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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专家从历年陕西申论考试情况、申论作答要求入手，提

点考生如何快速提高申论水平，更好的迎接4月25日的考试。

申论考试情况一、陕西申论的材料主题2008年陕西省申论考

试考查的是行业不正之风方面的问题，2009年考查的是网络

媒体的相关问题。从这两年的试题选材，可以大致的分析出

陕西省申论考试选材的特点：一是与政府工作的关联性。只

有与政府职能、政府工作和政府自身建设有密切关联的时事

，才具有成为申论命题题材的可能，而与政府工作完全无关

的社会问题不管多么火爆，都不可能成为申论命题的题材。

因为申论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从政府角度认识社会现象和社

会问题，提出分析的观点和解决的思路，检验社会现象或问

题是否能够成为申论选题，必须首先从“与政府工作的关联

性”这一标准出发。二是问题性。能够成为申论命题题材的

时事，必然是近期发生的、或长期累积的有待解决或改善的

问题，仅仅是成就展示、经验介绍等纯属积极、正面的，值

得肯定、推广和弘扬的事物不会成为申论命题的题材。这就

是说，申论考查的时事都带有问题性，是需要改善和解决的

对象。三是非敏感性。公务员考试万众瞩目，申论题材又是

考活的、动态性时事话题，题材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

会被全社会评头论足。过于敏感的话题，与考试的政策性、

严肃性不符的话题，一定不会入选申论考试题材。二、陕西

申论的作答要求2006年陕西省题目数量为三道，2009年陕西



省题目数量为四道，需要注意的是陕西省2009年的考试是与

其他省共同命题的。2010年的考试，陕西省依旧是与其他省

采取“联考”的方式考试，因此考生应该以四道试题做为备

考的指南。从2009年的试题来看，陕西省的试题涉及归纳概

括类试题、综合分析类试题、提出对策类试题、文章论述类

试题和应用文类试题。其中，最后一题实际上是文章论述类

试题和应用文类试题的集合体。因此考生在备考中，一方面

要提高基础类试题的作答技巧，一方面要注意把握复合型试

题的作答方略。备考指南考生要想在申论考试中一举成名天

下知，必须努力提高四个方面的能力：（一）材料处理能力

材料处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之一，因此也是考生复

习申论应当重点准备的项目。材料处理主要是指考生要迅速

阅读给定资料，准确理解材料内容，把握材料主旨，明确材

料所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从整体上对材料有一个很好的把

握。同时，考生要概括给定资料各部分的内容，提炼要点，

整合要点，对材料有具体、深入的了解。材料处理是考生作

答申论的基础。为提高材料处理能力，考生应制定一个这方

面的训练计划，重点训练快速阅读能力和提炼要点能力，力

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有用信息。（二）思想表达能力

思想表达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生要表现出自己的思考

，二是考生要把自己的思考恰当地表达出来。考生的思想能

力主要表现为判断能力。许多申论材料都是辩证性的，包含

不同的观点。这要求考生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考生要在各

种观点中迅速判断哪种是正确的。例如2009年国考申论中对

提高粮价的争议，就需要考生作出自己的判断。观点正确与

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国家政策，是否真正有利于问题的解



决。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的考生，才能在申论作答中展现出

独立的思想性，形成自己的见解。是否有个人的合理的见解

，是申论考官最重视的，也是获取高分的关键。同时，考生

也要锻炼表达技巧，把自己的思考用最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表述要连贯，思路要清晰，结构要合理，语言要规范，才

能获得考官的肯定。（三）社会问题储备申论考查的都是当

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因此考生要主动去了解我国当前有哪些

社会问题，分析其形成原因，了解解决办法。社会知识储备

流程为：一是广泛搜集重要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二是明确

社会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准确概括问题的本质；三是围绕

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了解原因和对策；四是形成规范的备

考材料体系，应包括问题本质、深入分析、有关政策、相关

的名言警句、评论范文五大部分，建构一个完整、严密的知

识体系。考生最好建立一个近年主要的社会问题储备库。（

四）理论政策储备理论政策水平体现了公务员的政治素养，

因此考生要加强理论政策的储备。在申论的作答中，理论政

策储备影响到考生准确理解材料主旨、判断正确观点以及文

章的深度，是考生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项目。当前中国最重大

的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考生

不仅要对这两大理论本身有深刻的理解，还要全面把握这两

大理论与社会问题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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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