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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8B_9B_c24_19475.htm 第三章 申论考试考查的能力 作为

能力测试，申论考试主要考查应考者的五种能力：对给定材

料的阅读理解能力、概括主题能力、提出解决方案能力、进

行论证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为了培养这几方面的能力，

应考者应注意在这些方面易出现的问题，然后结合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训练，以便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来。 一、阅读理解能力 申论考试所要求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平

时的阅读理解是有区别的。平时的阅读，读的大多是完整的

文章作品，而申论考试要求阅读的给定材料却不是完整的文

章作品，而是些略经整理的“半成品”，连“事件报道”都

够不上。申论考试要求的阅读理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一些不够准确、不够清晰的“半成品”材料的加工能力。这

种加工，主要是对各种材料的阅读分析，把握事物的本质，

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另外，阅读理解还表现在善于处理

各类材料，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善于区分各种层面上

的问题，注重主次、轻重、缓急，善于发展、辩证地看问题

，视具体情况恰当地处理各种问题。 阅读理解容易出现的几

个问题：(1)审题不准；(2)粗枝大叶；(3)不讲技巧。 培养阅

读理解能力的几个方面：(1)认读能力；(2)理解能力；(3)评论

能力。 二、概括主题能力 在申论考试中，申论的测试材料是

由诸多信息“拼凑”而成的，这些信息大都具有相关性或连

带性，但有些材料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因此综合分析这些

材料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综合分析可分为以下几个步



骤：第一，应弄清“材料”反映的问题；第二，善于对复杂

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分清主次、有关联和无关联的问题，分

清可解决和不可解决的问题。只有综合分析各段材料，才能

弄清测试材料所要反映的问题，才有可能按命题要求，有针

对性地提出基本可行的方案、对策，即“提出解决给定材料

所反映的问题”的方案。申论测试对应考者提出综合分析能

力的要求是合理的，能有效地考查公务员所必须具备的阅读

、处理政务类材料的能力。概括主题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1)概括分类混乱；(2)概括不够深入；(3)材料驾驭不好

；(4)综合分析能力不强；(5)概括表述不畅。 培养概括主题能

力的几个步骤：(1)角度要准确；(2)要素要清楚；(3)顺序要合

理；(4)主旨要突出；(5)详略要得当；(6)线索要明晰。 三、

提出解决方案能力 在申论测试中，应考者要在理解、分析命

题者给定的“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实际上是考查应考者“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完成

这一测试项目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1．提出问题时个人定

位要准确，应考者应仔细审题，看清命题者为你拟定的身份

。 2．善于针对问题提出意见或办法，综合分析“材料”时

应弄清“材料”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要抓住其要害，切忌

面面俱到或弃本逐末。 3．方案或办法要有可操作性，即明

确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或职能部门去处理、落实

，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办法，而且还要考虑到解决“问题”的

时效性和必备条件，切忌模糊、脱离实际。 针对问题能够提

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和方案，这是应考者能力测试的关

键环节，通常在试卷中第二、三部分中这种能力得到集中全

面的体现。 四、进行论证能力 进行论证是指就所给材料反映



的问题，拟定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论述深刻，有

说服力。在申论测试中，论证部分不仅所占的字数多，分值

也高于其他部分，因为论证才是申论考试的核心，能全面考

查和衡量一个人的分析归纳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逻辑推理能力。 培养论证能力就必须进行论证性阅读的基

本训练。 进行论证容易出现的问题：(1)偏离主题；(2)思路单

一；(3)标题不准；(4)思路不清、逻辑混乱；(5)不会引用、断

章取义。 五、语言表达能力 申论测试为应考者设置了一系列

“主观性”试题，目前申论测试要求应考者作答的文字量

在1500～2000字，它所检测的能力是多方面的，阅读理解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通过文字表

达出来，因此“语言表达能力”是申论测试中的一个重要测

评要素。对于这一点，应考者应有清醒的认识，在备考过程

中通过必要的训练，提高、优化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重中

之重。 申论作答时．遣词造句当准确、简明、规范：联句成

寸应当条理清晰条里根据相谐即： 准确传输的信息绝对不能

有歧义。 简明剔除一切冗余信息，重视主要信息。 规范使用

的词语符合言者身份，要语出有据，庄重得体。 条理清晰把

握主次、识别因果，语句、段落之间都要体现合理的逻辑关

系。 理据相谐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后者是对前者的支

撑，二者要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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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