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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_E8_AD_A6_c24_646090.htm 第一步：浏览试卷，总体了解

材料 首先，需要特别注意，这里的第一步是浏览试卷而不是

材料。在这一步中，先不要去读具体的材料，只要做两件事

，一是了解材料涉及的主题和大致篇幅；二是了解问题的数

量以及问题的大致内容，对材料的初步处理，是对材料最高

度的把握，是从外部看材料。这一步是最简单的一步，在很

大程度上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

是对问题的阅读。问题不仅能够揭示材料的主旨，有时前后

问题之间还存在密切的联系，答题时可以互为参考。这一点

在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题干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第二

步：浏览材料 (一)浏览材料的前提 1.搁置问题 搁置问题也可

以说是暂时忘掉问题。有人会觉得奇怪，开始读了问题，为

什么现在又要忘掉问题呢？既然现在要忘掉问题，那开始对

问题的阅读不是显得多余了吗？至于为什么要忘掉问题，是

因为带着问题阅读会严重影响到阅读的速度。忘掉问题就是

抛开这个包袱，轻装上阵。那么为什么前面又要阅读问题呢

？这是因为对题干的阅读有利于我们把握材料的主干，同时

对题干的总体把握，对后面的单个问题的作答会起到提示作

用，所以阅读题干是有必要的。 2.只看不读对材料有整体的

把握，从远处、从外部去关注材料，只浏览，并不深入地阅

读。 在浏览材料时，有个基本原则“欲慢则不达”，也就是

说在这遍阅读中，要读得越快越好。因为这遍阅读是对全篇

材料整体的把握，如果读得慢了，去纠缠一些细节，就会导



致我们对材料整体把握不清，这就是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浏览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

能发出任何声音，哪怕是内心深处的声音也不能发出来。同

时，也不要出现指读等方式，这都不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还

有考生阅读时，总担心自己漏掉了什么关键的地方，读了一

遍不放心，又多读一遍，在这遍阅读中，也是很不恰当的，

读的时候不要回头读，也不要逐字逐句读。 总之，在浏览材

料过程中要牢牢记住两个字速度！ (二)浏览材料的任务--辨

别材料信息量 1.如何清除材料--对材料的先天判断 有些考生

会觉得奇怪，材料还有无用的？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仅

有，并且很多时候无用的材料还很多。尤其是在国家公务员

考试中，经常都会有一些多余材料。多余材料就像你在买菜

时候的水分，或者菜根上的泥土，一定要先清除。哪些材料

是无用的呢？ (1)单纯谈背景的材料 这样的材料空洞无物，是

没有任何内容的材料，既不说明问题，也不提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这类材料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经常出现。 (2)重复的材

料 通常这类材料在要被删除的材料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尤其是在材料非常多的时候，经常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材料

。对于重复的材料，只要留一段就可以了。到底留哪一段呢

？一是看哪段的信息量更大，二是看哪段材料的内容少，三

是看哪段材料更加具有代表性。要尽量留信息点集中、字数

少、代表性强的材料。 (3)错误的材料 这类材料从数量上来说

比较少，如果没有改错之类的题，删除这类材料很重要，这

样的材料内容是错误的，不仅不能帮助你答题，反而会误导

你，影响你的得分。下面是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材料9： 

一位外国学者在谈到中国农民权利问题的时候，曾回顾了美



国对黑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在美国内战之前，法律上规定黑

人不能享有与白人同样的权利，在内战之后即便是法律做了

修改，形式上是平等了，但是一百多年来，美国的黑人事实

上还是没有享受到平等权利。解决美国黑人的平等问题，用

了非常多的时间，很多人、很多职业团体都参与到这个过程

中。举一个例子，在教育方面，以前黑人和白人不能同校，

后来就这个事情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黑人和白人

应当同校，不应给白人和黑人分别建立一套教育体制。即便

最高法院做了这种裁决，但实施起来也非常困难，五十年过

去了，这个裁定虽得以实现，但仍然存在问题。 稍有常识就

可以想到，中国的农民和黑人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我们既没

有种族歧视，也没有农民与城镇人口的子女不能同校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是分配不公导致的资源匮乏，这样的不公平

不单指向农民，城市的低收入者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

有些人看到专家、学者的话就奉为经典，何况还是一个“洋

”学者，在该年的答题中，很多考生在提解决农村问题的措

施的时候都有提到，要借鉴美国解决黑人问题的经验，这样

说不仅不会得分，如果被阅卷老师察觉，完全可能被扣分。

(4)描述极端事件的材料 申论考查的对象是社会问题，社会问

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普遍长期性，而材料经常会有一些

讲述个别极端事件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在浏览时是可以删除

的。由于这类材料最精彩，最能吸引人，千万不要被吸引进

去，阅读材料时要把握主动权，始终记住自己在处理材料，

不要让材料把你给“处理”了。 (5)谈外交、国家意识形态的

材料 这类材料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偶尔也会出现，主要都是

在讲一些大的、往往与考试主题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在阅



读时是可以删除的。 最后，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可以删除的

材料是针对所有题的，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不管答什么题，都

是可以不用看的。阅读时要自然，如果有需要删除的材料就

毫不犹豫地删除，如果没有这样的材料，千万不要投机取巧

，否则容易弄巧成拙。 2.区分精读和略读的材料 需要删除的

材料，我们还要对删除之后剩下的材料进行处理，区分它们

的主次。在删除之后的材料中，又可以把材料分为不重要的

材料和关键的材料。所谓不重要的材料不是说没有用，而是

用处不大。把不重要的找出来，剩下的就是重要的了。 (1)不

重要的材料 不重要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大量罗列数据

和表格的材料，另一类是描述细节的材料。这点恰好和行政

职业能力测验考试相反，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资料分析中

，数据和表格是重要的；在判断推理中，细节很重要，而这

些东西在申论中恰恰不重要。虽然申论命题越来越具体化，

但申论考试还是一种宏观的、大概的考试，而不是微观的、

具体的考试，这点需要大家弄清楚。像这样的材料有很多，

描述的是过程和细节，只需略读就可以了。 (2)关键的材料 关

键的材料可以从几个方面去判断，一是关键的人，包括专家

、内部人士、两会代表、官员等等。另一个是关键的内容，

涵盖关键内容的词语、句子、段落主要包括：作总体性介绍

的地方，提出问题的地方，表示原因、影响、结果的地方，

作说明、评论和提出建议和对策的地方，做总结、概括的地

方。这些词语、句子、段落往往在每段的开始和结尾的地方

，对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注意，这一步中只需要把这些地

方标示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去仔细分析。始终不要忘记这

遍阅读的主要目的是对材料的总体把握，而不是对细节的把



握。下面是一些关键材料中的关键词。 第三步：针对问题的

阅读 完成了材料的浏览就进入针对问题的阅读阶段。第一遍

阅读已经看过问题的题干，在针对问题阅读的时候，要把所

有的问题结合起来，要注意发现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这

样我们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时就不会完全拘泥于一个小问题

，而是站在一个视野开阔的背景下来回答，是对全部题目整

体的把握。因为在浏览材料时做了铺垫，这遍阅读就会容易

一些。浏览材料是对材料的总体把握，答题阅读则是对问题

的具体把握，在浏览材料时我们的原则是“欲慢则不达”，

针对问题的阅读则是“欲速则不达”，在这遍阅读的时候大

家要慢慢读，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小步骤： (一)筛选材料 

浏览材料时清除了那些无用的材料，在答题阅读时，要根据

具体的题，排除那些和题目无关的材料。换句话说，这个问

题和哪些材料有关系，就阅读哪些材料，和这道题目没有关

系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的材料，就不读。解答对策类题，就

把和对策相关的材料选出来；解答分析类题，就把问题类的

材料选出来⋯⋯把材料选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

行阅读。这样的阅读方式一定是奠定在对材料有整体把握的

基础上的，没有浏览材料时对材料的全面梳理，是不可能做

到这点的。 (二)收集信息点 在收集信息点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分出很多的信息点，然后对信息点进行概括归类，

还有一种是把信息点分成一些大的类别，然后把具体的信息

往其中添加。 (三)信息点的分类与组合 在尽可能多地收集完

信息之后，要对信息进行归类整理。收集信息要尽可能多，

但答题时不能够答十几点甚至几十点，那样显得答题太松散

，不具有概括性。这就需要我们在分的基础上把信息点合起



来。分是为了更加清楚全面，合是为了更加具有概括性，这

两个步骤都是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四)特

事特办特殊题型的答题阅读 这里所谓的特殊并不是指问题本

身特殊，而是指和本文讲的阅读方法比较起来特殊。这类题

包括两类： 第一，不能筛选材料的题要求所有材料都要阅读

，也就是说所有材料都和答题内容相关，或者说一个题答题

的信息隐藏在所有的材料中。这类题主要有两种，一是概括

内容，还有一种就是文章的写作。如200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的“有条理地概括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字数不超过200字”

，这道题就是要概括材料中的所有内容，不能说这段材料要

概括，那段材料不概括，除了把无用的材料删除之外，其他

的材料都要阅读。 第二，不用借助材料的只需要看题干，不

用借助材料就能回答，主要包括判断辨析对策以及背景熟悉

的评论观点。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客观的错与对很难

判断时就需要我们借助材料的内容。 #ff0000>》》#0000ff>注

册考试应用，真题、模拟试题免费做 相关推荐： #0000ff>公

务员考试申论技巧：选取论点有方法 #0000ff>公务员考试申

论策论文写作是否需要分析原因？ #0000ff>申论热点：如何

看待撤销街道办的社会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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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