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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地拉开联考序幕，很多考生都在为备考做着最后的冲刺，

而公务员申论考试中的大作文让很多考生们“又爱又恨”：

一方面，同学们充分意识到申论考试的重要性，“得申论者

得天下”，知道要想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良好成绩甚至拉开

差距，必须重视申论；另一方面，很多考生恐惧申论，尤其

是恐惧公务员申论考试的文章写作，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

作文。 实际上，选择一种合适的“类型”进行大作文的写作

，事半功倍，而这个类型选择，常常被考生们忽视。所以，

本文就是提醒和建议考生们，重视大作文写作的“类型”选

择。 一般来说，大作文分为政论文、策论文和评论文。三种

类型都要求有鲜明的观点、完整的结构、清晰地逻辑以及流

畅而规范的表达。而三者的区别在于，政论文侧重于讲“是

什么”，主要的任务在于讲清楚这个问题的表现、原因、危

害以及影响等等；策论文侧重于讲“怎么办”，主要的任务

在于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措施和方案；评论文侧重于分

析“为什么”，主要的任务在于剖析现象或者观点，辩证的

、全面把握事实。 在了解了三者类型的联系与区别后，很多

考生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正式申论考试中，究竟选择哪

种类型会更有利呢？今天要分享给考生们这样两个选择类型

的原则：第一，题目原则，第二，能力原则。 一、题目原则 

题目原则的意思是：要根据具体的题目设置来取舍大文章的

类型，申论考试中很多题目类型虽然没有明确的让你写成什



么样类型的申论文章，但是通过题干我们可以有所倾向。例

如，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综合管理类最后一题的题目设置

是：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海洋的保护与开发”，自选角度

，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那么，既然是围绕“海洋的保护

与开发”作答，侧重于如何统筹海洋的保护与开发是比较有

利和符合同学们的思维习惯的。也就是说，考生们如果在大

作文中侧重写对策，写海洋的保护与开发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同样的，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让

考生们以“评解决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两种思路”为题，写

一篇文章。那么，针对这个题目设置，同学们可以清晰地判

断出，选择评论文类型是相对容易的。 所以，通过两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的真题举例，望各位考生们明白选择类型的重要

性，切不可拿到题目后急于动笔，选错类型，以至于事倍功

半。 二、能力原则 那么，如果通过题目无法判断类型，题目

原则不起作用的时候，同学们该如何取舍呢？这就是我们的

第二个原则能力原则。了解申论考试的考生们都知道，申论

考试主要考察我们的四大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分析问题能

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而我们一般写

文章的思路也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么

，各位考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四大能力的掌握进行类

型的选择。例如，2008年陕西申论考试的材料主旨是破除潜

规则的问题，你可以写成政论文，侧重探究潜规则蔓延的深

层次原因以及危害，也可以写成策论文，侧重破除潜规则的

具体措施和对策，考生们根据个人能力灵活处理，在文章结

构和篇幅上侧重类型下笔即可。 总之，申论文章三种类型的

取舍非常的重要，考生们要善于发现隐藏在题目文字中的关



于类型的种种暗示，然后根据自己对于四大能力的掌握进行

判断后，再真正构思并且规范成文。这样做，必将让你的申

论文章写作过程更为顺畅。 最后，在此预祝广大考生顺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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