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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到公务员考试的申论是有既定的规律可循的，但没有

展开详细地阐述。现如今，申论已经被过分夸大，很多“砖

家”过分地渲染申论的奥秘，结果考生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了。考生也知道现在“裸考”不能应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但

是更不知道如何把衣服穿上，有人也提出了“万能衣服”，

但是这种衣服只能让考生不至于“裸”，并不得体、漂亮，

并不能通过这种衣服博得阅卷老师的欢心，甚至当老师看多

了这种衣服，会有厌恶之感，起了反作用。可是话又说回来

，在考生的心目中，申论的一大特点是“答案的不确定性”

，什么样的衣服漂亮、什么样的衣服不漂亮根本无法做出确

定的判断。在此，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从出题人和阅卷老师

的心理出发去应对申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申论没有那么

玄乎！ 第一，学会阅读和整理材料。申论所有题目的答案都

源于材料，它绝对不会是脱离材料空想出答案来。理由如下

：（1）申论考试要求做到专业的非歧视，如果题目的答案不

是从材料中来，那么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非此专业

的考生将面临着无法回答的困境，这绝对不是出题人想看到

的。他必须保证所有的考生都能够理解所给定的材料，并在

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答案。（2）如果可以脱离材料，空想出

一份“万能”的答案来，那么只要是掌握了这种模板的人，

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分数，至少差不多，申论考试提出对策的

首要原则“针对性”将失去意义，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



的初衷将会化为泡影。 百考试题100test 因此，大家在准备申

论时，一定要在阅读材料上下功夫，我在讲课的时候，如果

是基础班，阅读和整理材料的课时将占到总课题的一半，主

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对于一些新闻报道式的材料，我们往往

很难直接从中间提炼出有用的语句来，很多人往往认为这是

干扰材料，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题目的要

求，如果是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或问题，这种材料一般没有

什么用处；如果是概括部分材料的内容或问题，这类材料一

定要在答题中提到其背后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总结；

如果是写情况反映或者参阅材料，这种材料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要用“点--线式阅读”将这类材料的大意总结出来，在

答题的时候非常有用的； （2）对于一些块状的说明性或议

论性材料，我们要重点关注，它是回答问题的关键点，尤其

要注意在给定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些观点，其表现形式是：某

某指出⋯⋯，某某认为⋯⋯，有些⋯⋯认为⋯⋯，某某提出

⋯⋯的观点，对于⋯⋯某某有不同的看法，等等。这些观点

，一般出自专家或者政府官员，具有权威性，有利于正确理

解现象产生的原因、根源、关键，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所以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高度重视、充分阅读、充分利用。 

对于一些类似于2006年国考试题的材料，D部长语无伦次地回

答网友的提问，这种材料非常乱，而且经常出现所问非所答

的现象，比较难以把握，我们可以采用“扒皮抽筋”式的阅

读方式，先提炼出其中的核心语言，然后再把核心语言进行

合并重组，形成连贯的语言。 第二，学会“踩点”。申论考

试是有标答的，它不是根据阅卷老师的好恶而进行主观评判

。因为现在的申论阅卷是采用的背靠背的“双评”，如果主



观性太强，必然会因为两个老师的个人偏好不同而导致分数

有很大的区别，从而导致很多误差卷。因此，考生要学会踩

到标答的点，来源：百考试题100test面对大量的试卷，阅卷

老师的身体和心理都极度疲劳，他们往往只会关注得分点是

什么，如果在你的试卷中找到了得分点，就会打分；如果没

有得分点，哪怕你字写得再漂亮，也得不了分。 那么，我们

该如何踩点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的申论考试材料的

依赖性很大，因为点必然是在材料中，前面提到的一些文章

中的核心观点都可能是得分点。这些观点可以作为提出方案

的依据。大多数观点都是对应试者如何提出方案的提示。很

多观点本身就是该怎么做。有些观点没有说明怎么做，但说

出了问题出现的根子在哪儿，根据这个就可针对性地提出相

应的对策。基本上，所有的对策都是出自这些材料中的内容

。 在此，有必要提醒考生的是，现在的申论考试无法测定考

生的逻辑能力，因为在答题的时候，往往对逻辑能力不是太

要求，只要求点，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费大多的时

间。 第三，让“类公务员思维”成为你的常态思维。“类公

务员思维”就是要像公务员一样思考所面对的问题。公务员

的思维和学生、学者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学者、学生往往

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放大这一问题，而且把问

题的症结归于政府的行为过失或不作为，至于怎样解决这一

问题，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一般是指出问题，不是去

解决问题。 公务员的思维方式就是看到问题之后，首先会想

目前我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治标），长期来看我怎么解决这

一问题（治本）。考生要学会改变自己“骂人”式的思维方

式，让“类公务员思维”成为你的常态思维。这一思维方式



，在“论证写作”部分的答题是非常重要，要求考生重点展

开所提出的对策，而不是就问题和原因过多的分析。而且，

就对策的分析，不是分析其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分

析如何做，某一种对策如何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