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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8541.htm 鉴于我申论分数不是太高，而

我真的想为论坛做点什么，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申论作答

。简单说一是要善于和命题者沟通，二是要善于和材料沟通

，三是要和阅卷者沟通。我这么说有点抽象，其实大家也都

明白，具体是怎么去写是吧，哈哈，我觉得申论首先要符合

大众的审美标准。 我们拿到申论试题，首先看到的就是题目

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阅读了呢，我个人认为，不要!

如何高效阅读呢?先看题目要求再回头看题目所给的材料，这

样就像我们大学做英语阅读理解的时候一样，带着问题去阅

读，效果不错。接着，我们应该边读边动笔写写划划。读的

过程中把关键词语句子随后划出来，或者随时把脑中一闪而

过的念头记下来。关键词语就像手中的车票，能人在纷杂混

乱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座位。再者，学会总结段落大意，从

宏观上掌握材料。我们可以再段落旁边用简短的几个字写出

段落的主要内容，以便于从整理上把握材料、分析材料间的

关系，防止遗忘。此外，一定要随时记录思想的火花，在阅

读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能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从书上，报刊上

，或者参加培训班的时候某个老师给你的好套路，也许这些

就是论述中可以论证的观点、措施、策略。 下面，我们是要

进行概括材料：分类归纳。一般题目所给的资料都是半成品

，不同性质的材料混在一起，所以，首先必须对材料进行分

类，我们要把散的材料重新梳理，对于简单重复的材料要进

行过滤，这个过程很重要。分类后就要提炼，归纳中心。把



材料分类归纳之后，就要按照某种关系顺序串起来，整理成

文。这种顺序就是行文中的内部逻辑性，或者说逻辑事理关

系。事物之间的逻辑顺序是很多种的，有起因-经过-结果的

顺序，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有正-反或者主-次

内-外关系还有总分关系。 下面我们开始答题了，呵呵，如何

做，首先，综合分析题目，其实就是一种概括题，但是与普

通的概括的题还不一样，分析题需要我们能读懂材料，概括

材料，还要挖掘材料深层的意义，发挥你我较多的积极能动

性。对于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大家在论坛上看

到了很多的模板，我最想说的就是，提出的方案或者措施是

否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或者你的方案是否“新”意，如果

大家都是按照一个路子来写，都是什么从政策上，制度上，

体制上，社会，个人。。。。估计不会分数很高，当然这是

我们的基本答题方向，但是一定要有针对性，一是所提的对

策方案一定与所给定的资料的倾向性符合，申论所给定的材

料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并设定了解决问题的倾向，我们所

提出的方案必须结合给定的资料涉及的范围和条件，与这种

倾向性一致。二是对策方案要紧紧围绕前面概括资料所提出

的主要问题，切中要害。一般说，前面概括了几个方面和几

个层次的问题，接下来的方案就要体现这几个方面或层次。

至于方案的可操作性，注意一下几点，对策方案要明确执行

主体，即谁去执行?接着要有明确的执行步骤，方法，能够付

诸实施。然后对策方案要明确执行的时效，即什么时候实施?

最后，对策方案要明确执行的条件，即主客观条件。 世界上

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只有最优方案，那就是付出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好的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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