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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必学知识点九：如何破解理解分析题 

申论中“理解分析”型试题，考生得分率往往是普遍较低的。究其原因，大部分考生对此类试

题是不知其解的，甚至是无从着手的。可以说，这类题目是相当有难度的。针对这样问题，文章以

近些年安徽省考申论真题为例，通过真题识别、题型特征的分析，旨在说明如何解答此类题目，切

实为广大考生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一、真题识别 

例 1：[2019 年（B）卷]“给定资料 2”中提到“40 年来经济的发展，在点滴的民生改善中找

到了生动而深刻的注脚。”请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2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全面准确；（2）分析透彻，条理清晰；（3）不超过 300 字。 

例 2：[2016 年《B》卷]根据“给定资料 7”，解释说明“社会创业”这一概念。（8 分） 

要求：用一个长句子揭示概念的内涵，不超过 100 字。 

例 3：[2015 年（A）卷]根据“给定资料 1”，请分析画线部分所说的创客“让人爱也难，不爱

更难”的主要原因。（2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2）“爱也难”与“不爱也难”分开表述；（3）简明扼要，300 字左右。 

…… 

可见，这些试题都属于“理解分析”型题目的范畴。 

二、题型特征 

纵观这类申论真题，不难发现，在“题干”和“要求”上有明显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题干问法 

（1）解释对一个“词语”抑或对一个“句子”的概念、定义、含义等。 

（2）谈谈对一个“句子”抑或对一个“词语”的理解、分析等。 

2.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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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确、全面；（2）有条理、简明；（3）字数限定。 

可见，通过对“题干问法”和“具体要求”的透析，词句理解型试题，要么是解释对一个词抑

或一个句子的概念、含义、定义等；要么是谈谈对一句话的理解、分析等。既然知悉试题的特征和

要求，那么，如何来解答此类题目呢？有没有技巧可循呢？下面文章将通过具体真题解析，重点来

讲述该类试题怎么做。 

三、解题方法 

针对试题“题干问法”和“具体要求”不同，其“作答任务”也是不同的，可划分为两个部分。 

1.解释一个“词语”抑或一个“句子”概念、定义、含义等。 

针对这种问法。只要答出“表层含义”（是什么）——概念、定义或含义即可。在字数允许情况

下，也可以写出具体表现。 

比如：在“例 2”中，让其解释说明“社会创业”这一概念。 

【答案】 

其概念是指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将捐赠人、商业机构或公益项目三者之间形成公益价

值循环，实现互惠共赢且带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创业模式。 

可见，只要根据“题干问法”和“具体要求”，到原材料中找答案要点，回答出“表层含义”（是

什么），便可涵盖全部的答案内容。当然，如果材料中有表现，字数允许情况下，可以加上表现，反

之，没有就不用写。 

2.谈谈对一个“句子”或一个“词语”的理解等。 

针对这种问法。在“作答任务”中，不仅要答出它的“表层含义”（是什么），还需要对句子中

“生僻难懂”词语单独提取做出分别解释，然后再进一步回答它的“深层含义”（为什么、怎么办）。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的材料在“深层含义”作答任务上偏重于“为什么”，也就是它的“原因”、

“影响”、“理由”等，而有的材料在“深层含义”作答任务上更偏重于“怎么办”，即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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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经验”等，这就要求考生结合材料而去确定，遵循“材料中有什么，就回答什么”的原

则去作答。切忌 “画蛇添足”，需要“灵活运用”。 

比如：在“例 1”中，让其谈谈对“40 年来经济的发展，在点滴的民生改善中找到了生动而深

刻的注脚。”这句话的理解。” 

【答案】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使得群众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得到提高，居民生活条件

不断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具体表现在：1.围绕土地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不断增加农民获得感。2.医改带来

的花钱少、报销快、技术优良、服务贴心满足了居民养老、医疗需求。3.日益完善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让老百姓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并结合实际提供细致精准的医疗服务。

4.棚改政策解决了住房难题，提升了群众生活的幸福感。所以我们要不断深入推进改革的力度，为

群众创造更好的生活。 

从答案要点来看，首先，对这句话做了整体解释，即回答它的“表层含义”（是什么）。然后，

再回答了它的“深层含义”（怎么办），即它的具体“做法”。在原材料中，更多偏重于“怎么办”即

具体做法，那么，只要对材料中“怎么办”的具体做法要点细心整合，便可得到所要的全部答案内

容。因此，材料偏重于“那一块”，我们就写“那一块”。 

比如，在“例 3”中，让其分析画线部分所说的创客“让人爱也难，不爱更难”的主要原因。 

从题干来看，题干中已明确要求我们回答主要原因（即“为什么”），那么，根据“题干问法”

和“具体要求”，只需分别对这句话的前半句、后半句话做出解释，便可得到全部的答案要点。 

【答案】 

“爱也难”：1．人们对“创客”缺乏了解。2.创客要求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3.对传统行业和习

惯带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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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更难”：1.为我国未来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2.挖掘和释放大众群体中蕴

藏的巨大创新力，完成创意到创业的转化。3.给个体式制造业带来机遇。创客根据个性化需求生产

产品，引导制造业朝着去中心化发展。4.给山寨企业转型提供了一条出路。与山寨企业完备的供应

链资源和制造能力优势互补，促进转型升级。5.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创客进学校，鼓

励创新实践，提升学科和创意交流，强化产学联动，培养一流人才。6.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创客引领的个体制造业对人工劳动力需求大，创造新型就业岗位。 

可见，“词句理解”型试题，对于“深层含义”的作答，材料偏重于“那一块”，就重点写“那

一块”，即材料中侧重于“为什么”，只要写“为什么”即可，反之，材料侧重于“怎么办”，只要写

“怎么办”即可。这需要结合材料而定，切忌“画蛇添足，弄巧成拙”。需要“灵活运用，融会贯通” 

综上而言，通过对“词句理解”类题型的“真题识别”、“题型特征”、“解题方法”的梳理和阐

释，希望能够对各位考生有所帮助，争取早日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