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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7/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6_8C_87_E5_c26_547932.htm 申论考试一直存在五

大误区： 误区一：申论成绩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很大提高 误区

二：申论考试就是写作考试 误区三：申论考试是个性化考试 

误区四：申论是杂文评论 误区五：申论是学术论文 “如果考

生想要取得申论考试的最后胜利，不仅需要勤奋，而且更重

要的是要正确把握申论考试的思维方向，熟练掌握申论考试

的应试技巧，即申论的‘道’和‘术’。 申论是一种思维，

申论考试的最高境界就是‘得其道，忘其术’。要想在申论

考试中致胜，就必须从思维的高度上把握申论考试。” “道

”即实质与规律，“术”即“技法”与“招数”，由此，诞

生了公考考生中广为流传与称颂的“申论万能宝典”，简约

而言，它们是： 阅读材料的“三遍四步法”； 概括主要内容

的“万能框架”； 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写作开头和结

尾的“万能句式”； 解释热点问题的“万能理论”。 我们必

须强调“申论万能宝典”的‘万能’绝不在于《宝典》中的

‘万能框架’、‘万能八条’、‘万能句式’和‘万能理论

’给大家提供了‘万能’答案，而在于它们思维的‘万能性

’，即普遍性和规律性和可行性. “以可行性为例,考生的对

策就要有可行性。 提出的对策必须是可行的，不能是不切实

际的空想，妙谈三千却百无一用的建议是答题的大忌。可行

性对策有两个限制条件： 一是要符合虚拟人物的身份。谈到

这个问题，不妨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丙吉是西汉时期汉宣帝

的丞相。有一天，他到长安城外去视察，出城不久，看到有



人打架斗殴，有人被打死了。人家看到丞相出巡，于是拦轿

喊冤。丙吉吩咐绕道而行，不要管他。走了不久，丙吉看到

一头牛在路边直喘气，于是下轿，围着这头牛转了几圈，左

看右看。于是有人说这个丞相关心牛胜过关心人。丙吉很不

以为然。他说，我是丞相，路边的人打架斗殴把人打死了，

自有地方官按律处理，我不能越权处理。那么，看到牛喘气

，为什么那么关心？丙吉说，我是丞相，丞相管的是天下大

事，现在天气还不够热，这头牛就在喘粗气，我怀疑今年会

有大瘟疫流行，预防瘟疫流行是丞相应该管的事情。 丙吉的

做法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管理者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认

清自己的职能，不能越位，不能错位，也不能缺位和落位。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例如，200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

用考试申论试卷第三部分的第二个问题要求以“省政府调研

室工作人员的身份”提出“给定资料的解决方案”，要求已

很明确，就是要求考生把自己的身份虚拟为“省政府调研室

工作人员”。定位准了，提出的解决方案才不至于错位。除

此之外，2001年，申论考试要求“假定你是某职能部门的工

作人员，请你就PPA风波所引发的问题提出善后处理意见。

”2002年，申论要考试求“从政府指定政策的角度，就如何

克服资料所反映的种种弊端，提出对策建议。”2003年，申

论考试要求“从政府职能部门制订政策的角度，就如何‘减

少事故，保障安全’，提出对策建议，供领导参考。”都给

考生提供了一个虚拟身份。 不难看出，在每年的申论考试中

，虚拟身份就是考生提出对策的立足点。考生必须转换角色

，在“虚拟身份”的基础上提出对策，这样才不至于在提出

对策时背离申论题目的具体要求。 二是要具有可操作性。⋯



⋯” 该材料中，作者以生动的故事讲解和历年出题规律的总

结示范简明扼要地提示了“评估对策的科学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要符合虚拟人物的身份”。这与其说是对解题技巧

的点拔，不如说是对申论思路的深刻探源。 因此，我们确定

无疑地说，申论“万能框架”不是沉于历史，止于现在的，

它要求我们随着申论规律的浪潮向前涌动，适机变化的。 最

后，套用“申论万能宝典”的发明人钟君老师的话与考生共

勉：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基亡。下士

闻道，大笑之。’从抽象意义上来说，掌握申论的道与术异

常轻松和简单。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思维和技巧真正地、具体

地应用于考试，使其能为考试的利器，恐怕就必须要靠勤奋

了。”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

务员在线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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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