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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是公认的较难的两门，行测主要是题量大、时间紧，基

本上每年都有70%以上的考生做不完，因此有人说行测只要

能认真做完，基本上就没问题了。而申论的时间则是充裕的

，做不完的同学所占比例较小，它的难点主要在于考生不知

道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因此导致申论每年的平均分都

是20～30分(2007年国考申论的平均分是27.6分，2008年不满30

分，2009年是32分)。 通过长时间的公务员培训班、与同学的

交流，周建老师发现造成申论平均分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

分同学对申论的认识存在误区。这几大误区直接成为拉低申

论分数的罪魁祸首。 一、申论考得就是写作，换言之，文科

生的申论成绩比理科生要好。 可能大部分同学都有这样的感

觉，都觉得申论考的就是写作，谁的写作好，谁就能得高分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其实不然。举个简单例子

，前段时间周老师在论坛上看到一位中文系的硕士生发表的

这样一篇帖子“我是中文系硕士生，自认为文笔不错，在一

些报纸、杂志上也发表过小豆腐块，可是我的申论成绩一直

徘徊在30分左右，只有一次省考考了38分，基本上没有什么

长进。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下面有很多人跟帖，似乎都

想不通为什么。这位同学就是走进了申论的第一大误区。申

论考的不单纯是写作。 我们给申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申论

是披着阅读与写作外衣的思想思维考试”。这句话的意思是

申论的根本是思维和思想，而阅读与写作仅仅是表现形成，



因此要想申论取得高分必须掌握申论的本质。而申论的本质

就是其思维和思想，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灵魂

是解决问题。周建老师强调，考生只要掌握好这三个步骤，

至少可以突破平均分的障碍。在此基本上，配以优秀的文笔

和深刻的思想，那么申论就可以取得高分。 二、申论没有标

准答案，复习也没用。 在与同学交流中，部分同学有这种想

法：申论没有标准答案，全凭阅卷老师的感觉，因此没有必

要花费时间复习申论，反正复习与不复习结果是一样的。只

要运气好，申论就能得高分.运气不好，怎么复习也没用。这

种想法的同学其实关键还是对申论不了解，以为申论就是考

写作，考文笔，同时他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申论是一门考

试。 既然是考试必然会有标准答案，否则阅卷老师的评分是

没有依据的，这样是没有办法为国家选到合适的人才。因此

申论必然有标准答案，只是这个答案不像行测那样精准，而

是带有活动性。一般情况，申论前几道题是踩点打分，即参

考答案中会有要点罗列，如果考生的试卷中有此要点即得分

，无即无分。因此，考生需要掌握申论申论的方法，尤其是

注意“分段细读，提取信息”，只有提取全面的正确信息，

才能保证要点不遗漏，才能得到要点分。 三、申论复习就应

该多看热点和理论。 这里还是举个例子，一位政治学的同学

提出了他这样的苦恼“老师，我知道申论就是考理论和热点

的。所以我坚持天天看《人民日报》《半月谈》还有人民网

和新华网。而且不瞒老实说，我从大一就确定要考公务员，

所以我的政治课都很认真地听，本以为我的申论肯定没有问

题，可结果⋯⋯”。 这位同学的犯得一个错误就是以为申论

考的是理论和热点，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其实有这



种想法的肯定不是他一人，每次培训班上都有同学让我押题

，我也押中了几次题目，但是最后出现的结果仍然没有皆大

欢喜。原因很简单，申论考得不是理论和热点，虽然近几年

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对理论的考查比较重视，但是它仍然是基

于申论的思维。 同时大家复习理论与热点也是没有一个明确

的目标和系统的方法，一般都是把热点当成故事看了，浅尝

辄止。申论不是单纯考理论与热点的，只要大家掌握了申论

的解题技巧，同时理论与热点加以补充，这样才能取得高分

。 四、申论文体上的误区。 这段时间周老师经常听到有同学

说，要多看《人民日报》，这一点毫无疑问，多看党报对申

论的提高的确有帮助。但是他们后半截的话却使他们进入一

个误区《人民日报》时评版。有同学认为要想考好申论就要

多看《人民日报》、《半月谈》的时评版。 其实这种观点也

是错误的。申论的目的是替国家选拔人才，参加申论考试的

考生都是准公务员，因此立场应该是政府的角度、公务员的

立场。但是时评是一些专家学者或媒体专栏的记者以第三方

的角度来评论问题，也许其中会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但这些

建议不一定符合政府的职能，不一定体现政府的要求。 因此

，周建老师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在学习《人民日报》、《半

月谈》的时评文章时，一定要注意区分角度和立场。大家可

以通过专家学者的分析来加深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同

时也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立意不能偏。 申论需要

纠正的误区还有很多，这几大误区是影响比较大的，也是短

时间内能够纠正过来的，一旦认识清楚，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的。最后，周老师祝愿考生们在国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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