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习要有针对性名师解答申论测试的主要目的公务员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A4_8D_

E4_B9_A0_E8_A6_81_E6_c26_646871.htm 申论作为一种能力测

评的手段，主要通过考生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

加工，测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阅读理解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老师

提醒考生在备考申论的过程中要清楚申论测试的主要目的，

这样才能在复习中有的放矢。老师总结出以下几点供考生参

考： （一）寻找作文的替代方式 原有的公务员入门写作考试

存在功能不全、作用有限、针对性不强、准确性不高，甚至

还可能选错人才等缺陷。2000年以前，公务员入门笔试体系

中的写作考试曾经先后使用过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公文

写作与处理。这是最早的公务员入门写作考试形式。然而，

很大一部分考生是应届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并未接受过公

文写作与处理的专门教育与训练，这种题型对他们而言相对

陌生，因而就不能从整体上测评出考生的真实水平。所以，

这种考试方式被作文方式替代了。 第二种是作文考试。作文

考试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更能切合学生实际情况、并使考生

自由发挥自身优势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要求是要求

考生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或者命题写作，或者给定材料

作文，旨在考查考生的写作能力。但是，这样的写作考试太

一般化，相对于公职人才的特定综合要求来说，就过于单纯

和简单了。 （二）贴近政府机关工作实际 从公务员录用考试

改革的导向来看，申论考试在结构形式、操作逻辑上都紧扣

政府工作实际。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扣住政府面临



的现实问题通常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政治问

题，其实质就是公共政策问题、行政管理问题和国家治理问

题。这在大前提上就决定了考试范围就在行政管理范围内，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考试选才的针对性。 其次，它扣住了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实际需要的专业化才干，即不仅要求考生具有

普通人才皆备的单纯写作能力，而且更要求他们具有解决考

卷中给定的实际行政管理问题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靠说

、表演或其他方式来展现的，而是借助写作来证明，这样就

把测评成效增强了，提高了写作考试的专业化程度和科学性

。 再次，它通过给定的材料和考试要求，设置了一定的角色

或虚拟身份，将考生引导到具体的公务员工作中去，由此来

进行自由的发挥。考生必须迅速进入相应的公务员角色，按

照政府的实际做法、实际要求和实际运作规程来作出解决问

题的反应。这样，就能选拔出具有行政管理才能、适合从事

公职工作的人才。 （三）突出能力 申论考试的目的是一种能

力的测试，是要综合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

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为反映这一

要求，申论考试在材料的选择、申论的具体要求方面进一步

体现对应试人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

达能力的考查。在设计上，一要做到材料是应试人员生活、

工作中经常接触到或是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不能太偏；二要

做到材料既不能偏重于文科，也不能偏重于理科，没有学科

、专业上的歧视。另外，申论的题目区分度较强。 （四）杜

绝应试倾向 申论考试所给的材料可能涉及面很广，但试题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也就是说，问题的解决一定是具

有可行性的。申论考试不会引导考生漫无边际地遐想，不管



问题多么复杂，涉及面多广，人们的见解多么莫衷一是，都

是可以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这样的命题思路，杜绝了考生

“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的应试弊端。简单地说，申论

就是模拟公务员日常主要工作的能力测试。它能全方位反映

出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

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从而分析出考生所具有的素质，包括

处理公务文件、应对公共管理事务、作出相关决策等方面的

综合素质，选拔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行政管理人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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