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考试申论高分：锤炼语言文字 彰显文章个性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8615.htm 2010年十三省公务员

考试(联考)考前冲刺专题 今年13省申论考试大纲对“文字能

力”的说明大都沿用了2010年国考大纲的相关表述：“要求

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对事件、观点进行准确合理的说明、

陈述或阐释。”这一要求无疑也是有特色的。何谓“指定的

”语种?语种当然是语言种类，“指定的”当然是指定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按照国

家法律和机关工作实际的要求，申论考试“指定的语种”，

只能是规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其对应的规范汉字，不能运

用古文或英语。 从以往考试经验看，有些考生运用语言文字

的水平，的确是影响成绩提升的一个瓶颈。既然今年的考试

大纲首次明确了语言种类等要求，考生就应该把握方向，提

高语言文字运用的水平，以实现瓶颈突破和分数提高。其一

要把握语种的正确性。要保持语言的纯净，避免在答案中夹

杂脱离语言环境的英文单词或古文、方言等。其二要把握语

言的规范性。申论的作答一般要采用政论语体，符合机关行

文的规范，保持良好文风，运用政论性、说明性文字要严谨

平实、大方得体。其三要适度追求语言的生动性。所谓适度

，是指符合机关行文规范和政论语体要求，这是申论作答中

运用语言的前提。但如写作类试题的作答要求中有“语言生

动、富于鼓动性和感染力”等字样，就要在把握分寸的前提



下力求提高语言的生动性，使用丰富的词汇，适当引用大众

口语俗语和流行热词，适当引用经典和自创文采斐然、琅琅

上口的警句.灵活恰当地运用修辞方式，如比喻、反诘、感叹

等，使用排比整齐、富有气魄的句式，增强语言魅力，以引

起阅卷者的正面评价。 申论总体得分的大项在于文章，而多

数考生的弱项也是文章。考生在文章方面的问题，一是内容

上的，思考问题不深，写不出有实质意义的内容.二是形式上

的，不懂得文章的一般要求和申论的特殊要求，写起文章来

主观先行，照搬套路、千篇一律，开头结尾加对策，三大段

构成一篇文章。按照近年国家和省级申论考试评分的规律来

看，有个性锋芒而不咄咄逼人、勇于展示自我又不违反公务

员身份的文章得分较高，这表明了阅卷者的取向，也为考生

指明了努力方向。在文章观点上、结构上、材料上、语言上

都要立足政府角度和公务员身份，彰显个性，展示自己与其

他考生的差异性，使通过文章表现出的“4种能力”对阅卷者

来说具有说服力，拉开与对手的竞争差距。在总体内容正确

观点准确、语言得体的基础上，作答表现出的个性特征越鲜

明、越强烈，越能说服打动阅卷者，与对手的距离也就越大

。所以，申论作为主观型试题的考试，一定程度上是作答者

之间个性魅力的竞争，有分寸、有节制地寻求你与对手的差

异化，并且扩大这种差异，把独特的思考结果用富有个性的

语言表达出来，你的魅力就展露出来，相比于对手的优势也

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种个性化表达有没有速成的途径呢?其

实在文章的4个环节是可以画龙点睛的，在最易抓住阅卷者视

线的地方，进行一些巧妙的设计，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凸

显自己文章的与众不同，争取一定程度的加分。 这4个环节



在于：标题、开头、结尾和每段的首句。标题要拟得醒目，

既能深刻揭示主题、文体，又富于文字表现力。最好能从格

言成语中化用，使用对仗工整的句式，如“非常之时必有非

常之为，非常之举必以非常之力”.文章的第一段和每一段的

开头(即首句)都要用心设计，在开头和首句醒豁地表明观点

，概括全文、全段的主旨。首段、首句要把问题的概括、观

点的申明用引人注意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运用领导人的名

言和文化经典警句来加以突出、唤起重视.全篇的结尾要圆满

、有力。运用权威或经典论述，提高理论层次，并且展示问

题解决的趋势，说明问题一定能解决、现状一定能改善、前

途一定有希望，语言斩钉截铁、干脆有力，给人以鼓舞和力

量。在圆满作结、令人欣慰之余，还要留足空间，拓展主题

的内涵，引人思考、令人回味。 只要这4个环节能设计好，

吸引阅卷者的亮点能够与文章的主体内容相得益彰，考生完

全可以有信心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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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