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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E5_8A_A1_E5_91_c26_515618.htm 归纳概括是综合的一种，

是精粹的综合，是提炼精华、着重脉络梗概的综合。在申论

考试中，归纳概括就是提炼和归纳给定材料，具体而言就是

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准确、精炼地把握住和表述出给定材料

所含的主要信息。要想做好申论的归纳概括，我们必须首先

明白归纳概括有何要求。对此，人事考试网的专家提出如下

要求： 概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

事物的现象，amp.大收集^整理lt.考试gt.不深刻，导致轻易地

、匆忙地、草率地做出轻率的概括。要知道，用任何单一的

事物来证明普遍真理，都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所

以，进行概括时既要谨慎地检查证据的真假，又要非常认真

地收集大量的证据，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防止以偏概

全，防止以幻想的、偶然的联系代替真实的、必然的联系。

从特定材料中提炼观点，往往需要多种方法综合和灵活运用

。而运用得成功与否，则依靠我们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和

分析概括能力或思维能力，因而，平日的素养是关键。 概括

材料主要应把握以下三点： (一)忠实于原文，高于原文 概括

必须忠实于原文，这是申论考试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考生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问题之一。忠实于原文，即忠实于所给定

的材料，就是要求考生概括材料时必须紧扣给定材料的中心

思想，既不能偏离主题、任意挥洒，也不能挂一漏万，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和全面。在概括材料时，考生一般不得随

意改变原文的中心和要点，也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体裁、人



称和写作手法。仅凭个人感觉而胡乱概括主题是申论考试的

大忌。但是，忠实于原文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不改变原

文中心思想、主要内容的前提下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提炼，完

整、准确、提纲挈领地体现出材料的精髓。概括材料就如同

漫画肖像，既不能把原型画成一个骷髅架，又要以极为简约

的传神之笔勾勒出原型的典型特征。 下面是2001年中央、国

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考试为例进行评析： 【答卷】 (1)

不能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其他因

素和环保。噪声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源。经济的发展

，依靠社会整体的发展，综合因素不能偏废。 (2)居民的利益

，得不到保障，反映出执法的不严。 (3)建厂时应做好整体规

划，顾全长期因素，不能单纯追求眼前利益。 (4)类似诉讼增

多，法院尚未找到合理的处理方法，也反映了法制的不健全

，应完善立法并提高执法效率。 答卷评析 这份答卷的问题是

：考生在概括材料时被给定的材料牵着鼻子走，基本上是一

部分材料概括一个问题，没有做到在驾驭全部材料的基础上

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浓缩，从中概括出精髓。 (二)删繁就简

，保留精华 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高度概括，就

必须学会删繁就简，学会言简意赅，学会提炼与抽象。删繁

就简，就是要删掉细枝末节，保留主干和精华。也就是说，

在阅读和筛选材料时，要注意先把材料中次要的部分大胆剔

除掉，把主要的部分小心保留下来；把材料中大量的例证大

胆剔除掉，把主要的观点小心保留下来；把材料中具体的描

写、详尽的叙述大胆地剔除掉，把中心的思想、核心的概念

小心保留下来。然后把经过细心筛选的主要的部分、主要的

观点、中心的思想、核心的概念进行反复的洗练和抽象，形



成忠实于给定材料而又符合试题要求的中心思想。最后，考

生通过重新组织语言，把抽象出的中心思想用严密的逻辑、

规范的语言、明晰的线索组织成一篇短小精悍、观点鲜明的

小短文。考生在删削材料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删去的是那

些可有可无的过渡段、过渡句、修饰语，是那些大量堆砌起

来的材料，是那些长篇大论的叙述和铺垫，切忌无意间删去

了材料中的重要段落、观点和概念，从而丢掉了材料中的精

华，影响了概括的质量。 例如在考生比较熟悉的《塞翁失马

》一文的最后，作者以一语概括之，语言精炼，言简意赅，

没有任何赘述和多余的铺垫，高度地概括了整篇文章所要表

达的实质，所谓“福与祸，祸与福的转化是不可能到头的，

其中的奥妙也是不可能随便推测的”这一事物因果之间相互

转化和辩证的道理。整篇文章不论是在对塞翁失马这一事件

的陈述上，还是在对材料主旨的概括上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启

示。 (三)联系实际，不求时髦 由于公务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

，申论考试所给定的材料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因此，

考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

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对

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了然于胸。只有这样，当他通过各种考

试，真正步入公务员行列时，才能很快进入角色，做一名合

格的公务员。这就要求考生在概括材料时，必须密切联系实

际，准确把握出题人的意图，把给定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与现

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对照、比较，这样，对问题的概括

才能够真正做到入木三分。 例如，《列子&#8226.汤问》所载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致

闭幕词时联系当时的实际恰到好处地概述了这个故事。那么



，毛泽东是如何联系实际的呢？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

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

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

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

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

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但是，

考生一定要注意，在联系实际时切忌胡乱联系、牵强附会、

追风赶潮。据报道，某市在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命题中，本

来所提供的材料是反对环保主义的，但是，因为提倡环境保

护乃当今社会的一种潮流和时尚，不少应试者便紧追时尚，

把主题概括成了提倡或赞成环保主义。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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