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作文之开头 

 

申论文章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头。但是，开头最好是单刀直入、简单明快、开

门见山、表明观点，直接揭示文章主题，切忌拖泥带水、啰里啰嗦、含沙射影、论点不明，

字数要在 100字左右。 

一、形式要求 

1.开头基本上都是由“引论+论点”组成。论点好比鲜花，但鲜花也需要引论这个绿叶

陪衬，文章才显得有生气，有生命力。 

2.开头应当言简意赅、准确客观，不要有过多的描述性语言，少一些抒情。 

3.文无定法，开头可以是不拘一格的，但要写清楚论点。 

4.开头慎用排比句。 

二、方法介绍 

1.内涵解释法：题目中的话题有比较生僻的词汇，第一句话可以直接做解释说明。文章

写作题如果有阅卷要点的话，一般都要求开头就生僻词汇做出解释说明。 

2.观点引入法：题目中的话题是某个观点，即是某人所说的话。开头第一句话可以直接

把这句话抽出来，做解释或评价，这是回扣题目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3.案例现象法：题目中的话题是案例现象类，或者能够与案例现象相关联，开头第一句

话直接引出即可。 

4.时代背景法：题目中的话题能够与当前的时代背景相关联。第一句话可写当前的时代

背景。 

5.名言警句法：头脑中有与题目中话题相关的名言警句，第一句话直接引出即可。 

三、经典示例 

1、内涵解释法 

【示例】 

结合“给定资料”，以“家底”为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40 分)要求：(1)中心

明确，联系实际恰当，内容充实；(2)语言通顺，条理清楚，结构完整；(3)不少于 800字。 

开头：家底是通过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

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实力的总和。然而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们发现我国

“家底”依然比较薄弱，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不仅要摸清人口家底，更要夯实家底。 



 

 

2、观点引入法 

“给定资料 3”引用了《论语》中的话：“不学礼，无以立。”请以这句话为中心议题，

联系社会现实，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35分）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2）参

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 1000-1200

字。 

开头：《论语》有言：“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学礼懂礼，就

无法立身立业.学礼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学礼能够让个人修身立身，立足于社会，能够让国

家立足于世界，与大国意识相匹配，同时学礼也可以弘扬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立足于这个

时代。 

3、案例现象法 

“给定资料 4”中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好的政策不仅仅是对公民意愿的满足，更

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请你从对这句话引发的思考说开去，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参考“给

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4)总字数 800～1000字。 

开头：无论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还是“限塑令”，都是

政府出台的政策，而且都是好政策，真正实现了造福百姓的意义。其实，好的政策是对公民

意愿的一种满足，它能够培养公民理性，涵养公民德性，当前阶段，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好

政策。 

4、时代背景法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当前政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形势，以“众筹：金

钱之外的价值”为题，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分）要求：观点明确，认识深刻，内

容充实，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语言流畅，1000～1200字。 

开头：在当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

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首选。年轻人虽然缺乏资金和经验，但众筹的出现却很好地解

决了这些难题。众筹的价值除了解决资金难题以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如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 

5、名言警句法 

从“给定资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很多“习惯”发生了改变。请你以“习

惯的是是非非”为题，撰写一篇不少于 800字的文章。要求：(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2）

内容充实，论证有力；（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5分） 



 

 

开头：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习惯它总

是会在无形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指导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在这过程当中，习惯既产生

了积极的意义，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危害，可谓有着是是非非。 

四、试题训练 

“给定资料 6”中的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能触发人们许多思考和感情，请参考

“给定资料”，以“岁月失语，惟石能言”为题，写一篇文章。（35分） 

要求：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内容充实，

语言畅达；800-1000字。 

【参考范文】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是作家冯骥才先生站在贺兰山岩画前所发出的感慨之言【观

点引入法】。这里的“石”指的是文化遗产，这句话的意思是，光阴荏苒，岁月无声，只有

文化遗产才能告诉我们鲜活的历史【内涵解释法】，这是因为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传

统文化，承载着民族精神，同时，文化遗产的存在还推动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传

播，满足了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 

文化遗产之所以能言，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它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文化

遗产分为两种，一种是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一种是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静态的物质

文化遗产而言，比如长城和莫高窟，他们虽岿然不动，却有着历史的厚重感，在那里静静地

诉说着过去烽火连篇的战争岁月与精彩绝伦的佛教文化。以莫高窟为例，如著名学者余秋雨

在其著作《文化苦旅》中写到的那样：“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一千

多年来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多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多年的生命，

一千多年来始终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何等壮观的生命啊”。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如社戏、皮影戏、剪纸、刺绣、年画等，它们虽然很难以某种

固定的形式定格在某个地方或某个瞬间，但看到它们，就仿佛看到了过去集市和乡村热闹的

生活场景和丰富的文化气息，栩栩如生，亲切自然，就在眼前。正是因为文化遗产承载着我

们的历史记忆，它才能够告诉居住在大都市里的现代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

哪里去，为连结昨天、今天和明天提供了桥梁和纽带。 

文化遗产还承载着民族精神，是我们炎黄子孙的精神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在经

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同质化是大势所趋，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提出“世界

是平的”观念，在这种情境之下，只有文化遗产才能够标识我们的民族身份，才能够让我们



 

 

炎黄子孙铭记华夏民族注重传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畏艰难、生生不息（四大文明只

有中华民族的文明从未中断）的民族精神，倘若没有文化遗产的存在，国人在海外就找不到

精神的故乡。 

从更高的视野来看，文化遗产还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满足了人类对文化多样性的

需求，这是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文化遗产，而人类出于好奇心的驱

动，会通过旅游、探险、考古、求学等多种方式接触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遗产，在这个过程

当中，文化遗产便得到了交流、碰撞、传播、发扬。正所谓文化似水，水成于无形，隐于其

中却凝结一切，文化似水，润物无声又难以阻挡。 

在历史的长河中，岁月本身不会诉说，能够诉说的只有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

当前文化遗产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对文化遗产进行做精做细、全民保护、科学保护、

去粗取精、批判继承实数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