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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592332.htm 战略上藐视--告别恐惧 调查显

示，公务员考生对申论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恐惧申论”

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症候，其根源在于考生对申论考试的解题

方法、思维方式和写作规律认知模糊或知之甚少，绝大多数

考生不懂得申论之“道”。 申论之“道”指的就是申论考试

的本质理念、思维方向和写作规律。如果考生能够对《申论

》的考试目的、思维方式、写作规律、评卷标准有一个准确

而深刻的认知，那么就不会“谈申论色变”，恐惧申论。 战

术上重视--提高综合能力 申论考试的结构一般由四个步骤组

成，第一步是总结概括材料所反映的内容、问题或观点等，

第二步是综合分析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第三步是针对问题

提出对策，第四步是表述成议论文。在公务员备考过程中，

考生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 首先要提高抽象概括能力。考生要加大阅读量和阅

读速度，在平时的练习中有意识地培养对文章段意、层意以

及全文中心大意的提炼。在平时的阅读过程中，考生要有意

识地培养概括的能力。看完一段文字，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段

文章主要说了什么，如果有条件还要将这一段文字的主旨做

一个简单的摘要。长此以往，考生的概括能力会得到大幅度

的提高。 其次要提高分析事物的能力。对于某一现象的直接

原因，应注意从这一现象直接连带的话语中去寻找。在找到

直接原因后，要进一步从资料的其他段落中寻找间接原因、

深层原因，这些原因的寻找，应注意某些段落的首句或末句



。在分析原因时，应注意相关的重点段、关键局和核心词。 

再次要提高对策的能力。在平时阅读的过程中，建议考生把

申论考试所经常涉及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分类，比如看到有

关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相关文章或报道后，

就把文章中提到关于解决该问题的对策，也就是办法、措施

的话语摘抄下来，积累成册。有时间就拿出来进行温习，并

在做模拟训练的过程中把这些对策同具体的背景材料相结合

，但切忌不要生搬硬套，将它变成自己的语言，活学活用，

坚持下来，考试中必然取得佳绩。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申论一定要动笔写。写完之后，考生可以根据申

论评分标准来检验申论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间因素

或对申论考试缺乏整体认识，有些考生不能对自己的申论水

平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无法提高申论水平。为了帮助这部

分考生提高申论成绩，为考生提供一对一的申论批改。建议

申论薄弱的考生报考申论批改班，有的放矢，迅速提高自己

的申论水平。 战场上轻视--保持平常心 第一，看清题目再作

答，避免出现答题内容重复的错误。比如说，如果第一题要

求我们概括材料的内容我们可能就会把材料所反映的问题、

原因以及影响等统统写出来，但是第二题可够会要求我们概

括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如此，不仅答题内容重复，而且浪费

时间。如果改正的话，也容易造成卷面不整洁的后果。 第二

，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不是学生、不

是公司职员、不是任何其他身份的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公务

员。考生必须明确自己的这个虚拟身份。 第三，注意答题字

数的限制。答题切忌重复罗嗦，要简单扼要、言简意赅，准

确完整。第一题一般要求200字左右、后面逐次递增。一般情



况下，除了时间不够，很少有人少写，大多数人会抱着一种

想法，答得越多分越高。所以应该避免的情况是字数太多。

有的考生为了表述的完整，200字以内概括不完，或者已经到

了最后的格子，句子还没有写完，于是就另起一行再写。这

样就给阅卷老师留下一种拖沓冗长的感觉，因此容易失分。 

第四，保持卷面整洁。很多考生文思如泉涌，甚至如滔滔江

水。可是写到一半时发现自己跑题了，或者没有按照想象中

的思路进行表述。发现错误了，又不甘心就这样犯错而不改

正，于是在卷子上又擦又图又画，甚至用透明胶布蘸掉，结

果不仅卷面字迹模糊，而且容易将卷子擦破，这样显然会降

低自己的印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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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百考试题公务员加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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