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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联考 B 类《综合应用能力》考情分析

事业单位多省联考根据报考职位类别的不同，将考试类别分为综合管理类（A类）、社

会科学专技类（B 类）、自然科学专技类（C类）、中小学教师类（D 类）和医疗卫生类（E

类）五类，这五类的笔试公共科目均为《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本文主

要介绍综合应用 B 类（又称社会科学专技类，针对事业单位人文社科类专业技术岗位）的基

本考情、备考方法，帮助大家有针对性地高效备考。

一、考试性质与目的

《综合应用能力 B 类》是针对事业单位人文社科类专业技术岗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

置的考试科目，旨在测查应试人员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看似和 A 类的大纲要求没有差异，实际上专业性更强。

根据大纲要求可知，一方面材料的话题选择主要是人文社科类的专业话题，比如法治、

互联网思维、禁烟令等话题；另一方面，题目的设置较为专业，比如概念分析、校阅改错、

论证评价等专业性强的题目，但是考试的着眼点是此类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与核心素质，

因此不会考查纯记忆性的专业知识或理论，即试题所给材料可能会涉及某一社会科学专业领

域的知识，但对作答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考生只需以严谨、细致的态度仔细阅读材料，按要

求作答即可。

二、试卷结构

综合应用 B 类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试卷由注意事项、背景材料和试

题三部分组成，试卷以主观性试题为主，主要题型包括概念分析题、校阅改错题、论证评价

题、材料分析题和写作题等。每次考试从上述题型中组合选用。

具体题型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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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年真题可知，综合应用 B类试卷题型、题量、分值都相对固定，材料话题之间无联

系，但均为人文社科方面的专业名词、概念，部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且各题型之间差异度

较大，均有不同的题型特点与解题方法，因此建议考生多看人文社科类文章，加强对相关话

题的熟悉度，另外也需熟练掌握各题型的解题方法，下面着重为大家讲解主要题型的备考方

法。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的试卷中，第一、二、四题分别固定为概念分析题、校阅改错题、

材料作文题，第三题在材料分析题和论证评价题目之间进行选择，但是 2023 年下半年的考

试中，第一题由概念分析题变为材料分析题，第三题考查论证评价题，以往必考的概念分析

题此次并未做考查。

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 B类

考试

年份

2018年上

半年

2018 年

下半年

2019 年

上半年

2019 年

下半年

2020 年

上半年

2021 年

上半年

2021 年

下半年

2022 年

上半年

2022 年

下半年

2023 年上

半年

2023 年

下半年

2024 年

上半年

考查

话题

国家治理

现代化；

汽车发

展；运动；

在自省中

成就最好

的自己

创客教

育；科

技革

命；冻

土层融

化；平

凡中的

不平凡

数字经

济；人工

智能；

网络购

物；

1度之差

亲社会

行为；无

人超市；

社区停

车；

规则

数字货

币；文化

自信；传

统针灸；

精神富

足

海绵城

市；现代

化道路；

诵读经

典；目标

美第奇

效应；公

共治理；

电脑升

级；守规

矩

传统媒

体与自

媒体；养

老服务；

乡村功

能；城市

的灵魂

新型基

础设施；

一带一

路；人才

竞争；碎

片化阅

读

国家语言

治理；陪诊

员；生态文

明建设；学

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

法

健身锻

炼；城乡

发展；三

星堆遗

址；智与

志

城市更

新；规范

食品营

销；珠

算；冗余

考试

题型

+

分值

分布

概念分析

（18 分）；

校阅改错

（32 分）；

论证评价

（40 分）；

材料作文

（60 分）

概念分

析（22

分）；

校阅改

错（28

分）；

论证评

价（40

分）；

材料作

文（60

分）

概念分

析（24

分）；校

阅改错

（32 分）；

材料分

析（44

分）；材

料作文

（50 分）

概念分

析（24

分）；校

阅改错

（32分）；

材料分

析（44

分）；材

料作文

（50分）

概念分

析（18

分）；

校阅改

错（32

分）；论

证评价

（40分）；

材料作

文（60

分）

概念分

析（18

分）；

校阅改

错（32

分）；论

证评价

（40

分）；材

料作文

（60

分）

概念分

析（18

分）；

校阅改

错（32

分）；论

证评价

（40

分）；材

料作文

（60分）

概念分

析（18

分）；校

阅改错

（32分）；

论证评

价（40

分）；材

料作文

（60分）

概念分

析（19

分）、校

阅改错

（32 分）、

论证评

价（39

分）、材

料作文

（60 分）

概念分析

（22分）、

校阅改错

（32 分）、

论证评价

（36分）、

材料作文

（60 分）

材料分

析（26

分）、校

阅改错

（32 分）、

论证评

价（32

分）、材

料作文

（60 分）

概念分

析（22

分）、校

阅改错

（32 分）、

论证评

价（36

分）、材

料作文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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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型详解

（一）概念分析

概念分析题是综合应用能力 B 类中的基础题型，除 2023 年下半年外，每年均有出现，

由文本材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一般是围绕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观点等，或是从不同

角度对某个概念、观点进行界定或描述，材料字数大多为 300-600 字，在材料的基础上设置

1-2 道题，一般分值为 20 分左右。

从考情出发，提醒我们考生在备考中要注意：

1.审清楚题干要求，明确题干要求围绕主题寻找的重点内容。

通过历年真题分析，题干要求寻找的要素一般可以分为定义类、特征类、角度类及非常

规类，需要根据不同的要素确定处理材料的方向。

2.重点关注高频词，即重点强调、反复强调的语义。例如：

智慧城市注重用户参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及其方法的应用，不仅强调人的主体地位，

更强调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及其用户体验，从而实现智慧服务的高效便民。

这段话围绕“人”反复去说，整句话就是在说明智慧城市的理念及方法就是强调用户参

与，以人为本。

（二）校阅改错

校阅改错题是对应试人员语言运用能力的测查，重点测查应试人员语言运用的规范性和

严谨性。

试题一般由一段包含若干语言错误的语料和作答要求构成。试题所给的语料是一段特定

的、有中心话题的文字，存在诸如段落或语句顺序不当、语法错误、用词不当、错别字等行

文逻辑、文字运用相关方面的问题，要求应试人员能够发现语料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并进

行准确修改，使其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通顺、合理。作答时要求应试人员有良好的语言素

养，能够准确理解字、词的含义，掌握基本的语法规范，具备较好的逻辑推理能力。

校阅改错题是一道分值比较大的题目，分值约占整个试卷总分的 20%。这道题看似比较

容易，但得分并不容易，往往成为广大应试人员的痛点。作答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读懂所给语料的意思。虽然语料中错误较多，但一般不影响对中心话题的理解。弄清

楚所给语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是发现和改正错误的基础和前提。

2.逐句细读，找出字、词、句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常见的有错别字、用词不当、语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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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语序不当等，考生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基本可以将文段中的 7处或 8处错误找出，因而，

准确把握这几类常见错误类型，熟悉各种错误类型的标志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

3.准确、恰当地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词向不改变作者原来的表达意图。

（三）论证评价

论证评价题最基本的题型就是首先给出一段论证，然后让应试人员对这一论证进行分析，

指出其论证中可能存在的论证漏洞或者论证不足，并给出充分的理由进行说明。这一题型考

核的是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能力，一方面可以测试应试人员的分析评价能力；另一方面，通

过考试的导向作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重视对客观公正分析评价能力的培养，从而形成良好

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从命题角度而言，论证评价题一般要求考生在一段大约 500 字的文段中找出存在的四处

左右的错误，并对找出的错误进行简要的评述说明。

论证评价题对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掌握论证基础知识，

识别常见论证错误是论证评价题拿高分的必经之路。任何一个论证都是由论点、论据和论证

过程三个要素构成。虽然考察考生的分析评价能力，但是并非考察专业逻辑学知识，且就目

前考过的真题来看，整体难度不大，考生不必过多纠结或钻习于逻辑学的专业学术内容，主

要是找到材料中的错误并论述理由，考生把题目做精做透，同时总结规律，定能事半功倍。

（四）材料分析

材料分析题是事业单位联考 B类的选考题型，以往通常在试卷第三题的位置，与论证评

价题交替出现，但在 2023 年下半年的考试中，出现在了第一题，论证评价出现在了第三题；

但总体来讲，相较于论证评价题而言，材料分析这一题型的考频较低，仅在 2015 年上半年，

和 2019 年上、下半年和 2023 年下半年的考试中出现过，历年 B 类考试仅考查过这四次。

从命题角度而言，材料分析题由文本材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文本材料具体形式可

以是案例、调查结果等。材料信息较多，字数通常在 500-2000 字。作答要求中通常要求应

试人员回答 2-3 个问题。材料分析题难度较大，要求应试人员充分理解题目，能够运用科学

的方法，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系统地收集事实和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分

析、评价和应用。

对于材料分析，应当理解其考查的本质，尽量提升其核心测查的调查研究能力。一方面，

要深入研究真题。透过真题分析材料分析出题的角度、形式，以及从材料中寻找答案要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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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时，可将真题举一反三，思考未来可能会考查的方向，让有限的真题发挥更大的价

值。另一方面，要做个有心人，加强平时积累。材料分析题着重考查调查研究能力，因此日

常生活中，如涉及到问卷调查、访谈或是一些需要深入调查了解的事项时，可留心观察，重

点关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调查研究能力。

（五）材料作文

在《综合应用能力（B类）》考试中，写作题是分数占比最大、最能测查应试人员综合

能力的题型，也是应试人员得分的重点和难点，其测查点主要是书面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

达能力是写作者思维水平的体现，思维和语言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语言是为表达内容服务

的，而良好的思维是良好表达的基础。因此，写作题在测查应试人员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

还测查应试人员综合分析能力、认识水平、知识水平和逻辑水平等

《综合应用能力（B 类）》 考试中的写作题多为材料作文题或话题作文题。要求应试

人员能够有效阅读所给材料，通过对材料的分析，认识材料反映的本质内涵，提炼出正确的

主题，然后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阐述，以体现出人文社科类专业技术人员认识世界、

准确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

从命题角度而言，材料作文主要围绕一段材料，要求写出 800-1200 字左右的议论文章。

据统计，约有 80%的可能性会以具体的社会现象为出题方向和材料内容，即围绕一个比较“热”

的话题，一般材料篇幅较短（400-800 字左右）；20%的可能性考查寓言故事，即围绕一个

哲理故事，故事中包含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作文，其作答步骤与方法

都是相同的，主要从三步来处理材料作文：第一步，找主题、定观点，即塑灵魂；第二步，

理思路、定结构，即搭骨架；第三步，补充论据、丰富语言，即填血肉。

作文题需要熟能生巧，建议大家平时多写、多读、多练。一方面，我们可以练习综应 B

类已考的题目，掌握考试规律和出题特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积累一些人物事例、名人名

言等写作素材，积累规范表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了联考 B 类综应主观题部分的基本情况，相信大家会

对备考有更多的底气，祝愿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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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刊主要为进行公司内部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提供的内容仅供浏览者了解粉笔

及作个人参考之用。浏览者在未取得粉笔许可前，任何人士均不得以任何方法或形式复

制、出版、发放及抄袭本刊内容作商业或非法之用途，违者必究。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come to meet a differe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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