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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7_E6_9C_c26_489184.htm 材料一： 有一调查机构对对14

到25岁的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中学生比大学生节

俭意识强，参加工作的青年比未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节俭意识

强，大学生中经济条件较差和一般的比经济条件好的节俭意

识强，因此，可以看出，大学生最崇尚享乐主义。 材料二： 

说的是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了一场“饥饿体验”行动。南京财

经大学63名同学参加体验贫困行动，让大学生在饥饿中学节

俭。3个星期的全部消费150元，平均每天只有7.14元，其中包

括通讯费、交通费在内。 问题： 1、你认为大学生不勤俭节

约的原因是什么？ 2、如果让你组织"饥饿行动"，你会怎样组

织？ 3、"饥饿行动"成功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当场说你

是在搞花架子、形式主义，组织这次活动没有意义 ，你怎么

办？ 4、如果你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花钱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并经常向借钱，你怎样与他相处？ 2007年江苏公务员考试7

月3日面试题详解 一、请结合实际，分析造成许多大学生不

勤俭节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要素：综合分析能力 要点：原

因很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自身的因素。2、家庭的因

素。3、社会的因素。 1、从大学生自身讲，没有吃过苦，不

知道节俭的重要性，节俭意识及观念淡薄，好面子、讲排场

、比阔气行为时有发生。 2、从当代大学生家庭讲，独生子

女居多，家庭条件比过去要好，从娇生惯养，没有形成好的

节俭习惯。上大学后，来自家庭的经济基本有保障，父母的

不节俭行为也对大学生有一定的影响。 3、从社会环境看，



全社会勤俭节约的观念淡薄，节俭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勤俭节约的手段也不多，倡导节俭的相关机制不够完善等。 

二、现在让你来负责组织南财大学生曾经组织的“饥饿体验

活动”，希望活动能开展得更广泛、深入，也更有成效，你

准备怎么做？ 要素：沟通与协调能力 要点：一是要分析清楚

南财大学生会组织“饥饿体验活动”时，有些同学不愿参加

的原因，以及不支持这个活动的各种观点。要使活动开展得

更广泛、更有成效，关键是要让活动的意义更鲜明，策划更

新颖，能把态度模棱两可或不情愿参加的学生吸引到活动中

来。 二是要认真研究分析大学生的特点，结合在校生的不节

俭的行为，通过走访有关单位、教师、学生，广泛听取开展

“饥饿体验活动”的意见及建议。如果大家觉得活动名称不

够贴切，意见不够鲜明，则可以把活动名称改成更好的，也

可以重新策划活动内容和过程，只要能达到节俭教育的实际

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三是活动，内容和过程必须是切实可行

，不铺张浪费，不搞花架子；统筹考虑知名人士支持讲话，

宣传方式(发放宣传品、板、纸，校园广播，校园网，校刊)

，参加者宣誓等方式。 三、如果你组织的“饥饿体验活动”

开展得很成功，有记者正在对你采访时，有人当着记者的面

指出你组织的这个活动更多的只是形式和花架子，实际意义

并不大。面对这种局面，你会怎么做？ 要素：情绪稳定性 要

点：活动的实际意义大与不大，不能由个人说了算，而是要

靠活动的参与者日后的行为是否比以前更节俭来说明。 对别

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可以反驳，可以解释，可以采纳，也可

以不理睬，只要陈述的理由合情合理，具有说服力和可行性

即可。 四、假如你同宿舍一位同学平时就大手大脚，铺张浪



费，他自己还经常向你借钱去请客、买奢侈品、炒股，这时

你将如何与他相处？ 要素：责任与进取 要点：一是通过自己

勤俭节约的行为去影响他，号召同宿舍的其他同学自觉做到

勤俭节约。 二是通过适当的方式向这位同学说明大手大脚、

铺张浪费的严重程度与危害。 三是适当控制借给他钱的数量

，有必要时要让他讲清楚借钱的用途。如果确实是生活与学

习必需的，则借给；如果确实他有铺张浪费之行为，下不为

例。 四是以上措施如果没有效果，则要将此事向班级辅导员

老师报告。综观今年江苏省公务员录用面试考题，呈现出的

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两强两弱”。具体说来“两强”为

：第一，强化了对基础能力的要求。7月3日和4日的考题，考

题要求考生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回答4道考题。7月3日的考题

为：1、请结合实际，分析造成许多大学生不勤俭节约的主要

原因是什么？2、现在让你来负责组织南财大学生曾经组织的

“饥饿体验活动”，希望活动能开展得更广泛、深入，也更

有成效，你准备怎么做？3、如果你组织的“饥饿体验活动”

开展得很成功，有记者正在对你采访时，有人当着记者的面

指出你组织的这个活动更多的只是形式和花架子，实际意义

并不大。面对这种局面，你会怎么做？4、假如你同宿舍一位

同学平时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他自己还经常向你借钱去

请客、买奢侈品、炒股，这时你将如何与他相处？ 7月4日的

考题为：1、近几年，国内有关部门举办听证会的事例已经越

来越多，但社会公众的反映总是有些不太满意，你认为主要

原因有哪些？2、某市两个月后将要举行一次燃气价格听证会

。如果你被选定为听证会消费者代表，你将如何进行参会前

的准备？3、如果你被录用，工作半年后，发现自己所在科室



的人员表面关系都很不错，但实际工作上大家的配合协作并

不默契，工作效率也很低。这时你会怎样去做？4、你的朋友

小贾是某公司的一名职员，虽然收入很高，但工作压力也很

大，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昨天上午因遭受经理的训斥而很烦

闷，他(她)约你今天晚上去喝茶，你觉得见面后应该怎样做

才能最好地帮助他(她)？分别侧重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计划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和人际协调能力。而这四个方面

的能力恰恰是国家人事部明确的我国公务员录用面试的八大

要素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基础的内容。根据对公务员的工作分

析和认证，国家人事部将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综

合分析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

应变能力、自我情绪控制、言语表达能力、举止仪表等八个

方面的要素作为公务员录用面试测评的公共要素。自国家人

事部正式确定和出台这八项公共要素以来，至今未作过调整

和变动。实践证明，这八个方面的公共要素较好地反映了公

务员录用面试测评的基本内容，在多年来的录用公务员面试

命题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论是从今年面试题本的总

体结构来看，还是从历年面试题本结构的对比情况来看，近

几年少见的计划组织能力测试题又出现在面试题本中，这就

充分表明，今年的面试命题更加注重对考生的基础能力的考

察，题本结构也更为科学。 第二，强化了对大学生生活和民

生问题的关注。 7月3日的面试题本所选取的关于大学生节俭

意识的问题，可谓近年来江苏公务员面试考题中最为贴近考

生的选题，不论对于应届大学生，还是对于已经步入社会的

往届大学生，也不论对于已有工作岗位的在职人员考生，还

是对于仍然处于待业状态的考生，都可以说是既十分熟悉，



而又非常容易忽视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考生很少对此进行

深入、全面的思考，这正是今年命题的高妙所在：选取考生

熟悉的话题，让考生感到有话可说，不仅有利于较快地缓解

和消除考生的紧张心理，便于其拓宽思路，充分展示自己的

能力和才华，但同时也考察了考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和思

考度。如果考生对贴近自己生活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因司空见

惯而变得熟视无睹，甚至发展成为麻木不仁，就无法对问题

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剖析。此外选取这样的话题作为考

题，还可以有效避地开猜题、押题者的“搜索”范围，确保

考试的公正性。7月4日的面试题本所选取的是关于听证制度

的问题。2002年听证制度陆续在各地出台，但由于法律法规

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听证会组织者往往只是站在自己的

立场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作出取舍决定，因而价格听证会

往往最终流变成为价格“听涨会”，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和

部门连听证代表的人选都不公开，这样的听证结果自然只能

遭致老百姓的一片质疑和反对。对于立志成为公务员的青年

，题本就是要测试其对当前社会形势下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

益协调的思考。关注民生，在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现代执政

理念的今天，乃是公务员的天职。 “两弱”为： 第一，弱化

了对“材料”的记忆理解。 今年江苏公考面试的形式仍然是

以“材料题”的形式出现，即在考生进入面试室正式回答考

官所进出的问题以前，先让其在“材料阅读室”阅读工作人

员所发给的材料。7月3日的材料有两个：材料一说的是，北

京一调查机构对8个城市700余名14到24岁的青少年的调查结

果显示，现在的中学生比大学生节俭意识强，参加工作的青

年人比未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节俭意识强，大学生中经济条件



和一般和较差的比经济条件好的节俭意识强，因此，可以看

出，大学生中崇尚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盛行的问题具有较大

的普遍性，对其进行节俭教育已经迫在眉睫。材料二说的是

，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了一场“体验饥饿”的特别活动，该

校64名同学自愿参加，21天内将全部生活开销控制在150元以

内，目的是让大学生在饥饿中学会过“苦日子”。7月4日的

材料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介绍听证会起源于英美，及其在

英美的具体操作方式，二是“网评”对听证会制度在我国一

些地方实施的反映，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考生读完材料后

，再到面试室回答考官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与往年相比，

给人感觉明显的是两大变化： 首先是大大降低了考生对材料

的记忆理解的要求。譬如，去年给考生阅读材料的时间规定

只有5分钟，在阅读中不得做笔记，更不得将材料带入面试室

答题，也就是说考生面对1100字的材料，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

记忆理解的全部任务，而且然后带着自己的这种“记忆理解

”走进面试室，接受考官的提问。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定

材料阅读的记忆理解能力，是很难全面系统地把握材料的精

神实质和重要内容的。而今年的材料，考生不仅可以在阅读

中做笔记，还可以将材料和自己所做的笔记一并带入面试室

，在答题时参考使用。 其次是考官所提出的问题与材料联系

的密切程度大大降低。以往特别是去年的考题，其部分内容

与考生考前在“材料阅读室”阅读的材料本身直接相关，如

果考生因为紧张或其他原因，没有较准确地记忆理解材料中

的相关内容，甚至个别特殊的名词，就无法回答出考官的提

问，只能是“望题兴叹”，极有可能造成这一题无法得分。

而在今年的题本中，材料仅为问题的“引子”，考官所提出



的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是与材料中的内容直接关联的，即使

考生能在较短的阅读时间内将材料的全部内容背诵出，在答

题中也无法找到“用武之地”，不具备应对公务员面试必备

的基础能力，仍然无法锋利取得理想的成绩，要想通过面试

关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弱化了对机关实务的要求。 多年来

，江苏公务员录用面试的考题，一直都较为重视对机关实务

的相关内容。如考察考生怎样处理机关中上下级、同级以及

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考生对机关工作程序的

了解等，但这往往会造成应届大学生和社会在职人员，特别

是已经在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之间对考题驾驭的认

知基础的差异，造成对同一道问题的回答，社会在职人员答

题易，而应届大学生答题难的现象。今年的两套考题，都是

应届大学生和曾经的大学生甚至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同知晓

的内容，未涉猎机关工作实务的范畴，克服了以往以机关工

作实务命题造成的差异和影响，更有利于体现公务员录用考

试公平、公正的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