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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技巧

第五节 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题型主要考查考生对事物的认知与分析能力，通过对某一问题的判断、推理，挖掘事物的

本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综合分析题目答题的特点就是分析的透彻性，透过现象看本质。考生要想答

好此类题目，还得从题目本身开始，深入挖掘，层层递进，最终解决问题。

一、观点理解类

观点理解类综合分析，也就是给出一句话，让考生回答对这句话的理解。这类题的解题思路一般为：

破题表态——分析论证——联系实际。

（一）名言警句类

名言警句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名言警句、中国近代名言警句、国外名言警句。选题一般让考生谈谈对

名人经典言论的理解。

（二）社会流行语和顺口溜

流行语，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

但是，流行语反映的一般是平民文化，以对立居多，因此在分析论证时就需要辨证分析。

（三）领导人讲话

领导人讲话中的精辟语言经常被直接用于面试考试中。这类题需要考生在了解相关背景的基础上，

加以深入思考才能回答地更好。

二、公共政策类

（一）大政方针型

这类试题考查的是考生的相应政治理论功底，要求考生在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对方针政策的提

出的背景、原因、意义和贯彻落实的方法进行作答，主要涉及近年来民生、管理、经济、文化、生态等

各方面。如果对方针政策没有一定的理解，那么此类题目回答起来就比较困难，因此展鸿特开设了重点

课程，帮助大家解读。

（二）一般政策型

一般政策型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或者政府各职能部门所作出的决策，决策的制定是否合理还有待于实

践的检验，公众的监督和评价。因此，对一般政策型题目需要考生作出辩证分析，客观评价。

（三）哲理故事类

所有的故事类题目均蕴含意味深长的哲理，而且往往蕴含不止一个哲理。这就决定哲理故事类题目

的答题角度不止一个，但其破题答题步骤一致。



2

三、社会现象类

社会现象类试题是综合分析题中最常考的一类题型，主要是要求考生针对社会热点事件谈出自己的

看法。一般而言，我们将社会现象类试题分为积极类、消极类和新生事物类三种。

（一）社会消极现象

社会消极现象类试题主要体现为某种社会现象对整个社会具有消极的影响。

（二）社会积极现象

社会积极现象类试题主要体现为某种社会现象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社会新生事物类

新生事物几乎每天都在出现，短时间内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对于这些

没有定论的新生事物，我们一定要全面、辩证、客观地看，不能过于偏激，要分清利弊，科学解析。

四、串词联想类

串词类试题作为事业单位面试题的形式之一，在事业单位面试的题型中经常出现。常见试题形式为

给出 5 个左右的词汇，其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同词性的词语，实词较多，虚词较少，而词语

之间基本没有任何关联，要求用这几个词语串连成一段话或者一个完整的故事，词语顺序不分先后。

串词类试题的考查内容非常深刻、丰富，包括创新能力、预见力、想象力、评价能力，同时根据考

生设定的故事情节或者一段话的主题，侧面考察考生的知识面、价值观、人生观、社会阅历以及政治思

想高度等。换句话说，必须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和开阔的视野，才具备攻克串词类试题的基本素质。

比较常见的题型有以下几类：

（一）词语串词，比如：用“事业、诚信、爱情、小康”四个词说一段话；

（二）成语串词，比如：请你用三分钟的时间谈一谈“和谐社会”，其中必须要包含三个成语；

（三）首尾串词，比如：用“春暖花开”开头，并用“是一场误会”结尾，编个故事，要求有情节；

（四）综合串题，比如：给一个材料，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作答。

基本思路：破题、联想、引申。

答题原则：自圆其说原则、以故事带词——立意取胜、打动考官。

联想方法：置入活动法、“4W”故事法（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事件）

五、词语补充类

词语补充类属于综合分析题型中的串词联想类，侧重考查应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学习创新能力。

解题思路：首先题目基本上已经给出了一个论点，加入括号中补充的词语与前面的词语应形成一个

递进的逻辑关系。接下来对完成的观点进行论述，最后联系工作实际，升华主题。

破题技巧：补词、答题、叙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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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图画类

图画类题一般是给你一副图画，让你联想引申出自己的看法。答题思路和联想类基本上是相似的。

一般可以分为漫画类、图表类。

1．漫画类

侧重考查应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求职动机。

解题思路：答漫画题，先要观察漫画，确定漫画主题。漫画题与现象看法类问题有相通之处，考生

要把握漫画所反映的实质，找出其负面影响，然后根据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

破题技巧：引语、揭示本质、结合现实、解决措施。

2．图表类

侧重考查应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学习创新能力。

解题思路：单纯的图表题，考生可充分发挥想象，在答题中彰显个性特征，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

职位特点、报考单位等信息，给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破题技巧：引语、揭示本质、联系实际。

七、两难选择类

综合分析题中的两难选择类，主要测查应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解题思路：这类问题直接将考生置于冰火不容的尴尬境地，让考生觉得无从下手。两难就是要求考

生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而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有所不妥。通过这类试题，考官想看到的是考生是否具有

平衡原则和灵活处事的能力。题目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考生可用辩证的

角度去解答，但最好有一个倾向性的观点，围绕此观点侧重论述，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即可。

破题技巧：辩证看待、逐个分析、阳光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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