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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职测”备考指导或常见问题分享

1. 行测/职测实战备考技巧

1.1 考场策略

1.2 备考策略

2. 产品与授课详细分析

1.行测/职测实战备考技巧

1.1 考场策略

数字推理怎么学都不会，数学运算怎么做都不对，资料分析总算

学会了，就是不给你机会！

数字推理、图形推理、类比推理要在考场先做，因为刚进入考场

比较兴奋，状态比较好！常识判断要放在最后去做，因为考试快结束

的时候最为紧张，大脑空白，此时不能做数学，应该做常识，越紧张

越好，抖抖更健康！

行测考场 130 题，用时大致 115 分钟，每题大概 53 秒；职测考

场 100 题，用时大致 85分钟，每题大概 51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题

目都要参考平均用时。常识、图推、数推、类比、片段阅读、资料分

析前三题等都要低于平均用时，定义、逻辑、选词、数运等也必然要

高于平均用时。

1.2 备考策略

首先，不是所有考生都能够刷题就提高成绩，也不是所有考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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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按部就班全阶段复习备考就能够顺利上岸。备考前的测评十分必

要，55分以下就要全阶段复习备考且特别侧重基础的夯实；55分至

65 分需要全阶段复习备考但侧重的是弱项提升和题海实战；65 分以

上则无需全阶段复习备考，需要的是基础的理顺、题海的强化、实战

的训练，更侧重考场能够全面发挥优势。

其次，每个模块专项的复习备考也不尽相同：

常识判断：最常见的问题在于知识点范围太广，考试随机性太强，

热点更新速度太快。但是只要复习备考得当，重点把握，仍是有提升

空间。

资料分析：整个行测/职测最容易提分，且也是最看机构专业性

的模块。提分容易是因为：知识点较少，文科理科均可通过系统的学

习达到至少 80%的准确率；考查专业度是因为：如果技巧方法不符合

实战，那么很容易让学员陷于通过较长时间才能拿分的尴尬处境，虽

然模块提升了，但本质上反而影响了整个行测/职测的效率。

公式概念及速算技巧何时用、怎么用、用的时候注意什么，如何

在考场迅速定位相关考查点，均是复习备考时应该着重考量的要点。

展鸿可以给学生的一定是最快、最准、最符合实战的技巧方法。

判断推理：此模块学不学差距很大，生活的思维逻辑与理论的思

维逻辑并非吻合，所以需要转化为应试需要的思维方式。

图形推理，规律多且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题目考查点，

非常重要，所以考场规律的筛查十分关键；类比推理，常规题型都会

做，20%左右的特殊考点，怎么考查、怎么分析则是提分的要点；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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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判断，平时所有人都会告诉你最优解，那么势必要通过代入排除逐

一分析选项，过于浪费时间，但是比如削弱加强而言，如果可以迅速

辨别论证关系，那么直接锁定相关常规选项，则无需逐一排查，事半

功倍；定义判断，通过基础知识点的学习后，必须通过大量的刷题，

才能够熟练掌握技巧方法。

言语理解：大多数考生只知道刷题、积累词汇，但是效果却并不

如意。比如逻辑填空，很多时候，哪怕词语含义不清楚，也可以通过

展鸿独家的“语言结构学”分析选项确定答案；比如片段阅读，复习

备考时只知道练习快速阅读及高效提取信息的能力，但是段落的层次

和结构的分析，“十看十不看”的运用，就可以是考生在考场事半功

倍的答题。

注释：十看十不看：递进之后要看，递进之前可不看；转折之后要看，转折之前可不

看；结论部分要看，结论之外可不看；必要条件要看，条件之外可不看；总述部分要看，分

述部分可不看；主句部分要看，方式状语可不看；解决问题要看，目的本身可不看；文段观

点要看，举例本身可不看；反面之前要看，反面论证可不看；援引之后要看，援引本身可不

看。

数量关系：高分选手必争之地，多数考生必舍之处。看到数学就

觉得天旋地转；看到数学就说“别问题目难不难，我比题目难”；“一

杯茶一包烟，一道数学做一天”；不是老师不好，是我智商欠费等等

均是常见现象。但是展鸿的数学告诉你：一、数字推理并非完全靠数

字敏感性，其可以通过寻找突破口，分析数列规律，进行可操作性的

答题；二、数学运算并非全是方程求解，方程固然好学好用，但是大

多数考生考试时题目全会，方法不对，还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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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数学是有技巧和方法的，比如答案分布、选项的内在逻辑、行

文表述与答案的关联、考试时间与答案的默契等都是其他地方所没有

的！

2.产品与授课详细分析

课程不同，针对的学员不同，不同课程的区别划分，有助于学员

更好的了解产品，选取与自己需求度匹配的课程。

课程咨询：展鸿嘉木老师 1896990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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