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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冲刺专题 4月25日，广大考生将迎来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

公务员十三省联考，为了让考生们在考试中发挥自己应有的

水平，华图教研中心为申论备考提供了如下考场技巧，供考

生参考。 ◆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卷面整洁、字迹美观、分段

合理的试卷容易让考官产生眼前一亮的愉悦感，因而先不管

考生作答情况如何，卷面的印象分很重要。因此，考生在答

题时，字要尽量写得漂亮一点，如果觉得自己的字没法漂亮

的话，写得工整一点。段落分段要结构合理，语言要自然流

畅，切忌字迹潦草、用词不当、结构紊乱等。另外，申论答

题不允许使用改正纸或改正液，这是需要考生特别注意的地

方，以免被认定为作弊而导致0分。 ◆联系材料，加工材料 

申论所有作答都要紧紧围绕材料，依托材料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材料就是考生掌握的全部信息和内容，考

生务必在给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作答，避免自我发挥，不要

将申论写成杂文、散文等不符合考试要求的文体。对于材料

，要运用而不要引用，有些考生大段大段地照抄材料原文，

是不妥的。 要学会巧妙地运用材料，考生可以运用材料中给

出的数字、提到的人物，引用他们的言论、观点或行为、事

迹等等。退一步讲，即使考生觉得材料哪一块写得好，想引

用也不能照抄原文，要学会适当地改动，体现出对材料的思

考和加工。 ◆仔细审题，问啥答啥 题目怎么问考生就怎么答

。在作答之前想一下这个题目要测查什么，为什么出这个题



，出题者需要怎么答这个题，多想一会，多从公务员实际工

作角度考虑一下，然后再答，不要匆忙下笔。 比如说，如果

第一题要求概括材料的内容，考生可能会把材料所反映的问

题、原因以及影响等统统写出来，但是第二题又要求概括造

成此问题的原因。如此，不仅答题内容重复，而且浪费时间

。如果改正的话，也容易造成卷面不整洁的后果。 ◆龙头凤

尾，借助网络 对于最后的申论作文，开头与结尾尤其重要，

它常能起到调动阅卷人情绪的作用。最好能为它们打个草稿

，经反复斟酌、修改、润色以后再写上去。 在考前两天，要

善于利用网络资源搜集近期的申论热点及各方看法。因为临

近考试时网上会有一些辅导专家对申论热点进行总结和预测

，考生要做的就是拷贝下来熟识和复习。 ◆字数限制，时时

警惕 申论答题有字数限制，答题纸上面有字数显示。所有空

格、标点全部都算，不需要自己计算。答题切忌重复罗嗦，

要简单扼要、言简意赅，准确完整。第一题一般要求200字左

右、后面逐次递增。 一般情况下，除了时间不够，很少有人

少写，大多数人都抱有一种想法，答得越多采分点越多，其

实不然，应该避免字数太多的情况。有的考生为了表述的完

整，字数范围以内概括不完，或者已经到了最后的格子，句

子还没有写完，于是另起一行再写，这样就给阅卷老师的感

觉是冗长拖沓，容易失分。 ◆心理调适，克服紧张 感觉试卷

很难时，不要畏难，要告诫自己：我难，别人也难.感觉试卷

容易时，不要轻视，要提醒自己：我易，别人也很易。“战

略上藐视试题”，以增强自信.“战术上重视试题”，以减少

失误。 考试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很熟悉的事例，就是一

时想不起来，有一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的感觉，心理学中



称之为“舌尖效应”。“舌尖效应”在考试这种情绪紧张的

时刻尤为明显。对付“舌尖效应”的办法就是在心理上放松

，或者先看看别的题再回过头来思考，也许会恍然大悟。 ◆

瞻前顾后，坚持到底 要重视申论前几道题目的发挥。很多考

生将最多的精力放在最后一篇分值最高的大作文上，但事实

上，考生拉开分值的往往是在前面几道题目上，因为这些题

目评分更为客观可操作，而最后一题给分会相对集中，得分

率也相对较低。 无论上午的行测难度多大，答得多么不好，

考生都要坚持继续考申论，每年的考试实践证明，在最困难

的时候坚持下去，努力走完最后一步，就有可能得到幸运之

神的眷顾。凡事贵在坚持，既然考生都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

备，走进了考场，就应该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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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