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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优秀的范文和解读,对申论的写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挺好的 是正版哈 要好好学习哈~加油！
3、看看范文也学习下
4、很实用，马上快考试了，一些热点范文还是很好的。
5、可惜没看完就考试了。。。结果不怎么样不过书很不错，以后应该还会看的，考来考去都是那些
东西
6、书的质量很好，正版。市面上的申论教材很多，但是很多书的大多数篇幅都在长篇大论对于各个
细节的要求什么的，我觉得对我的作用不大，而且看不进去，所以这本书不仅集中而系统的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申论是好文章，并且落实到了具体的范文中去体会，读久了也会有自己的语感。同时分模块
来学习，是很有针对性的，这本书还没看完，我相信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的申论能有很大提高！
7、复习公务员考试的必备工具书
8、纸质很好，书很轻盈，不错
9、讲解、题库都很不错
10、　　
　　      ■ 你知道近几年申论写作的趋势吗？
　　　　■ 你能巧妙地运用给定材料写出精美的文章吗？
　　　　■ 你熟知各类社会热点并能写出表述准确、视角独特、令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吗？
　　　　
　　　　申论写作向来都是申论考试的重中之重，分值比重高、字数要求多、测查能力多样等都是其
异于其他题型的特点。正因为如此，申论写作普遍成为考生们“触之头痛”甚至“闻之丧胆”的一种
题型。事实上，申论写作有它内在的作答规律和方法，取得写作高分亦有秘技可循。
　　　　中公教育一线研究与辅导专家在认真探究考生作答申论写作题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全面把握
山东省申论考试的具体情况以及精准分析申论写作趋势的基础上，全新推出了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专项突破教材——《申论热点范文精讲》一书，帮助广大考生治愈申论写作之痛，突破申论写作瓶颈
，登上申论写作之巅！
　　　　
　　一书三用，真题、热点、专题一网打尽
　　　　
　　　　本书体例清晰、新颖，包括上篇——真题范文精讲、中篇——材料范文精讲、下篇——专题
范文精讲。这三篇内容，分别从“文章点睛”、“结构思路”、“标题、开头与结尾”、“理论政策
运用”、“论证方法”、“独特视角”、“妙言隽语”、“知识链接”等多个角度对文章进行细致讲
评，帮助考生赏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申论范文。
　　　　■ 真题范文——把握申论写作趋势
　　　　本书上篇的《真题范文精讲》为考生精选了四篇山东真题作文、四篇国考真题作文以及两篇
其他省份真题作文，每篇文章均由“作答要求”、“范文”、“范文点评”三部分组成。此篇内容旨
在揭开山东省、国家以及其他省份申论写作题的神秘面纱，使考生直面真题本质，更好地把握作答方
向。同时，通过精细的范文讲解帮助考生感受申论优秀文章的写作手法。
　　　　■ 材料范文——教你巧用给定材料
　　　　从立意到拟题，从布局到内容，给定材料对申论写作的方方面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
此，“依据给定材料”是申论写作的首要原则和基本要求。然而，相当多的考生一直未意识到给定材
料对于申论写作的价值，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亦苦于不会“为己所用”。本书中篇的《材料范文精讲》
则立足于解决前述问题。此部分共收录十个主题的范文，每个主题在内容上均按照“给定材料—作答
要求—范文—范文点评”的体例展开论述，教授考生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材料根据作答要求写作，随后
给出优秀范文并附以极其详尽的权威点评，使考生在品味美文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并把握给定材料
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
　　　　■ 专题范文——热点美文双剑合璧
　　　　申论考试题材的选取多侧重当前的热点、焦点，本书下篇依据这一命题特点，在梳理历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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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试题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最新热点，设置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五大专题，每
个专题精选十余篇优秀范文，每篇范文均由背景材料、习题、范文、范文点评四个部分组成，从而实
现了热点与范文、范文与点评的完美融合。
　　　　
　　形神兼备，精编细评开启范文之门
　　
　　　　本书精择的上百篇文章，均为申论文章的典范，也即“范文”。“范文”这个词考生都很熟
悉，就是上等的好文章。但是，范文究竟好在哪里呢？如果连文章好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又能从中
学到什么？
　　　　一篇范文，必将是“外修于形”（形美）、“内修于心”（神美）。本书对每一篇文章的“
形”与“神”均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讲评，使得考生既知何为范文，又知其何以成为范文。
　　　　■ 外修于形
　　　　一篇文章的“形”包括文采、标题、开头、结尾等等，这些元素是阅卷者在阅卷过程中一眼
就能看到的东西，因此决定了阅卷者对你文章的第一印象。
　　　　文采。毋庸置疑，一篇语言形式丰富的文章必然比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更吸引人。比如“中
央将节能减排工作提升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凡完不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官员和企业，都将接受问责”，
这样一句话读起来虽严肃认真却索然无味，如果同样的意思表述为“节能减排如暴风骤雨，问责机制
如利剑悬空”，谁都能看出它要好于前一句。原因就在于其使用了对偶、比喻的修辞手法，丰富了语
言形式，从而令文章文采飞扬。
　　　　这就是我们要从范文中学的：一是学习其使用了哪种写作手法丰富了语言形式，作用是什么
；二是学习其是怎么运用这些写作手法的，以便我们能在自己的文章中恰当使用。
　　　　标题、开头、结尾。题如文眼，首尾之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这三部分是文章最明显的位置，
应该精心打造。申论写作，思想内涵短时间内较难提升，但如果在形式上适当加工，也能达到化腐朽
为神奇的效果。我们举个例子：
　　以“钾肥”之石攻“稀土”之玉
　　　　2010年9月我国稀土“限产”以来，各种议论甚嚣尘上，国内外口诛笔伐之声不绝于耳。美日
诸国，或责之有违世贸规则，或斥之“挟稀土以令外交”；而国内心怀不满者亦众，或痛稀土价廉，
或忧国之安全。
　　　　⋯⋯
　　　　稀土保护，言其轻，则国之安全；言其重，则人类之永续。我辈岂是外来客，怎可白手留子
孙？
　　　　这篇文章的标题化用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比喻的修辞手法先声夺人；开头以一事
例引起话题，文言表达古朴大方，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两组对偶句排列整齐，给人的感
觉好比古代文人上书，拳拳报国之心如在眼前；结尾写作手法与开头类似，并以自创诗词结尾，言有
尽而意无穷。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丰富了语言形式，而且言简意赅，引人注目。
　　　　论证方法。“使用多种论证方法，论证充分”是文章档次达到“一类文”的标准之一。例如
本书范文中的一段文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源自念青唐古拉山的黄河，从远古以来就
孕育了中原文明，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摇篮。一代天骄毛泽东终其一生对黄河怀有敬畏，他曾说
：“藐视什么也不能藐视黄河——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哪！”千百年来代代先辈在治理黄河洪灾与泥沙
的奋斗中，层层累积形成了黄河精神，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世代代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
历史长河中，必将不断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上段内容是2011年国考申论（省级）范文的首段。它开篇以李白的一句诗引出黄河和黄河孕
育的中华文明，而接下来引用的毛主席的一句话则论证了黄河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从而
引出文章论述的中心对象——黄河精神，同时也为全文指出了论述的主题，确定了文章写作的方向。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引用名言警句或中央领导讲话进行论证简单而有效；论据的使用必须
为某一观点服务，不能单纯“为引用而引用”。
　　　　“形”，表面直接，简单易学，是我们通过“背”就可以学来的东西，如果想短时间内提高
文章写作成绩，考生可以将“形”作为重点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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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修于神
　　　　在学到了文章的“形”后，还要着手挖掘其“神”，并通过灵活运用，最终形成自己的“神
”。“神”主要指一篇文章的立意角度以及写作思路。
　　　　立意角度。以2011年国考“弘扬黄河精神”主题为例。当时大部分考生的思路都是写黄河治
理问题，将“黄河精神”解读为中华民族发挥智慧与勇气治理黄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有一篇考试
范文，它的总论点为：黄河治理应以顺应黄河自身规律为前提，构建和弘扬“人河和谐”的黄河精神
。此观点与众不同，文章将“黄河精神”解读为一种“人河和谐”的精神，虽然落脚点还是黄河治理
，但由于其对“黄河精神”的解读不同，治理黄河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提出了“以顺应黄河自身规律
为前提”的治理黄河的总体思路，而不再是简单地提出“加大投入”、“完善立法”这些大多数人都
能想到的对策。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给定资料”，范文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路，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
种独特的视角，我们要通过不断接受新视角、新思维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见解、刺激自己的思考，并
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才是我们学习立意角度要达到的目的。
　　　　写作思路。再如本书中篇“强制拆迁”主题的范文。同样的主题，大部分考生论述问题的思
路都是开头提出我国目前面临严重的“强拆”问题，然后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表现进行分析，文
章主体部分提出实现“和谐搬迁”的具体措施，最后结尾总结或升华全文。本书这篇范文给了我们一
个新的写作思路：以某政府官员的一则言论开头，由这一言论切入，先对其所持有的观点进行批驳—
—批驳了“强拆发展观”，然后在批驳的基础上提出核心观点——“和谐搬迁”要树立“以人为本”
的发展观，最后重申观点收束全文。这种结构在形式上不落窠臼，另外，这种顺畅、严谨的写作思路
也避免了段与段之间毫无联系、各自为政的问题，更能体现作者的逻辑严密和思维严谨。
　　　　“神”与“形”不同，“神”是“背”不来的，学习范文的“神”，更多的是为拓展思路，
严密思维，以写出真正“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的申论文章。
　　　　
　　　　帮助考生通关申论写作的确是我们的目标，然提高广大考生之写作素养、分享优秀文章之精
华所在、传授申论写作之秘技乃是我们的夙愿。
　　
11、挺好的，封面有些破损
12、加油！好好复习！争取梦想成真！好书助我马到成功！质量好！内容充实，认真看吧~
13、是各种题型的分类专项练习，对公务员考试很有帮助
14、分模块进行训练更有利于那种某部分较弱的考生，自己感觉看这本书还是很有收获的
15、质量好，而且对考试有帮助
16、书本内容很全，除了山东省考还有国考、浙江省考真题。另外，还有专项介绍。书到了，慢慢看
吧！
17、书是正版，有售后服务卡，还算可以
18、这本书对考试很有用处，许多地方买不到的
19、很实用，符合我的复习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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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你知道近几年申论写作的趋势吗？　　■ 你能巧妙地运用给定材料写出精美的文章吗？　　■ 
你熟知各类社会热点并能写出表述准确、视角独特、令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吗？　　　　申论写作向来
都是申论考试的重中之重，分值比重高、字数要求多、测查能力多样等都是其异于其他题型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申论写作普遍成为考生们“触之头痛”甚至“闻之丧胆”的一种题型。事实上，申论写
作有它内在的作答规律和方法，取得写作高分亦有秘技可循。　　中公教育一线研究与辅导专家在认
真探究考生作答申论写作题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全面把握山东省申论考试的具体情况以及精准分析申
论写作趋势的基础上，全新推出了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专项突破教材——《申论热点范文精讲》一
书，帮助广大考生治愈申论写作之痛，突破申论写作瓶颈，登上申论写作之巅！　　一书三用，真题
、热点、专题一网打尽　　　　本书体例清晰、新颖，包括上篇——真题范文精讲、中篇——材料范
文精讲、下篇——专题范文精讲。这三篇内容，分别从“文章点睛”、“结构思路”、“标题、开头
与结尾”、“理论政策运用”、“论证方法”、“独特视角”、“妙言隽语”、“知识链接”等多个
角度对文章进行细致讲评，帮助考生赏析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申论范文。　　■ 真题范文——把握
申论写作趋势　　本书上篇的《真题范文精讲》为考生精选了四篇山东真题作文、四篇国考真题作文
以及两篇其他省份真题作文，每篇文章均由“作答要求”、“范文”、“范文点评”三部分组成。此
篇内容旨在揭开山东省、国家以及其他省份申论写作题的神秘面纱，使考生直面真题本质，更好地把
握作答方向。同时，通过精细的范文讲解帮助考生感受申论优秀文章的写作手法。　　■ 材料范文—
—教你巧用给定材料　　从立意到拟题，从布局到内容，给定材料对申论写作的方方面面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因此，“依据给定材料”是申论写作的首要原则和基本要求。然而，相当多的考生一直
未意识到给定材料对于申论写作的价值，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亦苦于不会“为己所用”。本书中篇的《
材料范文精讲》则立足于解决前述问题。此部分共收录十个主题的范文，每个主题在内容上均按照“
给定材料—作答要求—范文—范文点评”的体例展开论述，教授考生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材料根据作答
要求写作，随后给出优秀范文并附以极其详尽的权威点评，使考生在品味美文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
并把握给定材料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　　■ 专题范文——热点美文双剑合璧　　申论考试题材的选
取多侧重当前的热点、焦点，本书下篇依据这一命题特点，在梳理历年申论考试题材的基础上，结合
当前最新热点，设置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五大专题，每个专题精选十余篇优秀范文
，每篇范文均由背景材料、习题、范文、范文点评四个部分组成，从而实现了热点与范文、范文与点
评的完美融合。　　形神兼备，精编细评开启范文之门　　本书精择的上百篇文章，均为申论文章的
典范，也即“范文”。“范文”这个词考生都很熟悉，就是上等的好文章。但是，范文究竟好在哪里
呢？如果连文章好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一篇范文，必将是“外修于形”（
形美）、“内修于心”（神美）。本书对每一篇文章的“形”与“神”均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讲
评，使得考生既知何为范文，又知其何以成为范文。　　■ 外修于形　　一篇文章的“形”包括文采
、标题、开头、结尾等等，这些元素是阅卷者在阅卷过程中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因此决定了阅卷者
对你文章的第一印象。　　文采。毋庸置疑，一篇语言形式丰富的文章必然比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更
吸引人。比如“中央将节能减排工作提升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凡完不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官员和企业，
都将接受问责”，这样一句话读起来虽严肃认真却索然无味，如果同样的意思表述为“节能减排如暴
风骤雨，问责机制如利剑悬空”，谁都能看出它要好于前一句。原因就在于其使用了对偶、比喻的修
辞手法，丰富了语言形式，从而令文章文采飞扬。　　这就是我们要从范文中学的：一是学习其使用
了哪种写作手法丰富了语言形式，作用是什么；二是学习其是怎么运用这些写作手法的，以便我们能
在自己的文章中恰当使用。　　标题、开头、结尾。题如文眼，首尾之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这三部分
是文章最明显的位置，应该精心打造。申论写作，思想内涵短时间内较难提升，但如果在形式上适当
加工，也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我们举个例子：以“钾肥”之石攻“稀土”之玉　　2010年9月
我国稀土“限产”以来，各种议论甚嚣尘上，国内外口诛笔伐之声不绝于耳。美日诸国，或责之有违
世贸规则，或斥之“挟稀土以令外交”；而国内心怀不满者亦众，或痛稀土价廉，或忧国之安全。　
　⋯⋯　　稀土保护，言其轻，则国之安全；言其重，则人类之永续。我辈岂是外来客，怎可白手留
子孙？　　这篇文章的标题化用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比喻的修辞手法先声夺人；开头以一
事例引起话题，文言表达古朴大方，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两组对偶句排列整齐，给人的
感觉好比古代文人上书，拳拳报国之心如在眼前；结尾写作手法与开头类似，并以自创诗词结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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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尽而意无穷。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丰富了语言形式，而且言简意赅，引人注目。　　论证方法。
“使用多种论证方法，论证充分”是文章档次达到“一类文”的标准之一。例如本书范文中的一段文
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源自念青唐古拉山的黄河，从远古以来就
孕育了中原文明，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摇篮。一代天骄毛泽东终其一生对黄河怀有敬畏，他曾说
：“藐视什么也不能藐视黄河——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哪！”千百年来代代先辈在治理黄河洪灾与泥沙
的奋斗中，层层累积形成了黄河精神，这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世代代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
历史长河中，必将不断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上段内容是2011年国考申论（省级）范文的首段。它
开篇以李白的一句诗引出黄河和黄河孕育的中华文明，而接下来引用的毛主席的一句话则论证了黄河
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从而引出文章论述的中心对象——黄河精神，同时也为全文指出了
论述的主题，确定了文章写作的方向。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引用名言警句或中央领导讲话
进行论证简单而有效；论据的使用必须为某一观点服务，不能单纯“为引用而引用”。　　“形”，
表面直接，简单易学，是我们通过“背”就可以学来的东西，如果想短时间内提高文章写作成绩，考
生可以将“形”作为重点学习的对象。　　■ 内修于神　　在学到了文章的“形”后，还要着手挖掘
其“神”，并通过灵活运用，最终形成自己的“神”。“神”主要指一篇文章的立意角度以及写作思
路。　　立意角度。以2011年国考“弘扬黄河精神”主题为例。当时大部分考生的思路都是写黄河治
理问题，将“黄河精神”解读为中华民族发挥智慧与勇气治理黄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有一篇考试
范文，它的总论点为：黄河治理应以顺应黄河自身规律为前提，构建和弘扬“人河和谐”的黄河精神
。此观点与众不同，文章将“黄河精神”解读为一种“人河和谐”的精神，虽然落脚点还是黄河治理
，但由于其对“黄河精神”的解读不同，治理黄河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提出了“以顺应黄河自身规律
为前提”的治理黄河的总体思路，而不再是简单地提出“加大投入”、“完善立法”这些大多数人都
能想到的对策。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给定资料”，范文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路，而我们要学
习的就是这种独特的视角，我们要通过不断接受新视角、新思维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见解、刺激自己
的思考，并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才是我们学习立意角度要达到的目的。　　写作思路。再如
本书中篇“强制拆迁”主题的范文。同样的主题，大部分考生论述问题的思路都是开头提出我国目前
面临严重的“强拆”问题，然后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表现进行分析，文章主体部分提出实现“和
谐搬迁”的具体措施，最后结尾总结或升华全文。本书这篇范文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写作思路：以某政
府官员的一则言论开头，由这一言论切入，先对其所持有的观点进行批驳——批驳了“强拆发展观”
，然后在批驳的基础上提出核心观点——“和谐搬迁”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最后重申观点
收束全文。这种结构在形式上不落窠臼，另外，这种顺畅、严谨的写作思路也避免了段与段之间毫无
联系、各自为政的问题，更能体现作者的逻辑严密和思维严谨。　　“神”与“形”不同，“神”是
“背”不来的，学习范文的“神”，更多的是为拓展思路，严密思维，以写出真正“有思想、有内涵
、有深度”的申论文章。　　　　帮助考生通关申论写作的确是我们的目标，然提高广大考生之写作
素养、分享优秀文章之精华所在、传授申论写作之秘技乃是我们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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