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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2日晚九点五十分，2009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公务员

录用考试大纲悄然出台，反映了人事部门的一贯作风：“务

实、低调、严谨、高效”。新大纲出台后，华图各教研室名

师立即行动起来，从新旧大纲的形式到内容进行了仔细全面

的对比，对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为考生的复习提供很好

的参照。通过对申论部分的解读，华图教研室名师将之概括

为：“一喜二忧三提醒”。 一喜 我们的复习方向是对的。“

申论大纲的介绍”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说明申论部分的

命题考察已经基本稳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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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广大考生，特别从上半年就开始

复习的考生而言无疑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说明我们的

复习方向是对的，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二忧 从申论大纲的

介绍部分来看，没有变化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但这只是表

面现象，内在的问题未必如此简单，认真分析，不难看出其

中的两处“忧虑”。 第一，介绍的简单意味着内容的复杂性

增加。我们知道，公务员考试的命题原则是稳中求变，既然

“申论介绍”简短，那么申论考察材料的复杂性、阅读总量

的难度和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大大增加趋势，这就是申论考试

“不变”与“变”的关系。申论给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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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的复杂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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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材料的变化是绝对的。同时，题目的设问

方式也是持续变化的。纵观近几年的中央机关申论试题，设

问方式从来就是稳中有变。比如，2008年申论就出现了归纳

“争论的焦点、概括启示、分析观点和修正和完善答复等题

目”。由此，我们可以卸ㄔ?009年申论考试中，这几个方面

都会有所变化，必定增加考试的难度。 第二，表面的“申论

介绍”的简短会使考生放松了警惕。这一点是令我最担心的

。凭我多年来对考生的了解，广大同学看问题总是看表面现

象。比如，一看到“申论介绍”没有变化就放松了对申论的

要求，放松对申论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的警惕，结果一拿

到试题，看到阅读量增加了，题目的设问方式读不懂了，心

里就崩溃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

的认识，保证复习的难度和强度，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三提

醒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考生在准备中必

须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备考申论要从“难”出发，加

强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因为申论给定的材料涉及到更

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所以申论材料的字数将始终保持

在较高的水平上，这要求考生的阅读速度必须很快，另外，

材料中的社会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考生需要在文章中理清

其内在的联系。这些都是备考中必须注意的。 第二，备考申

论要从“全”出发，把握对材料关键内容的理解。申论介绍

中提到“要求报考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

，提醒考生必须辨别材料中哪些是“主要内容”，哪些是“

次要内容”。只有准确地辨别，才能在文章中把握问题的关

键所在，写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



个方面”要求考生看问题的全面性，尽可能地把问题或现象

的各个方面铺开，材料中有的各个点都要力争涉及到。 第三

，申论应试要从“心”出发，确保对材料的融会贯通。“申

论介绍”中谈到“能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对策” ，要求考生知道材料中话题涉及到哪些国

家的大政和方针，要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对策，并且是提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和新颖

的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最后“准确流畅地用文字形式表

达出来” ，申论文章看中的不是文字的“优美”，而是文字

的“准确”。提醒考生要注重一系列的细节，如用词的规范

性，错别字的减少上，写出严谨的申论文章，从而获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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