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使综合分析题的答案有深度

结构化面试中，常见的五种题型，分别是综合分析题、人际沟通题、组织管理题、应急

应变题以及自我认知题，而在一般的面试考试中，这五种题型不一定都会考到，但综合分析

题几乎是每套题中都必考的。

为什么综合分析题这么受欢迎呢？

在考官评分考核表中，对于综合分析题型是这样定义的：对事物能从宏观方面进行总体

考虑；对事物能从微观方面对其各个组成部分予以考虑；能注意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组合。

所以，综合分析主要考核的是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现在公务员非常注

重的两个能力，所以综合分析题是现在面试中非常喜欢考的题型。

而在答题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思维，既要有宏观的把握，还要有微观的深入，

如此，才可以将一个综合分析题进行了初步的挖掘，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而要将题答好，

还需要有理有据，由浅及深，由点及面。正所谓，答出来容易，答好却很难！一不小心，就

可能会把题答的很模板化。

综合分析题的答题思路是什么呢？

华图教育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了一个比较的思路，即：扣题—分析—对策—提升，这是一

般综合分析题的一个答题思路，思路即我们在答题之前脑子的一个思考路程，并不是我们要

说出来的答案，这个大家一定要捋清楚。

扣题即要阐述一下题目中所述现象的背景或本质，并对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以

及这种现象可能带来的危害等，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最后再总结提升。

什么是比较模板化的答案呢？

（1）盲目套用官方理论：认为能增加语言的震撼性，实际上，如果用得太多、太杂，

给考官一种堆砌的感觉，背的痕迹过于明显，容易让考官感觉冗繁乏味。

（2）盲目使用名言警句：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每个人第一反应都能

想到的名言警句。

（3）盲目拔高：不是所有的综合分析题最后都需要用非常有高度的话进行结尾，或者

联系国家政策进行最后升华的。

我们在答题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答案模板化呢？

（1）表达的内容要有层次和逻辑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考官的听觉，更好地提升语

言表达能力。

（2）要有深度、有亮点、有内涵、有视野，这就需要考生必须扎实做好知识的积累，

才能更好地驾驭公务员的面试。

（3）名言警句是最容易记忆的，并且通过记忆，是最容易在短期内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的。所以，建议广大考生多背一些经典的、深刻的名言警句，单是这些名言警句一定要把他



们的意思理解透彻，这样才能非常熟练自然的运用，不能为了用而用，用名言警句只是为了

让我们的答案更出彩，如果用的不好，反而显得很刻意。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

【例】某单位要打造“学习型机关”，每月该单位都出资购买相同数量的书籍，用来培

养单位职工的阅读习惯，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以及改进的建议？

近年来，党和政府号召全民学习，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有政府为了建立“学习型机关”

而给职工发书，这种做法确实能够鼓励大家阅读，但是每月都发一些相同的书，则未免过于

流于形式，容易使单位职工丧失阅读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单位职工阅读能力的提升。因此为

了更好地建立学习型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加强前期调研。单位应事先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职工的阅读兴趣，这样才能

有针对性的购买书籍，以确保职工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学习。

第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除了通过发放书籍的方式来鼓励大家阅读，还可以通过观看

纪录片，学习心得座谈会，学习知识竞赛，有奖问答等方式，增加学习的趣味性，鼓励更多

的人热爱学习。

第三，确保阅读时间。在要求职工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机关应尽可能地保障职工的

学习时间，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职工的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加班时间，这样就能空

出更多的时间让单位职工学习。

总之，打造“学习型机关”，既要从意识上重视它，加大学习型机关宣传力度，更要从

行动上落实它，采取多元化的方式鼓励大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