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技巧：写作让内容更有深度 

首先，写作过程当中应以分析为主。这里所讲的分析不单单是指文章的整体结构要以分析为主，而

且整个论证的过程以及分论点的写作也应该以分析为主。因为题干要求要有见解和思想性，从一定程度

上来讲只有整篇文章以分析为主才能体现出来这一点。另外从出题角度来讲考官也就是想看大家的分析

能力。所以希望大家在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少写和少提对策甚至可以不提和不写。文章要以分析为主来写，

因为这才是考官想要的文章内容。 

其次，文章的观点要新颖。这里所谓的新颖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出奇制胜的方法，而是在考试当中，

在不跑题的前提条件之下，文章角度的选择和分论点的选择更加标新立意。也就是说材料当中会围绕一

个总论点有多个角度和分论点，那么我们选择角度的过程当中可以选择一些不常见的，而且当前讨论的

比较多的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去写。因为一些我们经常见的观念一般而言写作起来比较顺手，也比较容

易操作，所以很多考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由于时间的原因会选择自己比较容易驾驭的内容，所以写的人

就会很多，多则泛滥。因此，在观点的选择方面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角度。 

最后，文章语言要深刻有见解。这可能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文章写作当中通常会长篇大论，

但是往往用语不够精炼和准确而且没有深度，也就直接导致文章的内容冗长毫无新意。这个从侧面反映

了大家词汇量匮乏的问题。因此，希望大家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一些高大上的词汇。一般来讲

大家需要积累一些政府工作当中经常的用的专业词汇以及一些政策词汇，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需要积累一

些申论词汇。所以希望大家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好的看一看，平时在看评论文章的过程当中积累一

些专家和学者的用词和新鲜的观点。在做申论题目的过程当中学习和模仿申论语言的表达。 

真正要领会写作的内涵和精要还需要大家在平时练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琢磨和反复地思考，这样才

能在考试过程当中写出符合出题人和阅卷人意图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