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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85_AC_c26_645012.htm 许多考生已开始公务员录用考

试的复习准备。最近，不少考生通过多种方式向我们咨询复

习的方法、技巧等方面的问题，为充分满足广大考生的期待

和要求，景山现就申论复习有关问题，公开答复如下。 诸位

都知道，全国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成绩中，申论的分数偏

低，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的平均分数仅

为30～40分。何以至此?主要原因是：考生的基础比较薄弱，

在复习备考中，不得要领。愚以为，要想在申论考试中取得

高分，必须在复习中紧紧抓住以下几个最为紧要的问题： 一

、掌握写作模式与解题模式 现在距考试，仅有四、五个月的

时间，复习时间也紧迫，景山认为申论复习不仅从应试基础

知识学起，当下之计，最简洁的策略，还要从申论各类型试

题的基本框架、基本模式直接入手，迅速掌握各题型的写作

模式和解题模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种题型的写作

模式和解题模式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本题型的写作

模式。我们知道，申论试题有三大基本题型：其一，概括给

定资料的主要内容或主要问题.其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对策.其三，写作一篇议论文或某种公文。 另一类是新题型的

解题模式和写作模式。 二、演练近年真题 所谓近年真题，是

指近几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试题。人所共知，真题不大可能

重新拿出来再考，那么为什么要演练它呢?我们认为，演练真

题的意义有二：一是通过演练真题，可以加强对写作模式的

理解和运用.二是通过演练真题，有助于加深对新的命题趋势



、特点的理解，强化对解题技巧和解题方法的把握。近年全

国的公务员录用考试中，有不少好的试题，其中有几套题更

具典型性、代表性，值得考生关注： (1)2006年，北京(社招)

申论试题(关于“文化遗产保护”). (2)2006年，山东申论试题(

关于“证人不愿作证”). (3)2007年，北京(社招)申论试题(关

于“北京街头摊贩”). (4)2007年，国家申论试题(关于“关于

土地问题”). (5)2008年，山东申论试题(关于“不知感恩”).

(6)2008年，国家申论试题(关于“怒江水电开发”)。 (7)2009

年，国家申论试题(关于“粮食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三、研究现实热点 我们所说的“现实热点”，指的是与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的重要现实问题。近年申论的

每套试题，都围绕某一现实热点，提出问题。“热点”往往

与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尖锐问题相关。考生要取得高分，

必须在备考中，熟悉和掌握社会现实热点。但是，要做到这

点，光靠通过媒体了解“新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新闻

”主要是提供事件的“信息”，而申论考试主要是考查考生

对“信息”的政策性思考，进而实现对考生实际能力的考查

。所以，考生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认真阅读关于政策性

“思考”的有关资料。根据我们的了解，如下资料可作为掌

握“热点”的重要参考： (1)《半月谈》 (刊物). (2)《新华文

摘》 (刊物). (3)《理论热点面对面》 (2008年、2009年，中宣

部编). (4)《十七大报告》 (胡锦涛). (5)《政府工作报告》 (温

家宝)。 四、自学与听辅导相结合，“阶段渐进式”复习 自

学无疑是备考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有的考生认

为，公务员考试的复习比较简单，只要临考前买上一、二本

书，翻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认为不然。自己看书自学备考



，是有作用的，但作用有限。辅导书内容大多比较全面，但

不够精炼，实战性、可操作性差，针对性不强，给人的印象

不深，课堂培训正可以弥补书籍的不足。二者应相互配合、

相得益彰。 考生不妨把自学与听辅导结合起来，跟随辅导班

，看书自学，采取“阶段渐进式”的学习方式。 五、时间安

排 考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申论的学习时间与步骤

。就大多数考生而言，我们认为，从当下开始，一直到考试

，可分为以下几个时间段进行复习： (1)7～9月，结合真题，

以掌握写作模式为主. (2)10月，以演练真题为主，进一步消化

、掌握模式. (3)11月，在熟悉社会热点的同时，以演练模拟题

和熟悉范文为主 以上仅是景山的几点建议，供考生在复习中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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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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