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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新，中公教育首席研究与辅导专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具有深厚的公务员考
试核心理论专业背景，具有十多年公务员考试辅导与实战经验，对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公务员招
考有博大精深的研究，主持研发了引领公考领域行业标准的深度辅导、专项突破等全系列教材和辅导
课程，讲课系统、全面、有效，备受考生欢迎和推崇，是公考辅导领域行业标准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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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发散思维有关的思维活动还有想象。想象能够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作用，如在思维中预见西南
水电盲目开发、旱情加剧乃至丧失生存发展条件的情景，写入文章就可增强&ldquo;保护西南特殊生态
环境&rdquo;观点的打动力。　  联想可以使作答者思维缜密，想象可以使思维活跃。运用发散思维，
把联想和想象结合起来，可以为写作思维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三）替代思维　  替代思维是一种
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替他人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常被称为&ldquo;换位思考&rdquo;
。申论写作中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与作者是&ldquo;党和政府代言人&rdquo;的身份定位密切相关。既
然文章的写作定位是&ldquo;为党和政府代言&rdquo;，在写作中就必然要采用替代思维方式，立足于
党和政府立场，进入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角色。　  替代思维具有下列特征：首先，它是一种被动的思
维，启动于党和政府的指令或授权，络止于党和政府意志的准确传达。思维的目的、思维的方向、思
维的内容，都不是代言作者的主动选择。其次，替代思维是一种限制中的思维，思维的运行，被限制
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在内容上，代言作者的思维必须无条件地循着法定作者的规定行进。其三，
替代思维还是一种组织性思维，而不是认知性思维。代言作者的思维成果，只能在结构的组织上、表
达方式的选择上、遣词造句上有一定的体现。　  替代思维决定着考生作答申论试题要有明确的视角
，包括三重视角：党和政府视角、公职视角、领导视角。考生要时刻保持&ldquo;代政府立言&rdquo;
意识、公职角色意识，说政府官员该说的话，表达与党和政府立场一致的观点。实际写作中，淡化视
角亦未尝不可，但须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方、言之动人，不能说与立场、身份不符的话。　 
（四）对象化思维　  对象化思维与主体化思维，是一对特征相反的思维方式。所谓主体化思维，是
围绕作者的主观因素而展开的思维，也就是以辨识、整理、传达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
、情绪、心境等为目的的思维；而对象化思维，是围绕作者想要处理的事件或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展开
的思维。我们把思维指向的事件或问题称为思维的&ldquo;对象&rdquo;，对象化思维就是一种以对象
为中心，以弄清对象的形态、性质、特征、规律为目的的思维，其最终的目的是处理事件或者解决问
题。下面，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辨析一下这种思维方式与主体化思维的不同。　  首先，对象化
思维展开的推动力来自其对象，而不是来自作者的内心。一件事发生了，一个问题出现了，必须要处
理、要解决，这就是对象化思维的基本动力。而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主要是有感情要抒发，思维的驱
动力来自内部。　  其次，对象化思维的基本功能是辨识客观事物，以事物的形状、程度、性质、特
征、关系、功用等为思维的终端。而主体化思维的基本功能是传达情感，以主观情感获得有意味的形
式为思维的终端。　  最后，对象化思维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事物，处理事件，解决问题，是实用性目
的。主体化思维的最终目的是抒发感情。创造美的形式.以审美为目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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