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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_E8_AE_BA_c26_516645.htm 一、第一步：审题 材料就是申

论文章的窗口，考生依据材料总结概括出的主要内容或反映

的主要问题就是申论文章的精神实质，是申论写作的依据，

申论的考试要求是对论证的限制，所以尤其是在申论考试中

对考试要求的审题更是重要。一定要花一定的时间进行审题

，否则就可能出现跑题、偏题、宽题、狭题的现象。全面、

准确地理解题意，对给定材料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最确切

、最深刻地分析、辨认和筛选，才能弄清中心，把握重点，

从而迅速准确地破题。 (一)审题的具体过程 审题的具体过程

包括读材料和考试要求。读材料就是通过阅读，找出材料反

映的主要问题，这在前面概括内容、提出对策的过程中已经

完成了。读考试要求的过程中，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审出问题类型，即要审清是要求考生根据材料任选角

度写一篇议论文、演讲稿，还是写一份建议、报告，或者是

其他形式的文章。命题类型不同，写作要求也就不同，写法

也不一样，忽略命题类型和形式要求的文章，就会偏离考试

要求，导致文题不符。 尔后，审限制条件： 一要审清对论述

的内容是否有限制。例如2007年中央申论考试第五题，即论

证分析部分是要求考生“以‘命脉’为题，写一篇关于土地

的文章”。这个考试要求是就土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而任

何的对策建议都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对

问题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可以得出该考试要求限

制的内容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针对这些原因提出的对策。 二



要审清字数限制。即考生必须在申论考试给定的字数范围内

论述，字数过少或超过限考，试大网站收集定字数都会影响

得分。如2007年中央申论考试第五题论证分析部分要求的字

数不少于800字，虽无明确最高上限的字数要求，但从给定的

答题卡答题空间来看，最多也不能超过1 000字。如2008年中

央申论考试论证分析部分要求的字数是1 000～1 200字，

比2007年要求的字数多200多字，并且也有最高上限，即1 200

字，否则过度的超字就会扣分。这些都是考生在审题过程中

必须铭记在心的内容，这样才可根据字数多少来决定文章各

部分所用笔墨的多少，否则易造成某一部分过于膨胀或过于

短小。 三要审出是否有“虚拟身份”限制。例如2003年申论

考试第二题是要求为设定的发言人拟出一篇现场讲话稿或电

视讲话稿。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考生就必须以考试设定的

身份来作这篇文章，也就是说考生在作这篇文章时的身份必

须是给定的“虚拟身份”。现在许多地方上的公务员申论考

试的论证分析部分都是以某一个虚拟的身份来要求考生写文

章的，须引起考生注意。 (二)审题的四种基本方法 1.同中求

异 相同的材料，从他们的相同点出发可以提炼观点，但往往

缺乏深度，如果我们从相同的材料中寻求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就能挖掘深度，得出有分量的结论。 【例1】 ①马克思23

岁被誉为当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②恩格斯21岁就著文批

判当时德国哲学家谢林。 ③列宁17岁就开始革命活动。 ④毛

泽东26岁主编《湘江评论》。 ⑤徐特立 48岁留法，克服困难

，学会法语。 以上5个材料都是讲伟人们在事业上都有所成

就，这是材料的共性，倘若就此立论，观点就缺乏深度了。

进一步分析材料会发现①～④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青年时代



就出成果，而材料⑤是讲徐特立 48岁苦学法语有所成，年龄

特点与前4位伟人不同。根据这个不同点可以立论：年青时代

是出成果的黄金时代，但是，年龄并不是成就事业的唯一条

件，关键在于有无坚定的志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2.异中求

同 相异的事物，有时是形异而实质相同的，因此，对于多项

材料，我们可以进行分析比较，寻找材料间的共同点，从共

同点入手提炼观点。 【例2】 ①一根木头搁在山涧之上，下

面深不见底，敢于走过去者甚少，但若横木置于此，则常人

皆能步其上而过。 ②小李第一次演讲，他事先也做好了充分

准备，但一走上台，看到下面一礼堂黑压压的人，便浑身冒

汗，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记不起来了。 这两则材料，

一则是说很少有人能走过搁在山涧上的木头，一则是说小李

演讲面对黑压压的人一句话也记不起来。两则材料从形式上

看是不相同的，但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未能如愿以偿，究其

原因都是胆小，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由这个共同点，我们

可以提炼这样的观点： (1)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 (2)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3.异中辨异 有些相异的材料，

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分歧点，我们找出分歧点，从它们的分歧

点处入手提炼观点。 【例3】 ①俗话说：“一个巧皮匠，没

有好鞋样；两个笨皮匠，商量出鞋样；三个臭皮匠，赛过诸

葛亮。” ②俗话又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则材料中的人物身份、事情、结果

都不相同，但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同样是 3个人，同

样是要做一件事。可是，为何同样是3个人却产生如此不同的

结果呢？他们的分歧点在哪里呢？3个臭皮匠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做成了好鞋样，赛过了诸葛亮；3个和尚心也往一



处想要吃水，可是他们互考试．大网站收集相推诿，不往一

处使劲儿，3个和尚都没水吃。可见他们的分歧在于是否齐心

协力。抓住分歧点，可以提炼这样的观点： (1)齐心协力才能

取得成功； (2)做什么事情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4.

互补叠加 有些材料性质是同一的，但各自并不全面，而是互

为补充的，只有将它们叠加起来，才是科学合理的，也只有

这样才能提炼出正确的观点。这就是互补叠加法。 【例4】 

①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 ②波兰谚语：“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这两则材

料都是讲如何走好人生之路。材料①“走自己的路”强调要

有坚定的信念；材料②“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是讲走

路时要有虚心求教的精神，要善于听取他人指导。两者谁是

谁非呢？都很有道理，但都只是就某一方面而言，两者具有

很强的互补性，若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既全面又很合理。因

此，可以提炼这样的观点：既要有“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

念，又要有“常问路”的谦虚精神，才能走好自己的人生之

路。 综上所述，根据材料提炼观点，前提是要读懂材料，在

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一种或几种分析方法，无疑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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