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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7_94_B3_E8_c26_516609.htm 申论是一种非常严格的

录用考试，申论文章的写作方法与议论文存在一定区别，条

理必须清晰、切忌冗长。而且申论的文章不是散文更不是美

文，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必须坚持原则性，必须拥有果断中

肯的原则，切忌观点模糊或者过激。考试试题的政治导向明

确，不容出现偏差。试题的客观性很强，不许随意发挥。文

中的观点和内容都有定论，无可非议。题材的多样性和答题

的规范性，使得答题必须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才能从容应

对。下面以某范本进行分题论述。 范本一：请用不超过I50字

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题意解析：字

数限定在1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

上都要扣分。表述方式:要求答案覆盖全文主要内容，但表述

要求语句精练，简明扼要。一般不直接引用具体事例或数字

。范围限定:只能在给定材料中概括，不能跳出材料圈定的内

容随意发挥。 轻重权衡:答题时不要圃于细枝末节，要统观全

局，高瞻远瞩，从宏观的范围来把握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

在文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在文中决定或支配着思路的走向

或观念的变迁。 在分析题意之后，就应该选择正确的答题步

骤：首先，在阅读的过程中勾划出文中的主要词句。主要词

句一般不包括具体事例或数字，也不包括阐述的内容。然后

，将勾划出的句子进行分析，去除限定性的语句，只留下其

主干成分。并且用通顺的语言把留下的语句组织起来，就是

全文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一个完整的答案主要应该包括三个



部分:总括句、分述句、道理句。关于总括句的提炼:总括句，

一般为一句话，高度概括全文主要问题。句式模型为“这是

一篇关于主语 事件1 事件2 事件3的文体”。其中，主语是文

章涉及的主要任务的姓名或所涉主要单位名称。文体是指所

给材料的文章体裁，如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工作总结、讲

话、案例等。多数时候是案例。事件1是指主语的第一个动作

，也可理解为事件的第一阶段。对于个别文章只有一件核心

事件，就只需要事件1就够了。如“这是一篇关于纯净水广告

论战的报道”。分述句，就是要把总括句里涉及的内容，分

条列项地表达出来。这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以下几

种方法。 ①环节分析法。对于那些以纵式结构写的给定材料

，也就是以时间阶段性为序或逻辑上的逐层深入为序的文章

，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②参与方分析法。一件事情可能有几

方参与。在分述句里，我们可以就各方的行为进行分述答题

。 ③链式分析法。有时候，一则材料中所涉及的事件是一环

扣一环的，各个事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这时就适用链式分

析法。 ④类型分析法。对于一则材料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别的

人事物，则可以进行分类表述。 ⑤关键词分析法。对于给定

的材料，有时我们会感到无处下笔进行概括。这时可以将文

中出现频率高的词语罗列出来，然后结合文中事实或观点把

它们串联起来。这对于初学者或心理素质差者有较大帮助。

由于《申论》考试的答案一般都是客观的、有一个基本确定

的答案，因而以上各种方法只是切入角度不同，但最终答案

都应该是相同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考生一定要明白这一

点，不然，就会违背答题要求。 范本二：用不超过350字的篇

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



，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题意解析：字数限定：350字。

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针

对给定材料，提出解决方案，问题肯定在给定材料之内，由

于招考的公务员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因而，所思所想都

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的方案要就事论事，不能大而空

，要切实可行。同样在分析完题意之后选择答题思路，根据

前边所述的方法，勾划出文中反映的主要问题。这是保证对

策是否具有针对性的重要依据。寻找问题发生的环境和条件

。这是保证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根据环

境和条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常用的方法有

分层法:有些问题，可以从观念、制度、具体行为三个层面来

提出解决办法。①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观念，通过⋯

⋯，树立⋯⋯观念。②建立⋯⋯制度(体制)，⋯⋯。③加强

⋯⋯管理，等等。职能分类法也是很常用的一种方法，答这

类题时，方案可以是按“企业或单位”、“政府”、“法律

”、“个人”四方来分。通常情况都是“企业应当做些什么

”，“政府应当做些什么”、“法律做些什么的方式”、“

个人应当做什么”。还有核心元素分析法，就是抓住核心元

素，提出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人的解决问题上

，一般都需要从观念和行动两个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案。参与

方分析法。就是一个事件的双方或多方，各有什么问题分别

解决什么问题。这种题要忌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要根据

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也是考生最易接受的，考

生平时可多演练此法。焦点问题分析法，找出矛盾斗争的焦

点，解决它，就如解开争斗的死结一样。“如何很好地解决

新闻曝光案件？”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法律的、政府、新闻的



实际出发，可以从宏观的、微观的两个方面来思考提出解决

方案。 范本三：就给定资料的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500字左

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

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百考试题网站整理 题意分析：文体是

议论文，就是对事物或道理进行论述的文章。给定材料所反

映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申论》考试时都要求考生抓主

要问题，因为招考的国家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要注

意平衡问题。要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问题时主次分明，对

于轻重利弊能较好地权衡。观点一定要鲜明，肯定或否定，

赞扬或贬斥，清楚明了，不能含糊其辞。在文中最好使用段

旨句。一是方便阅卷教师迅速获知文章主要信息，二是方便

考生自己写作时紧紧围绕中心来写，使文章思路清晰，层次

清楚，条理分明。内容一定要充实，这就要求论述过程中理

论与事实要能很好地结合，既要讲道理，又要摆事实。事实

与道理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为中心论点服务。道理上讲，

《申论》考试的一般事例都主要来自于给定资料，理论可以

从给定资料中来，也可从中引发。论述一定要深刻，这就要

求论述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到现象，不能只停留

在事物的表面，应深人事物的核心，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

实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观点。对一件事，不只是看到其操作

层面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体制、观念、心理等方面进行分

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深刻性的前提是

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前实际。文章要有说服

力。这是对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提出的要求。论点要鲜

明，论据要有力，论证要合逻辑。三者就像屋顶、墙壁、结

构一样密不可分。通读全文，抓住主要问题。思考资料提出



的主要问题，提炼出中心论点。注意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角度，为国家利益着想。围绕中心论点选择能证明恰当的

材料，在头脑中酝酿写作提纲，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将头

脑中酝酿成熟的文章内容表述出来。注意不要随意修改，不

写错别字，保持卷面清洁。文章的标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陈述式，主要包括标题揭示内容和揭示主旨两种情况。

一种是设问式，如你能承受多大的噪声，这种标题的好处是

能让人产生悬念，引发读者思考。既然是公务员考试，那标

题多数时候就应当直陈其事为宜，对那些见惯不惯的事件，

使用设问句能促人警醒，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再有，标题

中一般都有文中涉及的最常见词语。这样，考生就不该随意

拔高主题，作宏篇大论，而要贴近材料。正文的写作一律采

用三段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要

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般都选用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材料和

理论材料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要紧密结合材料，不能东拉

西扯，海阔天空地乱谈。要集中力量论述主要问题，论述时

有详有略，重点内容详写，次要内容略写，但要兼顾好全局

和局部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情况，又要注意到次要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有层次，涉及到相关部门时方案

要体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相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要按

照由此及彼、由表象到本质、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

的方式进行。文章必须总体上的有一条比较明显的思路，也

要列举切实可行的手段或措施，使解决方案既照顾到全局，

又照顾到特殊情况，既解决主要问题，又控制次要问题，特

别是杜绝新问题重新滋生。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

建议采用分条列项的方式，或者使用段旨句。每一段的第一



句话都概括表明本段的大意。总之，考生应当明白，无论从

阅卷教师的具体情况还是机关工作作风采衡量，这种简洁快

速的作文方式都是应当和值得提倡的。 无论如何，文章的写

作语言都要求不使用华丽的词藻或复杂的修饰语言。毕竟机

关工作作风要求稳重，不能表现出轻浮和幼稚来。要使用简

明平实的语言，语言服从于和服务于文章体裁。《申论》要

求写作的文章，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便于阅读和接受

，才能切实担负起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来。"#F2F7FB"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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