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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565.htm 在国考即将来临实际，凭借多

年的经验，总结出申论考试“概括题”得分要诀，帮助考生

取得申论考试的理想成绩。 概括能力是公务员的基本能力，

也是申论考试的必考项目，但是从阅卷情况看，概括题得分

率却很低，平均得分不足60%，因此概括题往往成为拉分的

重镇。 一、概括题失分的原因分析 1. 客观的采分模式是得分

率低的主要原因。概括题一般采点给分，每个采分点2-5分不

等，一般20分的概括题，采分点大约在6-10个。人的思维方

式差距很大，阅卷者和答卷者的思维存在的差别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考生没有领会命题者的出题意图，造成答题思路与

答案差距过大、与阅卷者思维的差距较大，那么往往会出现

答卷者的答案采分点较少的情况，这也是考生得分过低的主

要原因。 2. 逻辑混乱是得分率低的重要原因。概括题一般明

确要求“条理清晰”，在具体的阅卷中，这个项目是有分的

，具体表现为有的概括题会明确说明“框架逻辑分”，只要

分类准确，即使没有采分点也可以得框架分。还有的会对逻

辑混乱的概括进行“限高”，比如：逻辑不清者得分不超

过50%。这就意味着即使采分点全部达标也只能得一半分数

。 3. 字数的限制也是得分率低的另一原因。概括题一般字数

限制在200-500字，一般说来，国考相对慷慨些，从07、08

、09年的情况看，概括题的字数分别在500、500、300字，这

个字数还是比较宽裕的。而省考的规定相对紧张些，有的省

份在字数上甚至要求150字，这就给概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有些考生的语言稍微不精练就会超过字数要求或因为节约字

数而“漏点”的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得分率低的一个原因。

4. 考生概括能力不高或不了解规则也是得分率低的重要因素

。极少数考生不了解概括题的规则，一味拔高致使脱离材料

，而不能采中点，或者是说话罗里嗦，乱抄材料，缺少逻辑

性，同样没有采分点。 二、概括题的题型分析 1. 概括主要内

容。这种题型是概括题的“元老”，难度较大。诸如缩写、

汇报、综述、写关键词等均属此类。 2. 概括主要问题。这种

题型是概括题的“新秀”，难度稍小，也显得人性化。 3. 概

括单一问题。比如概括某事件的原因、影响，2002国考就是

概括网络的影响。还有就是概括某事件的现状和趋势，概括

材料的思路等。2005年国考就是概括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

路。 概括主要内容有点难为人，材料一大堆，如何取舍很麻

烦。相对来说，概括主要问题和单一问题都比较明确，08

、09两年的国考命题趋势以这两类为主，故显得人性化一些

。各省级考试也有向国考靠近的趋势，但以概括主要内容为

主的考试仍旧较多。 三、概括题的答题目标 1. 点多。采分点

一定要够，宁多勿缺。 2. 条理清晰。 四、概括题的应对方略

1. 基本方略抓段意 看到这一点，大家不免产生老生常谈的疑

问，但越是老生常谈，越是重要。俗话说，发出亮光的不一

定是金子，越是珍贵的东西往往发出柔和的光彩，心浮气躁

者常与真理擦肩而过。概括题的根基在于概括段意，把每一

段的段意概括出来，然后堆在一起，分一下类即可。需要注

意，概括题需要的段意与语文课的段意有区别。比如语文课

需要的段意往往是“该段反映了网络带来的影响”，而概括

题需要的段意要说明具体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概括题需要



段意首先是个“筐”，然后还需要装进去东西。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读到这里，考生可能会有两

个问题： 第一，这样抓段意会不会超过字数?一般说来没有问

题，以国考为例，这两年最少字数也有300字，而材料字数

在8000字左右，大的标号段在11段左右，一般每一个标号段

用3-5个关键词就可以概括，这样每一标号段需要字数25字足

够，11段300字足够，去掉重复的、与主题无关的，一般材

料200字左右就可以解决。300字绰绰有余。500字的概括题同

理。以09国考为例，除了第一标号段胡锦涛讲话的概括比较

重要，需要字数较多外，其他几段很容易就可以概括。中间

有关日本、世界粮食危机的材料与本题无关，第11标号段是

网友的意见，也与本题无关，因此，凡是与本题有关的关键

词全部抓出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不会抓关键词怎么办?抓关

键词是个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一般说来，关键词往往以“

名词”为中心，或者是名词短语，或者是动宾短语，或者是

主谓短语。比如，“污染严重”是主谓短语，“引进人才”

、“重视立法”是动宾短语，“宣传教育”是名词短语。也

就是说，关键词一般得有具体的“核”，这个核一般是名词

，让人具体可感。一些副词、介词、形容词如果单独出现是

没有意义的。另外，一些具体的数字、人名、地名往往不会

是关键词，当然，有些地名需要在概括里出现，其本身可能

不是采分点，但是可以表示逻辑次序。比如，南京采用“禁

讨区”管理乞丐，这句话真正是采分点的只能是“禁讨区”

三个字，但是“南京”也是有意义的，表示的是逻辑顺序。

像“杭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这样的话，没有具体的“核”

，可以归之为“水货”，这样的表达是不能得分的。 2. 二级



方略分类 分类是个大问题，关系到“条理清晰”目标的实现

。一般说来，可以有两种分类方式：一是纵向分类，即按照

现象、影响、原因、对策来分.二是横向，一般有像正面和反

面，工业、农业、服务业，政治、经济、文化，机遇和挑战

，国内和国外等并列的几个方面。对于一个概括题，可以先

考虑是否用横向，如果感觉横向不合适，再考虑纵向。 一般

说来，根据经验不完全归纳，概括主要问题和概括单一问题

往往用横向分类较多，而概括主要内容用纵向分类较多。 比

如，国考09年概括主要问题就是横向工业和农业，国考08年

是概括单一问题，也是横向正面和反面，国考07年概括主要

内容是纵向排列。 纵向顺序是社会问题的内在顺序，要说清

楚一个问题必然要涉及现象、影响、原因、对策四个方面。

就像我们穿的衣服，没有人具体规定应该有领口、袖子，但

是如果一件衣服没有这些要素，这件衣服如何穿?所以，概括

题要先看是否能用横向顺序，如何不合适再考虑纵向，因为

纵向是社会问题的内在纹理。 3. 三级方略技巧 做好以上两步

，概括就基本没有问题了。剩下的还有几个注意的方面： 第

一，尽量使用材料的原话概括。 第二，尽量标号。 第三，先

在草稿纸上打草稿，然后再写到答题纸上，不要一边找一边

写。 第四，不要片面拔高，就事论事即可。 第五，如果碰到

概括“本质”之类的需要高度抽象的要求，可参考权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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