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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六：概括归纳类题的特点及答题技巧 

弹指一挥间，2021 年国考笔试渐渐临近。虽然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招考工作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延误，但是在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很多学员依然在抓紧时间进行备

考。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高效率的备考能够帮助同学们打实基础，提升应试水平，

助力广大考生在未来近乎惨烈的国考笔试环节脱颖而出。下面，华图教育的老师就结合

日常教学中同学们在归纳概括题方面常见的高频问题，给大家把脉问诊，分享一些备考

的实战技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归纳概括题失分常见误区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课堂教学中一些同学写的作业题目答案。 

案例一： 

2014 年 9 月河南省考申论真题第二题：请梳理概括“给定资料 2—5”中显示出

的“垃圾难题”。其中材料 2 中与这么一句话：（这段话前面是关于××村建筑垃圾运输

及处理的案例）记者梳理相关报道发现，各地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那么，咱们的学员在书写答案时候就直接把这句话抄写上去了，或者写成了“各地随意

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句话的表述表面上看着很“正式”（抄材料），

但是仔细琢磨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说概括的还不够精炼，也不够准确，里面的

修饰语如“……的现象有一定的……”这些则显得多余，甚至啰里啰嗦不够精炼，不符

合题干信息“有概括性”的要求。 

案例二： 

2010 年国考申论真题材料 1 中第 2 段中关于：海洋污染的治理难度非常大，特别

是像渤海这样的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期

至少需要 15 年。在概括《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时，有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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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直接以“渤海是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

期至少需要 15 年。”作为答案来呈现。这个答案也是错误连连，首先是不够精炼，显

得比较冗长。再者就是 15 年这个数字没有进行有效的概括提炼，实则是没有向考官展

现出来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概括提炼加工能力。 

这两个案例只是课堂教学中学员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的代表之一，但是背后则反映

出考生对归纳概括题的理解和把握存在认识不清、研究不透、把握不准的短板。我们都

知道，在申论考试中，概括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归纳概括题目中，而且也是作答好其它题

目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题目包括分析题、公文写作和大作文都是概括能力

的一种延伸。但是不幸的是，当前在面对这类题目时，存在着老师不够重视（教学中花

费时间较少）和学员不够重视（就是简单的理解为抄材料、训练的量不够）的双重误区，

这也导致了这类看似人人都能拿分的题，实际上则变成了失分、丢分大项。 

二、归纳概括题的话术特点 

归纳概括，实际上就是对材料去粗取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个思考加工过程。在

对申论材料有着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解的基础上，在对语言的组织上也至关重要。在这

里要重点强调的是：概括题的语言要尽量采用客观化的描述，也就是在忠于原材料的基

础上尽量使用说明、陈述、描述的方式对答案进行呈现。这里不需要文采修饰，不需要

句式工整，更不需要主观臆断、过度引申和评论万万要不得！ 

比如：在 2014 年 9 月河南省考申论真题第二题中梳理概括“给定资料 2—5”中

显示出的“垃圾难题”时，在垃圾产生方面：1.短命建筑较为普遍，产生大量生产性垃

圾，随意倾倒现象严重； 2.生活性垃圾随意倾倒严重，垃圾遍地； 3.过度包装现象严

重，产生了大量的生活性垃圾。这里面的答案就相对比较精炼，单刀直入，避免拖泥带

水，把存在的“垃圾难题（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直接呈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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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国考申论真题第一题在概括《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实现的

原因时，则是“渤海是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净能力差，自我更新周期长。”这样既

准确又精炼。 

三、归纳概括题的写作技巧 

归纳概括题答案的书写，秉承着在对原材料自身意思理解准确的基础上，力求简洁

明了。在对试卷答案和高分学员特点进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若要在这类题目上

取得高分，重点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抓关键词能力。 

因为考官那里是有赋分参考的，而申论又是主观性的题目，我们不能直接命中答案，

但是可以拿捏好其中的关键词，也就是高频词汇，比如在材料中反复出现的词汇，或者

高大上人物说的核心信息，或者能够体现该部分材料中心思想的词汇，只要抓住了这个

“牛鼻子”，答案的准确率自然就有了保障。 

这就需要考生在于阅读材料时秉承一个原则：能抄材料原话原词的优先考虑；若不

具备该条件可以抄一部分关键词，再自己组织些其它的语言，使之前后构成一段完整的

意思表述；最后比较难的就是若整个文段都没有有效信息，则需要结合对材料的理解进

行书写，不过这对考生的能力要求较高，需要不断的训练方可。 

概括题是基础，更是关键，打好基础做好基础性工作，是后期得高分的不二途径。

也希望广大考生能够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后，对你的学习备考有所启发。更希望所有人都

能在这个特殊时期，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以自身的努力给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