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申论》基础理论辅导讲座（十一）-公务员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7/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3_c26_247728.htm 议论文 议论文也称论

说文，这类文章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用议论或者说理的

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一）、议论文的特点 1

、内容的理论性 议论文以议论和说理为主，它的内容具有一

定的理论性。有的议论文直接阐明理论，有的议论文则以某

种理论为指导来论述一个问题。 2、语言的概括性 议论文需

要对具体事物作理论上的分析，它的语言往往是抽象而概括

的。理论性越强，语言的概括性也就越强。 3、写法的逻辑

性 议论文是议论和说理的，它的写法就需要有严密的逻辑性

。只有把文章写得有条有理，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言之有理

，才能说服读者。总之，议论文主要是对客观事物或者存在

的问题，用概括的语言，按照一定的理论和逻辑关系，表达

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使人信服，并受到启发和教育。 在日常

工作中，议论性的文章经常遇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大多数是

带有议论性的，阅读这些文件，需要具有分析和理解议论文

的能力。我们读报时经常读到一些社论、短评、国际评论、

杂文以及各种理论性文章，这也需要一定的议论文知识，才

能把这些文章理解得更好。总结工作经验、分析调查材料、

讨论学术问题、提出革新建议，这些往往需要写议论文。总

的来说，议论是一种常用的而且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议论

文的应用十分广泛而且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议论

文，努力培养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特别是写议论文的

能力。国家公务员，就更需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了。 （二）



、议论文的三要素 议论文具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

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的事物或者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论

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科学原理和典型事实，论证是运用论据

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 1、论点 论点就是文章中要加以

阐述和说明的基本观点，在议论文中要解决的是"证明什么"

的问题。在一篇议论文中，论点是文章的价值所在，一篇文

章的高下优劣主要取决于它。因此，对论点有以下几方面的

要求： （1）、论点要正确。论点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作

者除了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以外，还要以辩证法的观点去研究

分析问题，防止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此外，还要注意论断

中的每一个概念都应当是准确无误的。准确性的具体表现有

以下几点：论点准确，包括概念、论断、提法和分寸的准确

；论据、引语准确；语法、逻辑、用词造句准确；阐明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准确；实事求是、切合实际

，不武断、不浮夸，要一分为二。 （2）、论点要有针对性

。申论的论点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舆论导向

上具有针对性；针砭时弊，针对社会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各种

弊端、陋习，对症下药，加以评说，予以治疗；触及当前社

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矛盾，分析起因，找出解决的方法

等等，以正确引导舆论和指导实践；抓住人们的思想认识问

题，分析说理，解开人们的思想疙瘩；针对材料所反映的主

要问题论证评说。 申论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就材料所反映

的主要问题加以论述。因此，哪里是主要的问题、哪里是问

题的主要方面，必须在动笔之前解决好。需要说明的是，申

论论证评说的是"主要的问题"，而不是问题解决的方案和做

法。 （3）、论点要深刻。论点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关键，能



科学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要使论点深刻有力，作者就必须

首先清除那些泛泛的、装腔作势的议论。同时，深刻也还要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前瞻性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对事物

的认识具有敏锐性；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表面

现象能够看到事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具有预见性，即对错综

复杂的矛盾及其未来的结局分析之后，能够作出具有预见性

的科学论断。 （4）、论点要鲜明。作者要明确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一定要旗帜鲜明，不能模棱两可。对所论述的问题

自己先要思考透彻，不能含混不清。论点的语义必须十分清

楚确切，不能暧昧不明。 （5）、论点要新颖。论点要有创

见，给人以启发。要善于发现新的问题，解决新的矛盾，不

能人云亦云。新颖性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论题新颖，即

评论的问题能够触及新的矛盾，或者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主

张；在与错误及片面的观点交锋中鲜明地提出精辟的见解，

表现出真理的光辉。论说中有新的论据，并能以这些新的论

据作为依托，引发议论；选取新的议论角度，诸如舆论的非

热点、容易被忽视或者被掩盖的矛盾侧面、对解决矛盾能够

起到关键作用的环节等。 （6）、论点要同一。在论证过程

中要保持思维的确定性，防止出现违反同一性的要求、偷换

论题或转移论题的现象。这一条是从逻辑上对论点提出的要

求。 （7）、论点要突出。议论中不能以材料淹没论点。当

所论述的问题比较复杂时，其中心论点与派生出的分论点、

小论点的关系只能是总分关系，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这是

从文章中心思想的表达上对论点提出的要求。 2、论据 论据

就是用来论证论点的根据，是议论的基础，解决的是"用什么

证明"的问题。 论据有事实论据和事理论据两种。事理论据除



一般原则外，还包括那些从长期生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被

公认为符合事理的谚语、俗语、典故等。 申论对论据有如下

要求： （1）、论据要真实。事实论据必须可靠，事理论据

必须准确。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注意调查核实。不能道听

途说，断章取义。未经证实其真实性的论据只能用"预期理

由"，论据不能靠论点证明，以免形成循环论证。 （2）、论

据要典型。事物有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情况与个别情况的

差别。只有从事物的一般情况及其内部的必然联系出发去掌

握事实，这样的事实才能胜于雄辩。所以选择论据要注意排

除那些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选择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

和规律的典型材料。这样的材料才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3）、论据要充分。即使是真实的论据，如果不全面，其说

服力也不会强。论据要全面、充分才有说服力。 （4）、论

据要新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的总是吸引人的，对

旧的论据读者不会很感兴趣，自然也就影响说服力。 3、论

证 论证就是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它解决的是"怎

样证明"的问题。 议论的目的在于使别人同意并接受你的观点

，这除了要看你的观点是否"有理"，还取决于你是否会"说理"

。只有说理充分，分析透彻，论证周密，议论才会有说服力

。 申论作文，一定要以理服人，同时合乎逻辑，而不能以势

压人，用大话、空话、假话去强迫人接受。因此，申论论证

时要注意采用灵活多样的论证方法。 一切道理、结论总是从

客观事实当中、从实践经验当中引申和概括出来的。因此，

我们要把道理说明白、容易让人接受，就得依靠具体的事实

材料，在立论写作中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从事

与理的关系而言，事实正是说理的依托或论据，论理则是由



事实的现象、感觉到本质、理性的开掘、分析、推理、引申

和发挥。这种说理方法的好处在于理从事出，虚实结合，使

立论文章增添理论色彩，避免空泛议论或就事论事。事实和

道理的有机结合，是增强评论说服力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

和方法。所以，在申论写作中一定要有雄辩的事实作基础。 

总之，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是灵魂，

论据是血肉，论证是骨骼。论点是解决"要证明什么"的问题

，论据是解决"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论证是解决"怎样进行

证明"的问题。三者紧密联系，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

。 就议论文的要素来说，一般要求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准确

充分，论证严密，合乎逻辑。 论点正确，就是要体现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能从实际出发

。鲜明，就是要有明确的态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主张

什么、驳斥什么、爱什么、恨什么，都毫不含糊。正确鲜明

的论点，一般是深入社会实践，对某个问题作周密的调查，

掌握了大量的、可靠的事实和材料，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和观点出发，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对事实和材料进行

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而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它反映客观事物

的本质和方向。是不是每篇议论文都有这三个部分呢？不一

定。有的议论文，从论证开始，到结尾才归纳出论点，就没

有绪论。有的议论文，论证结束就煞尾，不再有结论。特别

是杂文，写法不拘一格，信手拈来，任意发挥，皆成文章，

这就更不能篇篇都要求写出这三部分。 议论文的结构并不复

杂，但能否安排适当，关键还在于写作时是否思路清楚。毋

庸置疑，文章要思路清晰，首先要对所议论的问题认识清楚

。然而，对问题认识清楚了，一到写作时由于同时要遣词造



句、策划论证，原来想到的材料会忘却，原来想清楚的问题

会模糊起来。这时，可以拟定写作提纲。 写作提纲是文章内

容的简略提示，拟写提纲的方法如下： （1）、拟写提纲前

应先将所写内容思考一遍，即确定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与

议论程序。 （2）、按照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分别写入

各项内容。如在"绪论"内写入议论的事实或问题。有时，也

可在绪论内直接写出论点；在"本论"内写入中心论点或各分

论点，以及各项论证的论据或论证方法；在"结论"中写出主

要的结束语。 （3）、写完提纲后应该复核一遍，并根据新

的想法作一些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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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