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篇一

诗词原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

诗词翻译：

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篇二

木兰诗翻译

叹息声一声接着一声传出，木兰对着房门织布。听不见织布
机织布的声音，只听见木兰在叹息。问木兰在想什么?问木兰
在惦记什么?(木兰答道)我也没有在想什么，也没有在惦记什
么。昨天晚上看见征兵文书，知道君主在大规模征兵，那么



多卷征兵文册，每一卷上都有父亲的名字。父亲没有大儿子，
木兰(我)没有兄长，木兰愿意为此到集市上去买马鞍和马匹，
就开始替代父亲去征战。

在集市各处购买马具。第二天早晨离开父母，晚上宿营在黄
河边，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只能听到黄河水流水声。
第二天早晨离开黄河上路，晚上到达黑山头，听不见父母呼
唤女儿的声音，只能听到燕山胡兵战马的啾啾的`鸣叫声。

不远万里奔赴战场，翻越重重山峰就像飞起来那样迅速。北
方的寒气中传来打更声，月光映照着战士们的铠甲。将士们
身经百战，有的为国捐躯，有的转战多年胜利归来。

胜利归来朝见天子，天子坐在殿堂(论功行赏)。给木兰记很
大的功勋，得到的赏赐有千百金还有余。天子问木兰有什么
要求，木兰说不愿做尚书郎，希望骑上千里马，回到故乡。

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互相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她;姐姐听说妹
妹回来了，对着门户梳妆打扮起来;弟弟听说姐姐回来了，忙
着霍霍地磨刀杀猪宰羊。每间房都打开了门进去看看，脱去
打仗时穿的战袍，穿上以前女孩子的衣裳，当着窗子、对着
镜子整理漂亮的头发，对着镜子在面部贴上装饰物。走出去
看一起打仗的伙伴，伙伴们很吃惊，(都说我们)同行数年之
久，竟然不知木兰是女孩。

木兰诗

北朝长篇叙事民歌。它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从宋代起，就有
不同记载和争议。始见于《文苑英华》，题为《木兰歌》，
以为唐代韦元甫所作。《古文苑》题为《木兰诗》，以
为“唐人诗”。宋代程大昌《演繁露》据诗中“可汗大点
兵”语，认为木兰“生世非隋即唐”;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
则认为“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
非汉魏人诗”。此后，历代都有人持“隋、唐人作”之说，



但宋代黄庭坚已指出此诗并非韦元甫所作，而是韦“得于民
间”(《题乐府〈木兰诗〉后》)。《乐府诗集》列入《梁鼓
角横吹曲》，亦题《木兰诗》，云是“古辞”，并引陈释智匠
《古今乐录》说：“木兰，不知名。”按《旧唐书·韦元甫
传》载，韦曾任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职(黄庭坚谓韦任
朔方节度使，误)。又据《旧唐书·音乐志》所载，可知梁代
和北朝乐府歌曲中都存有“燕、魏之际鲜卑歌”，且多“可
汗之辞”。因此，《木兰诗》原先也可能是一首鲜卑歌。流
传江南，译为汉语，曾入梁代乐府，后又散落民间，而到唐
代为韦元甫重新发现，并拟作《木兰歌》一首(《文苑英
华》)。至于“朔气”二句这样的对偶诗句，齐、梁诗中已经
习见，自是文人加工痕迹。所以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木兰诗》
产生于北魏，创作于民间。

《木兰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
功勋，回朝后不愿做官，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诗中热情赞
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
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风姿。它不仅反映出北方游牧民
族普遍的尚武风气，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长期割
据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意愿。它对木兰的讴歌，
显然也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它“事奇诗奇”(沈
德潜《古诗源》)，富有浪漫色彩，风格也比较刚健古朴，基
本上保持了民歌特色。诗中用拟问作答来刻画心理活动，细
致深刻;用铺张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而运用精练
的口语，不仅道出一个女子口吻，也增强了叙事的气氛，更
显民歌的本色。它代表了北朝乐府民歌杰出的成就。

《木兰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黄州黄冈县(今湖北黄冈)有木
兰山、木兰乡、木兰庙，并引杜牧《木兰庙》为证。其后，
据地方志所载，在今安徽亳州、河南商丘、河北完县等地，
都曾立庙奉祀木兰，反映出《木兰诗》的深刻影响。直到今
天，舞台银幕上的木兰形象仍然激励人们的爱国情操。同时，
早在韦元甫拟作之前，杜甫《草堂》诗抒写迁居草堂的欢欣



情景，已明显汲取了《木兰诗》描述全家欢迎木兰归来的表
现手法。至于元稹《估客乐》“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以及白居易《戏题木兰花》“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
郎来”，都可见出《木兰诗》在中唐已脍炙人口。

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篇三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曾说过：判断党和
政府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
答应。然而在制度设计中，还存着忽视群众意见、漠视群众
利益、无视群众力量等突出问题，致使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要保障制度科学有效，必须要坚持
群众路线不动摇。

要集民智，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
诸葛亮。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一直注重听取群众意见、
汇集众人智慧，使各项制度设计充分吸纳了各界群众的智慧
与意见，确保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当下，以限塑
令为代表，个别部门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调查研
究，忽视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导致制度脱离实际，难以执
行。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鼓励公众参与制度设计，发表
不同意见，才能保障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要惠民利，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把尊重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视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
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而能否维
护好群众切身利益，是关系到制度是否科学有效的关键。然
而，在计划生育罚款提成等制度设计过程中，部门本位主义
思想依然浓厚，出现了“好事人人管，坏事没人管;有好处就
管，没好处就算”等权力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背离了制
度设计的初衷。

要用民力，发动依靠群众力量。有首歌唱得好：老百姓是天，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在制度设计过程
中，不仅要考虑到制度自身的合理性，更要考虑到制度的可
执行性。须知，执行是制度科学性和有效性最集中的体现，
是制度设计的生命线，而制度的顺利实施与有效执行，则离
不开群众的鼎力支持。当前食品安全工作领域的“媒体依赖
症”，虽然暴露出主管部门的监管缺失，但同样说明了食品
安全工作离不开公众特别是媒体的参与配合。这就是群众的
力量，是制度生命力的保障，也是提高制度设计科学有效性
的重要力量。

群众路线是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
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保障和增强制度设计科学有效性
的基石。只要我们在制度设计中，能做到集民智、惠民利、
用民力，就能形成政民互动、干群互动、上下互动的大好局
面，最大限度地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增
强制度设计的生命力!(959字)

点评：

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篇四

作为申论考生，每当听到“申论专题”这个词汇时，我总会
不自觉地感到一丝紧张和肃穆。因为申论专题不仅是考察我
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更是考察我们对社会问题
的解决方案的实践能力。在准备申论考试的过程中，我深刻
认识到了学习申论专题的重要性，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广泛涉猎

申论专题考试范围涵盖了很多领域，包括文化、政治、经济、
环境、教育等，在此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知识储备。
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应该要广泛涉猎，建立完整的知识体
系。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报纸、杂
志等，同时还要关注各种互联网媒体，了解国内外的新闻、



动态、流行趋势等信息，使自己在知识的方面能够掌握更加
丰富和深入的内容。

二、分类整理

学习任何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分类整理的过程，申论也不例外。
在完成广泛涉猎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
类整理，将相关的知识点和案例进行有机结合。在考试中，
我们只有掌握了整体的脉络和分类整理的策略，才能够在答
题中灵活地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快速构建自己的命题
框架。

三、思维开阔

申论考试不仅考察我们的语言能力，更考察我们的思维能力。
因此，申论专题学习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培养自己的创新
思维。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思维惯性，要创新思维方
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我们需要提出自己的
问题和看法，增强自己的思维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还要
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才能够
达到良好的答题效果。

四、注重实际

申论考试的答题方式不同于其他科目，需要我们关注实际社
会问题，解决实际困境。因此，在学习申论时，我们要以实
际为基础，通过观察、思考和分析，找出热点问题或者实际
困境。在考试中，我们需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问题
的成因、后果、现状和发展趋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寻找
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五、多做练习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多做练习。练习能够提高我们的实际能力，



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考试中的问题。我们可以模拟考试过程，
逐渐熟悉命题规律和题型特点。可以选择不同难度的题目进
行练习，帮助我们在考试中保持镇定冷静。

总之，在申论专题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培养自己
的实际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同时还需要广泛学习，
分类整理知识点，注重实际问题，多做练习。当有一天我们
拿到申论考试的优异成绩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努力都是值
得的。

申论文化方面的好句子篇五

公考申论作为公务员考试的一部分，是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
和实际能力的重要环节。众所周知，申论是一种兼具理论和
实践的文体，难度较大。作为已经参加过公考申论考试的我
来说，想要在这个环节取得好成绩，最重要的是掌握好以下
几个方面。

一、深入了解考试要求和命题特点

在准备时，首先要深入了解考试的要求和命题特点。了解考
试要求之后，考生可以注意到命题方向和出题思路，进而找
出解题的重点和关键。这样就能够更有迹可循、有针对性地
制定应对策略，从而顺利完成申论作答。

二、坚持日常积累、多读书多思考

申论是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的重要环节，考试的
内容也涵盖了许多处世智慧、中外名言谚语、社会新闻事件
等内容。因此，平时要多读书多思考，多积累各类知识。只
有这样才可以对这些素材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为申论作答
提供更好的素材。

三、抓住题目、分析题意



申论作文的评分标准中有“抓住题目，遵循命题意图”的要
求，其中“抓住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考生在做申论时，
首先要认真阅读题目，理解题意并分析题目，找到中心思想，
全面把握题目意图。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
论述，达到命题作文的要求。

四、构思合理、布局合适

构思和布局是申论作文中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在考试前，
可以事先进行多次练习，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构思方法，保
证写作能力在考试中充分展现。而在申论作答过程中，要逐
步展开文章的论证主题，分而治之，构思合理，布局合适，
力求文脉连贯，层次清晰。

五、自主总结、不断进步

打好每个环节之后，作为考生还需要充分发扬自主精神，不
断总结自身的经验，不断进步自己的申论作答水平。参与模
拟考试或者试题分析培训等活动，与他人分享交流，切磋琢
磨，主动学习管理知识，运用相关技能，提高作答效果。

综上所述，申论创作需要全方位的素质和技巧支撑，才能顺
利完成作文的环节。因此，我们作为公务员考试的一名考生，
需要积极备战，扎实自己的基础，细致掌握好每一个环节，
最终取得理论和实践兼备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