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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2007_E5_85_A

C_E5_8A_A1_c26_22221.htm 一、审题 审题的目的就是为了全

面、准确的理解题意，就是要对命题的显隐含义和对写作的

各项要求，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最切确、最深刻的周密分

析、辨认和筛选，弄清意图，把握重点，明确要求，做到不

漏不偏，不大不小、避免表面和片面，才能迅速准确破题。 

材料就是申论文章的窗口，考生依据材料总结概括出的主要

内容或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申论文章的精神实质，是申论写

作的依据；申论的考试要求是对论证的限制，尤其是在申论

考试中对考试要求的审题更是重要。所以一定要花一定的时

间进行审题，否则就会出现跑题、偏题、宽题、狭题的现象

。一旦如此，将无法弥补。 审题立意的具体过程： 1.读。包

括读材料和读考试要求。读材料就是通过阅读找出材料反映

的主要问题，这在前面概括内容、提出对策的过程中已经完

成了。读考试要求的过程中，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

一，审出文题类型方式，即要审清是要求考生根据材料任选

角度写一篇议论文、演讲稿，还是写一份建议、报告，或者

是其他形式。命题类型不同，写作要求也就不同，写法也不

一样，忽略命题类型和形式的要求的文章，就不可能符合考

试的要求，导致文与题不符。 第二、审出限制条件，(1)审清

对论述的内容是否有限制。例如：2003年申论考试第一题是

要求从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减少事故，

保障安全”提出对策建议，供领导参考。这个考试要求是就

该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而任何的对策建议都不会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都是在对问题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

，因此可以得出该考试要求限制的内容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和

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的对策。是要求考生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

及提出保障安全的对策；(2)审出是否有“虚拟身份的设定”

。例如，2003年申论考试第二题是要求为设定的发言人拟出

一篇现场讲话稿或电视讲话稿。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考生

就必须以考试设定的人的身份来作这篇文章，也就是说考生

在作这篇文章时的身份必须是给定的“虚拟身份”；(3)审清

字数限制。即考生必须在申论考试给定的字数范围内论述，

字数过少或超过限定字数都会影响得分。 2.析。针对材料反

映的主要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不同观点。针对同

一个问题，因为分析的角度不同，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文章

。例如，可以就问题本身的表现形式、原因、办法、意义、

条件等等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分析；如下面这则材料： 据报

道，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查获不满18岁的刑事作案成

员约15万人，其中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占一半以上，不满14

岁的作案成员1万人左右，1993年，全国查获的学生(主要是

中学生)犯罪人数84868人，其中抢劫、伤害性抢劫等暴力案

件，亦时有所闻。 对这个材料进行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如何

之多的校园暴力事件？校园暴力来自何处？是我们的教育出

现了问题？我们的教育是否过于重视对孩子的能力培养，而

乎视了对他们的健康心理的培养？面对这种校园暴力事件频

发的现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经过多种分析，就可以得

出不同的观点。如：校园暴力来自何处、孩子的教育应侧重

于健康的心理培养、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巨大、加

强学校教育等等。 3.立。从上面分析得出的不同观点，选取



最佳者确立为论点：对得出不同观点进行分析，选取有现实

意义、有新意的、自己认识最深刻的、又有材料可写的、不

大不小的一个，作为论点写成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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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