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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0_B4_E5_9B_BA_E5_c26_516608.htm 自从2000年中央、国

家机关将《申论》作为录用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以来申论考

试便引起广大报考公务员的考生的特别关注。由于《考试大

纲》中指出申论考试“主要测查应试者对给定资料的阅读理

解能力、分析归纳概括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

字表达水平”因而出题角度灵活，涉及的知识面逐步拓展，

于是不少考生在面对《申论》考试给定资料答题时常常感到

不知从何处落笔，以致申论考试成绩成为考生必考科目中得

分最低的。 申论，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录用考试，试题的政治

导向很明确不容许出现偏差，试题的客观性很强，不容许随

意发挥，文中的观点和内容都有定论，无可非议，题材的具

有多样性和答题具有规范性。所以一些考生很愿意采取“套

路式”的写作，写作分成“几步走”，觉得这样写起来很会

得高分，孰不知阅卷人对“套路式”答题是非常反感的，因

为考生在“生搬硬套”的过程中，就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

的看法，使文章显得十分呆板，没有新意，如果你的写作套

路跟其他的人的写作套路相同或相近，这样“千人都一面，

千篇都一律”，那么你的文章就很难抓住阅卷人的眼睛，要

想脱颖而出，得到高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首先，针对这种

情况，我们通过对国家、地方历年真题的分析，总结出申论

文章应该“多角度分析，小角度切入”的真谛，申论中给出

的文章就是让考生通过阅读材料，根据考生自己对材料的多

角度的理解与分析，可以得出材料中隐含的多个信息。然后



从这多个信息当中选出一个信息进行论证分析。不再强调每

篇材料必分段、归纳段意、概括中心等，这就要求要改变那

种逐词、逐句、逐段分析课文的方法，应根据材料特点，联

系实际，列出多个所获取的信息，运用多种方法，从体味材

料的语言文字、揣摩材料的表达顺序、体会出题者的意向，

对材料多层面、多角度地展开阅读，从材料中寻觅多角度，

迅速打开思路，然后从多角度中选择一个自己较有把握的小

角度切入，即把话题落实到具体的人、事、物或具体的场景

上，锁定你文章的中心。从多个信息中选择其一，这样会大

大降低跟其他考生“雷同”的机率。从“小角度切入”不仅

能迅速锁定中心，切入话题，而且能很快寻找到最佳的立意

角度，使文章出新。在文章选择好立意之后，就要注意卷面

的问题了，卷面就像人的仪表，在阅卷中占有一定的分值，

并且会间接影响最终的得分。这就像一个人如果拥有干净整

齐的外表，搭配合体的服饰，或许还未开口讲话，就已经给

他人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因此在考试中，阅卷老师对那

些清楚整齐、布局合理的卷面总会情有独钟，但很多考生因

为考试时间紧张，加上平时不注意卷面的美观，没有养成良

好的写作习惯，所以我们阅卷时见到的申论试卷，大多数卷

面不太理想。要想做到卷面的美观，其实也不难，第一要打

好腹稿，尽量不要涂改，考试中整段整段的删改，或一长句

的涂改，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不仅影响美观，有碍观

瞻，还耽误了答题地时间；第二要注意整体的格式、布局，

标题的字体可以略大于正文，标题居中排列，正文的写作统

一采用正规的方式，用统一规范的数字来标记层次。同时还

要注意书写，尽量用正楷，当然如果你练过书法，能写一手



比较漂亮、规范的草书，在考试中显露一番，也好。最怕的

就是龙飞凤舞地狂草一气，到头来你的“天书”阅卷老师无

法辨认，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答题时最好能用规范的正楷书

写，且尽量不要删改，若确有少许需要更正的、在错误的地

方轻轻划一斜线，再将正确的写在旁边即可，千万不要信手

涂鸦，让黑坨坨布满答卷。合理利用时间，根据分值的多少

决定文章各部分投入时间精力的多少。 百考试题网站整理 其

次，考生要合理安排时间。有些考生考试时，申论的前半头

还基本能按要求来写作，无论卷面还是结构、布局都基本符

合规范，但后半部分就显得凌乱无序，而策论性文章给分重

点往往又放在措施的制定部分，所以要求我们做此类文章一

定要合理分配时间，甚至根据分值的多少来决定时间的分配

，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考出最好的成绩。具体做法如

下：首先应该有一个整体构思，决定动笔前，在验草纸上大

概列出将要写作的文章的提纲，另外若时间允许，最好能将

文章的开头、每段的中心句，简要的写一下，最起码有一个

简单的腹稿，对全文的整体布局有一个初步的规划，避免考

试打乱仗。接着就有一个时间合理分配的问题了，申论的策

论性文章提出问题、分析成因、解决问题三部分的分值一般

是15%、25%、60%，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应该花在各部分的时

间、精力也应与之相适应，包括文章的篇幅也应与之对应。

因此作文时可以在分析原因部分花多点时间，当然对策部分

即措施的制定应该投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千万不要按部就

班，从头到尾的写，这样极易出现上文所说的毛病，开头详

尽，中间主体措施、对策部分，因时间不够而篇幅短小且偏

离中心，该写的没写。 最后，考生要讲究文章的整体布局和



构思，用“凤头、猪肚、豹尾”构文法。说到文章的结构布

局，其实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更是个基本功的问题，其

实不仅申论考试时写策论文应该注意文章的布局谋篇，就是

我们写其它类型的文章，都应该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里

介绍一种中国传统作文有关结构方面的理论：“凤头、猪肚

、豹尾”构文法，希望能对大家的作文布局、构思有所启迪

。这种说法也许很多同学在小学的作文课上，就已耳闻了，

这句话的大概含义可能也可以说出来，无非就是要求作文应

该开头开门见山，篇幅简短，引人入胜，中间主体部分应内

容充实，文通句顺，表述清晰，结尾短小精悍，寓意深刻，

回味无穷。这种构文方式说起来容易，但要我们在作文实践

中认真履行，特别时在考试中结构布局时注意到这点，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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