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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

1.申论概述
3.如何阅
读材料?

4.怎么概括?

5.如何综合
分析?6.怎么提对策?

7.应用文
怎么写?

8.作文怎么写?

2 .如何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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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6-10则，5000-9000字

3-4道题；作文是必考题，且分值占比最大。

材料节选+题目

联考大部分省份考试时长
150分钟，总分100分

申论试卷

1.申论怎么考？

2.阅卷评分是如
何进行的？

3-4 道题；作文是必考题，且分值占比最大。

双评取分：电脑随机将一份试卷发给两
个老师，取二者平均分；分差超过总分
2 0 %，交给第三方处理

一、申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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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稿纸（接近答题纸）练习，要求清楚工整；
目标速度，2000字/ 1小时。

1 “双  5 原则”：近 5 年国联考的题要刷  2 遍；
其中至少有 5 套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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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练字

3 .刷题

2.看热点

4.写作

人民日报、新华网、南方周末的
社论、新闻1+1、财经新闻

看热点要用申论思维去分析
事件，找出主题、原因、影
响、对策，积累素材

每周一篇作文或分析
两篇范文，保持手感

写作10篇是底线，不同主
题、不同文章结构；一篇
文章多次修改，形成自己
的“模板”

二、如何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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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按照题目给定的材料顺序

2、先做写作材料范围少的题目
再做材料范围多的题目

读材料的时间和写答案的时间尽量压缩，
把时间放在提取信息和整合答案方面

保持考场卷面整洁——打草稿

保持良好状态——睡眠+饮食，建议常备
巧克力，可以不饥不渴不上厕所

做题顺序

5 . 应试技巧

6 . 心态与
情绪平时关注热点，不是为了考试出现

原文，而是熟悉主题与思路

有大局观，不要在乎一题一文的对错，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考试

二、如何备考？

3

4



1

1

2

2

个别案例 概括主要事实、反映的问题

找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分析
问题、原因、影响和对策

社会现象

理
论
材
料

事
实
材
料

1.材料有哪些类型？
怎么读？

观点材料：
例：专家-造成雾霾的首要因素是汽车尾气
群众-有群众认为没有必要提高地铁票价
基层政府的观点-房地产政策要适当放开，
拉动本地经济

权威理论材料：
省部级及以上领导人讲话、党委政府
文件、法律法规，
如习近平：“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三

、
如
何
阅
读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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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句原则，段落首尾句可能对全段
有概括，符合总分总的行文原则

观点句原则，某社会主体往往在分析原因
或影响、发表意见，因此包含重点信息

2.阅读抓哪些要点？
怎么找？

3.阅读方法

要素词原则是指通过阅读材料中出现
的直接反映要素的词语来确定要点

抓材料的要素：问题、原因、影响、对
策、启示、争议、特点等。
要素对应着题目问题，是作答的关键三

、
如
何
阅
读
材
料
？

关联词原则，关联词处包含重要信息，主要包
括因果关系、并列关系、转折关系和递进关系。
例如“你说的对，但我不听你的”，转折以后才
是核心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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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么概括？

短词短句为主；条数多多益善；忠实于原文

题干中出现“概括”“概述”
“总结”“归纳”等关键词，
可以判断其是概括题

1. 概括题有
什么特点？

3.概括的方法
有哪些？

2.概括有什么要求？
如何做到？

4 . 阅卷答案
有什么特点？

1

2

3

将答题范围内的若干段落意思叠加

提炼句子或段落的意思

内容繁杂时，概括需要扩大外延。
例如“教学楼、操场、食堂、厕所”
我们可以概括为“学校硬件设施”或
者“学校公共场合”

1

2

3

4

准确：不改变材料原意，
原文词汇是首选

简明：去掉解释说明、举例论
证的部分，去掉大部分的形容
词和副词，保留句子主干

全面：带着问题，一句一句读，
确定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如
果是，标注出来，不可跳读

有条理：答案分条分点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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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包含“分析”“理解”
“谈看法”“评价”“阐释”
“启示”等关键词，基本可以
判定是综合分析题

1

2

1 .综合分析题
长什么样？

2.什么是综合？
什么是分析？

3.综合分析题
如何分类？

评价类——对现象或观点谈看法、评价

3 比较类——比较 a与b的异同

理解类——对“词”“句”谈理解

五、如何综合分析

分析就是分别辨析，是指将研究对象的整体分
为各个部分，并分别加以考察的认识活动。
综合就是把分析过的对象或现象的各个部分、
各个属性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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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说综合分析题难？
怎么办？

了解一般的综合分析答题思路：

一是题目要素不明确

二是答案呈现一定的结构
综合分析题难在两个点：

评价类——表明态度，论证你的态度

启发类——a的做法对b的启示，即b+a的好的做法
例如，a 每天刷题考上了公务员，对b 的启示就是，b 要每天刷题

比较类——在比较的维度下对主体进行分别比较，得出结论

理解类——词句的表面意思+其背后的意思

五 、如何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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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样的对策能解决问题？

针对性

3 可操作性

4 合理性

5 条理性

可行性

找对问题的原因,针对性解决问题

对策具体，步骤清楚可照着做

对策合情合理合法

处理复杂问题时，要有轻重缓急排序

先后顺序： 救人在先，事务在后
       事务为先，追责在后
       调研为先、办法在后
       措施为先、制度在后

对策符合执行者的实际能力
六、怎么提对策？

 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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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策从哪找？

3.对策怎么写
能不空泛？

1

1

2

3

材料中提到的对策直接概括出来

有极少数题，根据材料中提出的对策不能解决问题时，
需要根据自身经验提出

防止套话，对策的结构：有执行主体+方式+途径+执行对象+内容+预期效果

例：农村焚烧秸秆，怎么解决？

对策：环保部门会同农科技站专家（主体） ，
在村委干部（主体）的帮助下，在村里通过放广播、办展览、做讲座的形式（方式），
向村民（对象）进行宣传焚烧垃圾的危害性、秸秆的科学利用等知识（内容），
提高其环保意识，纠正其不良行为（目的）

材料中出现问题，根据问题和原因提针对性对策

六、怎么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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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文和公文
是一回事吗？

2.应用文的格式
有什么特点？

宣传类文书（宣传稿、倡议书）：标题+行文对象+写作主体+日期

3 讲话类文书（讲话稿、讲解稿、发言稿）：标题+行文对象+正文

3 短文类文书（短评、短文、新闻稿）：标题+正文

公文格式：标题+主送机关+正文+发文机关+日期

七、应用文
怎么写？

应用文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个人用
以处理各种公私事务所使用的格式规范、语言
简约的多种文体的统称。应用文包含法定公文
和事务性文书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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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用文怎么写？

3.如何写出应用文

5

1

2

3

宣传类——最后有呼吁

4

明确文种：公文还是事务文书？宣传类、讲话类
还是短文类？确定文种就确定了格式和写作目的

明确身份：写作身份决定权属职责，
越权的行为是不能有的

明确对象：写作对象决定了我们的
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更易被接收

明确写作构成

开头 背景或缘由等

内涵、本质、历史发展过程等

具体对策

进行简单的总结或呼吁号召

原因分析、积极意义（重要性）、消极
危害、紧迫性、必要性、可行性主体

结尾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文体特殊之处

讲话类——开篇有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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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审题确定
中心主旨？

例如：谈谈你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体会，写一篇文章

二者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侧重点在人要善待动物

文章主旨：人与动物是命运共同体，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自然界才能和谐共生

文章主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但二者中又有重点

例如：结合“中国在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国”这句话写一篇文章

启示：输出价值观是中国成为大国的必由之路

文章主旨：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对外输出价值观能力

文章主旨就是这句话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

八、作文怎么写？

写作对象是“一句话”

写作对象“一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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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作顺序是怎么样的？

1

2

3

4

5

根据题目，明确中心论点或明确主题

梳理材料大意，思考和主题的关系，确定完善中心论点

围绕中心论点，重组材料大意，形成论点，列出提纲

在分论点所属材料中寻找论据

合理布局，明确结构，书写成文

八、作文
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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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何开头？
1

2

直指中心

解释题干中的核心词汇 分析二者的关系

话题铺垫

问题罗列或成绩+问题 名言警句

八、作文怎么写？

例：《民众心态良好，社会理性健康》
        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期，许多人不知所措只知道
拼命挣钱。城市白领每日高速度、快节奏、高压力超
负荷工作，家长们高喊“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补
课报班拔苗助长，投资者每天计算着投入与产出

例：《众筹：金钱之外的价值》
        众筹原指通过互联网发布创意项目，
向大众筹集资金的融资方式，具有门槛低、
风险小、推动创新的特点

例：《管理与服务》
        管理与服务，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服
务赋予管理实质和内涵，管理为服务提供支
撑和保障。脱离了服务谈管理，就如同纸上谈
兵，脱离了管理谈服务，便如同无米之炊

例：《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
        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市场
经济的自身规律比喻为“无形之手”，推动
市场的变化、发展，而政府对市场的作用，
他比喻为“有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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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文怎么写？

4.什么是论证有力？

1

2

举例论证

3

分论点紧扣中心论点

一篇文章两种以上为佳

要有辩证论证

论证方式多样 道理论证 

对比论证

一分为二的论证主题
如：众筹的价值，既要发挥其价值，又要规避其风险
 习惯与变革，好的习惯要传承，坏的习惯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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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结尾？

6 .如何起标题？

1

2

3

1

2

总结全文+回扣中心

名言警句+回扣中心论点

回扣中心+展望未来

体现文章主旨；不宜喊口号；简练、醒目

结构
动宾式 让汽车文明为社会文明加速

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出行

横看成岭侧成峰
——开拓传统文化发展的新思路

对称式

上下式

八、作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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