是
智商，复习根本没用，于是复习
懈怠。其实，这种观念大错特
错。众所周知，行测所有题目都
是选择题，也就是客观题，为什
么不可以全部做对？

一.数量关系：不抛弃不放弃
数字推理，从出题趋势来看

2013 年考查的概率不大，考生可
以予以适当关注，掌握方法技巧
加之做些典型题目就可以。数
学运算，先明确自己的基础，从
而对症下药。

二.资料分析：不粗心不较真
分析历年国考行测真题，

重点是 08 年到 12 年，从而大致
掌 握 资 料 分 析 模 块 的 材 料 类
别、常见出题方法、题目难度
等；二是掌握读题的基本方法，
分门别类地掌握各种材料特点
和最合适的阅读方法；三是熟
悉真题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统计

术语。
三.常识判断：不求精只求全
考生在复习时应当重点关

注时事政治，对国家重要文件、
党的重要会议、当年取得的新成
就、出台的重要新法等进行了解
把握。

四.言语理解与表达：不耗时
不耗力

根据 2011-2012年大纲中给
出的例题可推知，片段阅读重点
考查主旨概括和意图判断，建议
广大考生抓住解题关键词，快速
击破。

五.判断推理：不主观不纠结
对于逻辑判断，切忌代入自

己的主观判断，要就题论题，直
接推出；而逻辑判断部分，往往
会有一个强干扰项混淆大家，这
就要求考生抓住关键词快速判
断，不能过于纠结；图形推理出
题形式变化较多，但只要核心的
规律掌握了，形式的变化并不能
给我们带来困扰。

（上接D10版）

●吴红民，中公教育首
席研究与辅导专家

从近两年的考题来说，
申论考试已经不仅仅是针对
某个现象和问题写一篇“文
章”而已，如前年的结合黄河
精神做宣传册和去年的对策
题“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假如
你是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人员，领导让你处理，请谈谈
你的措施。”需要考生首先
代入一个角色，例如政府的
工作人员，并且抓准由此所
带来的立场和语言表达方
式 ，然 后 解 决 一 个 具 体 问
题。这与公务员考试面试近
几年的改革思路非常相像，
就是考生不能再简单通过一

点背诵或者积累来应付考
试，需要真正理解然后具备
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
力，才有可能真正写出有建
设性的内容。

自 2010 年起，国考大纲
都会注明“申论的考试是测
查应考者是不是具备机关工
作基本能力的科目”，所以申
论复习应以能力为导向，核
心考查四大能力，即理论和
政策水平、社会认知能力、文
字表达写作能力，以及最重
要的材料处理能力。

想 要 快 速 提 高 四 大 能
力 ，要 记 住 三 个 字 ：一 是

“看”，包括中央领导人的讲
话，报刊杂志上的好评论，如

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半月
谈等，还有一些深度访谈的
电视节目。

二是“想”，学生要把生
活中遇到的例子和政策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去年考
试中就考了上海大火。

三是“写”，理论和政策
最大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
帮助考生更好地领会出题
者背后的意图和观点，另一
个是在写文章时能够非常
精准地抓住材料里和题目
里蕴含的总论点和分论点，
能够在写作过程中深刻分
析，有理有据。建议考生每
周写三篇，每篇大概 800 到
1000 字。

做真题看热点熟悉公文写作

角色转换解决具体问题

行测要有满分追求

第二阶段：专项突破（六周）
主要针对弱项，集中突破

数学运算、资料分析、演绎推
理、图形推理、片段阅读这五类
题型，通过做真题，查找自己的
薄弱环节，缩小复习范围，把时
间和精力主要放在考试重点、难
点以及自己不擅长的知识点的
复习上。

第三阶段：综合提升（五周）
在这个阶段，考生应注重从

整体上把握考试，要化零为整。
一周模拟一套题，将之前复习中
学习过的知识点、题型、方法技

巧等，进行一次集中的整理和归
纳。经过 5 周反复训练，形成能
力的综合提升。第二、三阶段是
备考关键，需尽早按照命题思路
来思考做题。

第四阶段：模拟冲刺（两周）
经过三个阶段的基础、专

项、综合训练，现在考生已经对
国考行测有了一定把握，需要继
续保持做题的感觉，总结问题，
重点强化。同时提升模拟的频
率，增加到一周三套模拟卷，在
整个备考期积累做 11-14 套模
拟题即可。

申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