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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B1_B1_c26_543396.htm 总结近几年申论考试命题发展

的趋势，我们认为2009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部分将有新

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为： (一)题型越来越丰富化 从2000年

到2004年，山东省公务员申论考试虽在命题形式上有一定差

别，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三段论”模式。这种三

段式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原则，

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材料的理解、分析、整理、归纳

、概括、综合；二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三是对问题、对

策进行论证。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三个问题来体现。“三段论

”的模式多年采用，考生的应对已经模式化了。并且很难考

查出考生的真实能力，改变题型结构势在必行。同时题目要

求也会有变化，可能会变为“二段三问”、“二段二问”。

或者干脆“一段三问”，但是无论提问形式怎么变，申论考

核内容都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第一，从题目的整体结构方面

来看，是由“概括主要问题(主要内容)解决问题申论论述”

的形式向“概括主要问题(主要内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申论

论述”的形式转变。就山东省申论考试而言，2006年以前是

以四个题目的形式出现，虽然在题目数量上与上述结构形式

没有达到一一对应，但是从考查的侧重点上来看，是完全与

“概括主要问题(主要内容)解决问题申论论述”的模式相符

合的。2006年以后，山东省申论考试题目的设置变成了五个

题目，其考查的目的更加明显，注重了概括、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的考查。2007年，山东省申论考试题目也是五个题，



真正完成了向“概括主要问题(主要内容)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中论论述”形式的转变。2008年山东省申沦考试依然沿袭

了2007年的命题精神，注重多种能力的综合考查，使题目难

度加大，导致很多考生不适应这种新题型，失分很严重。 第

二，从题目的具体类型看，可以说是灵活多变。以概括题目

为例，2004年、2005年中论考试要求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

的主要问题；2006年要求概括给定资料反映的主要问题

；2007年要求用简要的文字概述材料的主要内容；2008年要

求写一份对争论双方观点的共识和焦点的概括。以论证题目

为例，2004年的申论文章属于材料作文，指定标题；2005年

变成限定主题式的自拟标题作文；2006年又发生变化，变成

评论文；2007年要求写一篇限定副标题，自拟主标题的议论

文；2008年是在两个给定题目中任选一个写一篇文章。通过

上面的表述，我们看到，山东省申论题型的变化是灵活多样

的。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山东省申论考试也在紧随着公务员

申论考试改革的大趋势，进行不断的改革。 第三，从题目的

数量看，前几年的山东申论考试一般为4道题，但从2006年的

的山东省申论考试开始共有5道题，可是归纳起来5道题的实

质性内容不外三大方面（以2006年山东省申论为例）：其一

，第一题的“写摘要”与第二题的“找关键词”实际是概括

题型；其二，第四题的“找原因”与第三题“提炼两种理念

”，实际是提出对策的题型；其三，第五题要求写文章实际

是写论说文章。山东省申论的5道题与一般3道题的考察方式

没有本质区别，但却因为内容宽泛，增加了答题的难度。 第

四，从具体的题目要求看，分析部分成为题型变化的主要阵

地。从2006年开始，山东省申论考试增加了分析型题目，从



题型的分类来看，是传统的分析原因型，没有像2005年中央

、国家机关那样先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了出来，让考生在判

断考,试大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分析理由。2008年继续沿袭，依

然出现了分析型题目，变化是规定了分析的数量，不能少于

四个，难度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分析部分成为山东省申论

考试题型变化的主要阵地。对于分析问题能力考查的重视，

加大了试题的难度。这就要求考生在平时的复习备考时，加

强对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强化这方面的训练，扩大阅读面

，多读一些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进行有效的知识储备

。 例如：2008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供报考省直机关考生使

用)申论(一)第三题： 给定资料58表明：感恩意识的匮乏成了

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从大学校长的“特别提醒”，到

大学生是否“不知感恩”的激烈争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会文化及道德教育的某种缺失，暴露出这种结对资助的形

式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请你就此做一个评论。 要求：评析

集中，详略得当，字数不多于350字。(满分20分) (二)越来越

强调对部分给定材料的把握 因为材料越来越长，而且题型越

来越丰富，近年来山东省申论考试部分题目的作答不要求对

全部给定材料进行总体把握，而是建立在对部分材料进行深

刻把握的基础上。 例如：2008年山东省公务员考试（供报考

省直机关考生使用）申论（一）第二题： 给定材料4提到：

“有些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

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道德绑架’，就是满

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你是如何看待“附加条件的资

助是‘道德绑架’”这个问题的？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

晰，重点突出，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满分15分） 因此，



我们可以预测，2009年山东省公务员申论考试仍可能以这种

对部分材料的把握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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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