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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二：读懂申论材料的“灵魂” 

认识事物的过程总是循序渐进的，对于申论材料的把握和理解也是如此。从宏观上对材

料进行分类有助于根据不同材料的属性了解命题人意图和考试规律，但想要更深层次了解材

料的脉络与内在关联，分析可以完成题目作答任务的基本元素——材料要素十分必要。 

材料要素体现的是材料的脉络和内在关联，其实材料的脉络和内在关联是材料中的内

核，它体现着材料中的逻辑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材料的“灵魂”所在，而这个“灵魂”

其实也不难理解，也就是哲学中所讲的认识问题的基本逻辑思维过程，即：是什么、为什么

和怎么办。 

按照“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申论材料的要素可以分为表现、原因、影响和

对策四大核心要素。当然，对于四大核心要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答题需求根据正反两方面进

行细分。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即为“表现”，一般来讲呈现的形式主要是正反两方面的内容，

在申论材料要素中被分别称之为“成绩”和“问题”；而客观事实的作用，即为影响，按照

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属性也可以被称之为“意义”和“危害”。所以，材料要素也可以划归

为六大基本要素，主要是为方便题目的作答。无论是四大核心要素还是六大基本要素也都是

紧密围绕着申论材料的脉络和内在关联，也就是认识问题的基本逻辑思维所展开的。 

一、材料中的“是什么” 

“是什么”是对于事物本身的认识，在材料中经常会看到对客观事实或现象的描述，这

些都属于“是什么”的层面，在申论材料中可称之为“表现”。在这里要拨正一个误区，有

人认为既然表现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那么只有出现“调查显示”、“研究结果表明”等词语

才能确定为是材料中的“表现”，这显然是片面的。 

节选 2016 年国考副省级申论试题“给定资料 1”的内容为例， 

例 1：一篇题为《独一无二的“中国范儿”》的文章在网上传播，其中下面两段文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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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起了网友的热评：“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范儿’，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家范儿’。

我华夏泱泱大国，五千年的传承，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中国范儿’。” 

例 2：与此相关，国民素质问题也自然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位在埃及旅游的

中国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微博里卢克索神庙浮雕上赫然刻着中文“某某到此一游”。实际

上，个别中国游客在境外不文明举动引发的争议一直不断。泰国国家旅游局一官员说，随着

中国来泰国游客数量的急剧增加，泰国民众对中国游客的投诉也越来越多。 

对比分析两则材料，其实都是在描述客观事实，这其中既有主观性材料，也有客观性材

料。主观性材料中有网友的评论，也有政府官员的表态；客观性材料中，有整体的陈述，也

有个别案例的说明。所以，从材料的呈现上来讲，但凡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都可以称之为

表现，当然表达的主体是多元的，呈现的形式是多样的。 

但认识“表现”的目的不在于此，而在于区别不同的事物属性。对比两则案例，其中“例

1”描述的是我们国家悠久的文明传统，“例 2”则描述的是一些出国旅游的不文明行为。一

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表现按照属性有好有坏，在申论的作答要求中常以“成绩”和

“问题”区分。 

二、材料中的“为什么”  

“为什么”是探索事物的因果联系，揭示事物的地位，形成的原因、作用、产生的结果。

申论材料中的“为什么”既有导致客观事实产生的原因，也有客观事实产生影响，发生在客

观事实之前即为原因，之后为影响。 

原因比较好理解，影响是客观事实的作用，作用有积极消极之分，简单对比以下两则材

料，“意义”、“危害”一目了然。 

例 1：“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从汉唐直至当代，彰显着大国气度。

航海家达伽马，在到达非洲大陆时树起了旗帜，标示葡萄牙王室的主权。然而他不知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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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一百多年，一位叫郑和的中国人早已到达了非洲。郑和并没有树立标示大明主权的旗帜，

而是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友好而和平的丰碑。 

例 2：有专家认为：这些事情让人看到，不注重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社会

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也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提升的大国地位不相称。 

两则材料一则讲的是“和为贵”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另一则讲的是不文明出境旅游给

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带来的消极作用，所以很明显前者为“和为贵”的意义，后者为不文明

出境旅游的危害。 

三、材料中的“怎么办” 

“怎么办”是如何解决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已有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

思路等。 

在申论中“怎么办”也被我们称之为对策，要注意的是“对策”涵盖的范围很广泛，不

仅仅是已经完成的做法，主观性材料也可以是对策。 

例 1：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指出，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

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例 2：全国人大代表 Y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特别赞同。读书能让人的心静下来。要提升国人的文明素

质，提升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倡导全民阅读十分必要。 

从材料中看，习总书记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言论或高屋建瓴，或切实具体，但都是针对国

民素质提升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些虽然暂未实施，也可以称之为对策。 

申论材料要素是申论材料的“灵魂”，把握好材料的“灵魂”，即使材料形式和内容千变

万化我们也能迅速找准要点，理清关系，完成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