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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6_96_B9_E8_c26_495324.htm 1.图画题.题目是一个

圆,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图形，要求发表对图画含义的见解

。 分析：这又是一道让考生可以自由发挥的题目。在本道面

试题中，题目没有限定讨论的范围和对象，对于这类题目，

考生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自己最有把

握的角度来展开论述。不过，戴斌老师认为，对于这道题目

而言，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本道题目中的图画只出

现了一个圆，对于图画题来说，图画中传递的信息越少，难

度自然就越大。尤其是像“一个圆”这样的既抽象又简单的

图形，看起来似乎有很多可以说，但在考场中的紧张气氛下

，一旦到了要组织语言来论述的时候，考生常常会感觉“无

话可说”或是“不知所云”，压力之下，甚至有可能影响后

面题目的解答。对此，建议考生在遇到这种比较抽象的难度

较大的题目下，不妨多思考一会，当然前提是时间也不能太

长，即比其他一般的题目多思考一到两分钟，关键是自由发

挥的题目要回答好，一定要构思出比较有含义或是有一定哲

理的答案，切不可随便构思一个答案就“脱口而出”。参考

答案： 题目中只有一个图形，但就是这同一个图形，从不同

的角度看，既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圆”，也可以认为它是一

个数字“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事

物都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同样一个事物用不同的标准去

衡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在不同的时间段去观察，都会

出现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判断，发现不同的问题。因此



，这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或事，我们都要用一个“

全面”的视觉去看待，去感受。比如在工作中，同事们和自

己可能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我们

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出现“矛盾”或“冲突”，但我们一定

要用一种“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要知道“差异

”是客观存在的，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看问

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就像对题目中的图形一养，可能有人认

为是圆，而有人认为是数字零。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求

同存异”，要理解别人和自己的“不同之处”，在“不同之

处”寻找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完善自己。（以上只是其

中一个供大家参考的答题角度）2.假如你是一个单位中负责

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一次你需要到外地出差,出差前你委托一

个同事,替你处理审批事务。你回来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审批

，申报人的材料不完备,但是你所委托的同事在审查时不够认

真，最后让他审批通过了。对于这个失误，可能会带来不好

的结果。问对于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分析：这是一道

面试题目主要是考察考生在面对行政工作的实际问题的处理

能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行政工作失误”的问题。在

解答这道题目时，戴斌老师请考生们明确一点，那就是“行

政工作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有哪一位公务员

在其行政生涯中从来都不出现“行政工作失误”。 第二个原

因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工作的难度和复杂

性其实是在不断地提高的过程中，可以说“行政工作失误”

发生的比率客观上是有所提高的。关键我们发现题目中的问

题是“失误”，而不是“错误”。即“你所委托的同事”“



在审查时不够认真”是一种“过失”而不是一种“故意”。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要包容和理解“犯错的同事”

。 至于出现“行政工作失误”，当然就是要作出“补救”，

但请考生切记在自己回答的答案中不可以包含“追究责任”

的内容。戴斌老师请大家注意的是，从对“事”不对“人”

的角度，我们只需要“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急于去寻找“

责任的承担者”。对于“补救”，首先从行政的程序上来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向主管领导汇报情况”。这里讲到了

“汇报”，就必然牵涉到“责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

考生可能会比较“老实”，直接说是因为“所委托的同事”

“在审查时不够认真”所造成的。也有考生很“豁达”，很

有“义气”，坚决不把“犯错的同事”“抖”出来，甚至还

要帮人“顶罪”，自己承认是自己一个人的工作失误，与同

事无关。 坦诚地说，戴斌老师认为，上述的两种方式都不合

适。可以说前者是“对同事的不义”，因为让人感觉你不够

“包容”；后者是“对领导的不忠”，因为作为下级，你对

领导隐瞒了整个事实的真相。或许说到这里，考生们会觉得

似乎“进退两难”。但其实不然，建议考生可以在汇报时，

如是告知是“所委托的同事”的错误，但可以说是因为对方

不熟悉审批业务，而自己做得不够好，没有把主要的注意问

题告知同事，所以出现一定的工作失误。这样一来，既能让

领导知道事情的始末，但又不至于让人有“落井下石”的“

不和谐感”。同时，从客观的角度看，自己在委托他人做事

情的时候，不管受委托的同事是否存在过错，委托人和被委

托人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连带的”责任，而不是“单边的”

责任，即不能说是同事一个人的责任，也不能说是自己一个



人的责任，应该是自己和同事两个人的责任。 汇报完后，就

到了具体的操作环节了。其实从题干来看，这里的“行政工

作失误”，主要是在于“申报人的材料不完备”，其实对此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联系审批人，让其补充 所缺的材料就

可以了。如果审批人本身就不具备“符合审批条件的材料”

，那么问题就稍微复杂一些，对策中可能就需要帮助其尽快

完善或办理“审批”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实在是无法补齐申

报材料，而且又确实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就要鼓

起勇气来，坦然面对，通过“主动发文”的形式承认自己单

位在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随文撤销该行政审批。 参考答

案：假如我是一个单位中负责审批工作的人员，对于这种情

况，我会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 1.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将

其定位为“行政工作上的失误”，是一种在行政工作中不可

避免的现象。 2.对于“出现失误的同事”，我首先还是要感

谢他对我的帮助，让我在出差过程中不至于耽误正常的审批

工作。 3.当我得知这个问题后，我会立刻向主管领导汇报这

一情况，同时向主管领导汇报时，我会客观地对待这一问题

，我本人和同事对这个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责任，尤其是我本

人在交代工作的时候，应该更细心更全面地把工作的各个细

节告诉受委托的同事，而这方面我做得不是太好。 4.接着，

我要立刻查询单位对这个存在失误的审批案件的有关资料，

细心地检查究竟是缺漏了哪些申报材料。之后联系申报人，

让其补交相关的申报材料。如果申报人不具备相关的申报材

料，那么我会尽力帮助其完善或办理所需的申报材料。 5.如

果申报人实在是无法补齐申报材料，而由于无法补齐申报材

料，确实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可以通过“主动发



文”的形式承认自己单位在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随文撤

销该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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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