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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8C_87_E5_c26_646971.htm 2009年秋季福建省公

务员考试计划录用人数与春季招考基本持平，针对本次公务

员考试，专家特对申论考试中文章立意标准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便广大考生能在申论部分夺得高分。报考福建省公务员

考试的考生竞争压力依然很大，因此考生丝毫不能懈怠。 立

意就是确立文章的主题，即议论文的中心论点。中公教育专

家认为，一般文章的立意要遵循四个标准纯、正、新、高。

1、纯，就是主题要集中、专一。 在申论作答中，一篇文章

只能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论点。总论点下可以有分论点，

但却不可以有两个并立的主题和中心论点，一个答案只能针

对一个问题。好的申论文章只能有一个论点，多则画蛇添足

。例如，《论公务员的精神》这样一个题目，如果从行政伦

理、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公共关系、个人品质等方面同时

立论，既要谈“为民请命、为民做主”，又要谈“遵守纪律

、服从领导”；既要谈应社会表率、与同事团结共处，又要

谈俭以养德、廉以修身，论点太过分散，不够集中。公务员

精神立意应抓住“精神”前面的“公务员”这一特定对象，

公务员主要是承担公共服务的，公务员所应具备的精神主要

应从行政伦理和职业道德角度切入，“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

，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才是切题，通俗的说法是“公务员要

为人民服务”。 2、正，就是观点要正确，符合官方看法、

主流意志。 文章的观点要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经得住质

问和检验。如果给定资料的观点与社会习俗、道德和公平正



义有冲突，就不要迷信给定资料，应服从自己对于道德、正

义的判断，赋予文章一个正确的观点。 3、高，指观点、见

解要深刻，立论的层次、论点的理论和道义高度要高。 好的

申论文章，落笔时思维要高人一筹，看问题绝不限于表面现

象、做粗浅分析，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层看内在，

才能清楚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深刻。在申

论作答立意时，应尽可能提出层次更高的论点，但高不能超

过能从给定材料引申出论点的高度。 4、新就是指观点要新

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角度和创见。 新颖独到的观点容易引

起考官的注意，让此类文章在同类文章中脱颖而出。立意要

做到新，就要做到追求个性和创造性，实现的方法有： 一是

专攻一点。即善于从不为常规思维所关注的独特角度去观察

和思考事物，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和谐社会怎样建

设，可以专就幸福民生这一点展开论述，也可以从提高政府

构建和谐的能力展开论述。 二是抓准题意。在准确理解题意

的基础上，引申挖掘材料所蕴含的观点，推出新意来。在申

论的实际经验中，一般作答对题意的要求很严，在立意上创

新的空间不大。要强化阅卷者对作答者的印象，可取的寻求

新意方式是在备选论点中选择相对较有新意、最能引起他人

注意的一项。 三是开放思维。开放思维相对于封闭思维，是

运用联系的方式，根据事物的内在属性和不同事物之间的相

关性，由事物的此面转向彼面，由甲事物转向乙事物。 四是

逆向思维。从常规观点的反面立意，从相反的角度对人们的

习惯认识进行超常的理解，对已有的观点作出新的解释。如

“开卷有益”原意是开卷读书必有好处，表达的是积极意义

，通过你想思考，从“贪多滥读、不求甚解读了白读”来理



解，就可能得出“开卷未必有益”的论点，赋予这一词语新

意。 专家认为，立意是进行作文的第一步。考生倘若遵循以

上四大准则，一篇成功的申论文章指日可待。 更多信息请访

问： 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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