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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5_9B_9B_

E5_A4_A7_E6_96_B9_E6_c26_647182.htm 随着国家公务员考试

体系的不断规范和完善，公务员面试的考核也日益科学化、

系统化、面试内容不断创新，面试难度逐渐增大，面试考生

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要想在公务员面试中脱颖而出，

掌握面试考试中的一些技巧是十分必要的。在本章中我们将

从审题技巧，答题角度，答题思路，克服紧张心理几个方面

阐述我们几个必备的面试答题技巧。 审题法 结构化面试的最

大特点，就在于每道测试题都有针对性地考查考生的某种素

质和能力。包括：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应变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职位的匹配性等等。因此

，要首先判断清楚，问什么？怎么问？问此题的目的？只有

审好题回答才能有的放矢。 例如，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真

题： 题一：你新进一个单位，工作出色，领导赞扬，但听到

同事议论，说对他们构成威胁，你怎么处理？该题考查考生

人际交往的意识和技巧，着重考查其人际沟通能力以及能否

正确对待名誉和荣誉的问题。 题二：猪年到了，很多农村妇

女也要赶“金猪100test”的风潮，很有可能超生，从而违背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假如你是县计生局工作人员，领导让你

组织一次活动，遏制这股风潮，你怎么做？有的同学没弄清

此题要求，一味去分析农村生育观点的愚昧和落后，把一个

考查组织能力的题答成了社会现象分析题，明显偏题了。 所

以，考生只有审好题，正确地分析出题目的要求，明白题目

考查的目的，论述时才能迎刃而解，保证不偏题。 审题时间



： 在审题时间上，各地略有不同，大致有以下一些情况： 1.

四川省，审题时间3分钟，有题本，考生审题完毕后考官问一

题，学生答一题，或者学生按题目顺序答题。 2.福建省，审

题时间5分钟，然后按题目顺序回答。 3.有的省没有单独审题

时间，考官念一个题目，然后考生回答一个题目，回答每个

题目前可以做短暂思考。 4.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面试3

个题目，但是题本只有2个题目让考生思考，第3题考官念出

来再由考生作答。这种情况下第3题大都是属于突发事件类型

，一般都是考查考生的应急应变能力。 审题具体方法： 1.充

分运用好思考的那几分钟时间，快速拟出答题要点。 一是按 

“题型分类及答题思路”审题，拟定好答题提纲；二是在对

待熟悉与生疏题目的问题上，思考时间应重点放在生疏题目

答题要点的思考上，因为在面试中，任何一题不会答或答得

不好都会全盘皆输；三是在顺序上，同等条件下，重点思考

第一题，第一题答好了，首因效应佳，有旗开得胜的效果。

2.集中精力，认真听考官提问。沉着应对、短暂思考，不要

急于答题，面试不是抢答题。考试中可能会出现加问、追问

，这些问题题本中是没有的，要有思想准备。 角度法 从某种

意义上讲，可把面试定位为言语申论。言语申论和文字申论

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把考生模拟为公务员。所以，考生在

面试时，一定要站在公务员的立场、角度去认识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回答问题。比如

，对腐败、消极现象的认识，就应该站在公务员角度表态。

一般说来，考生可站在下列角度去答题： 1.普通公务员的角

度。把自己虚拟成公务员身份，站在政府立场，公务员角度

思考回答问题。 2.进入假定身份角度。有时候题目会给考生



假定一个身份或角色。例如：“五四”青年节，你单位组织

座谈会，领导委托你做个即兴发言，时间3分钟。这时你答题

的身份就是青年职工，要在“五四”青年节讲话，讲话内容

要弘扬“五四”运动“爱国、科学、民主”的精神，作为青

年人要把它落实贯穿于平时工作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建

功立业。如果把这个题目换一下：一所中学纪念“五四”青

年节活动，你作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校长请你做个讲话，

时间3分钟。这时角度就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是青年职工，而

是政府工作人员，你讲话的主题就应当是弘扬“五四”精神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站在考

官的角度。有的问题要站在考官角度思考才能得高分。如有

这样一个题：最近几年公务员报考热，社会上一些培训机构

举办收费上万元的天价培训班，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你是

否参加过面试培训？站在考官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在回答时

你说参加了培训，如果现有水平是80分，考官会想，参加了

培训才这个水平，没参加会更糟糕， 80分不是你的真实水平

，这样肯定会给你的得分造成影响。作为人事部门来讲，按

照市场经济，公务员考试也是一种经济，没权力去制止，但

是不提倡。所以，站在考官角度，在回答第二问时就应选择

没参加辅导。 结构法 答题中要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1.思路清

楚、言之有序、层次分明。 2.抽丝剥茧、层层递进、逻辑严

密。 3.遇到障碍、自然跳跃。 面试评分标准有这样的要求：

考生思维清楚，逻辑清晰。所以，逻辑性、条理性是面试答

题的生命力，只有结构完整、逻辑性强、条理清晰的答案才

能拿到不错的分数。因此，回答问题最好采用点子式，如：

第一，第二，第三，最后；首先、其次、再次，最后；一是



、二是、三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力求有条理、逻辑性强。 

跳跃法 公务员考试可以说是考生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每个考生都十分重视，在考场里难免会紧张。紧张不完全

是坏事，适度紧张会使自己兴奋，过度紧张会导致思维短路

。比如，一道题考生在思考时想到四点，由于紧张，回答到

第三点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时候，一些没经验的考生就

暂停在那里，努力回忆第三点，导致冷场，最后的分数自然

不会很理想。而跳跃法就是在我们遗忘某点的时候要跳过去

，如前面这个题目，考生完全可以直接说第四点，因为考官

并不知道考生要说几点，这样才能保证考生取得好成绩。 以

下几种情况考生可使用跳跃法： 1.思维短路。面试的题目是

考生准备过的，例如腐败现象的题目，按照十方针公式认账

、全面、危害、表扬、表态来回答，考生回答完“全面”那

点后，发现“危害”那点忘记了，于是暂停，心里想，题都

压中了一定要想出来。结果想了1分钟，总算把“危害”这点

想出来了。但这样做明显得不偿失。正确做法是把这点跳过

去，如果最后能想起来这点，可以把它变成最后一点。如果

暂停1分钟把那点回答出来了，尽管内容全面，但在语言的流

畅性上却失了分，给考官的总体印象会大打折扣。 2.成语、

名言警句短路。考生回答问题过程中想引用名言警句，例如

这个题：“细节决定成败”，你怎么看？考生想引用“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这句名言，本来这句话考生平时是烂熟于

心的，但由于考试紧张，突然忘记了。没经验的考生就暂停

在那里，仔细回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正确做法用

其他名言代替或者干脆不说名言。 3.字词口误短路。无论谁

写文章都会有错误，面试也会有口误，这是正常的现象。如



：有个考生在回答“人民警察的职责是什么”这个题目时说

到“人民警察是国家的暴力工具”，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于是马上纠正，对考官说：“对不起，考官，应该是专政

工具”，而考官可能根本没听出来他说错了，他这一改，考

官反而给他降分。正确做法是口误不要纠正，在下次说到的

时候自动纠正就行了。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公务员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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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