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年公考大纲：申论考试的“变”与“不变”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09_E5_B9_B4

_E5_85_AC_E8_80_c26_514408.htm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200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申论考试大纲已经公布，与2008

年的申论考试大纲相比，没有变化。尽管如此，但是经验告

诉我们，在题型上，每年申论考试的设问形式还是非常灵活

，不断变化的。对此，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申论第一教

研室主任钟君老师结合申论考试大纲，谈谈申论考试的“变

”与“不变”。 申论考试“变”的是命题的材料和题目的设

问形式。首先，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

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社会实践的变化决定了材料的千变万化

。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相同的社会问题由于

切入的角度不同，也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因此，

材料的变化是绝对的。其次，题目的设问方式也是不断创新

的。纵观近几年的国考申论试题，设问方式从未出现过雷同

，例如2008年国考申论就出现了归纳争论的焦点、概括启示

、分析观点和修正和完善答复的题目。因此，可以断定，即

将到来的2009年申论考试在设问方式也一定会有所变化。可

以说，设问方式的变化也是绝对的。 有绝对的“变”，也有

绝对的“不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的申论考试对能力的考察

，即申论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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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上述能力说到底就是一种思维的能力。申论

是一种思维，申论考试的最高境界就是“得其道，忘其术”

。要想在申论考试中致胜，就必须从思维的高度上把握普遍



性和规律性的申论思维。 首先，申论是归纳性思维，不是演

绎式思维。申论答题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性思维，不是从

抽象到具体的演绎式思维。申论命题和申论答题是两种不同

的思维路径。申论命题是演绎式思维，即命题专家确定申论

所需考察的抽象主题之后，根据特定事实具体的表现、原因

和对策设计材料，完成命题。而申论答题则相反，考生要完

成的则是对材料中所隐含的特定事实的表现、原因和对策的

归纳、概括和梳理。这启发我们，申论考试要从宏观上把握

材料的内在逻辑，善于从具体的材料中归纳出抽象的观点。

答案要力求高度概括和精炼，防止琐碎和零散。正如考试大

纲所言，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

或社会现象，要求应试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

容，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握材料主旨

和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

，准确流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其次，申论是辩证性思

维，不是教条式思维。申论考察的重点是思维，尤其是全面

的、灵活的辩证思维。辩证法是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其精髓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申论考试绝没有现成的答案可

循，绝不能撇开材料自由发挥，绝不能片面、僵化地对待特

定事实。要全面地概括材料的内容，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

原因和评价问题。要根据问题的特殊性，灵活地提出解决问

题的对策，尤其不能把一些思维的范式，如“万能八条”当

成不变的教条和现成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要特别注意把

多变的设问方式还原为大纲中的四个基本类型，即阅读概括

、综合分析、提出对策和写作论证的题型。例如，2008年的

“启示”题可以还原为阅读概括题(但要以对策的形式表达出



来)，答复题可以还原为提出对策题。 再次，申论是规律性思

维，不是经验式思维。为什么阿基米德在洗澡时能发现浮力

定律，而曹冲在“称象”时没有，这就是规律性思维和经验

式思维的区别。善于思考的智者总是能透过事物的现象发现

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并且根据规律揭示事物未来的发展方

向。而经验主义者的眼光是面向历史的，只能从死记硬背过

去的教条，不能从历史特殊性中发现未来的普遍性。申论考

察的重点不是经验性的知识，而是公务员解决社会具体问题

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思维。社会问题和社会实践的千差万别决

定了其解决方案的各不相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思维程序和思

维方式(如“万能八条”)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因此，我们

切不可把普遍性、规律性的抽象思维与特殊性、经验性的具

体答案混为一谈。 最后，申论是实践性思维，不是空想式思

维。申论考试要“顶天立地”，即“理论顶天，实践立地”

。在这里，首先是“实践立地”。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申论

的复杂性。申论考察的是驾驭理论、立足实际的实践式思维

，绝不是不着边际、空发议论的宣泄式、空想式思维。不论

是归纳性思维、辩证性思维，还是规律性思维，都是建立在

对材料中特定事实的客观、全面和系统地把握之上的。离开

了特定事实，离开了材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变”与“不变”很容易理解和掌握，

但是在备考中能不能真正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把握申论考试的思维实质，并且能把这些思维和技巧真正

地、具体地应用于考试，使其能为考试的利器，恐怕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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