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语考题中的“变”与“不变”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的讲解之前先给大家看两道言语题，大家仔细看看有什么共同点

呢？ 

【例 1】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必然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削弱一部分

人获取利益的权利和机会。这就难免使深化改革举措引起反弹，产生阻力。然而，改革的攻

坚期、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必须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勇往直前。瞻前顾后、畏葸

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这段文字的主旨是： 

A. 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 

B. 既得利益者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因素 

C.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D. 深化改革就要去触动利益 

【答案】D 

【来源】2014 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A卷） 

【例 2】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________、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________。依次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优柔寡断 半途而废 

B. 三心二意 功败垂成 

C. 迟疑不决 功亏一篑 

D. 瞻前顾后 前功尽弃 

【答案】D 

【来源】201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 

很有趣的是，这两道题是老师在历年真题中发现的“重复”出现的题，分别是 2014 年

浙江的主旨概括题和 2015 年春季联考的逻辑填空题，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两个题型，为什么

会出现“重复”呢？其实这就是小志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变”与“不变”。 

一、“变”：题型在变 

行测考试中言语模块题型多样，从片段阅读到语句表达到逻辑填空，如果分的细，题型

有十几种，而且每种不同类型的题在做题思维和方法上也会有些区别，同学们需要熟练掌握



 

 

每一种方法，刚接触的同学可能会被各种题型各种思维方法搞得头晕，不过也并没有那么复

杂。 

二、“不变”：文段的性质不变 

“题型在变，但文段的性质却不变”，这是我在上课时总跟学生强调的一点。从本质上

来讲，如果把这些题还原回去，其实都是一篇文章中的几段话而已，只不过在考试中，考官

把它出成了不同的考题，因此，既然文段性质类似，那我们在备考言语的过程中就要尽可能

地去多读一些文字材料，这样不仅可以积累些实词成语，还能提升语感，甚至这些文字对申

论和面试都是十分有用的，毕竟他们的文字来源都十分相似。 

三、启示 

从上文种的“变”与“不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学会发现不同题型的共同点，用

共同的解题思维去解决不同的题，这也是我们言语解题思维的“不变”，其实古人所谓的“大

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最后这道题就是非常好的例证。 

【例 3】一位搏击高手参加比赛，自负地以为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却不料在决赛中遇到

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搏击高手发觉，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的破绽。他觉得很羞耻，愤愤不

平地回去找到师父，央求师父找出对手的破绽。师父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要他在

不擦掉这条线的前提下，设法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苦思不解，请教师父。师父在原先那

条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师父说：“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A. 短兵相接，智者为王 

B. 狭路相逢，勇者必胜 

C.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 勤学苦练，敌弱我强 

【答案】D 

【来源】2014年四川省公务员考试《行测》（下半年） 

这道题从题型上判断是语句衔接题，用行文结构的方法根据上下文判断出横线处地句子

是总句，是对师傅解决徒弟疑惑的做法的总结，不能改变的“短线”是对手，而自己就是那

条“长线”，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使自己变强后，对手也就自然而然变弱了。 

这道题在解题思维上用的其实是主旨概括题中特别常见的行文结构法，很显然，题型变

了，但是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思维去解决不同的题。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我在上面提到的，文段

性质不变，其实根据这段文字完全可以再换一种题型考我们，把横线去掉，就可以换成一道



 

 

寓言故事题，如: 

一位搏击高手参加比赛，自负地以为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却不料在决赛中遇到一个实力

相当的对手。搏击高手发觉，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的破绽。他觉得很羞耻，愤愤不平地回去

找到师父，央求师父找出对手的破绽。师父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要他在不擦掉这

条线的前提下，设法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苦思不解，请教师父。师父在原先那条线的旁

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 

这段文字的寓意是（    ）。 

A. 短兵相接，智者为王 

B. 狭路相逢，勇者必胜 

C.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 勤学苦练，敌弱我强 

一道语句衔接题立马“改头换面”变成了寓言故事题，但是做题思维不变，找重点句，

依然是最后一句，提炼寓意，答案依然是 D 选项。 

希望同学们以后在做题的过程中学会总结，不仅总结题型的共性，也要总结解题思维的

共性，这对大家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