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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C_97_c26_649655.htm 一、揭开给定资料的神秘面纱 

了解给定资料是怎样组织的，有助于考生在看似杂乱无章的

几千字文字中准确定位材料主题、发现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

、找到揭示问题答案的有效信息。 一般情况下，体现主题的

材料出现在给定资料的首则与尾则，通过事例、介绍施政方

针、引述重要人物讲话等方式引出。体现主题的话语一般用

陈述或议论的语句表示。抓住了材料的主题，就掌握了分散

的材料之间的联系，无论材料看似多么独立、不相干，也都

是围绕主题展开的。 给定材料，无论是引述经典、文章言论

、法律条文，还是列举事例、数字、介绍经验做法等，都是

以主题为中心，透露给考生关于主题所反映现象存在何种问

题、包含哪些原因、造成什么影响、采取哪些对策等信息。

反应问题通常从第二则材料开始，也可能从首则材料开始。

在反映问题之后或之中可能穿插着问题存在的原因、影响。

中公教育专家对多年的公务员考试真题进行研究后发现，对

策一般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平铺直叙给出对策、通过成功

经验借鉴对策、通过失败经验吸取教训总结对策、通过存在

问题的原因侧面反应对策。 总而言之，给定材料的“形”表

现为用事例或分析体现主题、反映问题、包含原因、潜含影

响、蕴藏对策，“神”表现为特定的主题，给定材料“形散

而神聚”。 二、不同材料运用不同的阅读方法 无论阅读什么

材料、无论采取什么阅读方式，都是带有目的性的，找到有

效信息才是关键。具有寻找要点的意识，这是申论阅读与其



他文字阅读的不同之处。在理解、分析的基础上，要在阅读

过程中勾画出重要信息，对例子的本质进行批注，譬如是反

映问题的信息就标注问题，是潜藏对策的信息就标注对策等

，否则仅凭记忆很难在笼统地读过洋洋洒洒几千字后回想全

面回答问题的答案，也很容易受表面的文字所迷惑。标注能

够帮助考生更好看清语句、段落之间的并列、转折等逻辑关

系。因此，考生要有目的地进行阅读，针对题目找要点，对

必要的要点进行勾画，对其本质进行标注。 要点存在的位置

包括：重要人物讲话、会议精神、政策文件法律条文等；在

故事记叙、数字罗列等事例中夹杂的分析性语句。在阅读时

，中公教育专家建议考生对于这些地方要加倍关注、做好标

记。相比之下，大量数字性事例或大量文字性事例，要掌握

其反映的本质，对其本身不必锱铢必较。 要点的提示词包括

以下三种：一是表示观点的词，包括针对⋯⋯、对此⋯⋯、

当⋯⋯、表示⋯⋯、认为⋯⋯、指出⋯⋯、说⋯⋯、称⋯⋯

；二是表明重点型，包括但是⋯⋯、然而⋯⋯、尽管如此⋯

⋯、主要是⋯⋯、关键在于⋯⋯；三是作出结论的词，包括

因此⋯⋯、由此可见⋯⋯、总之⋯⋯在阅读中，看到材料出

现这些词汇，要锻炼自己形成条件反射、多加留意。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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