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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面对意外事件等压力，能迅速地做出反应，并寻求合适的

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的能力，通俗地说就是应对变化

的能力。而自我情绪控制则是指在受到较大压力或处于不利

的情况时，能保持稳定，恰到好处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冷静

地处理各种事务，并约束自己行为反应的能力。 应变能力和

自我控制情绪能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面对压力时，情绪

不稳定，思维就容易混乱，就不容易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同样，如果不能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则会使自己

的情绪受到影响，导致自己的情绪不稳。 对于公务员来说，

应变能力和自我情绪控制能力是极其重要的。公务员在日常

工作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会遇到各种挫折，受

到各种委屈。如果公务员没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较好的自我

情绪控制，面对突发情况往往会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

面对挫折便会垂头丧气，遭受委屈便会怨天尤人，使工作不

能很好地开展。 在公务员结构化面试中，这两种能力有时各

自单独进行测试，有时则揉合在一起进行测试。无论采取什

么方式，这两种能力都是必考的能力。 二、核心内容 应变能

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主要测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善于控

制自己的情绪。面对突发情况和压力，情绪稳定，表情自然

，不手忙脚乱。 2. 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不

同的情况下，能保持始终如一，举止有度。 3. 善于解决问题

。面对突发情况，能迅速找到解决办法，考虑周到细致，方



法合理有效。 4. 思维性和秩序性。思维反应灵敏、积极，敏

锐把握事件的潜在影响，有序应对突发情况。 三、试题类型 

应变能力和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往往是情境类题目、压力类

题目，即向你描述一种情境，这种情境往往是一种较为尴尬

的、两难的，由你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解决这种局面。近几年

，出现了很多即兴类题目，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立刻做出反

应，如演讲等。各类型答题套路如下： 1. 情境类问题 这类题

目没有固定的套路可言，考生在回答问题时掌握上面所说的

答题原则，迅速找到解决办法即可，办法不必太多，一两个

就可以了，但必须合理有效。 2. 编故事类问题 即兴编故事可

以考查考生多方面的能力，因而这类题目被越来越多的部门

或地区采用。有些地方将这类题目称为“串词”，其实并不

恰当，串词往往与造句差不多，较为简单，并不能显现考生

的能力。 这类题目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给考生几个

词，让考生用这几个词编一个故事；第二种是给考生一个词

或一个句子，让考生编故事；第三种是给考生几个句子，让

考生编一个故事。无论哪种形式，考生回答时应掌握如下要

求： (1)尽量将词或句子当成关键词，如果不能，只求用上就

可以了。如用“黄河、金融、地产、服务、起飞”五个词编

个故事，如果考生实在无法将五个词作为关键词连接在一起

，可以写为“黄河金融房地产服务公司⋯⋯起飞⋯⋯”，然

后再去增加故事情节，这样编也未尝不可。 (2)掌握故事的基

本要素。一篇故事最基本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起

因、经过、结果等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形不成一个故事，只

能是造句。 (3)充分展现主要要素。除了故事的基本六要素外

，故事最重要的是无形要素，即主题、情节、情感。表达不



出好的主题，没有引人人胜的情节，缺少丰富的情感，故事

也不成为故事，只能是流水账。 (4)应是正确的故事。正确的

故事首先是符合伦理道德；其次是语言运用正确；再次是情

节要合乎情理。 (5)答题思路是： ①看到题目，大致选择素材

； ②根据故事的基本六要素，搭建基本框架； ③根据素材，

提炼主题，酝酿感情，编织情节； ④合理运用语言，流利作

答。 3. 演讲类题目 这类型的题目出得也较多，一般有几种形

式，一种是给考生一个观点，让考生即兴演讲；另一种是根

据前面的考题提供的素材进行演讲，各考题之间是相关联的

，这类题目在广东省2005年的试题中出现得较多。这类题目

的答题要求为： (1)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情感充沛，

语言具有煽动性。 (2)短小精悍，逻辑严密，语言流畅，通俗

易懂。 (3)以讲为主，辅之以演，注重语言的轻重缓急、抑扬

顿挫。 四、应对建议 (1)功夫在平时，平时要多读书，多看《

演讲与口才》、辩论比赛等内容，多看电视中的访谈类节目

及各种晚会，注意主持人的技巧。 (2)有意识地进行训练，多

在众人面前讲话，课堂上主动发言，就某一问题与同学进行

辩论，多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体会各种意外

情况的处理。 五、试题举例及分析 1. 你与同事一同完成一项

任务，因为同事的原因导致了很大失误，领导在总结会上当

众批评了你，却没有批评同事，你该怎么办？ 试题分析：情

境类问题。考查考生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考生应沉稳、不

激动，结合自己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找出领导批评的原因，

然后，做出适当的反应。 考生回答实录一：(总体评分：差) 

首先，我觉得很委屈，领导怎么能不经过调查了解就批评我

呢? 其次，我会马上向领导指出来，告诉领导不是因为我的原



因造成的，让领导了解情况。 考官对考生回答实录一的评析

： 考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马上反驳肯定会造成不愉快的

结果。 考生回答实录二：(总体评分：差) 第一，我会觉得很

委屈。领导批评自己毕竟不是好事。 第二，会后，我会在合

适的时机告诉领导，让领导了解事情的原委，求得领导的谅

解。 考官对考生回答实录二的评析： 考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并没有找寻原因。虽然是同事的责任但两个人一起工作

，同事的原因也有自己的责任。 考生回答实录三：(总体评分

：好) 第一，我会觉得很委屈。毕竟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被领导无端批评，心里肯定不好受。 第二，我会虚心接受。

毕竟这项工作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同事的失误也因为

自己没有起到监督和帮助的责任，应该受到批评。 第三，我

会正确对待领导的批评。领导之所以批评我而不批评同事，

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对我的重点培养，也

可能是借机针对我的。如果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会找个适

当的时机告诉领导整个事情的原委，让领导了解情况；如果

是对我的重点培养，特意要求比别人严格，我会在下阶段工

作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是因为领导借机针对我，我会

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与领导的沟通，让领导多了解我，努力

改变这种状况。 考官对考生回答实录三的评析： 考生能控制

自己的情绪，有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积极找寻原因并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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