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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_E5_85_AC_c26_646862.htm 许多考生在备考过程对于申论

备考感到茫无头绪，不知从何入手。华图教研中心申论辅导

专家何磊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教学辅导经验，为广大考生作出

指导如下：申论作为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初试科目，主要通过

报考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报考者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

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申论材料通常涉及某一

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要求报考者能够准

确理解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问题所涉及的各个

方面，在把握材料主旨和精神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自己的

观点、思路或解决方案，准确流畅地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从本质上说，申论考查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建立在这种思维

方式基础上的文字表达。那么何谓申论思维呢？简单的说，

申论思维就是按照申论考试的要求对特定社会问题系统化的

思考方式。其内容可以划分为对特定事实表现、原因和对策

的思考。很多考生因为是应届生，习惯按校园里形成的思维

方式思考问题，而不能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看待社会现象

。建立在这样思维方式基础上，申论难以考到高分就不奇怪

了。那么应该怎样建立申论思维呢？专家提出，主要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形成关注社会热点和新闻报道的习

惯。考生报考国家公务员必须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有全

面和较为系统的把握，而不能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申论材

料一般分为表现、原因和对策，那我们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也



可以有意识地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比如我们看新闻

联播就会发现，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划分为表现、原

因、对策，特别是对策，往往都是中央层面的，对申论考试

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曾经在复习资料上看到过，再在新闻

联播里听听，相当于“视听资料”，能起到很好的复习作用

，听多了自然就会说了，会写了。这不仅对申论考试有用，

对考生以后的公务员职业生涯也大有裨益。 第二，形成理智

的思维方式，凡事重在分析原因。发牢骚，甚至是批评政府

是公民的权利，但公务员不仅仅是普通公民，其职责在于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考生在分析问题时首先不应情绪用

事，看到一个负面社会现象就大加挞伐和抨击。而应该理智

的分析，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样解决。比

如在学校食堂吃饭看到饭菜中有一条青虫，不应像愤青一样

大骂无耻可恨，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是应该想想这是有

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净菜员工作不认真

负责，监督不到位，思想认识上不重视等。对于学校食堂的

小事尚且如此，对于社会问题就更是如此。社会问题的成因

要复杂得多，更需要考生深入剖析，全面思考。又如杭州飙

车案，考生在看这个新闻时是否一味斥责肇事者素质低下，

甚至有的考生还大呼这样的人“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这就显然不符合申论思维了。申论思维是从政府解决

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考生应该理性分析，出现这一问

题除了肇事者不可推卸的重大原因之外，还有立法不健全、

执法机关执法不够严格等多方原因造成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

。结合现在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开展的全国打击醉驾行动就可

以进一步印证严格执法的重要性。 第三，习惯联系思维和适



度抽象。申论考试，特别是国考对考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

较高，考生应在平时就形成抽象性思维。申论是一种归纳性

思维，这种抽象要求考生从个别现象上升到一般问题，从局

部认识到整体。如考生看到行人在马路上横穿猛跑，在路边

看到路人随地吐痰，在火车上看到旅客旁若无人的大声喧哗

，应能将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上升抽象为部分公民的素质有

待提高。此外，常用的抽象和归纳思维还有：房屋拆迁上升

到城建；汽车堵塞上升到城市交通；污染治理上升到环保；

治安混乱上升到稳定；下岗分流上升到社会就业、民生问题

；盗版光碟上升到知识产权保护；偷税漏税上升到社会分配

；户籍问题上升到城镇化建设；农民工进城上升到三农问题

；高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发明专利应用上升到创新型社会；能

源资源短缺浪费现象上升到节约型社会；土地、农民、农村

、农业同时出现上升到新农村建设；衣食住行物价教育就业

同时出现可上升到民生问题；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劳资

同时出现可归结为和谐社会；污染、治理、人口、能源、城

乡建设同时可上升到科学发展观等等。 第四，多学习党和政

府文件，专家学者观点，形成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独特认知，

提出专业性的对策。部分考生对党和政府文件、政策不了解

，言必称“科学发展观”，而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并

不清楚，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观点和理论的“接轨”，反而

出现生搬硬套，盲目上纲上线的感觉。要避免这种现象就要

熟读党和政府的文件，特别是十七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熟悉其精神内涵和话语表达系统，只有这样，考生在作答的

时候才能游刃有余。对于一般社会问题提对策，如果一味按

照模板和套路，则容易流于形式，怎样保证自己提出的对策



有针对性、可行性、合情合理合法，还有独创性和新颖性，

那就是多看专家学者的观点。专家学者一般都是专门研究某

一特定领域，在这一领域他们有较大的发言权，我们完全可

以借鉴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由新华社主办的《望》杂志每

期都会针对热点提出很多专家对策，而且每期会开辟一个专

题，对申论百考试题有帮助，考生可以加以学习。 申论考查

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

期积累的结果。在思维方式没有形成前，可以通过学习思维

方法来弥补。但思维方法毕竟是从思维能力中总结出来的，

单纯地学习思维方法很难形成独创性和自主分析的能力。因

此考生想在申论考试中胜出就应从平时开始养成申论思维方

式，这样在考试中就只是平时思维方式的一次“重演”而已

了。 最后，祝愿各位考生在复习备考过程中养成申论思维方

式，在公考中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相关链接：国家公务员

考试申论做题方法及技巧合理有效利用申论给定材料突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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