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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3/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2_B3_c26_503011.htm 这次河南省法院、检察院公务

员招考对于广大致力于成为法检系统公务员的报考者来说，

是个难得的机会。机会来临是一定要把握的，否则谁知道下

次机会在哪里呢？很可能一时懈怠，就抱憾终身了。备考是

应试的前提，同时也是应试成败的关键。作为一名准备参加

此次法检系统公务员考试的应试者，在熟悉招考公告各项内

容、要求之后，就应该以招考公告和招考简章的有关内容为

指导，选用科学的备考方法，认真、刻苦、扎实地开展备考

工作。 《申论》考试的重要性不再赘述。下面姚汉诚老师针

对此次河南法检系统公务员招考，就《申论》考试备考方向

上予以指导，希望对报考者有所帮助。 一、深入了解《申论

》的性质和考试规律 《申论》主要通过报考者对给定材料的

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和文字表达能力。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并不是

单纯的“作文”。与传统作文相比，《申论》的写作的技巧

性更强、难度更大，且在行文思路上与传统作文存在巨大的

差异。故考生必须深刻了解《申论》的性质和考试规律，才

能做到事半功倍，不犯方向性错误。 二、关注社会热点 出题

规律显示：《申论》材料，全部为近一段时期内的社会热点

问题，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多元化、多角度、

争议性、普遍性、具有现实意义等特点，能够引起人们的关

注、反思，继而可以从中总结出对今后行为的理性指导，改



造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报考者必须多关注

从2007年到现在的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法检系统的热点、

河南省地方热点、民生热点。从这两年的《申论》出题来看

，无论是材料还是作答要求，针对性越来越强，越来越侧重

于结合报考职位、结合省情、结合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三

、注意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很多考生不知道材料和要求之间

有什么联系。无法从材料里概括出符合要求的内容，也提炼

不出对策，也无法进行论证，两者之间是脱节的，无法根据

《申论》的要求去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第二，即使找

到了，表述也成问题。很多考生在自己应答《申论》时，首

先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申论》考试是一个虚拟的行政行

为，这时，模拟行政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公务员思考

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态度、措施。很多考

生站在一个大学生的角度、站在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角度、站

在一个批评家的角度应答《申论》，这样就和《申论》本身

所要测查的能力背道而驰，偏离了《申论》考试的目的。因

此无法考得好。 很多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缺乏一种宏观的

把握，也缺乏一种微观的、落实的能力。缺乏一种大局观，

就是对这么一个庞杂的材料，他无法进行加工。事实上，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搞清楚，《申论》考试既然只要求你在

两个半小小时做好，它就不可能是考你一个细节，它需要考

你宏观的把握，然后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你可以

想象一下，几千字的材料要把读清楚，只可以是框架性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要素性的东西、核心的东西、轮廓性的

东西，只有把这个东西抓住了，我们才能够把它做好。 把基

本信息读懂后，我们要再进一步思考它。在进一步思考的时



候，特别是和这件事有关系的部门的管理对象、管理措施（

已经采取的措施或者将要采取的措施）、管理的预期目标等

等，考生要在短时间内都要想出来。因此我想考生这时应该

对国家的相应职能有所把握。我们在应答时，才可以用相关

的语言把它拿出来。 第三，对于这种表述，大家一定要了解

机关公务文书的语言特点，就是简洁、平实、规范。行政公

文有很多明显的特点，比如说规范的机关的语言通常的句式

结构是主、谓、宾这样的词，词汇是双音节词，两个词两个

词这样排列的，比如大力加强、大力提高、全面实施、高度

重视等这样一种双音节词。很少有虚词，比如“的”、“得

”、“了”、过”这显示一个国家在管理的时候追求的是一

种效率。这和我们当前建立一种高效政府是一致的，这从我

们平时关于公共文书的写作或者公共报道中可以看得出来，

也可以从《申论》的考生要求里看得出来。事实上我们经常

会看到《申论》考试有一个问题叫“语言流畅”，如果我们

没有这样一种相应的东西，我们就很难达到流畅。有时还需

要引用对比、排比、对偶，这都可以给大家增加更多的分数

。 四、多研究历年真题 《申论》真题是出题专家按照严格的

出题规则设计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报考者

要多找真题、多做真题、多总结真题，就容易从中总结出更

有效的出题、解题规律，从而真正提高对于《申论》阅读、

写作的把握能力。 五、加强模拟考试练习 必须提前感受考试

的气氛，学会在仿真的考场环境里自如发挥，游刃有余。建

议报考者每天完整地按照考场要求做一篇真题。 祝报考者征

服《申论》考试，顺利通过笔试，并最终实现自己的职业理

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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