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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9_BF_c26_553024.htm 申论考试的材料阅读，一般有

以下两种阅读顺序。其一，先看文章，后看问题，再通过阅

读文章来解答问题。这是考生常用的按部就班的阅读方式。

其特点是有利于考生把握文章的主旨和作者的态度。但采用

这种阅读方式的考生往往阅读速度较慢，因此难以在阅读时

积极主动地预测文章内容。其二，先将问题看一遍，然后带

着问题去阅读文章，最后答题。其特点是针对性强，节省答

题时间，较适用于解答事实性和细节性的问题，但是解答主

旨性用推断性问题的效果不明显。 考生要注意对给定材料的

阅读是申论考试的基础性环节。申论阅读的核心是“读懂”

，为了保证真正“读懂”给定材料，中公教育专家提醒各位

考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时间原则 过

去申论考试一般提供1500字左右的材料，但2004年以后，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材料的字数达到5000～8000字。花多

少时间去读这么多材料便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很多专家认

为应以40分钟为宜，但根据多次的实战考试经验，中公教育

专家认为以30分钟最佳，因为申论考试时间看似宽裕，实则

紧张，而且每次作答前都要草拟提纲，这实际上又是一次阅

读，完全可以补充30分钟阅读没弄清楚的地方。 二、整体把

握的原则 申论阅读往往会涉及很多材料，如何从总体上把握

这些材料，得出中心问题，是申论考试的关键。只有全面掌

握了材料，才可能全面概括材料，挖掘材料的主旨，制定全

面、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对策，进而对问题进行论证。所以



说整体把握的原则是阅读理解的基础，也是申论考试的基础

。 三、筛选性原则 申论考试的材料庞大杂乱，其中可能包含

着许多迷惑信息、多余信息。因此我们要在整体把握的基础

上对材料的信息进行筛选，否则很容易陷入误区。如2000年

的申论考试材料，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噪音污染引发纠纷的

信息和法院审判陷入困境的信息。对于这两个信息，许多考

生就没有从整体把握上进行筛选，有的将这两个信息都列为

主要问题，有的错误的将法院的司法审判列为主要问题。可

想而知，这将严重影响考试成绩。 申论考试提供的材料字数

多，内容复杂，结构混乱，整个阅读理解的过程不是认字识

词，为读而读，它需要考生完成由事实上升到观点、由具体

问题上升到本质属性、把一堆材料划分为几类材料、把分散

事物综合为具有一定联系的事物、由材料内的事物联系到材

料外的事物的思考。考生要想完全驾驭材料，至少要将材料

读两遍，每一遍都有必须要完成的内容。 一、阅读第一遍带

着问题阅读，了解材料内容 （一）带着问题阅读 考生应先看

申论要求中的问题，对整个材料有一个整体把握，清楚阅读

方向，继而带着问题对材料进行阅读、分析，理清重点段落

。也就是说，阅读是为了做题，阅读要有选择性，选择与问

题有关的材料进行重点阅读。一般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包括

：哪些材料能用在总结概括题型中，哪些材料与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有关。材料或是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或是专家的

分析，或是探索性的经验和做法，或是领导人的思路。选择

出这些材料，也就基本达到了第一遍阅读的目的。 （二）了

解材料内容圈点画线、边注眉批；把握材料关键句；理解词

意 申论考试提供的材料一般都为“半成品”，也就是说这份



材料虽说不是原始材料的堆积，但也仅限于进行过一次初步

的加工，因此这份材料可能会是逻辑顺序不十分明朗、内容

分散的诸多信息材料的罗列和累积。材料的形式可以分作三

类：第一，每一个小的自然段落表述一个信息；第二，整篇

材料不分段落，所有信息混合在一起；第三，材料中虽然分

有段落，但有些段落表述一个以上的信息。无论材料的形式

、结构如何，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理清脉络。 考生第一次接触

申论材料，对材料的内容是完全陌生的，所以第一次阅读的

目的是了解材料内容。阅读过程中要掌握的技巧如下： 1． 

速读。对于掌握阅读的基本技巧的考生来说，这一次的阅读

速度应适当放快。 2． 圈点画线、边注眉批。为加深对材料

内容的印象，尽快理解材料的内容，考生对关键的词和句子

应该边读边用自己习惯的形式做一个记号，例如：画圈、画

线。对于主题内容一目了然的自然段、层次，考生可直接在

后面用简短的词、句边注眉批。这样做可以减轻第二次阅读

的负担，也节省了时间。 3． 把握材料关键句。关键句在材

料中的作用一般有三种：第一，提示段意。主要是段的起始

句或结论性的句子。第二，提示材料中心、主旨、观点、情

感的句子。主要是位于材料开头、结尾的结论性、概括性语

句和段落的中心句。第三，提示材料脉络层次的句子。 4． 

理解关键词意。词是材料的基本元素，对一些特殊的词多加

注意，正确认识，深入理解对理解整个材料至关重要。 第一

，多义词。这里的多义词指在特定的语境中的特定意义，与

一词多义不同，它的含义是不固定的，是根据不同的语境具

有的特定意义，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其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语境指的是语言环境，包括词语运用的时间、地点、人物



、对象、场合、题旨、上下文等等。 第二，代词。代词在材

料中的运用非常多，也非常灵活，指代的内容很广，例如：

实词、短语、句子、语段，或动物、人、事物，以及其它复

杂的概念等。 第三，重点词。对于意义比较重要的词语，先

要理解词语所在句段的内容，从该词的基本意义出发，结合

上下文做出合理的引申或推断，并将结论代入原文进行验证

，要注意从语段甚至材料内容出发进行分析。申论材料中的

重点词一般表现为：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前提

、性质、特征、实质、观点、认为、方式等等。 二、阅读第

二遍理清脉络 经过第一次阅读，考生对材料内容已经有了一

个整体的了解，第二次阅读材料的目的就是：由感性认知上

升到抽象理解。苏轼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生动、具体的直观可以给人以切身的感受，但如果不

能总揽全局，便难以认清它的真实面目。所以考生在阅读时

，既须“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只有这样，才能

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这次

阅读相对于第一次来说应属于精读。 下面就理清脉络的步骤

具体做一介绍： （一）总结自然段 1． 方法 每读完一个自然

段落或层次，通过对该自然段的分析、综合，应在后面用自

己读得懂的语句简练的将这个自然段的内容概括出来。概括

方法有两种： （1）第一种关键句概括法 每个自然段所反映

的内容有时会以提纲挈领的方式直接出现在段落最前方，即

每段的第一个句子；或者以总结段落内容的形式出现在自然

段的最后，即每段的最后一句话；有时也会在段落的中间起

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一个自然段中会有两个以上关键句

，每个关键句引领一个内容。考生需要全面把握这些关键句



，然后整合、归纳出这个自然段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关键句在理解材料内容方面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要求考

生在阅读过程中把握材料关键句的原因之一。 （2）第二种

总结概括法 当自然段中没有关键句，整段只是以一种陈述事

实的方式将信息罗列、记述下来时，就需要我们通过对这个

自然段的内容进行分析、整合，然后归纳出这个自然段的意

义。一般来说，每个自然段的内容相对较少，信息相对单一

，所以能够比较容易概括出来。 2． 技巧 圈点画线、边注眉

批、把握材料关键句。虽然在进行第一次阅读的过程中就要

求考生圈点画线、边注眉批、把握材料关键句，但因为第一

次阅读时，考生对材料的把握不可能非常深入、细致，一定

会有遗漏和未解决的部分，有了第一次的整体的了解，在第

二次阅读时再来做这些工作就会比较全面。 （二）划分段落

层次、提炼中心思想 1． 划分段落的方法合并同类 通过上面

对各个自然段的分析，考生已经对材料内容有了比较系统的

把握，接下来就需要利用合并同类的方法划分段落层次了。

具体说，就是通过对材料上下文之间内容的比较、将阐述同

一问题的自然段归在一段，进行分类和组合，理清材料的段

落或层次，继而再通过对所划分段落层次内容的分析和综合

，概括出各段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考生做简短

有效的边注眉批。同时，考生要注意材料的不同角度与主题

的一致性。申论材料虽然结构比较混乱、内容多且复杂，但

所反映的主题内容一定是统一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反

映出这一主题思想，或者说是一个主题思想在不同角度的反

映。 2．提炼中心思想的方法透过表面分析本质 考生通过对

各段之间、各段与全篇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达到思想认识



上的系统化，再通过整体系统的抽象和概括，就水到渠成的

在脑海中归纳出了材料的中心思想。由此，考生完成了由表

象向本质的过渡。每个材料的提出都有其特殊的意义，或赞

成什么，或批判什么，或宣传某种思想观点，或驳斥某些观

点，或介绍什么事件，或传播什么知识，或抒发什么感情⋯

⋯总之,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阐述,无论什么材料都有一个中心

思想。要归纳概括中心思想，必须对材料有整体的把握，掌

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抓住本质，进行概括。 了解阅读理解

的方法，综合分析近5年的真题，我们发现，阅读理解并不困

难，掌握基本阅读方法是基础，还要树立主动的阅读意识是

关键。这是一种意识，软性条件，就看谁的意志力强，能坚

持每天的计划，久而久之，主动的阅读意识就能加强，考试

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其实申论材料阅读说难也难，说不难

也不难，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正确的面对这个问题，只要处

理的好，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最后，中公教育预祝参加2009

年广西公考的考生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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