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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逼近的同时，很多考生对申论仍旧一知半解，没有透彻的

领悟。对此专家特为广大考生提供申论的科学复习方法、复

习的要领及备考技巧，希望在辅导专家的帮助下，考生能在

此次的广东省公务员考试中考出优异的成绩。 (一)申论的选

材 2005年以来，广东省历次申论考试的试题题材分别是：

2005年上半年，食品安全问题，为社会管理主题. 2005年下半

年，汽车超限超载问题，为社会建设主题. 2006年，垃圾短信

问题，为文化建设主题. 2007年，农村文化建设问题，为文化

建设主题. 2008年，社会救助问题，为社会建设主题. 2009年，

地铁施工中地陷问题，为社会建设主题。 可以看出，广东省

申论考试的主题主要涉及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的主题，这是

与广东省的现状相联系的：广东省在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

，教育却相对滞后，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冲突，引发一些列的

社会问题。同时，这也与广东省自觉进行文化大省建设有密

切关系。 考生在日常关注热点时，应重点就社会问题和文化

问题进行了解。 (二)申论的命题 1.试题结构 趋于稳定 广东省

的试题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一般设定三道试题。 从2009年真

题来看，对策题没有列为单独考察的对象，而是在论证题部

分直接要求写策论文章，把对策题和论证题相结合，同时把

概括题和分析题合并，这样，实际上是在三道题目里考察了

作答申论所应具备的四种普遍能力：概括、分析、对策、论

证。因此，试题结构的趋于稳定，实际上也使题目包含了更



大的容量。 2.概括类题型保持，有与其它题型综合的趋势，

难度不断提高 概括类是以再现资料内容为目的、以归纳概括

为特征、以摘要复述为手段的题型。近些年这种题型以不同

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在申论试题中，占试题总

量比重加大、变化增多、难度提高，显示其重要性上升。 3.

方案对策拟制题融入公文写作和作文题之中，考验实践能力 

申论试题中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或思路，越来越多地要求

写成应用文体或融入作文之中。试题中对策拟制不再作为一

种专门的题型独立出现，而是融入到机关常用文书、文章或

归纳概括等题型之中。 4. 预测未来 新出现的题型 未来图表或

多媒体材料，不仅存在进一步加大在给定资料中的比重的可

能性，而且存在成为图表、多媒体对象分析试题的可能。如

根据给定资料中的图表或图像资料，要求就此进行分析，说

明反映的问题，评论原因、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

，或根据图表或多媒体材料作文等。 (三)备考的策略 1. 注重

能力的培养 申论考试考查的是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各项能力，

主要是综合分析能力、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

分析与概括材料的能力、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

表达与写作能力，这些能力中都包含应具有一定的政治精神

和公共管理思维能力这一共同要件。这些能力能否得以提高

，如何提高，是考生准备申论所面对的首要难题。一个很好

的办法是多阅读，多读那些反映社会热点同时又包含公共管

理思想和政治精神的文章。 2. 关注社会热点 申论考试考的就

是热点，因此考生应该关注热点。首先，看《人民日报》的

评论员文章。因为中国一旦有什么大的事情，人民日报都会

有评论员文章。其次，看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这些材料



可以给考生提供一种参考和启示：政府要解决一个问题，会

从哪些方面进行思考。要注意，只看政府文件是不够的，还

要找一些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因为政府文件只告诉你怎么

做，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则会进行论证。再次，广大考生可

以到人民网和新华网等政府官方网站看一些时政热点。在阅

读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对社会热点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

可以记住一些好的词语、句子，在申论写作的时候灵活运用

。 3. 坚持练笔 一般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看的多写的少，重视

热点但不重视练笔，重视观点而不重视文字表达。练笔时可

以用往年真题，写好后按照申论理论自行修改多遍，也可以

找老师批阅。在修改过程中，消化申论理论，提高写作水平

，形成自己的写作套路和写作风格。在考试过程中，把平时

的积累发挥出来，就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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