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材料阅读方法 

 

众所周知，在申论考试中，材料是整个题本中的主体部分，而且材料也是我们作答申论

的主要抓手，只有充分理解材料当中所蕴含的深意，才能在申论考试中脱颖而出。正因如此，

对于材料的把握是考生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种比较常用的阅读方法，

以便帮助大家进一步搞定申论考试。 

关联词原则 

中国人说话及写作讲究逻辑清晰，在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会出现关联词。它们的作用

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关、结构独立的分句联接起来，构成复句，起到“穿针引

线”的作用。申论材料中的关联词主要包括因果关系关联词、转折关系关联词、递进关系关

联词、并列关系关联词、假设关系关联词和条件关系关联词，这些关联词在材料中的出现都

是在向我们传递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在阅读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一、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因为„所以；由于；因此；总之；因而；之所以„是因为„

等”，因果关系关联词的前后我们通常可以找到原因、问题和影响的要素。例如： 

G 省的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的 50%。农民寄希望

于教育使他们的子女另寻出路的想法靠不住了，于是“辍学”之风抬头，用一著名作家的

话来说，就是用辍学来“保护人心，保护土地，阻止下一代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

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 

通过“由于”这个因果关联词，我们就可以判定出“农户返贫”是现存的一个问题，而

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教育因素”。 

二、转折关系 

转折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虽然„但是；却；尽管„还是；然而；其实；固然等”，通

常情况来讲，转折关系关联词后面所描述的内容才是这句话的重点，即转折之后是重点，需

要我们细致阅读，并找出它所传递的信息。例如： 

从 2000 年到 2011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5.61亿吨标准猛增到 34.8 亿吨标准煤，

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能源的 20%，2011 年，我国消费石油 4.7 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

消费国；消费天然气 1305亿立方米，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天然气消费国。2011年油气消费的

增长，相当于当年世界油气新增产量的 25%，新增石油进口量占世界石油新增产量的 63%，



 

 

2012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 36.2亿吨标煤，（但）能源利用率并不高，我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美国的 4 倍、日本的 4.4 倍，也高于巴西、墨

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虽然转折连词“但”前面提到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高，可是其后所接句子“能源利用率

不高”才是该段落主要向我们呈递的信息。 

三、递进关系 

递进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还；不但„而且；除此以外；进一步而言；更；甚至；不仅„

也„等”，通常情况来讲，递进关系所呈递的信息时一层比一层深入的，如果关联词前面提

到的是答案要点，那么其后面的内容必然是更进一步的说明，切勿遗漏。例如： 

这（不仅）为企业赢得了更光明的未来，（也）在无形之中提升了山西企业和企业家的

形象。 

在该句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也„„”所衔接的句子都在阐述具体的“影响”，

而且还存在一层层递进的关系，通过判定递进关系的关联词，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掌握住材

料传递的信息。 

四、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首先、其次、最后；一方面„另一方面；既„又„；是„也

是„等”，并列关联词的前后通常都在传递相同的要素，需要我们格外注意，不要缺点落项。

例如：  

问题在于，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也仍然享

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

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

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其次），在动

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

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中诸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 “活

吃猴脑”之类不顾动物痛苦的“菜肴”在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

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在这个段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其次”这两个并列的关联词，它们所连

接的内容必定是表意相同或相反，因此，在材料中勾画要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并列连

词，避免遗漏要点。 

五、假设关系 



 

 

假设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如果，就；即使，也；就是，还；哪怕，也„„等”，假设

关联词通常表示前一分句提出一个假设条件，后一分句表示这个条件实现后将产生的结果，

一般而言，假设关系关联词都在向我们传递现存的一些问题。例如： 

（如果）专家和有关部门能更早更及时地戳穿张悟本“假神医真骗子”的嘴脸，（那么）

受蒙骗的公众应该会少得多。中国科普研究所专家 H表示：“科学界（若）不能及时有效地

发出自己的声音，理性引导公众，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谣言四布、恐慌蔓延的恶性后果，也

会造成科学家公信力的丧失。  

这个段落里向我们折射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假设关系关联词

“如果„„那么„„”和“若”来判断，即专家和有关部门反应不及时，科学界未能及时有

效发出声音，理性引导公众。 

六、条件关系 

条件关系关联词通常包含“只要，就；只有，才；无论；除非，才；凡是，都„„”，

条件关联词通常表示前一分句提出一个或多个条件,后一分句表示在这个条件下产生的结果，

一般而言，条件关系关联词都在向我们传递现存的一些对策。例如： 

例 1：只有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建立起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信心和能力，

才能锻造出响当当的‘中国品牌’。  

例 2：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首先要考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推导，得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即“营造有利

于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和“考虑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通过条件关系关联词“只有„„才„„”

判断出来的。 

关联词原则是破解申论材料的一个法宝，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同时也希望各位在今年

省考中一举夺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