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业单位写作要点 
一、题型分类 

（一）完全开放性试题 

在事业单位主观试题中，部分试题为完全开放性试题，主要包括“命题作文”与“漫画

类作文”两种。此类试题写作难度较容易，考生需把握命题或漫画背后的相关主旨，在作文

论述过程中不要跑题即可。 

（二）半限制性试题 

给予考生一定的辅助材料，篇幅多为 500—3000字不等。需要考生在把握题目写作主旨

的同时，近可能结合材料，进行充分的写作与论证。 

（三）完全限制性试题 

材料篇幅较长，通常在南方事业单位考试中较多出现，吉林省地区至今并未出现。 

二、材料阅读 

（一）短篇幅材料： 

特征：材料篇幅较短，字数多数为 500 字左右。 

作用：结合题干，提炼总论点，确定文章主旨立意。 

（二）中长篇幅材料： 

特种：有若干自然段共同组成，字数为 2000—3000 字。 

作用：1、结合题干，提炼总论点，确定文章主旨立意。2、根据材料内容提炼相关分论

点。 

（三）精准阅读 

把握精准阅读原则，有助于考生在考试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为后续的写作提供相关思

路与素材。 

1、首尾句原则       2、关联词原则          3、观点性原则   

4、政治信息原则     5、数据信息原则        6、标点符号原则 

三、文章写作 

（一）议论文特征 

议论文又叫说理文，它是一种剖析事物、论述事理、发表意见、提出主张的文体。作者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等方法，来确定其观点正确或错误，树立或否定某种主张。 

语言特点：①准确、严密；②概括性和简洁性；③使用修辞，体现其用词鲜明、生动和



 

 

感情色彩。 

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又可分为三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二）议论文分类 

政论文：分析材料中社会问题的目的、意义、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等内容的文章。 

策论文：重点在于如何解决问题（考生青睐的文体） 

评论文：论述、论证、标题或主题中有 2个或者 2个以上话题 

（三）论点 

1、知识点 

论点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灵魂。 

论点的作用：对材料中社会问题的核心看法或核心见解。 

论点的内容书写方式：（1）以宏观对策为论点（2）以宏观意义为论点 

论点的位置：通常在文章开头的末尾处（尾句）。 

论点的要求：应紧扣材料主题与题目要求。 

论点的展开方式：既要谈及材料中的社会现象，又要有较高的立意。 

2、常见论点框架 

采取多种措施，多策并举，多管齐下。 

……具有重要意义，意义重大而深远。 

我们不仅要……更要……使二者有机结合。 

一次次血与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解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叩问本心，我们不禁要反思，是何种原因造成了当今……的积重

难返。 

3、突出论点相关技巧 

（1）将文章题目设置为论点。 

（2）第二段单独成段，点明论点。 



 

 

（3）文章的每个分论点紧扣总论点展开，每段开头或结尾照应总论点。 

（4）最后一段总结总论点。 

（四）框架脉络 

1、总体脉络：三段式结构 

（1）提出问题（是什么）：概述材料，引出论点 

（2）分析问题（为什么）：分析原因、必要性紧迫性 

（3）解决问题（怎么办）：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2、具体结构 

（1）开头（是什么）+主体（为什么 1+为什么 2+为什么 3）+结尾 

（2）开头（是什么）+过渡+主体（为什么 1+为什么 2+为什么 3）+结尾 

（3）开头（是什么）+主体（为什么 1+为什么 2+为什么 3+怎么办）+结尾 

（4）开头（是什么）+主体（为什么+怎么办 1+怎么办 2）+结尾 

（5）开头（是什么）+主体（怎么办 1+怎么办 2+怎么办 3）+结尾 

（6）开头（是什么）+主体（A是什么+B 是什么+A与 B 的关系）+结尾 

（7）开头（是什么）+主体（A是什么+B 是什么+A与 B 的关系）+结尾 

3、分论点美化 

（1）前半句一致，后半句不同 

（2）首句“三字经” 

（3）首句五言或七言 

（4）分论点美化举例： 

总论点，分论点是必举之策。 

总论点，分论点是必由之路。 

总论点，分论点是必进之门。 

总论点，分论点是民心之向。 

总论点，分论点是民生之需。 

总论点，分论点是德政之要。 

推动……改革/建设/保护，是建设……的本质要求。 

推动……改革/建设/保护，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落实。 

推动……改革/建设/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推动……改革/建设/保护，是加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升……观念，是……的战略重点 

健全……体制，是……的紧迫任务 

推进……技术，是……的关键环节 

坚持……战略，是……的重要方向 

加强……建设，是……的内在要求 

增加……投入，是……的本质保障 

（五）标题 

1、单标题分类 

论点型：《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 

批驳型：《绝非“偶然”》 《岂能当”墓奴”》 

寓意型：《质疑“愚公移山”》 《从“富翁”到“负翁”》 

感想型：《从沙尘暴带来的灾害说起》 《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思考》 

2、双标题分类 

主副标题型：老有所养——积极探索新型“居家社区养老”模式 

左右标题型：树立文化自信    重拾文化自尊 

（六）开头 

1、叙开式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是“社会好”的标杆和准绳，是“生活好”

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人们普遍认为，某个历史阶段，社会之所以和谐稳定，发展迅速，

主要是因为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得好，落实得好。可以说，人民群众对各个领域具体“好

政策”的出台寄予了厚望。只要把中央的“好政策”贯彻好，执行好，生活就会更加幸福，

社会就更加和谐。 

2、引言式 

翻开人类文明的史书，透过高深悠远的知识积淀，炫彩夺目的艺术创造，除却叹为观止

的物质进步，异彩纷呈的制度创建，伴随我们成长的还有无休无止的地震、海啸、风暴、塌

陷、火灾、城市瘫痪……灾难总是与我们不期而遇。“无论我们人类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

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应当分清楚。没有个人公共

安全、公共空间意识的觉醒，仅有事后救人的道德感动是不成熟的。 

3、对比式 

百善孝为先。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子女理应孝敬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但现实



 

 

却困难重重。我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 4-2-1家庭照顾父母力不从心，更有甚者尊

老爱老意识淡薄，对父母缺少最基本的关心和照顾，纯粹的居家养老难以实现。种种不尽如

人意的现实，督促着我们探索一种介于社会机构与家庭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以满足社

会快速变化的内在需求。 

（六）结尾 

1、瓜熟蒂落戛然而止 

文章结尾重在自然简洁，议论文主要是对所论之事的剖析和推理，当阐述的事理已经说

清，文章就可戛然而止，不另外再写结束的话，意完语完，不结为结，决不拖泥带水，显得

干脆利落。 

与中国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正逐步展开，而政治改革的一个热点是人事改革。中

央政府对人才战略也非常重视，但现实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因为伯乐们及其亲友的马

尚未售出，或者已售出的尚未退役，甚至刚刚售出尚需扶送它一程。可见，中国人事改革要

雷厉风行，迫切需要的是公正无私、为国选贤的黑脸伯乐。黑脸伯乐，人民的期盼，国家的

福音，民族的希望。 

2、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为了增添文章的艺术魅力，给读者以想象回味的余地，议论文的结尾我们也可运用含蓄

委婉的手法，或托物言志，或含蓄议论，或借助比喻、象征及省略号等方法，使结尾蕴涵丰

厚，寓意深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留下无穷回味的境地。 

诚信与成功是连在一起的。它带给人的或许是万贯家财，即“金钱”；或功成名就，即

“才学”；或许是流芳百世，即“荣誉”……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乃是

心灵的崇高和精神的富足。所以，朋友们，请背起“诚信”的行囊，哪怕它只与“一毛钱”

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