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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面试经四道题最易出现在一次面试时出了这样一道考题：

你从下列图形中看到并想到了什么？图形就是简单的“1＋1

”，多数考生只能回答出两种答案：1＋1等于2；1＋1有时大

于2，这让现场的面试考官罗玉亮感到不解。 其实，这道题

的答案很多，1＋1可以等于0，也可以为负数。可以涉及数学

问题、家庭问题、团结问题、经济指标问题等方方面面。“

这种开放性的题目，就是要求考生具有发散性思维，回答的

越多越好”。今年42岁的全椒县人事局局长罗玉亮，是某地

在我省基层聘请的首位领导人才公开选拔、公开招聘和竞争

上岗考试命题专家，已有160多道命题提交数据库，同时也是

我省公务员招录面试考官。我省公务员招考笔试成绩昨晚公

布，面试即将拉开，昨天下午，罗玉亮向记者披露了公务员

招录面试诸多技巧。 一道“命题”难倒众考生 2005年，我省

在公务员招录面试时，出了这样一道考题：假如明天上午处

里只有你一人，却有以下5件事要你处理，你打算怎么办？ 

①你母亲生病住院，于明天上午8：15动手术；②单位领导要

你明天上午8点带着你负责起草的重要材料参加关于修改这份

材料的讨论会，会议时间约需2小时；③单位办公室通知各处

室派人参加明天上午8点召开的“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报告会”

，并要求向全处传达；④一周前你和兄弟单位的某同志约定

，明天上午8点要一起洽谈一个合作事项；⑤上级机关某部门

负责人从后天起将对你处的工作进行为期两天的检查指导，



他明天上午9点到达，需要接待。 这道题考的是应变能力，

但罗玉亮在当天的面试中却发现，20多位考生回答“五花八

门”，有的考生认为亲情重要，母亲生病不可以不尽孝道；

有的考生认为朋友的情谊重要，与兄弟单位的同志约定要讲

诚信，继而上升到社会的诚信、国家的诚信，讲了“很大”

的道理；有的考生认为上级领导重要，不能不接待好，否则

将影响上级对下级的支持；也有的考生认为“当前社会治安

形势报告会”重要，修改材料的讨论会有领导在就行了；还

有的不顾时间的矛盾和冲突，自行安排了工作，完全脱离了

命题要求。 罗玉亮说解决考题中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有技巧

的，技巧就在于能不能把握住三点：一是要分清事情的轻重

缓急。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事情次要，什么事情可以委托

他人。如果把握不住，就会出现问题，如同“捡了芝麻，丢

了西瓜”；二是对事情的处理要符合组织的权属关系。就是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谁先谁后，如何认识？如何

处理？更是一个考验。三是要能够合理安排和调节时间。事

情有轻重缓急，人只有一个，虽无分身之术，但时间是“活

”的，可以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自如地调节。 缺乏实践经验

可能要“吃亏” “从命题要求来说，公务员考试虽然没有统

一答案，但仍然要求考生做到理由充分”。但在面试中，为

什么许多考生对同一个问题，回答时却出现了“答非所问”

的情况？在罗玉亮看来，不少考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都是忙于应试，社会实践活动很少是最主要的原因，“缺乏

实践经验在公务员考试中肯定要吃亏”。 作为命题专家，罗

玉亮已先后向某地领导干部公开考试数据库提交了160多道考

题，其中80多道题目被全国各地采用。罗玉亮命题有一个习



惯，喜欢利用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例，结合实际情况出题，

而这种考题也是公务员考试的趋势，而回答这些考题其实并

不困难，那就是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合理作出安排，有的

事需要当天做，有的事需晚上做，有的事需要当时作出了断

，不管哪种情况都要多想几个办法。 最典型的是一次公务员

考试中出现的一道命题：假如你是一位新上任的工商执法人

员，执法时与经营户发生冲突，经营户情绪激动，形势非常

危险，该如何妥善处理？对此一些考生回答“如果经营户当

时出手打人，我会选择走”。“这个回答显然不是考官们所

希望的”。罗玉亮说这道题虽然考的是处理能力，但实际上

却有很强的实践性，在生活中有很多事例可以提供答案，打

架可以说一般人都见过，处理打架解决最简单的办法是报警

，作为执法人员在与经营户发生冲突时，选择走开显然不利

于问题解决，而选择先报警平息矛盾后解决，则相对妥当。

公务员面试四道题易出现 如何应对面试是众多考生关心的问

题，罗玉亮说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面试是一个重要环节，

而从他多年来做考官的经历看，一般情况下面试时考官会问

考生四道题。 第一道考题：有一个会议需要考生去组织或者

有一项什么样的活动需要考生去安排。这道题考生在回答时

要在“组织”上下功夫，因为组织会议也好，组织活动也好

，无外乎三个阶段：一是会议或活动前的准备；二是会议或

活动中间事宜；三是会议或活动后事宜。三个环节考虑周全

，考生就能够稳当地赢得考官认同。 第二道考题：一位领导

与另一位领导同时安排两样不同的事，又或者两位领导有明

显的意见分歧时，安排考生去做调解工作，让考生在两难中

去选择。“出这样的面试题目，目的就是考察考生的处理人



际关系能力、说服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面对这样的考题，

多数考生在回答的时候，往往避重就轻，有的采取折中的方

法，有的向一边倾倒，很难从中选择一个两全的办法。但是

，也有的考生回答得比较好。应当说矛盾的处理是做好公务

员的核心问题，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三

道考题：以什么为题编一个故事或以什么为内容演讲。出这

样的面试题目，都给2分钟时间思考和准备，然后讲3分钟时

间。 目的考察考生的思维敏捷和综合反映能力，以及即席表

演能力。“这样的考题考生要注意，不要把故事或演讲的体

裁弄错了，另外要注意故事不可缺少的人物、时间、地点、

事件等几个要素，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渲染力。” 

一般情况下，考官还会问一道考题：给一个图形让考生说出

看到、想到了什么，或给一个非常紧急而又难以处理的事情

，让考生想出应急办法。这实际上是一道开放性思考的题目

，面对这样的考题，许多考生的应变能力、综合反映能力和

社会阅力，都在回答时有了明显的区别。 面对“追问”莫夸

夸其谈 公务员录用也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也好，面试一般

采用的都是结构化试题，时间一般都控制在几十分钟以内，

但有时也会出现考官“追问”的现象，此时作为考生该如何

应对？ 罗玉亮透露，考官对考生“追问”，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考生答题不完整；二是考生答题过于简单；三是考生

答题回答有新意。通常情况下在“追问”后，考生会有三种

态度：一种是一脸默然，无所谓；一种是答非所问，心不在

焉；一种是口若悬河，极力表现自己。“考生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情况下，考生出现最后一种态度时，不仅得不到考官

好感，反而容易失分”。 在一次公选面试和公务员录用面试



中，罗玉亮就一个问题“追问”了一名考生，本来他想让考

生补充回答一下，想不到的是考生竟然夸夸其谈讲了几分钟

，结果得分很低。事后，罗玉亮同部分考官进行交流时，一

位考官说：“这个考生的表现欲太强了。”“可以说，正是

少数考生不由自主的表现欲，却让考官在评分时打了折扣。

从这个角度讲，考生的态度影响着考官的心理，而产生‘印

象分’，这个分是没有标准去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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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