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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6/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8_B0_88_E8_c26_516027.ht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

维方式，思维能力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

抽象思维，各主体都会有自己的模式。但在申论考试中，解

题的各个环节都要运用思维能力，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有所不

同而已。 一、审题的思维能力 审题是指对文章题目进行周密

的揣摩、审查以把握题意的活动。 审题即对标题加以分析研

究，从而正确理解标题的含义、范围、要求，确定文章的体

裁、题材、中心乃至写法。审题是一个系统程序，贯穿于阅

读、写作的全过程之中。 审题思维的主体过程是对题目的理

解过程。这种理解，既包括抽象思维的理解，也包括形象思

维的理解。 抽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的理性分析去理

解题意。对供材料作文所提供的文字材料，也都需要通过分

析、比较、综合、归纳等方法来理解材料的内容，把握其实

质。 形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内容的联想和想像去理

解题意。在供材料作文中，除了文学性的语言材料需要形象

的理解外，所提供的图画材料同样需要通过联想和想像去理

解画面的意义。 从近年情况来看，申论考试材料没有给出标

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标题做更多介绍。但作为一

般的给材料作文，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是必要的。 

申论题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给定“资料”，二

是根据给定“资料”提出的”申论要求”。这就要求审题时

对给定“资料”与“申论要求”二者兼顾。因此要仔细研读

“资料“及“申论要求”。 研读材料要准确完整，不能瞎子



摸象，不能割裂原材料。对较为复杂的资料，要仔细揣摩。

要能抓住主旨，不能牵强附会，研读“申论要求”要全面，

不能漏掉任何一条。要找准角度，即“着眼点”，就是审题

的眼光集中在材料的某一点上，是审题者所注意的材料中所

存在的思想。 二、拟题的思维能力 拟题.就是给文章确立标

题。好的标题.使人过目不忘、甚至终身犹记。 拟定题目，可

在行文之前，也可在文成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拟题在先，但

也有先有材料，先有观点，连缀材料、观点而成文章。题目

根据文章的具体情形再拟定，这样，题目便定在文成之后。

有时会同时出现几个题目，那就要推敲斟酌，比较取舍。 在

拟题过程中也存在思维能力。拟题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主/百考

试题收集/要是概括能力，同时要求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

性。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慨括能力和直觉能力。 在概括能

力方面，首先应该明确文章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明确了中

心思想，所拟的标题才会正确体现中心思想，或有助于表达

中心思想。其次，要从中心思想出发，选择合理的和新颖的

概括角度。 在直觉能力方面，重要的是注意拟题方法经验的

积累.实现知识的迁移。这就需要在平时多掌握拟题方面的知

识，并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三、立意的思维能力 立意是文章

写作的起点。这里的“意”指的是我国古代写作论中的一个

专用术语，它融合着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识与情感。由于在

写作时文章还未生成，所以我国传统立论称确立未来文章的

主题思想为立意。 在确立中心思想时，要培养辩证思维和创

造性能力。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做到见解深刻并富有新意

，在思考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辩证思维。我们所要解决的某

一具体问题，或者所思考的某一具体对象，因为它本身就是



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或对象时也必须

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在这一由思维抽

象上手}到思维具体的认识过程中，辩证思维应当成为形成中

心思想的主要的思维形式。 四、选材的思维能力 选材，就是

要对众多的原始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使那些真实而又典型

的材料成为文章能够表现或说明思想的材料。根据选材的基

本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锻炼思维能力： 1.围绕中心思想

选材 主要是看材料是否符合表现中心思想的需要。在一篇文

章中，材料是有其独特的功能的。因为材料与中心思想的关

系极为密切，所以鉴别材料的标准只能是材料和中心思想的

关系。中心思想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它只能在分析、研究、

消化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提炼出来。所以，对于文章写作来说

。材料总是第一性的，是文章的基础，而中心思想是第二性

的，是在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意念或感受.另一方面还

应看到，材料又是表现和深化中心思想的基础。因此.材料的

鉴别和取舍都要受中心思想的制约。中心思想未形成或正在

形成时，材料对中心思想起决定作用.中心思想形成后，又反

过来成为鉴别取舍材料的最主要依据。这是一种矛盾统一运

动的辩证关系。 2.选取真实确凿的材料 材料的真实一是指严

格意义上的“生活真实”，也即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严

格地符合客观事物的原貌或实际情况。二是指本质意义上反

映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这是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

能从本质上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

允许对于作为生活素材的事件、细节、环境、人物特征进行

某种组合、改造，也即艺术加工或艺术虚构。 材料的确凿一

般是指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既要准确无误，经得住[百考试题网



校]核实，又要用得恰当贴切。在引用别人的话时，不能有差

错，要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在用自己的话引用别人的话时

，不能断章取义。在使用个别或概括性的事实材料时，应尊

重其原貌，不可夸大或缩小事实，即使引用一个数字也要精

确无误。 3.选取典型意义的材料 所滑典型材料就是某一事物

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或材料。它既是具体的、个别的，又是

富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同时又能体现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特

征和普遍意义的。它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

的统一，能“以一斑窥全豹”、“以一目传精神”。典型材

料不是轻易可得到的，需要在许多可用的材料中进行精选。

4.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 新颖的材料首先当然是指别人没有用

过或不常用的材料，这种鲜为人知的材料自然能给人一种新

鲜感。 生动的材料是指材料本身以及作者对材料的表述的新

鲜活泼、富有感染力，因而能增加读者阅读兴趣和作品的可

读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一是指具体、具有形象性的材料。 具

体的材料带有感性特征，容易通过联想唤起读者沉睡的表象

。由于表象是有形象性的，所以没有直接的形象的语言文字

也具有了形象性.二是指带有情节和悬念的材料，这类材料不

但曲折生动，而且能唤起读者期待心理，有很强的吸引力，

还能给读者带来惊奇、确信、怀疑等心理反应.三是指能使读

者感到亲切的材料。五、布局的思维能力 中心思想确定了，

选用哪些材料也心中有数了，写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

安排这些材料以表达主题。就是如何对材料进行组合和安排

，这就是布局。布局反映在形式上，首先就是层次与段落的

先后关系。由于文章开头、结尾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层次、段

落，由于各层次、段落之间需要过渡和照应，所以布局除考



虑层次、段落外，还应考虑开头和结尾，过渡和照应。 确定

文章的布局，主要运用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它大体要经历如

下的思维过程： 1.要有完整性 结构的完整性是内容的完整性

的必然要求。文章有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借必需的材料来支

持，因此须有完整的结构形式。 关于结构的完整，古希腊思

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有这样的阐释：“我所谓完整

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

覆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中段要前面既有事物

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尾考试#大&amp.收集须有事

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他指出了

作为完整有机体的文章，必须有头有尾有中段并互相联系，

每一部分各在必然的地位。 此外，文章的层次、段落也各有

其相对完整性。构思与写作时务必作通盘的考虑才能真正达

到结构的完整。 2.要有严密性 文章结构完整而不残缺，这可

以说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求文章结构严密，

即要求文章各层次、段落融为一体，相互之间有内在的必然

联系，没有互相矛盾或互不相干的情况。 写作中，根据表现

主题的需要等原则，可以对材料作这样那样的安排、调度，

但结构要反映材料之间的联系。 文章各层次、段落要相互协

同而不能相互矛盾，这也是结构严密性的标志。 3.要有连贯

性 文章结构完整、严密，可以保证内容的完整、严密，而结

构连贯性的要求，则可进一步加强文章的整体性，使之成为

一个有机的系统。 连贯性同样是个内容问题。古人讲文章义

法.有所谓“起承转台”、“起伏呼应”之说。这些说法有其

合理的方面，只是后来脱离内容而蜕变为单纯结掏形式的要

求，成了禁锢思想、束缚手脚的枷锁。今天应该从内容和形



式统一的角度来认识“起承转合”说与文章连贯性的关系。

其实，所谓“起”，就是启下，好的开头应能带起下文.“承

”就是承上，与开头部分互相联系.“转”就是转换，接上文

后转而展开。或启发、或阐述、{考试 大整理}或对比、或铺

陈，等等.“合”就是收束，归结上文而使全篇首尾圆合。 以

上三点就是体现在布局中的思维能力，只有布局安排合理，

整个文章才能紧凑.才能无懈可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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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