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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B_98_E9_98_85_E8_c26_646966.htm 公务员难免要进行调

研、写作，难免要跟浩如烟海的书刊资料打交道，如何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自己效率，完成领导

交代给的任务，就是公务员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良好的阅

读能力和速度是做好公务员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对阅

读速度的考查也就成为申论潜在考查的一个重点。因为，与

概括能力密切相关的是阅读速度和能力问题。材料读不完，

就理解不了；材料理解不了，概括材料内容就难以做到准确

、简练。 申论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考验考生阅读速度和

阅读广度的大比拼。申论的考试虽然时间是150分钟，但是密

密麻麻七、八千字，与当前社会和政策热点密切相关的时事

、新闻、政策、相持不下的几方观点搅在一起，要想理出个

头绪，还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如果真的多看了几遍，那

么，如果阅读速度慢了，后面三到四道题的思考、起草、誊

抄时间肯定就不够了。 对于申论考试来说，考生的阅读速度

应该要达到近2000字才能取得好成绩（切记，申论考试平均

分30多分，是大多数人不能通过的考试）.因此，考生平时应

该对注重对阅读速度的培养，加强对申论"话语体系"的认知

能力，提高语感。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在实际授课中学员的

反馈情况，我总结了以下七大技巧，可以帮助大家提高阅读

速度： （一）形象阅读是快速阅读的一大特征 美国学者哈拉

里有一句名言： "千言万语不起一张图",说明了形象信息更容

易被人们接受认识。比如看同样面积的一段文字和一幅风景



画，看风景画只需要一两眼就可以看清楚，而要看懂一段文

字内容就比较费时的。有关专家更进一步的推算出：人们"记

忆中的语言信息和形象信息的比率为1:1000".众所周知，人们

的大脑分为两半，左半脑又叫抽象脑，右半脑又叫形象脑，

阅读文字用的是左脑，而欣赏自然的风景和绘画作品则用的

是右脑。两者相比，看书时左半脑结束信息慢而少，若把一

页书看上一眼，能记下的内容很少，因为人们看书时是局部

的、抽象的去看；而看画是用右半脑接触信息快，比如人们

看风景画，便会迹象画面上的大半以上内容，因为画是人们

是整体的、形象地去看。当然阅读使人们也不自觉地用了整

体观念，比如人们看到方框，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方框的印

象的，而不是离散的四条短线，看到森林时会在大脑中记下

森林的森字不是三个木子，更不是零散的汉字笔画。利用视

觉这一特点，同样可以把一段文字看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

上，如果利用人们看画的轻松心情阅读文字，也就是变文字

阅读为形象阅读，那么阅读速度和阅读质量将会产生质的飞

跃，这是经权威人士提出并证实了的理论。 （二）快速阅读

不会影响阅读的质量 有人认为，快速阅读只能是走马观花，

浮光掠影，不如慢读收获大。其实不然，比如把一部电影分

开来看，只能给人留下不完整、不连贯的印象，若连续看完

则能形成完整的印象，而且更深刻。阅读也一样，连续阅读

快读一篇文章远比断断续续的阅读效果好，快速阅读要比依

次慢读效果好。因为慢读时给大脑也输入的是断续地慢节奏

信息，大脑会分散剩余的注意力；快速阅读时人的注意力则

高度集中，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文字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便于形成完整印象，便于理解记忆，恰恰能获取比慢读更多



、更完整、更深刻的知识信息。 （三）无声阅读替代念念有

词的口读、指读 测试表明，用朗读的方法每分钟阅读速度仅

为500-700字。考试中，念念有词的口读、指读也会导致阅读

速度大为降低，无声阅读才是一步到位的阅读方法。无声阅

读程序较发声阅读程序大大简化了。发声阅读程序为：目→

脑-→口→耳→脑；无声阅读为：目→脑。所以无声阅读是看

到文字马上认知。无声阅读不需要逐字逐句地读，而是把整

句整行的文字符号作整体识别。无声阅读时对文字符号的感

知是眼脑直映，如果阅读时仍采用传统阅读的方式，则不能

做到这点。实践中，可采用限时阅读的方法，眼睛加快扫视

页面的速度，集中注意力理解读物内容，使发音器官来不及

发音。久而久之也可克服口读、指读的毛病。 （四）注意力

要高度集，多做逻辑提问 在阅读过程中，应把注意力全部集

中在对材料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上，只有这样，人们的视觉和

思维才会处于一种积极的活跃状态，才会加快对阅读材料的

认识和理解。做到阅读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应注意：阅读前要

有明确的目的，即阅读前应明白通过阅读文章要解决什么问

题或要获取哪一方面的知识。如：在做阅读题目之前可先看

材料后面的题目，然后再阅读材料。 在快速阅读中，我们还

要多做逻辑提问。所谓逻辑提问就是阅读时多问几个为什么

。陶行知把这种提问比喻为"八位顾问",他说："我有八位好朋

友，肯把万事指给我。你若想问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

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来、何去，好像

弟弟与哥哥。"在传播学的理论中，也有"5W理论",即"When"

、"Where"、"What"、"How"、"Why".这些要素都有助于我们

快速获得各种信息、理解文章的意旨，所以阅读的着眼点应



该放在搜索信息上，这是快速阅读的一个前提。 （五）抓住

关键语句和主要信息是关键 阅读时，要学会抓住关键语句和

主要信息。阅读材料的文字都负载着一定的信息，但并不是

每个文字负载的信息都相等。一个句子常由许多词语构成，

其中，有的词语是关键性的，没有它，意思就表达不清，有

的则不然。文段通常也是这种情况：有些词语是关键的，有

经验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对每一个对文字、语段平均

用力，而只抓住关键的词语和句子，其他内容则一次带过。

只有这样，阅读才会有张有弛并达到一定速度；否则，在阅

读过程中把注意力平均分配到每一个词语、句子上，不仅抓

不住重要信息，还会造成视觉和脑力的疲劳，进而影响阅读

速度。 文中的重要信息分布一般都是有规律的：在记叙和描

写性的文体中，单句的重要信息中一般是主语，谓语和宾语

；在科技文体、政论文体中，单句的重要信息有更可能是状

语、定语和补语；在复句中，大多数偏正复句的重要信息是

正句，而在条件复句中，表示唯一条件的分句则是重要信息

。在文段中，文段的中心句和文章的主题句以及含主题句的

文段是重要信息。了解了阅读材料中重要信息的分布状况，

在阅读时便可有的放矢地捕捉有效信息，提高阅读速度。 （

六）正确处理阅读材料中的数字、时间 阅读过程中经常可碰

到的数字、时间等比较琐小的内容，尤其在阅读科技说明文

时数字、时间等内容更是比较频繁的出现，次数多了，难免

混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数字、时间用铅笔给标出来，

如果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要用到这些数字或时间则可以通过标

记很快的查到。当然，如果是比较重要或有标志意义的数字

或时间则在阅读时便应准确记牢，以免影响下面的阅读和理



解。 （七）扩大视觉幅度，进行整体辨认，减少回视 阅读过

程中人们的视线应从前到后，从上到下依次扫视，但由于在

阅读过程中遇到一些难写或难以理解的字或词语，而不得不

做暂时停留或返回视线重新扫视，这便是"回视".由于阅读材

料太难而造成的回视现象是正常的，但有些读者的回视却并

非因为阅读材料太难，而是因为没有养成整体认识的习惯，

又不能很好的把认识过的文字流利的组成完整的语句，常常

是看完后面忘了前面，不得不回视，这就大大降低了阅读速

度。此外，在阅读过程中应做到视线从上一行末端到下一行

开头时扫视准确，不要串行。如果有扫视串行的毛病，可通

过下面方法加以克服：用一把木尺把要阅读的文章左边遮住

，阅读完上一行后，先预测下一行开头的文字，然后再预测

是否准确。这样，在读完一行后便有了心理准备，扫视移行

时便会比较顺利。 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多去阅读《求是》、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半月谈》、《理论热点面

对面》等上面的文章，利用我们上面的技巧多加训练，你将

会更加得心应手，你的阅读速度和阅读能力一定能得到大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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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