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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技巧

第六节 材料题

材料的引入更加有利于对考生真实能力的考查。这种形式使考生在回答问题时可以更有针对性，考

生可根据题目材料所给出的具体情景进行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出题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常规

的结构化命题考生背答案、泛泛而谈的弊端，更有利于选拔出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考生，具体的

答题套路跟公考中的申论具有相似性。

考生可以用阅读理解的方式，即解读申论材料的方法解读一些面试题。从根本上，材料类面试题目

跟申论都是考查考生的应对能力、机关事务处理能力、计划组织能力等。只不过面试需要把答案说出来，

而申论只需要把答案写出来，通过文字进行考查。因此，可以通过读、找、答三步走的方法来解决面试

材料题。

一、读：解题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应读两遍材料。

第一遍粗读、浏览，了解大意。其主要任务有两个：第一，了解材料涉及的基本内容；第二，注意

各段材料的联系，读出材料叙述的核心内容。

第一遍读完后，继续审读设问，然后再带着设问仔细读材料，将材料读懂、读透。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阅读材料时，一要认真审读设问；二要明确设问要求。

二、找：解题的关键

在实际解题过程中，“找”与“读”往往是一致的，不要将两者截然分开。在这一阶段，考生应注

意以下几点：

1．注意筛选与归纳，找出材料之间的联系，抓取重要信息，概括材料的主题，以及每一段的大意。

2．找出材料与考点的相似点，体会命题者的意图。

3．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一定是从材料出发的。

4．在读材料时找对策，可以就材直取，直接查找对策。

三、答：解题的落脚点

给定材料题的设问与作答主要有两种：一是层层发问、逐次诱导的递进式，围绕一个中心，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二是归纳评述论证式。

（1）层层发问，递进作答。（2）归纳评述，按问作答。注意针对性和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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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类材料

政策类材料侧重考查考生的政策理论功底，要想破解这类问题，首先要充实基本的政策理论。考生

在备考时，一定要花些时间去认真研究，掌握其精髓。

2．经济类材料

经济类材料注重考查考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关心与认识，考生应注意在平时的学习中积累这方面的

知识储备。

3．社会民生类材料

民生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点，面试考试中对民生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将会成为趋势。

面试礼仪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想进入事业单位，除了优秀的作答水平，面试礼仪的得体与否也极大地影响着

考生获得成功的概率，举止仪表在结构化面试测评要素中也占有了较大的比例，因此考生的举止言行，

甚至于一个轻微的动作或者是表情，都会跟考生的面试成绩息息相关，事业编制人员的举止代表了一个

单位的具体形象，因此必须遵守礼仪规范，使举止合乎体统，优雅适度。良好的形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自然

自然最美，自然有如行云流水，行止自如，是举止的首要要求。不矫揉造作，不局促呆板，不装腔

作势，就是自然。微笑发自内心，不强作欢颜，不满脸堆笑。举止自如，才显示出真诚和朴实。

◆稳重

稳重是由工作性质和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稳重就是处事和待人接物沉着稳健，泰然自若。办事时有

条不紊，精明强干，而不是毛手毛脚，丢三落四；交谈时娓娓而谈，而不是手舞足蹈，喜怒无常。

◆得体

举止符合身份、适应场合、顺应情景，就是得体。事业编制人员的举止，代表单位的形象，有时甚

至是代表国家、民族、地区的形象，要有很强的角色意识，一举一动，必须符合身份。不同的场合，不

同的对象和环境，举止要求不一样，庄严肃穆的场合要求举止庄重，轻松欢乐的场合则可以活泼一些。

◆文明

举止要体现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别人谈话时，尊重他人，安心听讲。文明不

雅的行为，注意公共场合的禁忌。优待女性，主动给女士让座、让道。女士站立、下蹲、就座时注意姿

势。

◆优雅

这是举止的最高境界。举止优雅是精神境界、文化品位、道德修养的综合体现。要求举止在符合一

般规范的基础上，追求高尚脱俗，美观雅致，坐立行走、神态表情显示出不同凡响，高人一等。除了掌

握一般的举止礼仪外，需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实践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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