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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5/2021_2022__E6_8D_B7_

E8_B6_B3_E8_80_85_E5_c26_495126.htm 人们知道，在北京市

公务员录用考试中，面向社会在职人员的申论试题，较之面

向应届生的申论试题，难度方面偏大。而作为社会在职的考

生，由于从事在职工作，复习时间偏紧。基于上述原因，社

会在职的考生在复习中备感艰难和困惑。现针对社会在职考

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对申论复习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掌

握写作模式。这里所说的“写作模式”。指的是解答基本题

型的写作框架和写作雏型，即概括给定资料的主要内容、分

析个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个性问题的对策和论证表

述的写作等的写作模型。这些模型，是解题的基础，是考生

必须掌握的解题捷径。特别是作为社会在职的考生，在时间

紧、难度大的情况下，掌握这些写作模式尤为必要，我校教

师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往年真题的深入研究，对申论基本

题型及其主要类别提炼概括出“28种写作模式”，可供各位

考生在学习中参考。 其二，重视演练真题。所谓“真题”，

指的是以往历年考题。演练真题的意义，不在于这些试题会

重新出现，而在于它具有示范性和典型性，它的基本样式、

特点，易在以后的考题中出现。演练真题，可提高考(Q吧)生

的解题技巧和解题能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北京市

面向社会在职人员的申论试题，更有其特点和代表性。这主

要表现在它的深度和难度的提高方面。在这方面，2006年北

京市社会在职申论试题就是明显的例证。它的第二题要求，

分析个别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三题要求提炼核心的问题中包



含的几对矛盾，第四题要求就上题中的某一对矛盾写一篇议

论文。以上三道题，是申论试题出现的新题型，体现了北京

市社会在职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的难度和特点，演练此类试

题，可使考生了解和熟悉新的命题方式，提高应对能力。 其

三，熟悉社会“热点”。这里说的社会“热点”，指的是重

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要熟悉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对考生来

说，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阅读一些重要的、颇具参考价值的资

料： （1）《十七大报告》；（2）《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

；（3）《半月谈》；（4）《望》；（5）《理论热点面对面

》（中宣部编） 其四，“递进式”复习。申论的复习步骤计

划，考生可根据个人情况来制定。若从按层次把握知识、以

利于应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

消化原理，主要是掌握解题模式；二是演练真题，尤其是演

练近两年的试题；三是熟悉社会“热点”，在此基础上演练

模拟题。按这三个步骤向前推进，可收到循序渐进、逐步深

化的效果。但在复习过程中也不能把这个步骤与其它步骤的

内容截然分开，在进行某一步骤时，不要把这一步骤的内容

与其它步骤内容割裂开来，要注意有机地结合，这样会达到

相互促进、融为一炉的效果。 其五，自学与参加辅导班相结

合。大家都知道，公务员录用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且考试科

目独特，两门笔试内容均属考生未曾学过的内容，想在短时

间内靠自学来掌握绝非易事。尤其对于复习时间紧、考题难

度大的社会在职考生来说，更是如此。大量实例证明，把自

学与听辅导结合起来，可使考生如愿以偿。最佳的方法是：

一边听辅导，一边自学，以辅导带自学。如：以“强化班”

带动对原理的学习；以“冲刺班”带动对重点、难点的学习



；以“押题班”带动“实战演练”。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记得有人说过：通往天堂的道路是很狭窄的，“捷足

者先登”。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套用这句话：通往公务员

职位的道路也是很狭窄的，只有那些讲究复习技巧的“捷足

者”，才能实现自已的梦想。因此，必须重视和讲究复习的

技巧和方法。这一点，对那些背负沉重工作负担、面对艰难

试题挑战的在职考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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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