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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即将在2月20日至29日举行，对于许多进入面试考生而言，

或许其中的很多考生是第一次进入公务员的面试，对于即将

到来的面试或多或少会感到一定的陌生。对此广州新东方公

务员考试研究中心教研组组长戴斌老师将从公务员面试的测

评内容着手，从实战的角度，剥除无谓的理论表述，帮助广

大考生直观地了解在面试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从实战

的角度出发，公务员面试大致是从以下六个角度考察考生是

否适合从事公务员工作： 一、考生的反应速度 考察的理由：

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将面对各种突发情况，而公共管理

工作牵涉面大，如果对突发情况处理不善，将有可能造成严

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在选拔公务员的过程中，考官绝对会倾

向于选择反应速度较快的考生，这本身也是于公务员的职业

特点是相匹配的。 考生反应速度的表现领域：答题思考时间

的长短。一般来说，考官在问完问题之后，对考生的“计时

”就开始了，如果考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

后再开始答题的话，无疑是不会得到考官的青睐的。考官很

多时候看问题都是很辨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考官问

：“如何解决医疗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个考生

思考两分钟后想出了3个对策，而另一个考生思考了10分钟后

想出了6个对策。这个时候，考官会选择哪一位考生？考官只

会选择前面那位思考了两分钟后就回答出答案的考生。为什

么？因为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中，很多时候都是要“即场做出



决定或反应”的，不大可能让你回去思考一下再给答案的。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感觉到，一个优秀公务员其实不一定需

要学历很高，但他的思维速度一定是很快的。因为行政工作

和司法最大的不同在于，行政工作更强调“效率”。 二、答

案的思想内容 考察的理由：公务员是从事公共管理工作，为

国家和人民服务，代表的是“国家”这个整体，而不是个人

。所以公务员的工作和言行体现的是“公共性”，而不是“

个体性”。所以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面试答题过

程中一定要维护公共利益，思想内容就绝对需要与国家政策

相一致，所以答案的思想内容就显得很重要了。 答案思想内

容的表现领域：分为正反两面，正面是“给出的答案有没有

支持国家的政策”，反面是“有没有反对国家的政策实施”

。举个简单例子，考官问：“请问你对医疗改革有什么看法

？”如果考生的答案观点是倾向于支持医疗改革的话，那么

就比较容易得到考官的认同，因为我国目前的主流的观点是

支持医疗改革的。但也有可能有部分考生会认为医疗改革其

实不合适，我国目前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不高，推行医疗改

革将使一些低收入人群看不起病。或许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合

理性，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整个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什么

，是支持医疗改革，还是反对医疗改革？“整个历史发展的

潮流”是支持医疗改革，尽管改革总是有“阵痛”的，但还

是要将医疗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 三、答案的逻辑

性 考察的理由：我们目前所考的公务员考试，实际上是竞争

成为“基层公务员”，而不是领导。那么，从职位的匹配性

来看，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成为“基层公务员”之后要面

对些什么人，要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情或许是所有“基



层公务员”的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向领导汇报工作。在这个

时候，“基层公务员”在汇报工作时候的“逻辑性”就很重

要了。为什么呢？我们从实践出发，想一下，其实领导最怕

的是哪种下属呢？其实下属能力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能力不

足可以培训一下。最麻烦的就是面对“说了半天，都不知道

说了些什么”的公务员。为什么会出现“说了半天，都不知

道说了些什么”的情况呢？关键还是逻辑性。其实一个人对

同一个事物，其掌握和表达的信息是相差不大的（当然不认

真做调研的公务员是除外的），但为什么常常会出现“同样

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去“表述”它，可能有些人可以让“

听者”清晰明白事物的“来龙去脉”，而有些人却可以让“

听者”“不知所云”呢？因为人要认知事物，常常需要通过

内在的逻辑关系把各种信息“串联”起来，才有可能了解别

人口中的事物究竟是什么。 答案逻辑性的表现领域：答案思

维的严密性。这里可能显得比较抽象。戴斌老师在这里找一

道真题讲解一下吧： 2007年1月13日国家公务员面试题 2、关

于博物馆，你认为是政府拨款比较好，还是自己盈利维持？ 

参考答案：关于博物馆，戴老师认为首先要辨证得看待这一

问题。作为博物馆来说，其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其首先应

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之后才去考虑经营

和盈利的问题，前者优先于后者。而国内的博物馆的类型是

多样化的，每个博物馆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因此应该是

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处理该问题。从时代的发展需

求来看，政府要努力减轻财政负担，尤其是不必要的财政负

担，从而能有更多的财政盈余来保障社会稳定和改善社会发

展环境。因此，如果国内的某些博物馆能够在保证实现公益



性作用的前提下，是应该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盈利来维持。假

如某些博物馆缺少政府拨款就无法保证实现公益性作用的话

，我认为就应该通过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维持经营。 真题分析

：上面的答案其实有两个角度：博物馆的盈利性和公益性的

“取舍”和“兼顾”问题。 首先戴斌老师在答案中先将两者

的轻重关系做了定论：“作为博物馆来说，其是一个公益性

的机构，其首先应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的需求，

之后才去考虑经营和盈利的问题，前者优先于后者。”即我

们的逻辑关系是：我们定性博物馆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首

先应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之后才去考虑

经营和盈利的问题→前者优先于后者（潜台词是前者后者我

们都“想要”，但必须先要“公益性”，后要“盈利性”）

。整个逻辑是很清晰，逻辑之一是“要什么，不要什么。”

逻辑之二是“先要什么，后要什么。” 其次对“是否通过政

府拨款的方式来维持经营”做了定论，那就是用“条件假设

”的方式，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政府拨款即在“某

些博物馆缺少政府拨款就无法保证实现公益性作用的话”的

情况下。如果考生不做“条件假设”，直接定论“应不应该

通过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维持经营”，就会显得过于绝对而没

有逻辑性。这里“逻辑性”的体现使得答案更加严密。 四、

语言表达的连贯性 考察的理由：公务员工作常常是需要权威

性的，而日常工作的权威性，尤其是面对人民群众的权威性

如何体现。其实很多时候，人民群众与公务员的接触是通过

“语言接触”的。那么我们试想一个情景：某位公务员（简

称甲公务员）说话经常是不连贯，一见到“生人”说话就喜

欢“断点”，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经常“卡壳”。而另一



位公务员（简称乙公务员）说话很连贯，对群众的疑问回答

起来有板有眼，一就一，二就二。对此，请问我们作为一个

普通老百姓，我们会觉得哪位公务员更权威一些呢？我们会

更支持哪一位的工作呢？答案是明显的，乙公务员会得到更

多的认同，也更容易开展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就能明

白为什么公务员面试会很强调语言表达的连贯性，这也是从

公务员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的。 语言表达连贯性的表现领域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考生在面试考场中要尽量避免语

气助词，少做长时间的停顿。可以用“口语化”的语言做详

细的表述，但不能出现明显的“无话可说”的状态，因为一

旦在面试中“卡壳”，扣分是很多的。因为在考官眼中看来

，一是“不自信”的表现，二是“思考问题”不透彻的体现

。 五、语言表达的得体性 考察的理由：或许有一个道路，所

有的人应该都能接受,那就是“公务员说话绝对不能让人感到

不舒服”。这里请大家注意的是，“公务员说话绝对不能让

人感到不舒服”的对象除了领导之外，实际上面对同事甚至

是“行政相对人”，同样不能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

里体现的就是“语言表达的得体性”。而因为一个说话的“

得体性”也是一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 语言表达得体性的表

现领域：说话是否过于绝对。我们要辨别有无激进式的言语

，其实要避免“说话过于绝对”。举个例子，如果考官问：

“你如何看待近年来的煤矿生产安全问题？”而考生这样的

表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关生产人员没有负好安全责任

而产生的。”表面上看，这样回答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原

因”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这个表述的错误在于，我们怎么

可能从面试题目的“简短信息”中“绝对化”地断定责任人



只有一个呢？这很明显就是一种“用语不得体”的表现。如

果我们改动一下，做这样的表述：“这个问题一部分原因可

能是因为有关生产人员没有负好安全责任而产生的。”这样

一来，答案内容没有变，但就显得更“得体”了。 六、考生

的仪表举止是否得体 考察的理由：公务员是一种“职业”，

而任何职业都需要有“职业形象”，公务员也不例外。有一

句话叫“相由心生”。实际上一个人的“内涵”是会影响一

个人的“外在表现”的。这里，戴斌老师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们常常会发现公务员常常会长着一个“公务员”的样子

，作为一个群体来讲，我们常常很容易通过一些“仪表举止

”，从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是一个公务员。至少我感觉

，一个“飞扬跋扈”的人，基本上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民公仆

。我们会这样想，其实面试考官也会这样想。所以如果一个

连仪表举止都不得体的人，是很难被考官认同的，可能在没

有回答问题之前，就会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不适合从事

公共管理”工作。 仪表举止得体的表现领域： （1） 是否穿

着正装。作为面试者，一定要穿着正装，绝对不可以穿着运

动装或是休闲装。 （2） 举止要礼貌，要习惯说“谢谢”。

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3） 不要有任何

不雅的动作。比如“搔首挖耳式”的乱动、转笔、东张西望

等。 （4） 不要抢答问题，也不要问任何题外话。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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