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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三：掌握阅读技巧 答题事半功倍 

公务员考试的申论材料一般在 6000-8000 字之间，作为考试的载体，材料是我们答题

最有力的武器。但在考场有限的时间里，如何快速阅读给定的材料，提炼出关键的答题信息

呢？这时候，掌握必要的阅读技巧是关键，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读材料。 

申论的阅读量较大，考生在阅读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详略得当。往往需要重点关注的有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表达专业且凝练的语句。就好比我们语文课学习的中心句，通常情况下，每段都会

有个主旨句，揭示整段的含义。这样的语句会在段首、段中、段尾出没，无需提炼，可以直

接为我们答题提供有效信息。 

二是关联词，关联词包括转折关系、因果关系、递进关系等，在我们申论考试中最要引

起注意的是表示转折关系的关联词，如“但是”、“而”、“事实上”……其后往往会有我们答

案的信息点。 

三是关键词，比如“焦点”、“归根结底”、“导致”……关键词本身也并非采分点，但是

在其前后往往会出现答题的重要信息，需要我们放慢阅读速度，细心查找和勾画。 

四是新闻媒体报道、调查统计显示，其后会有些数据或者对某现象的描述语句，从中揭

示某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影响，或者解决某问题的对策，也就是申论答案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五是相关方面的做法，包括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某国家或者组织机构的做法。这样的

语句往往揭示一些或好或坏的做法，如果是好的做法可以用来当做解题对策，如果是不好的

做法，就成为教训，反推即是对策。 

六是相关人士、重要人物的观点，其中包括学者、专家、政府官员的说法，也包括群众

的看法。此时会有一些提示性动词出现，比如“强调”、“指出”、“说”， 后边的观点要加以

鉴别。一方面过于绝对的观点和遭到反驳和批判的观点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多个人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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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矛盾时，要加以斟酌。通常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从后边的材料中寻找定义性材料

进行辨别。此外，还可以利用常识来判断。第一，泛泛而谈、不落实地和不切实际的言论不

正确。第二，职权职能与身份不符，所说话语也要多加考虑。 

以上就是我们的阅读重心，各位考生要在平时的练习中就予以重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

锁定关键信息，在考场上答题可以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