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技巧：理清材料逻辑 布局文章结构 

在复习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方法，是尤为关键的。尤其是很多人谈之色变的申论作文，一定

要在科学的方法的指导下，辅以大量的练习，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今天展鸿教育就针对作文谈一

谈复习的方法。 

文章写作中，具体的写作技巧是需要大量的练习来巩固提升的，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文章写作过程中的遣词造句，文字驾驭，没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是无从谈起的。但是在文章写作中，

有一个环节，复习的重点却不在于练习数量的堆积，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那就是文章结构的确定。 

对于考生来说，现在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那就是申论文章是议论文的题材，在写作过

程中要以总—分—总的结构来进行排列。但是具体来说，这里的“分”应该如何布局，却是很多人

头疼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知道五段三分，六段三分这样的名词，但是对于分论点的确定却总是误入

歧途，甚至一筹莫展。事实上，申论考试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侧重于对于材料的理解和把握的，

这也是出于在不同专业、不同天赋、不同能力的考生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去考虑的。试想，一个中

文专业的毕业生和一个物理专业的毕业生，因为文字表达能力上的先天性差异而在分数上体现出悬

殊的差别，相信也不是命题人看到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在给定

资料保持统一的情况下，掌握了材料，即赢得了申论考试。 

对于客观题来说，需要掌握的是材料中的细节要点；对于作文来说，需要掌握的是材料的整体

逻辑。 

文章写作有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选取一个角度和切入点去进行论证。至

于论证的不同角度和切入点，其实是隐藏在材料当中的。以陕西省考真题为例。通过客观题我们可

以得知，整篇材料的核心在于“习惯”，具体来说，是“习惯的改变”。既然作文题干给我们传达出

这样一个思想，那么命题人在选取材材料时，也是将这种思想体现在材料的布局之中的。我们回归

材料，发现材料的整体逻辑是这样的：材料 1核心阐释“政府作风建设方面的陋习”，材料 2、3核

心阐释“人们生活中的习惯”，材料 4—6 核心阐释“社会管理低效、陈旧的习惯”，材料 7 核心阐

释“人们思想观念方面‘惯于跟随’的习惯”，材料 8 核心阐释“创客改变了传统经济格局的‘习

惯’”。我们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刻意地将材料内容和核心主题“习惯”联系在一起，也是为了文

章结构布局方便起见。 

梳理完材料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材料可以分割成为相互并列的几个方面。根据作文题干的

分析，我们得知作文的总论点为“创新改变习惯”，改变了那些习惯呢？政府作风的习惯，人们生

活的习惯，社会管理的习惯，思想观念的习惯，经济格局的习惯。文章的分论点一下子就充盈起来，

我们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区分度的三个方面，如：政府作风，生活习惯，社会管理。一个“五段

三分”的结构便构建了起来。围绕这三个角度，我们可以谈如何改变，也可以谈改变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紧紧围绕主题的前提下，梳理材料逻辑，对于文章结构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理解材料时，不仅要从微观上把握材料的要点，更要从宏观上把握材料的逻辑。 



一、学习心得 

申论文章的写作一在于积累字词句，对文字的驾驭；一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文章结构的确

定，申论文章是议论文的题材，写作的过程中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进来行文。作文布局，必须掌掌握

材料才能赢得申论。 

对于客观性，需要掌握的是材料的细节要点，对于作文，需要掌握的是材料的整体逻辑。围绕

一个核心主题，选取的一个角度和切入点进行论证。 

此篇文章的结构是好的，但是自身写作的结构有所欠缺，并且没有讲透如何布局，讲述的布局

的方式也不够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