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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21_c26_650112.htm 近期各省公务员考试日益临近，对于广

大考生来讲，申论文章写作是考生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不

少考生感觉申论文章写作无从下手，或者写出的文章千篇一

律没有特色，很难拿高分。针对这个问题，教育专家从三个

方面教考生如何实现个性表达，写出高屋建瓴的文章。 第一

，反模板、反套路 模板化、套路化，是申论文章写作中的痼

疾。要从内容和形式上打破模板和套路，实现灵活表达的第

一步。 （一）内容上，要用对 考生要搞清楚给定材料中讲的

是什么问题，并且针对问题来论述。如果材料讲的是“食品

安全问题”、“水资源紧缺问题”，而你却分别使用针对“

粮食生产问题”和“水资源污染问题”的表述，这就是张冠

李戴了。虽然食品安全问题和粮食生产问题有一定的关联性

，但二者仍然不是一回事，考生用“粮食”套用“食品”，

用“水资源污染”套用“水资源紧缺”这种针对性不强的表

述，就会沦为模板化、套路化。所以，内容上用对表述，针

对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关键。 类似于“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明确目标，落实措施”、“加强领导、转变职

能”这样的表述，考生在使用时，要注意其在内容上是否符

合材料意思以及文章的整体内涵，即看模板式用语是否和所

谈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相吻合。 此外，刻意拔高论点，也是文

章模板化、套路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例如，将“煤炭安

全问题”拔高为“能源安全问题”，将“以人为本”的理念

拔高为“科学发展观”战略，采用了时下比较热门或常见的



热点主题，套路化地提出了论点，却没有抓住材料实质，偏

离了问题。 （二）形式上，要用活 用活模板，就是指对一些

模板化表述做改编，以模板的骨架穿上具体文章内容的衣服

。 教育专家建议考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 1.分论点的对策

宾语前加修饰词，以体现专业性。如“加强网络监管方面的

立法工作”、“加大网络过滤技术的研发”等等，表示明确

的针对性，而非一种背诵的套路。 2.动词的多样化。“加强

”一词过于单一化，可以使用“加大”、“强化”、“重视

”、“完善”、“健全”等类似词语。 3.表示意义词语的多

样化。除了“前提”、“基础”、“保障”、“关键”之外

，还可以使用更多的词语，以避免重复。例如： 两字：“重

点”、“核心”、“抓手”等。 三字：“助推器”、“着力

点”、“突破口”等。 四字：“主攻方向”、“力量源泉”

、“有力保证”、“战略重点”、“重要途径”、“根本出

路”、“必要条件”、“紧迫任务”、“关键环节”等。 第

二，反幼稚、反肤浅 （一）观点不幼稚、不肤浅 语言幼稚化

，根本上缘于作者生活单纯、缺乏经验，也就是看待问题的

方式、角度太幼稚。听说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就想到毁林开

荒来种粮；听说食品安全受威胁，就想到加大力度处罚企业

；听说住房价格持续高涨，就想到政府应当多盖房⋯⋯当今

社会的很多问题，不是仅凭“想象”就能下结论的。粮食问

题可以依靠政策支持、技术改良、资源节约等方式解决；食

品问题可以依靠政府严格审批、系统监管、经济和行政处罚

等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也可以依靠完善二手房市场、房屋租

赁市场、国家相关经济政策、规范房屋中介等等方式解决。

要想语言不幼稚、不肤浅，首先观点就要成熟、深刻。 （二



）分析不幼稚、不肤浅 要想语言不幼稚、不肤浅，不仅观点

要成熟、切合实际，分析也要深入，要掌握一定的分析方法

。 1.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对社会现象作定性研究的基本方

法。 对社会现象作矛盾分析的具体步骤是： 首先，把社会现

象看成是运动中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统一体，考查影响这

种现象存在的诸多矛盾。 其次，从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社会

现象的本质，而社会现象是以上诸多矛盾的外部表现。再次

，分析矛盾发生变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同时，注意矛

盾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即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条件

与时机。 2.供需分析法 供需平衡理论，是指社会在发展过程

中供给与需求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均衡发展关系，即平衡比

例关系，或协调发展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才能保持正

常健康状态，整个社会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供需

分析法，就是指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供需平衡理论转化成考察

社会现象的方法论。供给是指市场上的卖方在一定时间内和

一定价格条件下愿意向买方提供的实际存在的商品和劳务。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价格条件下，买方对市场上的

商品和劳务的需要。 供需平衡理论适用于认识、分析和正确

处理社会现象中存在的供需矛盾问题。因此，供需分析法也

可以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供需问题，如就业问题、交

通拥堵问题、储蓄与投资问题、价格问题、能源问题等多种

社会现象。 （三）措施不幼稚、不肤浅 1.对策要可行 所谓可

行性，就是指对策要具备可以实施的条件。提出来的对策如

果在当今社会根本无法实施，那显然是幼稚和肤浅的。 2.学

习规范对策 有些同学的对策幼稚、脱离实际，主要原因是缺



乏基本的知识储备。要掌握规范的对策写法，一方面要多看

看新闻、看评论、看本书后几天的榜样文章，通过阅读、记

忆来培养考生的写作思维和语言习惯；另一方面要多写充分

利用课后习题，对比参考答案与自己的答案差距在哪里，适

当仿写榜样文章，学习使用规范用语。 第三，反生硬、反刻

板 反生硬、反刻板是指要使文章更加生动流畅。一是要善用

修辞手法，二是要注意用词。 要学会善用修辞。修辞不是只

能用在记叙和抒情上，恰当的修辞手法和句式选择也可以让

我们的申论文章熠熠生辉。纵观申论文章佳作，运用修辞美

化语言是极为普遍的，也是最容易收到效果的。修饰申论文

章的语言，可以运用比喻、对偶、排比等修辞，使文章形成

华美流畅之感；运用假设句、反问句或整句，使文章增强不

可辩驳之势。 申论用词首要应清楚。要使得所用的词表述的

意义、说明的对象清晰易懂，易于为读者理解。做到用词清

楚，就要选用现行的通俗词汇。 申论用词要庄重大方。贵庄

重，避俚俗、慎机巧；尚自然，忌生硬、拒堆砌；提倡简明

纯净的词汇，而不要重叠、繁琐、模棱、浮泛。用词造句越

自然越好，即使书面语言，也要符合日常说话的表达习惯，

“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陆游《读近人诗》

），生硬扭捏的语言方式要极力避免。 申论用词可追求适度

的生动性。避免平淡直白，增强表达效果，可使用成语、俗

语、格言、谚语等，借成熟习用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意

思，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如一味使用平白直叙的

语言，则会事倍功半，难以产生说服力、感染力。 教育专家

要提醒考生注意申论文体的严肃性，使用习用语即所谓“熟

语”应用其词典上的本义，不可运用通俗说法中的非规范性



引申义，如“美轮美奂”本义是形容房屋的高大华美，现多

用来指物品、商品等形象美好、色彩漂亮等，这是错误的用

法；“灯红酒绿”原为指代腐朽生活方式的贬义词，现在有

些用法用以其形容都市或娱乐场所夜晚的繁华景象，变成了

中性词，这种用法也是错的。还有一种由于广告和新闻报道

示范所引起的汉语不规范使用现象，谐音字代替或使用双关

含义，如“跑部钱进”、“鼠之不尽”之类，除非给定资料

的原文中已有这类词，否则在严肃的申论作答中必须绝对避

免。 编辑推荐： #0000ff>2012年421公务员考试行测技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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