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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与要点 公务员应当具备T型知识结构，即广博的基础知

识、实用的辅助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 1、基

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公务员知识结构中的根基部分。 公务员的

基础知识应主要包括： (1)政治哲学类。主要包括马列主义理

论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知识等。这是帮助公务员解决

政治方向和思想方法问题的知识。学习这些知识，能够使公

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公务

员的需要，是公务员才能的生命线。 (2)语言文学类。主要包

括现代汉语、文章写作等学科知识，重点是语言知识和基础

写作知识，这是提高公务员基本写作能力的需要。同时，还

应学习掌握一些美学知识，树立审美观点，增强审美意识。

这是公务员观察社会、观察生活、加强自身品格和知识修养

所不可缺少的知识。 (3)历史地理类。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世

界近代史、中国地理等。这是增强公务员文化知识素养的需

要 2、专业知识 精深的专业知识是公务员知识结构特色的标

志。因为这种专业知识是在基础知识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具

有较高层次的专门知识，是决定公务员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主

要因素。缺乏这种专业知识，就不可能从事公务员工作。 公

务员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公务员知识。公务员

要对公务员知识有精深的研究，要具备公务员的职责、权限

等最基本的公务员方面的知识。 (2)写作知识。应聘者必须精

通公文写作和机关应用文写作知识，这是公务员从事工作的



主要资本。 3、辅助知识 辅助知识虽然不像基础知识那样起

“根基”作用，也不像专业知识那样起“标志”作用，但也

是公务员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辅助知

识，就能弥补缺漏，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纵横捭阖。 公

务员应具有的辅助知识主要包括： (1)外语知识。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发展，公务员参与外事活动的机会愈来愈多，同

时，还可能常常需要阅读一些外文资料。 (2)地方志知识。这

是熟悉地方历史、地方特点、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办事的需要

。 (3)管理知识。中高层公务员担任领导职务，自然必须掌握

有关行政管理的知识，低级公务员虽不直接用到管理知识，

可为了以后的发展，还是应该掌握些这方面的知识。 主试人

在面试应聘者时，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考察其知识结构，同

时要重点测定应聘者知识结构的博、深程度。 （五）、心理

特征的评分角度与论点 1、兴趣 兴趣在心理学上的涵义是指

一个人对一定事物所持的积极探索的认识倾向，它促使一个

人对一定事物优先发生注意。兴趣是一个人活动的影响可从

以下几方面详细来分析： 第一，兴趣是从事活动的推动力之

一 就一名公务员来说，如果他对从事的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那么他身上的意志、毅力和顽强精神定会集结起来，融

为一体，产生一种推动力。他就会以百倍的精神、满腔的热

情去从事工作和活动，积极汲取公务员工作的专业知识，熟

悉有关部门的业务，掌握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他就会以旺盛

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去从事本职工作，深入钻研，于平

淡中见出不平淡，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在平凡的工作中做

出不平凡的贡献。这种带着浓厚兴趣从事工作的人，在旁人

看来似乎既苦又累，但兴趣使他乐于吃苦，甘于受累，在他



看来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因此，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往往

是兴趣的副产品。 第二，兴趣有助于培养自身的职业素质 一

个公务员对工作兴趣越浓，则积累的知识就越广博，越深厚

。所以兴趣可促进公务员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是公务

员素质提高的基础。公务员有了良好的兴趣，就能培养和提

高自身的职业素质。 第三，兴趣能促进一个人掌握与工作相

关的技能 兴趣是一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原动力。尽管兴趣

并不一定都会发展成为能力，但有兴趣为基础的能力显然比

没有兴趣为基础的能力更容易掌握。比如，随着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各种现代化办公设备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秘书工

作领域。如果一个秘书对现代化办公设备和技术兴趣很大，

在活动中又有这种迫切需要，他就会努力探索自己心中向往

的东西，情绪饱满，精神愉快，充满自信，学得快，记得牢

，准确迅速地掌握这些设备的操作技术，为提高活动效率服

务。与之相反，如果他对学习新技术毫无兴趣，则学习过程

中就会感到枯燥无味，学习效果就很不理想，难以达到令人

满意的结果。 第四，兴趣可以减轻人活动的挫折压力 实践证

明，人们对失败和挫折的感受，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事

业和工作中的一个挫折，如果排除其他诸如情绪等原因，仅

从兴趣角度分析，兴趣同样能影响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对

事业和工作有兴趣的人和对之没有兴趣的人所产生的感受是

大不一样的。公务员在工作中总会遇到挫折，但如果对工作

有浓厚兴趣，挫折仅仅意味着需要再试一次，再做一次努力

。当受挫时，他们的主观感受不是沮丧和懊恼，而是如何采

取有效的方法去预防下一个失败，争取下一次的成功。因此

，兴趣对人活动的另一个作用表现在，它可以减轻人在活动



中所受挫折的压力与份量。 2、情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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