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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龙，华图教育公职研
究院研究员

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由之
前的一道例题变为两道例题，在
保留片段阅读例题的基础上，增
加选词填空例题，例题分别为
2012 年行测真题的第 47 题和第
41 题。片段阅读的例题由主旨
概括变为意图推断题型，这也和
今年两次联考试题中意图判断
提醒比重增加的现状是不谋而
合的，可以预见到今年国考意图
推断题的比重相较往年或会有
较大提高。常识判断部分的例
题依然只给了一道例题，题目更
换为 2012 年行测第 21 题。为一

道历史常识题目，难度相交于去
年的例题“考核太阳能的基础常
识”较大，今年的题目难度或会
适当增加。

针对今年大纲的较大变化，
考生应引起较大重视，尤其是言
语理解与表达、常识判断的难度
会较 2012年有适当增加，尤其是
要重视对意图推断题目的复习；
数量关系模块的介绍无任何变
化的和资料分析的常规性更换
题目，意味着有关数学计算这两
个模块的题型和难度均不会有
较大变化。常识方面改换为历
史常识的例题，也使得常识的考
查面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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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意图推断题的复习
●吴红民，中公教育首席研

究与辅导专家
无论报考副省级，还是地市

级，从命题规律来看，都特别重视
考察考生政策分析水平，特别是
对科学发展观的领会、理解与运
用能力。自 2005 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以来，无论选择什么热点，背
后的指导思想都是科学发展观。

考生应重点把握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精神：以人为本，解决了

“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难题，
明确提出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个根本命题。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以及统筹兼顾，则解决了

“怎么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
路”这个难题。

不少考生在平时没有养成
关注社会热点的习惯，对热点不
熟悉、对政策不了解，遑论用政
策来分析社会热点了。到了考
前冲刺阶段，寄希望于押上几个
热点来碰碰运气。这么做是治
标不治本，申论考试要学会“以
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什么？
是能力，而最根本的能力，就是

“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即要看得懂材料并学会驾
驭材料，能够精准地抓到标准得
分点，并能够用考试允许的方式
表达出来。

主旨题是片段阅读的复习重点
●中公教育研发团队
在 2012年基础上，今年的大

纲将言语理解与表达、资料分析
和常识判断三部分的例题更换
为 2012 年国考真题。例题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出最新考查趋势，
暗示了考查重点。

今年言语理解与表达的题
型题量仍将延续逻辑填空与阅
读理解两者并重的特点，通过例
题也可看出，主旨题仍是片段阅
读 的 绝 对 重 点 。 资 料 分 析 将
2012 年大纲中的计算题更换为
一道数据查找题，此举预示着在

2013年的考试中，资料分析将进
一步弱化计算，强调分析和推
理。这点恰好与近年来国考资
料分析的命题趋势相吻合。常
识判断的例题从一道科技题换
成了一道极具文化底蕴的历史
题（匾额），暗示对人文历史的考
查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通过对近几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真题的研究，我们认为 2013年
的试题通过以下两点变化来进一
步提高考试区分度：一是进一步优
化试卷结构及题量分配；二是题型
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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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吃透科学发展观

●张小龙，华图名师，申论辅
导专家

考生千万不能把“主观性”理
解为“按自己的想法”答题，申论
没有客观答案。根据对历年国考
和各地省考高分答卷和官方阅卷
规则的研究总结，申论赋分在内
容方面都是“客观的”——主要有

“按词”和“按意”两种方式。“按
词”就是照着关键词赋分，“按意”
是指“同义表述”或“合理表述”也
能得分。而这些“关键词”或“合
理表述”都是从“给定材料”而
来。因此，要考好申论，首先要树

立一个观念——申论作答是个
“大海捞针”的过程。“给定材料”
是“大海”，“捞”即处理材料的基
本能力（摘抄、概括、推理分析
等），“针”即采分点。申论的“主
观性”体现在要求考生具备摘抄
材料要点，对材料进行概括归纳，
以及依据材料分析推论的主观能
力。申论最后的采分点是“客观
的”，否则阅卷人将无法阅卷。在
这个意义上，申论和行测没有区
别，都是主观作答，客观阅卷，得
分的关键都是找准采分点。
D08-D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

主观试题要掌握客观采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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