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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常见九大问题 

每年的面试备考期间，我们都会接到考生各种各样与面试相关的问题，而且年复一年，

每年的问题基本相似。我们在这里总结了常见的九大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模板有争议 

模板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行为模式化，思路模板化，语言套路化。行为模式化主要

是着装、礼仪等方面过于死板，比如“要不要穿正装”“要不要鞠躬”的问题。思路模板化

主要是每类题型都按照固定的思路来回答，不符合题干要求。语言套路化主要是说一些让考

官反感的套话，比如“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圆满完成任务”“作为一名公务员，……” 

第一，模板本身没有错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模板”是相关的专业人员通过对历年面试真题的分析和研究，再

结合公务员日常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等，用心总结整理出来的。 

同时，也是被那些成功上岸的公务员验证过的、行之有效的做人、做事的方法。比如调

研类活动的答题思路，调研方式和途径、调研对象、调研内容在测评要素中有明确的要求，

而且也是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那么，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思路本身没有任

何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告诉考生，面试答题是非常灵活的，不建议大家去背

答案、背解析。我们教给考生的，更多的是一种做人的原则、做事的流程和方法，分析问题

的角度、解决问题的策略。为了让考生的答题更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我们也会提供“答题思

路”，注意不是“答题标准”。因为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都不一样，那么呈现出来的

逻辑性也不会千篇一律，特别是那些思维缜密、能力较强的考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答题，保证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即可。 

第三，要学会正确使用模板 

不同的考生学习同一种思路、同一个模板，答题效果可能截然不同，足以证明是模板的

使用出了问题。模板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一下几点。 

备考初期，特别是对于答题能力较弱的考生来说，如果在实在是无从下手，不妨先按照

模板进行练习，至少能从不会说话到有话可说。坚持练习，逐渐掌握答题的方向和原则；多

看解析，逐步丰富答题内容。 

备考中后期，当掌握了每类题型的答题思路以后，就需要考生多思考、多琢磨、多总结，

舍弃那些被很多人说过无数遍的“套话”，试着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大胆扔掉那些单纯为了

保证结构的完整性而存在的答题要素，尽量说有用的话。这是“涅槃”的过程，但只要坚持，

最终一定能形成自己的答题风格。 

总之，“模板”不是万能法宝，也不是洪水猛兽。当我们是“面试小白”时，模板是我

们学会答题的“拐杖”；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模板也不会阻碍我们更上一层楼的脚步，

反而会让我们在遇到难题、怪题、偏题时，帮我们找到方向。希望大家能正确看待、深刻理

解并正确运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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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擂有压力 

国家公务员面试中，不公布考生的成绩排名，也就意味着考生并不知道自己与竞争对手

之间的分差，但是可以根据本岗位公布的最低分数线、招录人数、进面试的人员比例，以及

当年考生的整体成绩，预估自己在竞争对手中的排名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成绩比最低分数

线高出很多（比如 20 分以上），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岗位第一名，也就是守擂的角色。 

在各省（市、区）的公务员招录考试中，会公布考生的成绩和排名情况。相信每个岗位

第一名的考生在备考中，可能都会有“守擂的压力”。如果与后面竞争对手的分差较大（比

如 10分以上），这种压力相对会小很多；但如果与后面竞争对手的分差很小（比如 1-2分），

这种压力就会比较大。 

第一，不能掉以轻心 

有的考生问“我比竞争对手高出十几分呢，就算我的面试能力差一些，但面试成绩也不

至于差那么大吧？”在这里，想告诉有这种想法的考生，同一个考场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有

可能相差十几、甚至二十分的。所以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用心备考、坚持练习答题才

能不被对手逆袭。 

如果自身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较强、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心理素质较好，平时对热点

新闻事件较为关注，经常看深度新闻报道，那么只需要在备考期间调整好心态，按照自己的

备考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答题练习。 

在练习过程中，多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学习，查找自己答题中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正。

加上考前集中强化模拟演练，在考场上用实力证明自己。 

同时，也要提醒这部分考生，不要“轻敌” 

第二，不要妄自菲薄  

还有的考生问“我比对手的分数只多了一两分，而且我答题这么差，太容易被翻盘了。”

也想告诉有这种心理的守擂者，你不了解对手的实力，不知道对方是实力强大的劲敌，还是

与你能力相当，一切都是未知的。这些外在的因素，对我们的备考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给

大家的建议有两点： 

要有信心。不仅要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还要有赶超他人的信心和决心，不能

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要制定科学的备考计划。不断学习各类题目的答题思路，充实答题内容，不断进行答题

练习，努力提升自身的面试能力和水平。运用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备考方法，这是决定最终

能否成功守擂的关键所在。 

三、逆袭有希望 

一般来说，如果面试成绩是整个考场的前几名，逆袭的概率会大很多。也就意味着，逆

袭考生的面试水平要高于大部分考生的平均水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平时的答题练习中就

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一，心无杂念，全心备考 

在国家公务员面试中，如果你的笔试成绩正好就是本岗位的最低分数线，那么毫无疑问

你是要逆袭、要翻盘的角色。与守擂者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预估自己的排名不同，逆袭时很难

通过什么方法预估自己与第一名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外在的客观因素对于逆袭

的考生来说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明白这一点，就更应该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提升自己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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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能力上。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第二，形式上，不留遗憾 

在答题时，首先要保证形式上征服考官。比如声音洪亮，与考官有一定的眼神交流，没

有多余的小动作，整个人表现得自信、阳光、从容不迫、不卑不亢。 

再比如：语言表达流畅，没有明显的停顿；用词相对规范，没有明显的用语不当；每道

题目的内容安排整体上层次分明，让考官很容易捕捉到答题要点；每道题目的分析、论证都

遵循某一种逻辑思维。 

如果形式上的这些细节，每一个都能做到，至少会给考官留下不错的整体印象，也能保

证分数不会太低。 

如果在答题过程中，能够面带微笑，甚至融入真实的情感，让考官感受到你的真诚，

被你打动，一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第三，内容上，有新意、有亮点 

要想逆袭，只关注形式肯定是不够的，内容上也必须能征服考官。如果答题内容程式化、

模板化，平淡无奇，很难取得高分。这就要求逆袭的考生，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 

在平时答题练习时，要思考得更深入，要能找到新颖的、很多人想不到的观点。这就

需要多查阅资料，多看深度的新闻报道，不断拓展知识面。还要善于记录和总结，听到比

较独特的观点、想法都可以记下来，用心领悟然后变成自己的观点。 

以上几点是我们根据很多优秀学员反馈的信息，总结整理出来的。要想成功逆袭，就需

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断提升自己。 

四、签位有策略 

考试前，由考生抽签来决定自己面试的顺序，就像参加各种比赛一样，相信没有哪一位

考生愿意抽到 1号。但是，结构化面试的“签位”问题，对于考生最终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大。

为了确保公平性，考官的评分方法很好地规避了这一点。 

在面试工作前期，因考官自身尚未形成稳定的评分标准，一般会通过前几名考生之间的

比较分析，进一步斟酌自身的评分标准和打分尺度。也就是说，即使抽到了 1 号签，也不要

过于沮丧，关键是要能在考官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不同的签位，应对策略上还

是有细微差异。 

第一，靠前的签位 

由于没有在考场门口等待的时间，强烈建议 1 号考生根据考试开始的时间，提前几分钟

让自己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这样在进入考场以后能相对快速地平复紧张情绪，进入面试答

题状态。 

由于考官需要一个熟悉题目、确定评分标准的过程，所以建议前几号考生回答问题时，

除了做到形式上的全部要求，比如表达流畅、条理清晰、自信之外，必须保证答题内容丰

富、论述全面、充实，结构完整。因为这个时候，答题内容在考官最终的打分中可能会占较

大比重。 

第二，中间的签位 

签位在中间的考生，在答题内容上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但是要保证每道

题都能有一两个新颖的提法，有亮点。因为结构化面试中，所有考生回答的题目是完全一样

的，难免会出现相似的内容，如果答题内容平淡无奇，与前面考生的答案相似度比较高，不

能吸引考官的注意力，就很难拿到高分。但是，如果每道题目中都有哪怕一个独到的方法、

看法，就可能会取得较高的分数。 



                       服务电话：400-8989-766 

5 
 

第三，靠后的签位 

签位如果比较靠后，特别是临近中午或下午结束的时候，就要稍微调整策略。因为每个

题目都听了七八遍、甚至十几遍，考官的身体和心理都会有一个疲劳期，所以这个时间答题

的时候，形式上要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声音要足够洪亮，条理要非常清晰，要呈现出从容、

自信的状态。内容上建议不要说太多废话，特别是不要说“车轱辘话”，每个要点，简单明

了说清楚即可。此外，如果在内容上能有一些新意和亮点，效果就更好了。切忌不要啰嗦。 

总之，“签位”是随机的，希望各位考生能理性看待。在备考时提前了解一些策略，然

后在备考过程中把不同签位应有的答题节奏都练习到，到考试时，无论抽到几号都能从容应

对。 

五、候考有玄机 

考试当天，进考场前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是在候考室度过的。进入候考室以后，工作人

员会宣布《面试候考室管理规定》和《面试人员纪律要求》，一般来讲，对考生的要求主要

有两点： 

第一，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准擅自离开候考室，不准在室内喧哗吵闹。 

第二，面试结束后，考生不准返回候考室，不准在候考室附近停留议论，不准以任何方

式向其他应试者泄露试题。 

希望大家严格遵守规定，不做任何容易引人注意的事情，以免因“无意”违反规定而引

起不必要的麻烦，影响面试的心情。除此之外，在候考室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大家注意： 

第一，在候考室等待的时间，考生可以翻看备考时总结的资料。 

第二，签位比较靠后的考生，不用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第三，可能就会有人交头接耳，打听同一考场每个考生的信息，比如“你报的哪个岗位”

“你笔试多少分”“你参加辅导班了没有”……，建议不参与小范围讨论。 

第四，如果“准确定位”竞争对手，不要被对方的气势吓倒，也不能掉以轻心。 

总之，如果在候考室等待时间较长，要有合理的规划，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无论听到了

什么信息，都不能改变自己要面试成功的决心。 

六、紧张不可怕 

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公务员面试不仅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决定自己职业选择和人生道

路的重要环节，肯定都特别重视和珍惜。也正因为如此，有些考生可能从知道自己进入面试

的那一刻开始，在整个备考期间都处于一种紧张、甚至焦虑的状态。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很

有可能影响到备考的效果，甚至考场上的正常发挥。如果有些考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甚至

陷入过度焦虑的状态，可以尝试以下办法来缓解： 

第一，利用“系统脱敏法”，消除过度焦虑 

所谓的“系统脱敏法”，在心理学上就是指通过一系列步骤，按照刺激强度由弱到强、

由小到大的顺序逐渐训练心理的承受力、忍耐力，增强适应力，从而达到最后对真实体验不

产生“过敏”反应，保持身心的正常或接近正常状态的效果。而在面试中，这种“系统脱敏

法”的训练可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充分的自我认知和对面试过程的详尽了解。考生在备考时要多了解一些面试的信

息，包括面试的流程、形式，以及历年面试真题，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大

家对面试有充分的了解，经过了高效的备考和反复的练习，在步入考场时就会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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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模拟面试”，即考生在考前进行真实考场的模拟演练。包括如何进场、如

何向考官问好、如何坐下、如何听考官的指示、如何思考、如何开口回答、如何完成答题、

如何离场；当然最重要的是答题演练，如果答题过程中大脑空白了怎么处理，太紧张说话不

流畅怎么办……如果能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坚持练习，那么考试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基本

都会有一个“预演”，到了真实考场上就能缓解紧张的程度。 

第二，调节身体和心理状态 

从公布面试名单到面试当天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为面试备考期。对于国家公务员面试来

说，备考周期通常比较长，也就是说各位考生有充足的备考时间。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不要搞“疲劳战”，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备考效果。此外，还要注意调整身体，可以适当

增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比如散步、听音乐、和朋友聊天。这样既能增强体质、保持精神

奕奕，又能愉悦身心、缓解心理压力。 

越到临考前就会越紧张，这就需要大家不断调整心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把

自己逼得太紧，不要患得患失。信心是面试成功极重要的因素，要相信自己的付出、相信自

己的能力和努力，要告诉自己“享受过程，正视结果”“不求尽善尽美，但求无怨无悔”。尽

量让自己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地轻松走向考场，这样才会充分展现自己的气度和才华，赢得考

官的青睐，取得面试成功。 

第三，积极地自我暗示，不断鼓励自己、突破自己 

公务员面试的高难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那种特定的面试场景中，能做到一点

不紧张的考生寥寥无几。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考场上紧张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快

平复紧张的情绪，进入答题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不断地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要告诉

自己“我可以”“我行”。如果是比较腼腆、心理素质较差的考生，建议在备考期间能够强化

锻炼，比如在人多的场合主动发言、讲话、甚至答题；甚至可以在大街上找陌生人说话，

这些方法都可以很好地提升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以上几种方法是相通的，如果用一句话来缓解面试前紧张的心理状态，那就是：深呼吸，

放松，放松，再放松。当然，有些考生在以往的经历中，或许已经形成了适合自己的调适方

法，那最好不过。 

七、内容不充实 

在答题训练中，有些考生在听完“高手”答题、或者看完面试真题参考解析之后，会发

出“人家怎么答得那么全面”“为什么我的答案干巴巴的”“什么时候我也能答得那么好”等

类似的感慨。那么，答题内容不充实的问题怎么解决，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如果知识储备较少、日常工作和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每个题目能想到的“要点”

只有一两个，那么，我们可以就能想到的“点”充分展开论述。怎么展开？可以去思考为什

么要提出这个“点”，这样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危害。还可

以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这就要求考生在备考期间，多准备一些事例，每个事

例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如果能做到幽默风趣更好。在答题时稍微做些调整，这些

事例不仅能解决论述不充分的问题，还有可能给考官带去一些“新鲜感”，成为得高分的亮

点。 

提醒大家一点，面试打分，考官看的是综合能力，不像申论客观题那样严格“按点给分”，

所以不用过于纠结每道题必须回答几个要点。如果要点足够多，但缺少相应的分析和论述，

也不见得就会得高分。一定要视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此外，要想真正解决“想不出要点”的问题，在备考时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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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答题练习过程中，要学会记笔记，特别是听那些答得比较好的同学答题时，及时记录别

人答题的要点，多运用方法技巧，然后不断总结规律，积累经验。只要坚持，一定可以掌握

每类题目常见的考点和规律，这样在考场上就不太会出现思路打不开的情况。 

第二，如果经验比较丰富，思维比较发散，对每个问题都有很多想法，但是语言不够丰

富，或者心里有想法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在紧张的状态下，想到的词汇就更加有限，内容上

就会显得比较空洞。建议这部分考生在备考期间，强化练习“说有用的废话”的能力，不要

“惜字如金”。每次有新想法涌现的时候，把前因后果全部连起来想一遍，甚至说一遍。在

备考时，除了学习别人答题之外，背诵一些面试素材，去琢磨、学习别人展开论述的技巧。

每道题回答完以后，可以查看参考解析，找出里面好的表述记录下来，如此坚持下来，积

累的素材越来越多，自己会说的话、能说的话也会越来越多，答题内容也会充实起来的。 

八、表达不流畅 

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在测评要素中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如果这方面的能力较弱，会直

接影响你在考官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影响最终的面试分数。坦白讲，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较

差，是面试中的大忌。因为这个能力不是几天、几个星期的强化训练就能明显提升的，但是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总结了语言表达方面常见的问题和建议措施。 

第一，不会断句，该停顿的地方没停，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了，这会让听的人非常不舒服。

只要不是特别严重，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很难发现，但如果是逆袭有很大希望、守擂有很大

压力的考生，一旦有这样的问题，建议读一些新闻报道，然后再听播音员的播报，对比查

找出现断句错误的句子，做好标记，不断练习，争取改正，做到精益求精。 

第二，口头语较多，比如“然后”“嗯”“啊”等。口头语的问题，考生自己往往意识不

到，即使别人给他提出来，与快速掌握答题思路、充实答题内容相比，也不太能够引起考生

的注意。建议这部分考生，在答题练习时，用手机把声音录下来，自己去听。当自己都不

能容忍的时候，才有可能下定决心去改正。要想减少口头语出现的次数，除了要时刻提醒自

己之外，还可以尝试适当放慢语速，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组织语言，因为有些口头

语可能是因为没有想好下一句话怎么说，又不能有明显的停顿，才用口头语来化解尴尬的。 

第三，词汇量匮乏，有想法但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或者词不达意。建议这部分考

生在备考期间，每天坚持背诵一些面试相关的材料，每天坚持进行高强度答题练习。也就

是说，充分利用考前的时间，让自己经常处于开口说话的状态。如果遇到心里面有想法，但

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述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写下来，或者上网搜索关键词，学习别人的表述，

逐渐变成自己的话；还可以求助那些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或朋友。总之，如果能坚持

不懈地说话、答题，一定会取得明显的进步。 

九、经验不丰富 

有些考生在回答人际关系、组织策划类题目时，会明显感觉到“捉襟见肘”，他们还为

自己的“力不从心”找出了真实存在的客观原因，比如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生活阅历也不

丰富；没有组织过任何活动；跟同学相处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冲突；几乎从来不关注新

闻等等。我们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第一，调整心态，改变观念——面试得高分，不一定必须有丰富的经验 

因为有很多工作经验不丰富、生活阅历浅的考生，也能拿到面试考场第一名。而且，在

国家公务员面试中，大部分岗位都只招录当年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说，大家的起跑线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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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同样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为什么有些考生不仅能做到学习、实践工作两不误，既做

到了专业课年年得优，也提前参加实践活动，做好进入社会的各种准备？自己在这四年中又

收获了什么？如果能有这样的反思，能认识到与他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在接下来就必须静下

心、沉下去，埋头学习，尽量缩小这种差距。 

第二，可以弥补——要会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 

1.会学习。在备考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翻看面试相关书籍，比如真题解析，学习别

人处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2.善于思考。由于面试题目呈现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如果没有思考，只是一味地

学习别人的东西还是不能保证取得好的面试成绩。善于思考，就要在学习过程中，学会举一

反三，寻找题目之间的共性和差异。遇到新的问题时，要养成自己先思考、先作答，然后

再看解析的好习惯。 

3.善于总结。总结别人好的经验，拿来为自己所用；总结自己的不足，逐个改进和突破。

发现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才能不断进步。 

 

前面讨论了备考过程中常见的九大问题，希望能够解决考生的一些困惑，当然，每个人

的情况不尽相同，希望大家困惑的时候能及时找专业人士咨询，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信

地走进考场，赢得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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