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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已经相继拉开了帷幕，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已经先

后完成了各自地方考试。中公教育通过观察各个地方的出题

倾向后发现，除了试题紧扣热点外，常识题从往年的完全考

察法律常识过渡到以国策考察为主的模式。相关人士表示，

从出题的方向看，打算考公务员，一要关注社会热点，二要

关注国家政策。公务员考试申论主要通过应试者对给定材料

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

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

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要求应试者能够准确理解材料所反

映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能在把

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路

或解决方案，准确流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解读出申论

考试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应试者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申

论考试试题就是让考生模拟公务员处理行政事务，是典型的

能力测试，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些能力包括：阅读理解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

力等。只有准确把握申论考试的目标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抓

住考试的关键，才能让备考事半功倍。 审读材料是公考申论

科目的第一步 审好题才能做好题，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通常

给出的阅读资料在5000到8000字之间，在申论150分钟的考试



时间里，一般用于阅读的合理时间不超过40分钟，在考试的

要求上做出了明确的提示，阅读参考时限不可超过40分钟，

对阅读时间的把握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考生只能快

速阅读、精读和跳跃性阅读，而非逐字逐句的细读，要有很

强的阅读归纳和概括的能力。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

了解说明主旨和大意的事实和细节，既理解字面的意思，又

能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判断和推论，既理解个别句子的

意义，又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申论所给定的资料往往都

是围绕一个问题给一堆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不够全面准确不

够清淅的半成品资料，要求考生善于透过资料的表象抓住事

物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要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内

在联系，发展辩证地看问题。这就需要考生锻炼快速阅读，

归纳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在短时

间内高效地完成阅读的任务。 综合分析能力是承上启下的重

要环节 分析能力是考察考生对资料的提炼加工能力。综合分

析能力是报考公务员的考生必须具备的应用性智能思维能力

，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基础。一般情况下，人们常把综合分析

能力作为判断一个人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志。这个“能力”主

要指的是观察、思考和决策等方面的能力。综合分析能是关

键，因为进行综合分析几乎贯穿在整个申论考试的始终。调

查研究少不了它，整理资料少不了它，实施决策也少不了它

。申论给定的资料具有普遍性，大部分资料围绕某一社会热

点问题摘录组合而成，有时有顺序或根本没有顺序，集中反

映社会生活中有一定影响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提出有

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必须对各项给定资料

的含义、性质、价值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既要分清主要问



题和次要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和无关联的问题；又要分清有

价值问题和无价值问题，可解决的问题和不可解决的问题。

只有具备了综合分析能力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内在的必

然联系。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不仅有赖于思考能力和洞察能

力，同时也和知识面、信息流动及平日占有多少资料有关。

要坚持多学习、多实践，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勤

动脑、善思考，这是有效地促进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最重要的

机制。实践是增长才干的源泉，要善于抓住每一次实践的机

会，将其视为培养、锻炼、提高综合分析能力的良机，倍加

珍惜，这是非常重要的 提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考察的主要

目标 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申论的主要考察目标，也是申论考试

的核心。申论本身就是申述、申辩、论述、论证之意，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考生

必须进入材料给定的角色，以“政府官员”或所给的其他角

色的身份进行思考，提出决策方案。考生在学习过程不仅是

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暴露考生各种疑问、

困难、障碍和矛盾的过程，也是激发考生才智、独特个性和

创新成果的过程，公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具体事物，具

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情感态度和综合能力方面

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必须拥有处理一般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能

力，同时还要掌握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这就

要求考生有宽泛的知识积累，掌握扎实的行政基本理论，学

会辩证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运用基本理论来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公务员日常行政能力的最好体现，是

履行公务员职责的根本保证。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考生整体



能力的显示板 申论的答题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较高，

主要表现为语言规范、用词准确、简明扼要、行文流畅、说

理透彻，遣词造句不能模糊。文字的表达只能使用现代汉语

，不能用古文，且字迹工整。要求考生具备较高的驾驭文字

的能力，无论是归纳分析论述部分抑或是议论文的写作，要

掌握这些文体的写作方法，仅以口才论口才是远远不够的，

君不见那些伶牙利齿的“巧舌媳妇”，尽管能说会道，但却

登不了“大雅之堂”。出色的口头表达能力，其实是由多种

内在素质综合决定的，它需要冷静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超

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及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努力学习

有关理论及知识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多关注时政、要闻。

反复练习，多背多看政论文写作范文和名言警句。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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