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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1/2021_2022__E6_B5_B7_

E5_8D_97_EF_BC_9A2_c26_511689.htm 在以往海南的申论考

试中，不少“笔杆子”颇硬的同志，纷纷落马，是何缘故呢

？难道说是海南申论试题或阅卷人的眼光有问题？究其原因

在于一些应试者还没有真正摸清申论考试的规律，对自己的

写作“老习惯”抱得太死，没有做好充分、有效的考前准备

工作，或者临场状态不佳，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失误⋯⋯不解

决这些问题，无论笔杆有多硬，恐怕都难以考出令人满意的

成绩。考试在即，针对这一问题，跟各位海南考生展开探讨

。 一、正确认识申论 1．申论是多种能力与素养的综合考察 

申论所考察的，不仅仅是“笔杆子”的软硬，更注重于应试

者的“头脑与心灵”，它是多种能力、多方面素养的综合考

察。 先看“能力”方面。百考试题100test纲规定：“申论，

主要通过应考者对给定资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

查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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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再看“素养”方

面。要想通过阅读与综合分析，正确理解与把握资料，发现

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对自己的意见作出严密

的论证、准确的表达，总是离不了应试者深厚的文化素养、

敏锐的政治眼光、较高的政策水平与理论修养等，缺其一，

则难以写出高质量的申论。 2．写好申论的基本保证在于“

不离题” 申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概述”、“对策”

、“议论”，还是“公文”、“类公文”，应试者都必须针

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去撰拟，因此，“



不离题”是写好申论的基本保证与起码要求。倘若应试者误

将自己视作一位“自由撰稿人”，可以不顾“申论要求”，

撇开给定资料去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那么，即便文采华丽

、字句精工，也算不得优秀篇章，因为你所写出的东西“走

了题”，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申论”。 3．写好申论的

关键在于对策及其论证 从几年来海南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

论》试题看，无论是三大块“策论式”、两大块“公文式”

，还是分析给定资料后的直接阐述，其测试重点都在于围绕

决策看论证能力。因此，能否提出准确、周全的对策并作出

深入、严密的论证，乃是申论写作成败的关键。应试者应十

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并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4．申论写作

容不得任何写作“老习惯” 申论，是一种全新的考试形式，

也是一种全新的文体样式，故而不能以其他任何文体的写作

方式替代申论写作，尤不能将申论写作拘囿于自己的写作“

老习惯”之中。比如，刚刚走出校门的同志，写文章难免有

“学生腔”，而受官样文章影响的同志，写作中爱说“官话

”、“套话”，这些都是申论写作的大忌，务必努力克服。 

二、考前准备工作 打算参加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同志，都

会做考前准备工作，但是这种准备的着力点不同，所获得的

效果则大不一样。对于申论考试来说，应把考前准备的着力

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1．留心现实与热点问题 海南省的申

论试卷，无一例外地都是选取普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某一时

期的社会热点问题作为考试的背景材料。这已成为几乎不变

的命题原则。因此，应试者在平时的阅读活动中应该分外留

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与热点问题，应多读一些载于报

刊的有关报道与评论，而且还应勤于动脑、善于思考，直接



为各种社会问题设计一下处理方案，并力求拿出自己的深刻

而独到的见解来。这样的阅读与训练，对于锻炼思维、开拓

写作思路，都将大有助益。 2．多读申论写作范文 近年来社

会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申论写作教材中，收录了不少往年的

申论优秀答卷，有的教材还附上了评析文章。这对于申论备

考者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有助于考生熟悉申论写作

套路，培养申论语感，开拓写作思路，故而应分外珍视，认

真阅读，悉心研讨。 3．加强写作实践训练 各种申论写作教

材中，大都设计了一些模拟训练题，备考者应充分利用这种

训练条件，自觉地加强写作实践训练。只有加强训练，才能

切实有效地提高写作速度与写作质量，而且还可在训练中找

到一些“实战”的感觉，才不致于临场失措、手忙脚乱。 三

、临场应试技巧 1．心理调适 临场应试的精神状态，常能影

响才智的发挥，而才智发挥的程度，常能决定考试的成败。

因此要以良好的心态、心境进入考场，应轻松、充实、镇静

、自然，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相信自己已经过一

段时间的考前准备，一定能在考试中获得理想的成绩。 试卷

感觉很难时，不要畏难，要告诫自己：别人也会感到很难；

试卷感觉很易，不要轻视，要提醒自己：别人也会感到很易

。“战略上藐视试题”，以增强自信；“战术上重视试题”

，以减少失误。 2．阅读技巧 应首先浏览一下后面的“申论

要求”，对题型、题量、难易程度、试题要点等做到心中大

致有数，然后再回头审读“给定资料”。这样，不仅可对试

题处理及时间分配有个整体性把握，而且“带着问题”去审

读资料，也便于把握资料要点，提高阅读效率，避免盲目阅

读而不得要领。 3．审题技巧 申论的审题，应着眼于对“申



论要求”的审视与理解，要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彻底弄清

题意，严格按照申论要求答题。审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要

领： （1）看准并正确理解“申论要求”的关键词语。 （2）

发现并准确把握“申论要求”的隐含条件。 4．构思技巧 构

思的关键是疏通思路、理顺关系。为了防止思路紊乱、顾此

失彼，不妨一边运思，一边将运思的过程及结果在草稿纸上

粗略地勾勒出来。对于整篇文章来说，打草稿恐怕是来不及

的，最好能拟制出一个简要的写作提纲。对于“文字片断”

来说，则尤要注意思路的严密，因为愈是短小的篇幅，愈容

易暴露问题，这就如同观景一般，一堆乱石，置于名山秀峰

之间倒无伤大雅，若放在小巧玲珑的园林中，则大煞风景。

要让“文字片断”内容恰当并严谨有序，最好能将“构思”

活动分步进行。比如“对策”部分的构思，不妨分作四步走

，即： 初拟筛选排序细化 初拟，即对有关“对策”作出初步

设想，应尽可能地多设计一些解决方案，以让“对策”更加

周全。 筛选，即依据资料所给的环境条件以及现行的方针政

策，对初拟方案作一番评估与论证，筛选出有价值的可行性

方案。 排序，即对筛选出的若干条对策意见，按轻重缓急的

特点排列先后顺序。细化，即对经过排序的对策意见作细致

化、具体化处理，以增强它们的“可操作性”，达到可以实

施的程度。以上一切都应是“腹案”，不过，思想走到哪里

，就应在哪里动笔留下一些简单的标记。 5．写作技巧 在具

体的申论写作中，除了要严格遵循申论的写作规律与写作方

法外，还应充分注意下列两个“小技巧”： （1）严格控制

答题字数 要绝对按照试卷对“字数”的限制去答题，字数的

增、减幅度一定要控制在限定字数的１０％以内，否则会被



扣分。为了准确把握字数，三五百字的“文字片断”，不妨

打个草稿，但要注意打草稿的“限字”技巧：宜将草稿的第

一行写至一定的字数，比如30字，以下各行与第一行大致对

齐书写，写上10行，便是300字。这样，在不影响写作思路、

无需专门数字数的情况下，便自然地做到心中有“数”了。 

申论中成篇的文章，一般要求在千字上下，当在试卷上写到

五六百字的时候，就需要来一次字数掂量，适量增、减下文

的内容；写至八九百字时，需要第二次字数掂量，以将文章

的字数较为准确地限定在试卷要求的范围之中。 百考试

题100test收集整理 （2）努力写好开头结尾 对于一篇完整的文

章来说，开头与结尾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考试作文中

，它常能起到调动阅卷人情绪的重要作用。譬如，阅卷人批

阅了大量文稿，正当头昏脑涨之际，你的一则精彩的开头，

犹如一杯清凉的饮料，也许会立时让他提神爽目，振起了情

绪。或者，你的文章快要被审阅完毕，正逢阅卷人跃跃提笔

评分的当口，你的一则拉杂、蹩脚的结尾，却极大地败坏了

他本来不错的兴致。这些情况，都将可能引出所谓的“印象

分”与“感情分”来。故而，一定要写好开头与结尾，最好

能为它们打个草稿，经反复斟酌、修改、润色以后再写上去

。 6．书写技巧 书写，是个“门面”，也是极易影响“印象

分”、“感情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无论书法水平如

何，只要写得规矩、易认，而且标点正确，行款得当，没有

错别字，整个卷面洁净明晰、眉清目秀，定然会让人“一见

钟情”；倘若错字连篇、行款不整、不加标点或标点错乱，

书写潦草、龙飞凤舞、飞沙走石，那么将给阅卷人留下何等

印象，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了。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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