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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申论考试中，论证部分所占分值是最大的，考生在提

笔之前，应先根据自己对材料的理解，确定好论证的类型。

确定立意后，再对所论证的问题进行结构布局。论证是申论

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才算是申论的

真正开始。它要求应考者充分利用给定材料，切中主题，全

面阐明、论证自己的观点。前面三个环节尽管非常重要、不

可或缺、不容懈怠，但总的来说，都只是积极有益的铺垫，

此处的论证过程要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写。就申论测试来

说，这部分就是要求就给定的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自拟

标题进行论证。论证部分所占字数多，分值较高，而且一个

人的知识基础、能力水准、思维品质、文字表达都将在这个

环节得到更充分、更全面的展示。论证部分的写作应该在深

入思考、运筹帷幄的基础上进行，最好事先列一个扼要的提

纲，做到胸有成竹，才能行文流畅，并要注意论题鲜明、重

点突出、线索清晰、详略得当这些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但必须注意的是，本部分实际上完全是对所给材料作议论文

，要求在进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针对所给材料，阐发自己

的观点和见解，但是这些观点和述必须建立在对材料的正确

把握之上。在申论中论证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引申

型论证；(2)评述型论证；(3)析理型论证；(4)论辩型论证。 

第二节立论的原则与应注意的问题 一、立论的原则 立论文是

用逻辑论证方法证明某种观点、某种主张的文章。比如毛泽



东的《论鲁迅》，深刻地从三个方面阐明了鲁迅精神的特点

，号召全国人民向鲁迅先生学习，是典型的立论文，还有吴

晗的《谈骨气》和《说谦虚》、马铁丁的《俭以养德》、钱

伟长的《才能来自勤奋学习》都是立论文。在申论考试中，

一篇好的论证文章，就立论而言，应具备以下基本要求： 1

．针对性 立论有没有针对，能不能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是衡

量一篇评论作品能否产生社会效应，能否促使社会发展的一

项标准。 立论的针对性是指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如各种陋习、

实际的社会矛盾)进行论述评说。在申论论述中，立论要体现

和增强论述的针对性，就必须对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加以

论述。因此，立论前应考者要直接面对这些主要问题，分析

问题形成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办法，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论证，起到正确引导舆论和指导实践的

作用。 2．新颖性 立论的新颖性是指对问题评论时有新的主

张、见解，用新的论据选择新的角度来进行论述，阅读后能

给人以新的感觉、新的收获和新的启迪，即运用自己独特的

认识和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论证的过程富有新

意和冲击力。要使立论具有新颖性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

论题新颖；(2)倡导真理新颖；(3)论据新颖；(4)角度新颖。 3

．准确性 准确性是进行论证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性，论证

再具有针对性、新颖性也无济于事，立论的准确性主要指论

点的准确。在申论考试中，容易造成偏差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包括概念、论断、论据、引语、语法、逻辑以及阐明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等不准确，因此，在申论考试中，广大应

考者应努力提高自己认识和准确论证的能力。立论的准确性

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论点的准确，包括概念、论断、提法



和分寸的准确；(2)论据、引语的准确；(3)语法、逻辑的准确

；(4)完整、准确地阐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5)坚持

一些从实际出发等。 4．前瞻性 立论的前瞻性的认识有很好

的敏锐性、洞察力和预测性，能从现象看本质，由果溯因，

对未来的结局分析能做出有预见性的科学论断。 二、立论中

应注意的问题 1．全面分析题目，准确把握题意 主题一般是

由材料表达的，是从材料中概括和抽象出来的，材料是主题

提炼的基础。在立论过程中要仔细阅读材料，把握材料反映

的主要矛盾及问题。 2．多方位思考，选准写作角度 要想文

章写得有深度，应考者所选择的写作角度必须能展示事物的

本质意义．然后对萁进行深层次探究。 3．训练思维活动，

提高立论能力 人的立论能力与其思维活动有很大关系，立论

是一个运用观察、分析、综合、想像、联想等多种能力的综

合思维表达过程。因此，应考者应积极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

，以提高立论能力，做思维的广泛性和深人性训练，以提高

多角度立论和深度立论的能力。 第三节确立标题 题好文一半

。好的标题往往是传达文章主旨、内容和意蕴之神的“眼睛

”。对申论而言，拟题的总体要求是醒目舒畅，让读者能对

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一目了然，又能产生读下去的欲望。 一

、确立标题的基本原则 1．贴切 标题贴切的具体表现：一是

标题须切合材料的内涵，抓住材料的中心话题；二是词语的

运用准确恰当；三是题意确切，不会产生歧义或误解。一般

来说，审题出现偏差往往在题目上就有所反映。所以，如果

对材料的主旨领悟不深时，最好拟非论点式的题目，如“由

⋯⋯谈起”、“有感于⋯⋯”等。 2．鲜明 标题要清楚地向

人透露文章的议论话题、大致内容及基本观点，使人一看就



明白文章的论题，或者文章的立场，即要有透明感和清楚感

，如《反对党八股》、《责任重于泰山》等。 3．精炼 就是

用简明文字，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标题要有简洁之美，可

用概括的语言勾勒出文 章的缩影，使人一目了然，如《自知

者明》等。 4．具体 标题应避免空洞乏味，大而无当，应尽

量做到具体。 5．形象 形象的标题最具感染力和吸引力。拟

题力求形象，避免平实和抽象。平常或一般化的题 目，太实

在的题目，常见的题目以及抽象的题目，要尽量给它们披上

形象的外衣，使人一见就生清新之感，如《环境影响人》可

形象化为《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生离不开自己》可改

为《自立人生的风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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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