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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182999.ht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

维方式，思维能力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

抽象思维，各主体都会有自己的模式。但在申论考试中，解

题的各个环节都要运用思维能力，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有所不

同而已。 一、审题的思维能力来源：www.examda.com 审题是

指对文章题目进行周密的揣摩、审查以把握题意的活动。 审

题即对标题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正确理解标题的含义、范围

、要求，确定文章的体裁、题材、中心乃至写法。审题是一

个系统程序，贯穿于阅读、写作的全过程之中。审题思维的

主体过程是对题目的理解过程。这种理解，既包括抽象思维

的理解，也包括形象思维的理解。 抽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

对题目的理性分析去理解题意。对供材料作文所提供的文字

材料，也都需要通过分析、比较、综合、归纳等方法来理解

材料的内容，把握其实质。形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

内容的联想和想像去理解题意。在供材料作文中，除了文学

性的语言材料需要形象的理解外，所提供的图画材料同样需

要通过联想和想像去理解画面的意义。 从近年情况来看，申

论考试材料没有给出标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标题

做更多介绍。但作为一般的给材料作文，了解和掌握～些基

本的方法也是必要的。申论题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是给定"资料"，二是根据给定"资料"提出的"申论要求"。这

就要求审题时对给定"资料"与"申论要求"二者兼顾。因此要仔

细研读"资料"及"申论要求"。 研读材料要准确完整，不能瞎子



摸象，不能割裂原材料。对较为复杂的资料，要仔细揣摩。

要能抓住主旨，不能牵强附会，研读"申论要求"要全面，不

能漏掉任何一条。要找准角度，即"着眼点"，就是审题的眼

光集中在材料的某一点上，是审题者所注意的材料中所存在

的思想。 二、拟题的思维能力 拟题．就是给文章确立标题。

好的标题．使人过目不忘、甚至终身犹记。 拟定题目，可在

行文之前，也可在文成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拟题在先，但也

有先有材料，先有观点，连缀材料、观点而成文章。题目根

据文章的具体情形再拟定，这样，题目便定在文成之后。有

时会同时出现几个题目，那就要推敲斟酌，比较取舍。 在拟

题过程中也存在思维能力。拟题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概

括能力，同时要求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性。在这里，我

们重点谈谈慨括能力和直觉能力。 在概括能力方面，首先应

该明确文章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明确了中心思想，所拟的

标题才会正确体现中心思想，或有助于表达中心思想。其次

，要从中心思想出发，选择合理的和新颖的概括角度。 在直

觉能力方面，重要的是注意拟题方法经验的积累．实现知识

的迁移。这就需要在平时多掌握拟题方面的知识，并加强这

方面的训练。 三、立意的思维能力来源：www.examda.com 立

意是文章写作的起点。这里的"意"指的是我国古代写作论中

的一个专用术语，它融合着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识与情感。

由于在写作时文章还未生成，所以我国传统立论称确立未来

文章的主题思想为立意。 在确立中心思想时，要培养辩证思

维和创造性能力。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做到见解深刻并富

有新意，在思考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辩证思维。我们所要解

决的某一具体问题，或者所思考的某一具体对象，因为它本



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或对象时

也必须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在这一由

思维抽象上手到思维具体的认识过程中，辩证思维应当成为

形成中心思想的主要的思维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