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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AF_84_E8_c26_488731.htm 一．以材料为导向。 

《申论》考试涉及到的材料是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考生要

想进行《申论》考试，就需要对这个材料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即把握材料的主旨精神。我们做题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给

定材料把握的基础上。《申论》考试越来越有一个特点，就

是强调答案在材料当中，在材料当中找答案。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国家机关的题目和北京市考试的一些题目，都是要求从

给定的材料中找答案，虽然名义上是分析问题，其实相当于

概括问题。这个答案其实还在材料当中，这是我们考生需要

紧紧把握的一个问题。很多考生在考《申论》的时候有一个

特点，拼凑。200字很快就抄好了。根本就不知道政府要从哪

些角度解决问题。它就一条条的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凑够了400字了。这种拼凑出来的卷子肯定不可能得出理

想得分数。 可能题目里会给你一段比较具体的社会问题，但

是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和国家的思路，重点的提法结合起来

。对具体的申论问题，主要是里想到中共中央主导哪方面的

精神，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尽量要把这个问题向这个精神

靠拢。这是判断一个试卷优劣的很主要的标志。考生如果明

白这个意思，分数至少能提高5分。 二．分析概括、提炼加

工。 很多考生看了这八个字可能没有感觉，其实这八个字对

我们作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层

面，一个是分析概括，这四个字其实针对的是我们给定材料

的内容层面；再一个是提炼加工，这四个字是我们公务员《



申论》考试的精神层面，通过一种具体的材料给出反映了一

个主题。 如果可以紧密结合这八字方针，答出一份精彩的考

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三．认清考试角色。 这是对考生社会

认知能力的检验，也就是说站在社会的角度对这个社会的认

知和把握，比如这个社会是怎么组织的，怎么架构的，怎么

运行的。在《申论》考试中往往会给考生限定种种身份，你

需要对这种身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提出一种妥当的，符合

特定身份的对策。 《申论》考试是作为公务员考试的科目，

考试所有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考察我们作为一名公

务员的潜力，所以说我们在做试卷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放到

一个公务员的角度来阅读分析理解这些材料，把握这些问题

。很多考生会问从政府的角度和一般社会群众的角度来说考

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差别在哪里？它是这样一种差别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来说你是要积极、认真负责的解决一个

问题，而不能煽风点火，推诿责任。比如出了一个社会问题

，作为政府的角度来说不能埋怨别人，要想到我们需要做哪

些工作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发个人的牢骚，我们

做一切的一切都要站在政府的角度。 四．斟酌所用词语。 《

申论》考试需要用很规范的语言，就是公文式的语言。一定

要避免使用口头语言，尤其是当下年轻群体里流传的时髦语

言、网络语言一类。这主要在于平时的训练，有了语感，写

出的文章就会有政府公文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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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