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误区
综合应用能力科目的考试对于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作答写作题时，一些考生往往会“偏题”甚至“不会写”，以至于丢掉了分数。而“偏题”和“不会写”，

以至于丢掉了分数。而“偏题”和“不会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简单地摘抄材料，不予以论证分析

材料虽然是写作题的基础，其主旨也是考生写作立意的立足点，但是这并不代表考生可以不加思考，

简单地摘抄材料。一般来说，写作题的命题源于材料，又高于材料，考生须抓准材料，分析给定材料所

透露出来的关键信息，将文章的重心引申到相似的社会现实上进行类比阐述，此时就不能停留于材料的

表面，而要深入挖掘，形成符合题目要求的写作思路。

2.把材料作文写成高考作文

从形式上看，综应的“材料作文”类似于高考作文，都是根据给定的简短材料来写作，但是二者的

考试性质不同，题目内容及答题侧重也有所区别。高考作文题目中经常会出现哲理、故事类的材料，而

综应的“写作材料”则常常出现政策类的材料。高考是高校选拔人才的考试，而省考是选拔公职人员，

所以阅卷时，高考作文更注重文采，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生动性，而综应的“材料作文”更加注重

文章观点的深刻性，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和语言的规范性。通过对以上几方面要素的测查，考查考生是否

具备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3.写作时过于主观而忽略了客观原则

在学习中，很多考生认为写作题靠的是水平，谁的写作水平高，谁就能得高分，复习与不复习的结

果都一样，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又追求标新立异，希望进行个性化写作。其实，材料写作题和《申论》作

文一样，虽然都是主观题，但是都有其自身的客观原则。具体表现在：

写作的客观性。首先，公务员考试一般都要求写一篇议论文，而议论文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比如

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结构写作。其次，议论文重在分析论证，考生不能天马行

空，比如以长篇叙事代替分析论证。最后，题目往往还会附加一些要求，比如结合社会实际或切身感受，

这就要求考生不能只重理论分析，要运用一些实际案例或者个人的生活体会进行阐述。

阅卷的客观性。阅卷老师每天阅卷无数，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和程序，选拔的人才是注重理性务实

的人，所以思想偏激、错位的文章分数必然很低。同时，由于阅卷老师是根据一定的阅卷标准去判定试

题的做作答情况，而非主观臆断，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复习、不思考、不练习，不熟悉阅卷标准，想

要在考场上得到高分是很难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