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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_E5_8A_A1_c26_649729.htm 公务员申论考试为什么得分普

遍较低?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负责人曾就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

问： 我们对考试情况作了认真分析，发现得分低的原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许多考生没有认真审题。申论试题的设置

是专家们长时间打磨的结果，是严谨科学的，试题中的每一

个字词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也都是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

许多考生不按要求作答，或按事先准备的所谓万能模板套用

，或下笔万言离题万里。二是考生不了解申论考试的作答要

求。许多人认为申论就是考作文，不认真读材料，不对材料

进行综合分析，匆匆下笔。三是受各种辅导班和教材的误导

。一些辅导热衷于猜题，事实上猜题压宝式的辅导只会误导

考生。 该负责人的答问信息很丰富，但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要审题”。在培训过程中，我曾反复告诫学员：“即使你

把老师讲的全部内容都忘了，还要记得两个字‘审题’”!认

真审题可以说是申论应试中的“必杀技”，即一定会灵验、

见效的技巧，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终极技巧之一。 审题看

似简单，其实蕴涵深意，请看在概括、对策、写作中分别如

何审题： 一、概括性试题(概括题审题首先要明确分值。) 例1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生省级以上第一题) 1、“给定资料4”写道：

“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

、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

事实。”请结合对这句话的理解，谈谈对黄河自身规律的认



识。(10分)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200字。 2、“给定资

料5”介绍了汉代王景治理黄河的思路和做法。请概括王景治

河后黄河安澜800年的主要原因。(10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

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很多考生在这两小题上花了太多时间

，就是没审题造成的。很显然，现在阅读概括的考试难度下

降了，因为题量增加为两道小题，每题分值只有10分。对

于10分左右的小题，是不需要思考进行展开的。也就是说，

只要在原文中找到“三善”、王景治河成功的原因“照录”

即可，不需要写成文章，只要直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就行了。

这就是答其所问，简单说就是“问什么答什么”。 对于20分

左右的概括题，则需要考生信息完整、思路清晰。 例2、根

据“给定资料1-18”提供的信息，用不超过400字的篇幅给上

级领导整理一份情况反应。(20分)(2009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第

一题) 这道题就是典型的概括内容的题目，不仅要求考生找到

对应的信息，而且还要按照以下顺序写作：(一)材料反映了

什么问题?(二)该问题都体现为哪几个方面?(三)造成问题的原

因是什么?(四)有关各方针对此问题已经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这样才算完整。 二、对策性试题 分值和字数是考生审题的关

键“题眼”。 例3、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发展面临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某市政部门准备起草一份推进公用事业改革的方

案，请结合给定资料，指出该方案应明确解决哪些问题。(20

分)(2010年4月25日联考题第三题) 要求：(1)准确全面，条理

清楚，有针对性.(2)表达简明扼要，不超过400字。 这道题很

多考生认为是一道概括题，事实上，如果是概括题，仅仅要

求概括“该方案应明确解决哪些问题”，在赋分分值上，不

会超过15分。因为要概括问题及其表现形式在材料中可以很



容易的找到，大概5-6个要点。仅仅这几个要点，就给20分显

然是不合适的，10分就够了。 再看字数，不超过400字，显然

命题者心目中这道题需要较多字数才能完成，而仅仅概括问

题只需要200字就够了。因此，这道题在概括完问题之后，还

需要对每个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提对策。 三、宣传

材料性试题 写一份宣传材料这几年反复出现，但是各有不同

。如： 例4、假定你是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请参考给定

资料，为当地居民社区的宣传栏拟一份节水宣传材料(20

分)(2010年4月25日联考题第二题) 要求：(1)体现国家节约水

资源的有关精神，说明为什么要节水.(2)简明、通俗，利于老

百姓理解：(3)不超过400字。 显然，这份宣传材料，是写给

社区居民的，要写当前问题及其的严重性，水资源短缺及其

造成的问题.然后要写社区居民应如何节约用水，即提对策，

这是该宣传材料的主体部分。 可是还有这种宣传材料。 例5

、国家某部门拟编写一本以黄河为主题的宣传手册，作为对

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材料。宣传手册由四个部分组成

，依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与中华文明”、“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黄河精神万古传”。请参考“给定

资料”，分别列出每个部分的内容要点。(20分)(2011年国家

公务员考试省级以上第三题) 要求：(1)切合主题.(2)全面、表

述准确、有逻辑性.(3)本题作答不超过400字。 这种“宣传手

册”和以前考过的宣传材料都不同，关键在于，其所涉及的

四个方面，前三个都能在材料中找到对应内容，只要把材料

中的对应内容有条理的概括进去，就算回答完了。本题的实

质是“概括题”，只有它的第四部分是为了引出写作文的。 

四、启示性试题 例6、“给定资料3”介绍了密西西比河、亚



马逊河、尼罗河等流域出现的生态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治理

举措。请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我国治理黄河可以从

中受到哪些启示。(20分)(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省级以上第

二题)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在授课过

程中，我会问学员，这题包括几问?一般都能看出来，两问：

一是归纳，二是启示。我继续问：你估计如果赋分的话，每

问大概几分?都会回答：前一问大概5-8分，后一问12-15分，

都明白后一问比前一问分值高。 可是在考场上，考生为什么

都把归纳这个部分拼命写，写得老长，启示这部分只有短短

几行呢?这就是没有养成审题的习惯。一问都知道，自己考试

、独自面对的时候，却没有去思考这个题目的命题意图，没

有养成审题的习惯。 五、作文性试题 例7、相当一部分人认

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

。针对这种观点，参考给定资料。写一篇文章，对国家水资

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进行阐述。(40分)(2010年4月25日联考

题第四题) 要求： (1)自拟题目，中心明确，观点鲜明，联系

实际.(2)说理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3)不少于800字。 这

道作文题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要围绕“国家水资源价格改革

的思路”写一篇文章，典型的策论文。从材料可以看出，材

料是支持水价适度上调的，第一条对策是“要涨价”。 开头

应该怎么写?要对题目中一部分人的观点进行评价，其实是分

析题。一方面水是公共产品，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我国当

前水资源浪费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价过低。开头不对

该观点进行评析的，给老师的印象就是“跑题”。 更严重的

跑题出现在： 例8、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弘扬黄河精神

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2011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省级以上第四题) 要求：(1)中心论点明确，

有思想高度.(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3)语言流畅，1000字左

右。 题目说得明白，“以弘扬黄河精神为主题”，可是接近

一半的考生在写作过程中，全文1000字左右根本就没有出现

“黄河精神”的字样。这样怎么可能得分呢?只能是两个字“

跑题”。 总之，申论应试过程中，审题是第一要务.题审偏了

，写的再好不过是南辕北辙无用功。要知道，所有的评分标

准都是紧紧围绕题目的设置来设计的，材料和题目是评分的

唯一标准。您想得分吗?请先审题! 相关推荐： #0000ff>2011公

务员辅导套餐班8折优惠热招中 #0000ff>2011年公务员联考申

论模拟试题及答案汇总 #0000ff>2011年4月公务员联考申论热

点汇总 #0000ff>2011年4.24公务员联考申论作文速成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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