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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考试来说，对给定材料的仔细阅读，是申论考试的不可

或缺环节。这个环节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在答卷上，却是完成

后面三个环节的重要条件，你在这个环节上把材料阅读充分

了，后面的答题就会很顺利，问题也就会抓的准确。俗话说

，磨刀不误砍材功嘛。一般150分钟考试时间，那么对给定材

料的阅读应不少于40分钟。 一、阅读材料的关键 阅读材料，

就是根据题目的要求，对给定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阅读、理

解、把握，以确定材料反映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主要问

题，从而为下一步回答问题做好准备。 阅读材料是申论考试

的第一道屏障，必须谨慎对待。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将事实

上升为观点，由具体问题上升到本质属性，把分散的事物综

合为具有一定内扎起联系的事物；阅读材料时，重点是理解

材料的内容，然而也不能忽视材料的形式。只有全面掌握材

料的形式、范围和文体等，你才能准确理解命题者的所有考

察的意思，有效地把握住关键问题。否则，便会跑题，文不

对题的现象在历年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屡见不鲜。 二、阅读材

料的原则 申论试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所给资料的归纳总结的能

力，然后概括主题，提出对策和可行性方案，并进行论述，

这是申论考试取得高分的关键所在。笔者提醒广大考生，申

论所给资料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考官的考查意图，广大考试

不要忽视这一点，一定要认真仔细阅读，在这里笔者给所有

考生提供以下3点阅读材料，应遵守的原则，供广大考试参阅



：来源：www.examda.com 1.选择性。试卷材料中很可能包含

着多余的迷惑信息，如果你不能总体概括材料的真正含义，

以及命题者的意思，而只是抓住"只言片语" ，匆忙下笔，急

于写作，往往就会陷入命题者设下的圈套，抓住芝麻，丢了

西瓜，就很不值得了。 2.本质性。在拿到给定材料后，要从

材料的整体着眼，快速的抓住材料的本质关键，找出给定材

料的隐含信息，和命题者所要考察的本质意思，紧扣本质属

性来拟题。 3.辩证性。在阅读中要注意把问题归类、归层；

善于区分轻重、缓急，善于捕捉材料之间的相同与区别之处

；要地看问题；在阅读中要做到读懂、读深、读透。还要扩

散自己的性思维，列出几个可供自己选择的观点。然后找出

一个对自己写作有利的角度去完成。这也是非常实效的做法

，就是说，只要紧扣给定材料，写哪个角度对你有利，能使

你发挥得更好，你就写哪个角度。 三、阅读材料的技巧 1.透

过现象看本质。考生不要被材料的表面意思所迷惑，你必须

透过字面去理解其中蕴含的比喻或象征意义，这时你才能将

事实上升为观点，由具体问题上升到本质属性，考生一定要

以避免在提出对策和可行性方案时犯就事论事的弊病。 下面

举例说明上述观点。『例』 ：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自

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联系生活实际的议论文。原文如

下：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

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

算是鹦鹉；鹦鹉说喜鹊生来就一副奴颜媚骨⋯⋯来源

：www.examda.com 这些鸟的评说实际上就是人的评说。因此

，文章决非要求对鸟发表看法。有一篇题为《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的优秀论文，是这样起笔的： 在寓言诗《鸟的评说



》中，麻雀、燕子、黄鹂、百灵等鸟，它们唇枪舌剑，互相

攻击、诋毁，都自以为是地指出了对方各自的所谓缺点。读

罢寓言诗，我不由得想起了唐代一位大诗人的名句：梅须逊

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生动说明了尺有所短、寸有

所长的哲理。 这就一下子透过字面，领悟了以鸟喻人蕴含的

深意，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人的问题。 2.运用扩展性思维，

明确针对性。要使议论紧靠主题，阅读材料不仅要准确，而

且还要深刻，这就要借助联想，把握议论对象概括的生活现

象，从而明确文意的针对性。而一篇文章的议论总是有感而

发的，而这感想又要针对实际，不能无病呻吟、无的放矢，

所以，立意的针对性十分重要。 譬如阅读关于谈论衣着的材

料，从文字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针对性，穿着打扮无非是

属于个人生活范畴的小事。但如果借助联想思考一下：如果

把穿着打扮和情趣爱好、审美意识、生活水平、市场消费、

现代文明、文化心态、时代潮流、社会影响等联系起来，你

就不难发现，衣着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象的问题，而是体现

了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问题。只有把议论对象概括的生活现

象审视得清晰一些、完整一些，才不会使议论停留在个人生

活小事而跳不出来，只有做到了心中有数，才能联系现状，

写出来的文章就有说服力和针对性了。 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来说明，如何在阅读材料时，抓住问题的本质关键、以及针

对性。原材料：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湾战争前夕，该

报记者到驻沙特的美军陆战队采访，惊奇地发现，在沙特的

帐篷里，在待命的军舰上，美国官兵正在读中国的《孙子兵

法》。据说，有个军官匆忙出征，忘记带上这本书，赶忙写

信给妻子，让她把书航寄到前线。陆战队司令格雷将军指令



：《孙子兵法》为陆战队官兵的必读书。 美国海军陆战队官

兵对中国的《孙子兵法》奉若至宝，急用先学，实属为解燃

眉之急。《孙子兵法》飘洋过海，倍受美国人青睐，并不新

鲜。近、现代的英、俄、日、德、法、捷等外文译本早已风

靡世界，被日本人称之为"东方兵学的鼻祖" 、"世界古代第一

兵书" ，拿破仑作战时也曾拜读过，此书早已成为许多国家高

等军事院校的教材。《孙子兵法》是科学地总结了当时与过

去战争经验写成的，曾席卷日本管理界和美国军事界，显示

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前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

里掀起研究"易经热"，祖先的真知灼见，使诸多大学生感到

震惊。日本出现"《菜根谈》(明代文人洪应明著)热" ，充分显

示了这一事实：虽经岁月流逝，人世沧桑，仍掩饰不住它的

灿烂光辉，实为"中为洋用"的典型。大学校园里对西方哲学

从热衷到冷漠，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盲目批判到重新关注，这

种"回归热" ，充分显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其他，

诸如中国的中医、中药、武术、气功在世界各地深受欢迎，

日本、东南亚尤烈。一部分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人，把西方

文化吹得天花乱坠，仿佛创造人类文明没有中国人的份，有

识之士应研究、挖掘中国文化遗产，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文

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把中华民族灿烂光辉传播到

世界各地。 3.概括主题要忠于原文。阅读材料后的第二步就

是概括主题，认真阅读材料后，抓住了材料的实质问题，以

及摸透了考官的意思，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你自己的

位置放准确了。首先在提出问题时，个人定位要准确；其次

是善于在阅读材料时针对抓住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办法；再次

是你提出的意见和办法要合情、合理、合法。要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以上三个问题是否能作的很到位，会直接反应到你

阅读材料时是否抓住了材料的关键所在，是否摸透了考官的

意图。如果说你前面的问题都做到位了，那么后面的论述就

轻而易举了。你自然就会针对给定材料，集中论点展开你的

论述。你胸中有数，胸有成竹，那么自然就会做到中心明确

，言语通顺，逻辑严谨说服有力，内容充实论述深刻。如果

你做到了这些，何愁申论拿不了高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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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