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面试：答好组织管理的三大思想

组织管理类问题一直是公务员面试当中的常考题型，相对其他题目来说比较容易能答出

来，但又最不容易出彩，它的题目设置一般以日常工作实际为依托，考察考生是否具有良好

的计划、组织、协调能力。而参加公务员面试的考生一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缺乏相应工作

经验，不知道面对这些问题时候刚从何入手，答题最后沦为套路，特别模式化，在这里，我

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要点，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答题。

一、题目设置要明确

考生看到一道考察计划组织协调能力的题目，在审题时应该重点看那些地方呢？其实大

家最应该明确就是这道题目当中的任务以及情景，抓准关键词，才能在回答的时候真正的围

绕着这道题目本身来展开。

例如：单位去年组织一次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活动，但是活动的组织者准备的不充分，受

到了领导的批评。今年，这项活动，领导交由你负责组织。请问，你怎么办？

这道题你实际面对的问题就是组织一次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活动，但是这道题有一个前提

就是去年的活动受到了领导的批评，那么今年，你在组织这次活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去年领导为什么不满意，先做一个前期的调研，然后再开始计划组织工作，这样才是对题目

完整的回应。

二、目的分析要细化

很多考生无论是通过看书，还是通过学习，都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在强调目的

意义，所以基本都养成了作答先答目的意义的一个习惯。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听别的同学

答题，就会发现目的意义的作答千篇一律，甚至沦为一种套路化的表现。所以有些人开始痛

定思痛，觉得目的意义千万要不得。其实，目的意义还是可以提的，关键要看怎么提。在组

织一个活动的过程中，目的明确是可以给接下来的活动组织明确方向的。

例如：为了关爱留守儿童，上级单位要来你单位考察留守儿童工作开展情况，领导让你

负责接待，请问你怎么做?

在这道题目当中，很多同学答题都会这样来开头“为了关爱留守儿童，上级单位来我们

单位考察，由我负责接待，我会这么来做：”其实这就是被深恶痛绝的套路化开头了。所谓

明确目的意义，是你所做的活动的目的意义，这道题目当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做一个接待工作，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是给上级领导的考察工作做好支持，方便他们开展留守儿童考察工



作。大家会发现，经过自己分析的目的意义，细化了，而且同时也告诉给自己这次接待怎么

才能做好，那就是做好支持，这些支持就包括后勤等方面的支持，而且还要方便上级工作的

开展，那就可以细化地答怎么方便工作的开展。所以明确目的意义没有错，错就错在不假思

索照搬套用。

三、内容体现针对性

在答题过程中，活动的具体内容往往是考生容易忽略的一个部分，比方说，在一道宣传

题里，大家往往能够举出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但是往往对于宣传的内容了解不够，导致人

与人的作答没有什么差别。

例：现在要在单位内部开展一次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宣传活动，请问你如何开展？

现在要在本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宣传活动，请问你如何开展？

在这两道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活动的开展对象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面向单位，一个

是面向市民，如果都按照大家平时那样来答题，只体现宣传过程中多样的形式，那么这两道

题的答案基本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内容来凸显针对性。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机关单位的勤俭节约跟市民的勤俭节约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市民的

勤俭节约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宣传，节约用水、电等等，但是对于机关单位宣传勤俭节约，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外，机关单位是办公的地方，所以对于办公耗材的节约使用是一个特

性；机关单位又是靠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日常开销的，所以三公经费的勤俭节约是一个特性；

机关内部工作人员作为党员干部具有示范带头意义，这又是一个特性。根据这些特性来组织

这道题目的宣传内容就非常贴近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