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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489042.htm 熟悉面试情况的考

生一般都会觉得现象类试题相当难回答，的确是这样。因为

答好这类题，考生需要有深厚的知识积淀、较强的分析能力

，还要广泛地关注时事，不像应对其他试题一样，只要熟悉

答题模式就可以了。对于广大考生来说，这些要求相对来说

是较高的：应届毕业的考生因为对社会了解较少，一般对社

会现象不能形成很成熟的见解；有生活阅历的考生又因为工

作等原因没有太多时间关注时事、整理材料。 那应该怎么办

呢？其实，针对这种题也有一些很常规的应对策略，可以保

证在遇到这类题时有话可说。 社会现象一般分为三种：一种

是正面积极的；一种是有争议的；一种是负面消极的。 一、

正面积极类 第一类，一般与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关，熟知国家

的方针政策之后，就会有话可说。它一般以谈对先进事例的

看法的形式出现。回答时，注意要结合事例联系政策、提高

答题高度。 答题套路： 第一，背景原因或表示肯定。 第二，

积极影响。 第三，展望。 【例一】“今年年初，我国南方部

分地区遭受数十年不遇的雪灾，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巨大的损害。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救援，

把危害、损失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谈谈你这种现象的看法”

。 思路： 第一，五十年不遇的雪灾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考验，党和政府积极应对挑战，不仅战

胜了困难，也显示出强大的执政能力。 第二，积极影响：维

护了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精神、坚定



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信心等。 第三，展望。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出台，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我相信在这样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定能稳步而快速的前进。 二、争议类 第二

种是最常考的类型，因为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谈看法才最能考

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回答时应注意，有争议，说明社会

上不同的人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立场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考生在回答的时候最好能够综合各方的立场，辩证地(

即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和分析问题，特殊的工作性质要求公

务员不能站在一个集团的角度看问题。同时，对问题的分析

要尽量深入、要有理论高度，不能泛泛而谈。 上面说的是最

理想的回答问题的要求。如果在考场上，遇到自己不会辩证

回答的问题，也可以站在一个角度展开论述，但是要尽量与

国家方针政策联系起来，因为这样也能令考官信服。但这种

情况下，措辞一般不要过于绝对，以免给考官留下偏激的印

象。 答题套路： 第一，背景原因。 第二，从正反两个方面一

分为二的看待。 第三，表态或建议。 【例二】“部分城市里

，城管和小商贩有矛盾，城管指责说：小商贩是刁民，不理

解不配合城管执法。商贩骂城管：野蛮粗暴，吃着皇粮，不

体谅百姓的生计。二者矛盾十分突出，甚至出现流血事件，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回答这道题时，最好从两方面展开；

实在没有思路，也可以仅谈文明执法、为人民服务，但这时

就不能措辞过于绝对，因为城管也是代表政府执法的。 思路

： 第一，“城管”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城管集中

负责市容环境卫生、无证违法建设、违法占路、无照经营、



违章停车、拆迁工地等的管理。 第二，我们应从两个方面看

待这个问题。首先城管执法主要对象是无证经营的商贩，是

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很容易博得大家的同情。这往往被少数

不法分子利用，利用大家的同情心来煽动周围群众抵制执法

，这就增加了执法难度。其次，执法队员中很多是从社会招

募的，人员结构十分复杂，缺少足够的能力来正确处理这些

事情，很多以暴力执法形象展现在群众面前。再加上双方一

直没有很好的沟通，互存成见，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 第三

，建议。分析不利影响，提出对策。联系十七大建设和谐社

会的内容。 三、消极类 第三种试题与第一类试题比较类似，

都与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比较紧密。只不过在回答时，要拿

方针政策批判、纠正这种现象。回答的最后，可以谈一下预

防、纠正这种现象的方法、措施，这会给考官留下良好的印

象。 答题套路： 第一，背景原因。 第二，不利影响。 第三

，提出对策。 【例三】“某企业违规排污，严重污染了周边

环境，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谈谈你对此的

看法。”这道题的切入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要答好就要联

系国家政策法规、并提出可行的措施方案。 思路： 第一，由

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需要过渡，“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企业环保意识淡

漠，再加上相关部门监管不严，导致这一现象。 第二，论述

不利影响。 第三，提出对策。联系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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