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技巧：审题技巧 

近年来申论考试变化日新月异，新颖独特的题目层出不穷，让考生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应对。比如说

近两年在省考、国考中，有一种创新型的命题方式——归纳概括小标题，成为了考生关注的焦点。许多

考生看到写标题就心生畏惧，短短的 10 到 20 个字要如何提炼答案?做申论题目因为分数多，题目又往

往设置了一些陷阱或者赋分层次，审题步骤就变得相当重要，而审清题目也同时很有必要。今天就为大

家介绍一下申论审题的方法。 

审题至少要弄清四个步骤：一是题目有几个问，题目意思是什么;二是弄清楚本题的材料范围;三是

看看题干与要求是否一致;四是审清楚是否有身份假设。 

归纳概括题虽比较容易，但是需要我们使用到科学的方法进行训练，这样才能保证分值不丢，为后

面的题目做好基础。但是这类题目往往容易犯错，考生容易混淆作答对象，比如：“根据给定资料，请

概括“‘三公’经费”公开的基本内涵。”很多考生第一眼看过去觉得比较简单，认为是概括“三公经费”

的内涵。这就很明显审偏了作答对象，因为命题人的意图在于让你概括“三公经费公开”的内涵。这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导致答非所问，失之偏颇。 

应答这类题型需要仔细审题，审题是作答的基础，也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作答思路。如果在题干里出

现了“归纳”、“概括”、“概述”、“简述”等词语的时候，就可以基本认定是一道归纳概括题。另外也要

注意阅读作答要求，因为要求往往能够给我们提供作答的思路点拨。在要求中出现“准确”、“全面”、“客

观”、“简洁”时候就可以确定这道题是归纳概括题型了。 

“准确”要求我们必须精准把握作答对象，紧紧围绕作答对象来寻找要点，比如归纳概括的对象是

主要内容还是问题，亦或是原因、意义、影响、争议。比如说归纳概括材料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内

容”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主要问题”指的是坏现象，也就是不好的事情。而“主要内容”呢，不

仅包括坏现象，还有好现象、原因、影响、甚至对策。所以一定要结合对象而做到准确作答。 

“全面”指的是要点齐全，不要遗漏。结合作答对象在材料中寻找到所有的答案要点，全部提炼出

来，呈现在答题纸上。归纳概括题目判分标准规定采点给分，所以一定要采全所有的信息要点，做到要

点齐全。 

“客观”要求我们在作答该类题目时候尊重材料，依托材料不要有过多的修改和演绎，不需要发挥

主观能动性。阅卷人在批阅试卷时候紧紧围绕答案要点来给分，对于考生来说要提供关键词，保留材料

中的关键词汇，因为这是符合这类题型采点给分的原则。 

“简洁”是针对作答字数而言的。归纳概括题型字数要求一般比较少，200 字，甚至 150 字，在书

写的过程中保留关键词汇，不写废话，不啰嗦。 

仔细审题是前提，也是我们做好任何题目的基础。只有审清题意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答题思路，进而

回到材料选择要点，结合要点进行内容加工和逻辑调整，最后按照规范的格式进行书写，把要点精准呈

现在答题纸上，获得申论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