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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3_c26_263881.htm 论证表述能力 (一)、

论证表述方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1、 丢掉主旨，偏离题意 不

能够抓住资料所给出的主要问题分析说明，也就是说，文章

目的性不是十分明确，甚至有偏离题意的现象。 2、立意陈

旧，思路单一 不少应试者在论证时，立意角度不新颖，思路

不开阔，不会进行发散式思维和阐述，不能揭示事物的实质

，因此使得论证没有深度，一般化。 3、标题不准，表述老

套 常会看见应试者的申论答卷标题不够贴切、具体、鲜明、

精炼、生动。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论题对论证问题的

概括、对中心论点的提炼、对态度倾向的表述与评论内容或

思想不一致，词语运用不够恰当，有些标题的意思欠妥，使

人产生歧义； 二是评论的标题不够具体，空泛乏味，大而无

当； 三是评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褒扬什么、针砭什么等

，在题目中反映得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有的文章标题的观

点、立场、态度不够鲜明； 四是有的标题不够精炼，句式复

杂，语言罗嗦，难以让人产生阅读的兴趣； 五是有的标题不

够生动，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思路不清，逻辑混

乱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谋篇布局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文章结构不考虑文章的具体内容，不根据立论所要分析

的事物或所要论述问题的实际情况、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变

化规律，围绕论题和中心论点来组织安排文章的观点、材料

和先后顺序； 二是文章结构布局没有考虑受众的实际状况，

没有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接受能力、认识规律和心理需求



安排评论的逻辑思路和前后布局；三是文章结构布局缺乏自

己的特色和风格，在遵循评论结构总体框架和基本规律的同

时，在开头、结尾和层次安排上没有体现自身的个性特征； 

四是文章缺乏论述说理的艺术，不注意修辞； 五是文章没有

按照要求去做，字数超过了规定；当然也有的文章字数太少

，难以把道理讲述清楚。 5、不会引用，断章取义 在摘引所

给材料及理论著作的某些段落或个别语句时，要注意不可从

自己的目的出发，不顾原材料及原著的整体观点和上下文联

系，寻找个别与自己论点相一致的言论，孤立地摘引出来。

这种断章取义的操作，往往会偏离材料主题或歪曲原著的观

点，有时甚至会与原材料、原著作观点背道而驰。这方面的

错误是极为严重的，应该尽力避免。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

，有的是不够严谨，但断章取义之不可取，却是明确的原则

。一般来说，完全违背原著的断章取义不多，但偏离原著的

并不罕见。 (二)、培养论证表述能力 1、熟悉议论文常用的文

章结构方式 要培养好的论证表述能力，首先必须熟练掌握议

论文写作的结构与布局方法，即议论文的构造方式，也就是

指应试者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根据主旨的需要，在

行文中对材料所作的组织和安排。一般说来，议论文写作常

用如下三种结构方法： (1)、总分式结构 总分式结构是指由一

个总论点统率若干个分论点，每一个分论点作为总论点的论

据，从各个方面分别说明总论点的结构。 (2)、并列式结构 所

谓并列式结构是指文章被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相对独

立，共同论证中心论点。 (3)、递进式结构 递进式结构是指文

章的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彼此衔接，并层层推进。这种结

构方法使文章内容一层深似一层。 2、掌握常用的论证说理



方法 申论方案论证部分一般属于议论文体，议论文体离不开

论证，因此，应试者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掌握几种常用的论

证方法。常用的论证方法有例证说理法、分析说理法、论辩

说理法和类比说理法。 (1)、例证说理 例证说理是主要的论证

方法之一。所谓例证说理是指在论证的过程中运用客观事实

、统计数字、实验结果、图象、照片作为论据来证明论点正

确性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由于运用的是客观事实证明论点

，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分析说理 分析说理是指通过

对有关问题所包含的事理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内在联系，从

而使论点得到证明和深化的方法。这种论证方法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 (3)、论辩明理 论辩明理就是通过论辩和批驳，在辨

明是非的基础上讲述道理的一种说理方法。无论是批驳性的

文章或是正面立论性的评论，往往都离不开论辩。 为了树立

正确的观点，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就得澄清与之有关的模

糊观点，纠正与之有关的片面认识，批驳与之有关的错误见

解。而且有了对立面，自然就有思想交锋，面对面地展开论

辩和商榷，就要从正面提出充分的理由和论据，论述也就能

从事物的矛盾中层层展开，步步深入，有起有伏，善破善立

，从而增强文章的思想性和鲜明性。 进行论辩明理时要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敢于和善于进行思想交锋。在具体操

作时，不外乎这样三种方法：一是通篇围绕一个思想靶子进

行全面的说理交锋；二是在文章的必要处，为了强调某一论

点，有意识地用泛指和设问的方式亮出一个思想靶子，由正

面论述转入思想交锋，通过说理交锋得出正确结论；三是全

文连续陈疑设靶，又连连交锋进而达到释疑解惑、澄清是非

的目的。这种边破边立、又破又立多回合进行的思想交锋，



犹如波澜起伏，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起伏破立之间澄清

了种种片面认识，正确的思想和态度也就是在交锋中树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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