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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十：高手都这样做评价分析题！ 

 

申论考试中客观题经常出现一种问法：请谈谈你的看法。谈谈的对象呢通常是某件事情、

社会现象或者某个观点。 

比如 2015 年国考（副省级）第二题： 

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料 2”，

谈谈你的看法。（20 分）要求：（1）观点明确，有理有据；（2）论述全面，语言简明；（3）

不超过 250 字。 

对某种现象、事例或者观点发表看法，我们把这种客观题称为评价类题型。这种题型并

不难，作答思路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首先，既然是评价，那么某个现象是好

是坏，观点是对是错，我们要表态。然后，就要给出理由，进行说明论证。最后，如何解决

问题给出对策。当然，申论的特殊之处在于：材料为王。我们评价某种现象或观点，并不是

可以随意发挥，发表见解，要以材料为基础。也就是说，看法从材料中来。 

答题思路很简单，也很有用。但申论的材料千差万别，需要我们融汇贯通，活学活用。

具体如何操作呢，我们以 2015 年国考这道题为例。 

第一步：审题。评价对象为社会现象：新技术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按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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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怎么办的答题思路：首先表态：能还是不能呢？然后说明论述：支撑我们看法的的

理由有哪些？最后给出对策：怎样解决新技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呢？这些需要我们到材料中

寻找。 

第二步：梳理材料。材料 2 共 11 个自然段 1363 字。 

第 1 段引出话题，接下来第 2、3 段材料表示了乐观：提炼如下：“当时她和她的团队

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从

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

社会的公正。” 

第 4 段出现转折：“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 

第 5 段给出明确说法：“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

察。”读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确了：对新技术我们要辩证看待，有待观察。那理由呢？继续

往下看： 

第 6-9 段重点介绍了新技术给农民工带来的改变，提炼如下：（1）改变农民生活与交

往方式，带来求职便利，获得精神寄托和心理抚慰；（2）提供表达渠道，拓宽视野，转变

意识；（3）交流信息，组织集体行动，获得外界帮助维护权益。 

第 10 段介绍了新技术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将线上线下相结合。 

第 11 段重申：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的人们却有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第三步：整理答案。梳理材料之后，答案轮廓框架、具体要点已经呼之欲出。整理如下： 

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普通人和信息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能否突破社会结构

还有待观察，要辩证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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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新技术给农民工带来了积极影响：（1）改变农民生活与交往方式，带来求职

便利，获得精神寄托和心理抚慰；（2）提供表达渠道，拓宽视野，转变意识；（3）交流信

息，组织集体行动，获得外界帮助维护权益。另一方面，新技术在城乡之间出现马太效应，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两级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只有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将新技术与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组成管理机制相连接，才

能发挥作用。因此，它能否突破社会结构屏障，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