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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8_80_83_E8_c26_514383.htm 找出“短板”适度强

化 ----《申论》考试冲刺阶段的几点建议 公务员考试的国考

时间已经确定，为11月30日。备考时间还有40天，广大考生

已经进入复习迎考、准备冲刺的阶段。 在此，就《申论》考

试相关的复习、备考和临场考试给考生们提几点建议，聊备

参考。 一、找出“短板”，适度强化 这一阶段，对于我们广

大考生来说，确实在时间上显得非常的紧迫。但俗话说得好

：磨刀不误砍柴功。此时，考生们应该对此前的复习、迎考

工作作一个小结：我作过哪些备考工作？我有些什么收获？

哪些是我的强项？哪些是我的弱项？作这样一个小结是很有

必要很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弱项，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短板”。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上的“木桶”理论，木桶容量的

大小，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长板，而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

最短的木板。因此，对于我们广大考生来说，要想在考试中

取得较好的成绩，我们应该找准影响我们的“短板”，并进

行适度的强化。 总体来看，我们考生在重大理论、国家有关

的方针政策、行政条文与规章这些方面掌握的信息是比较少

的。这是我们的“短板”。怎么办？我建议大家稍微花些时

间，或者在学习、工作之余，翻翻《半月谈》，看看《人民

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上上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大型

官方网站，搜索一些年度热门话题或社会现象，看看相关的

政策和评论文章。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既能够学习、吸收

他人写政论文章的思路、方法，又能够积累相关的理论与政



策知识，实在是事半功倍的大好事。 有些考生，在政论文或

议论文写作方面是弱项。而《申论》考试，这方面的能力考

查又是个“重头”，怎么办？不要怕。这一阶段，我们可以

有目的地开展些写作训练，有目的地去听些指导课，进行强

化。另外，文章写作水平的提高虽然并非三朝两夕可以见效

，但是，相对于某一种文体，如《申论》考试的政论文或议

论文文体，是有规律可循的，有的甚至有比较常用的“格式

段”或者“格式句”，掌握了这些“模板”，基本可以“速

成”，一旦在实战中遇到相类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

地应用。这样做虽说高分难拿，但获得一个中等以上的分数

还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对于弥补我们这方面的“短板

”是一个很见功效的举措。 “短板”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用

害怕，要正确对待。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找“短板”的

目的是进行强化，提高考试的综合成绩。但是，我们说的强

化是“适度”的强化，千万不要因为过分重视在弥补“短板

”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而影响其他，更不能因为存在“短板”

而心生焦虑影响我们复习迎考的整个工作。 二、把握社会问

题或者社会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模拟训练 综观近年来

的《申论》考试，以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为本源来进行命

题，已成该科考试命题的不二法门。这也是大家的共识。问

题是，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千千万万，我们如何去把握？

一句话：广大群众关注的政府职能范围内的问题或现象，都

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去关注、去思考。 比如说： ——陕西周

正龙“虎照事件”与政府的公信力； ——河北石家庄“三鹿

奶粉事件”，以及整个乳制品行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政府

相关部门惰政、监管缺位导致的信任危机、行业危机及国有



龙头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贵州瓮安事件与政府职能

部门依法行政、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行政“问责制”在

一些地方掀起“问责风暴”，与公务人员如何恪尽职守、依

法行政、责任到位、服务到位。 以上是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

或社会现象。在以往的《申论》考试中，就这方面的内容所

出的题目占绝大比例，主要是考查考生的行政思想与模拟行

政能力。 2009年的公考会不会考查考生对于正面的、积极的

社会现象或者事情进行思考、总结的水平和能力？这是完全

有可能的。比如说，2008年我们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有力

的领导下，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展了抗冰救灾、抗震救

灾的全国统一行动，成功举办了令世人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

，等等，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困难

、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展现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族

精神。这些内容需要我们给予良好关注。这方面的考查，有

可能是测试考生对材料的分析归纳能力，有可能是测试考生

文字表达能力，比如说领导的讲话稿、演讲稿，或者是对某

个群体（团体）发起活动的倡议书。 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对于

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我们都要有

较好的了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准确把握它们所反映出

来的实质，并据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模拟训练。惟其如此，才

能在考试中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三、合理安排时

间，多做真题练习 现在离考试日期满打满算只有40天时间。

在这一时间内，很多考生还有学业要求，有的考生有自身的

工作要求，还有公考其他方面的内容要复习。事情多了，时

间紧了。因此，合理安排时间，显得非常重要。 《申论》考

试的一个根本特点，是行政虚拟性，要求考生能够从政府从



职人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09考录公务员考试大纲》明确提出：申论主要通过应试

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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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在考试时，“身份的

转变”决定着“思想的转变”，思想转变要求我们主动地、

有意识地在观察、思考、处理问题时，要选择好自己所站的

立场。这个方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把

自己当作一个公务员来对待。 关于5种能力的训练，最好的

办法，是多做真题。做题是一种演练，可以促进我们相关经

验的积累，提高实战水平。 以上是我个人从宏观层面给考生

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个人情况不一样，在复习迎考过程中的

工作重点、具体做法也不一样。衷心祝愿各位考生能够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扎实复习，充分备考，从容应战，考出自

己理想的成绩。"#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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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