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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4_B8_

8A_E6_B5_B7_c26_647690.htm 今年上海的考试大纲《申论》

部分，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申论的定义比较详细、全面

，对考试的性质和测查目标界定得比较明确。大纲指出，申

论是测查从事公务员职业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

随后举出了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提出和解决问题、文字表

达四方面的具体能力，介绍了给定材料基本内容，涉及特定

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试卷结构由考生须知、给定资料、答

题要求三部分组成。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常规之谈，说明上

海申论总的命题方式、材料内容、试卷结构不会有显著变化

。 二是对具体测查的能力，在表述上进行了更新，借鉴了国

考大纲的表述方式，并且有上海的特色内容，有些地方表述

得具体而深入。比如，对阅读理解能力要求全面把握给定资

料的内容，准确理解给定资料的含义，要求准确提炼事实所

蕴含的趋势、矛盾和本质问题，这就把阅读理解同概括能力

明确结合在一起，使考生明确看到，具体需要从材料中概括

出哪些方面的内容，是趋势、矛盾和本质问题。这表现在试

题上，可能会出概括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特点的问题，类

似2009年山东省直申论考试的试题。 综合分析能力，表述方

法也比较新，提的比较细，要求对给定资料的内容、趋势或

矛盾进行归纳分析，多角度地思考资料内容，作出较为全面

系统的评价，这与国考大纲的相应表述极为接近。说明上海

考试对分析能力的测查相当重视，相应地表现在题型上，类

似国考的理解阐释题、意义分析题、启示分析题，乃至把分



析同改错结合起来的纠错分析题 ，都会相应加大比重。总的

判断是，今年上海申论试题，必然在分析题上大作文章，比

重和难度会有所增加。从上海历年的考试实际来看，真题中

辨析错误选项并改错的题型一直存在，且辨析难度日益提高

。考生必须重点结合历史真题，加强实践练习，找好应对新

的更高难度分析题型的方法。 在涉及对策和文章写作的要求

上，2010年上海公务员考试大纲规定，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要借助自身的实践经验或生活体验，在对给定资料理解分析

的基础上，发现和界定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或措施。这与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大纲相应表

述也基本一致，同时文字表达能力要求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

，综合运用说明、陈述、议论等多种方式，准确规范、简明

畅达地表述思想观点，这些要求与国考也是相同的，说明上

海考试有意识地更多地向国考最新标准靠近。那么，如果

有2010年国考经验的考生，对国考真题做过研究的考生，相

应对上海试题的可能变化，就会有更深刻的把握。希望考生

能够充分利用作答国考真题的经验，并且参考一下有关辅导

机构的国考真题解析，使自己对上海考试的准备更有针对性

，更精确、科学、管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海考试的作

文题历来难度不大，考生需要按照大纲要求，准确把握材料

内容与背景知识即所谓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的联系，充分利

用材料和自身所具有的综合知识，尤其是机关工作和社会生

活常识，对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文章的正确立意。在

表述上，要注意申论一般要求，结构完整，注重设计，在标

题和开头结尾、段落首句等重点部位体现技巧和创意，语言

上使用现代汉语普通话，参照机关行文和官方媒体的政论标



准，规范流畅地表达思想。 尽管本次上海考试大纲对申论提

出了一些新要求，但这些要求仍然是在过去的申论特点之上

提出来的，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是发展完善而不是彻底改变

、另起炉灶，所以考生也不必标新立异、另辟蹊径，只须按

照既往的考试经验，理清上海考试的脉络特点，准确把握试

题的具体提问，就不难达到新大纲的新要求。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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