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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湖北省事业单位面试一页纸-宜昌

析

一、考务情况

1.面试形式：普通结构化+材料结构化。

2.面试题量：3 道题为主，当阳、长阳地区 2 道题为主。

3.面试时间：

（1）普通结构化：10 分钟，每道题单独计时：3+3+4、4+3+3 读题+看

题。（当阳市 10 分钟，5+5，包干制）

（2）材料结构化：12 分钟，看材料 3 分钟，每道题单独计时：3+3+3。

读题+看题。

（3）时间提醒：投影计时、敲铃提醒、不提醒三种（每题剩 1 分钟提醒）。

4.考查方式：听题且有题本、有纸笔。

5.考场情况：

（1）考官情况：7 名考官，3-4 名工作人员。

（2）考生席布置：提供纸、笔。

（3）抽签形式：纸质抽签。按岗位抽顺序再抽序号。

（4）分数公布形式：考官现场打分

（5）分差情况：夷陵区分差不大，其余地区较大。

（6）关于考生携带资料：不允许带资料。

6.其他情况：部分地区的考场由左右两侧的主持人读题。

二、各要素分析

（一）人际交往意识与技巧



1.从考查频次看：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考查频次远低于综合分析、解决问

题、岗位匹配等题型，考题占比约 10%。

2.从考点规律看：主要考查与领导、同事、群众、亲友的关系处理，考点：

主动性、权属意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效沟通、适应性原则等均有测查。如领

导不满意工作结果、领导安排假期值班、处理多个领导的工作安排、领导安排与

拖沓同事完成紧急工作、领导冷落、领导公开批评、领导让做假账等；与同事关

系处理，主要涉及同事因帮忙受领导批评、同事打小报告、同事不同意方案、同

事犯错挨批、同事疏远、同事说坏话、同事反感、同事不会做、同事有异议等；

与群众关系处理，主要涉及群众投诉工作效率低、群众不满意工作或群众送菜等；

与亲友关系处理主要涉及家人不满工作、朋友请帮忙、执法工作的原则性等。

3.从命题趋势看：极有可能出现人际关系与综合分析、岗位匹配相结合的题

目。

（二）应变能力

1.从考查频次看：从近几年的题目来看，应急应变能力的考查频比人际交往

意识与技巧的考查频次略高，考题占比约 18%，2021 年，其考查频次有所增加。

2.从考点规律看：按照情境设置的不同，主要包括条件缺失、阻挠阻碍、争

执纠纷、误会质疑、公共安全、舆情处理等类型，通过分析考题可知，各类情境

均有涉及。主要涉及审计报告失误、转移危房居民、村道路塌陷、留守儿童突发

疾病处理、同事建议假报数据处理、群众申请资格不够、贫困学生入学难、群众

质疑工作、学生发生口角、纠纷、座谈会遇群众吵架、座谈会遇群众上访、领导

救灾途中发病、群众不愿撤离、山洪、污水泄露、办公室着火等话题。

3.从命题趋势看：紧贴热点时效性强，2021 年频频出现洪水情境的应急处



置真题；其次紧贴基层实际。如驻村工作的紧急事务处理和基层街道的综合事务

处置。

（三）综合分析能力

1.从考查频次看：综合分析能力是湖北省事业单位面试的重点测评要素，占

所有题目的三分之一，可以说算是必考题型。

2.从命题方式看：文字命题方式为主，仅在 2016 年、2018 年考查过漫画

题。一般问法是请考生结合社会现象、政府新政、习总书记讲话、哲理观点、等

谈理解、谈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在设问中也会出现直接提建议的问法。

3.从考点规律看：

考查形式：社会现象考查最多，约为 55%，其次为习总书记讲话的名言警

句，22%左右，观点类 11%左右。

考查内容：内容涉及最新的习总书记讲话、时政、观点、社会现象等，紧扣、

十九届四中这些社会背景，且立足湖北，放眼全国，直接围绕宜昌本地的话题较

少，多以间接的方式呈现。具体来说（1）侧重考查政治思维和家国情怀，考查

过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法治与德治、以人民为中心）、五四精神、青年与国家、

工匠精神等话题；（2）聚焦工作方法与认知，知行合一、主动求变、保持工作热

情等；（3）考查社会关注度高的时政热点话题，如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孩”政

策、医疗资源不平衡、节日文化、就业难、躺平青年、厕所革命、干部乱用职权、

生态保护等。

4.从命题趋势看：考查内容聚焦重点，但紧跟时代。（1）聚焦后疫情时代，

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等背景下的社会现象、习总书记讲话与最新政策等

依旧是考查重点；（2）聚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如辩证分析、创



新求变、提质增效等认知；（3）侧重精神品质、社会治理、干部队伍建设、青年

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等话题。

（四）解决问题能力

1.从考查频次看：解决问题能力近几年是湖北事业单位面试考试中比较常考

的题型，题目占比 13%。

2.从命题方式看：解决问题能力以常见的工作情境为依托设置矛盾点，一般

问法是怎么办、怎么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点军区在 21 年的真题中出现较为灵

活的问法：列出新员工入职座谈会话题清单，并阐述理由。展现出解决问题与岗

位匹配的融合考察趋势，值得关注。

3.从考点规律看：主要聚焦于两类，一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对策建议，如基

层组织建设、基层政策落实、社会问题解决等，如基层防汛工作、网络舆情监测、

单位培训组织、精准扶贫、质量检测、文明执法、学生健康、电话诈骗、垃圾分

类等；二是自我提升的方式做法，如提高执行力、做好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解决拖延症等。

3.从命题趋势看：目前公考选人越来越务实，秉承“干什么考什么”和注重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考查的原则，解决问题能力的题目占比将会继续增加。

（五）岗位匹配性

1.从考查频次看：岗位匹配性出题频率较高 10%左右。按照命题素材划分，

一般分为自我认知、求职动机、岗位认知、职业规划等。

2.从考查方式看：既有直接考查，又有间接考查。事业单位的考试中又以间

接考察为主，直接考察为辅。

3.从考点规律看：聚焦自我认知与岗位认知，自我认知，侧重收集考生的个



人信息，主要意图为了解考生，考查过成长经历、家风、执行力、个人性格、个

人短板认识、时间规划、心灵保温等。岗位认知，侧重了解考生对报考职位是否

了解以及职业价值观等，进而判断考生已具备的素质是否与该岗位相匹配，考查

过岗位优势、抗压能力、向先进学习、为人民服务、岗位素养、工作礼仪、能力

提升、岗位创新、工作态度、工作乐趣等。

4.从命题趋势看：与综合分析、人际关系、解决问题能力融合考查的概率加

大，注重结合自身实际、报考岗位和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的融合作答。

（六）言语理解与表达能力

1.从考查频次看：整体频率较低，2021 年，其考查频次有所增加占比约 8％。

2.从命题方式看：出现过沟通劝说为主的情景模拟、主题演讲和串词讲话三

种。在情境模拟中有一些较为灵活的命题方式需引起关注，如：2021 年宜昌地

区出现安慰鼓励女排队员、向领导作工作汇报等新的命制形式。

3.从考点规律看：情景模拟按照对象数量可分为一对一情景模拟和一对多情

景模拟。多半会将考生的身份限定为基层工作人员、事业单位或某单位工作人员；

面向的对象多为同事、领导、群众等；按照沟通的性质可分为劝说类、公开讲话

类等；演讲多以一个词汇或一个句子为主题，发表演讲。通常题干信息较少、题

干短小，主要涉及价值观、职业观、处人为事的方法理念等主题。该类题目主要

让考生根据给定的 3-5 个词（多为 5 个词汇，或让考生从 10 个词汇中选择 5 个），

讲一个故事或一段话。此类题型难度较大，尤其对考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语言组

织能力考查较多。

4.从命题趋势看：事业单位考试中多以情境模拟为主要考察形式，从 21 年

的考题形式可以看出，考题命制除了紧贴近工作实际之外，整体情景设置和题干



问法会更为灵活多变，从而回归对考生情境感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处理基层

事务能力的测查。

（七）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1.从考查频次看：计划组织协调能力考查频次较低，2020 年占比约为 15%，

21 年考题占比 5%，其考查类型较为广泛。

2.从考点规律看：首先，从考查形式上来说分为调研类、宣传类和活动组织

类，其中活动组织占比较多。其次，在内容的选择上，考查了具有时效性的话题

和一些常规性话题，其中，时效性话题包括党史教育、疫苗接种、公筷行动、垃

圾处理等；常规性内容包括：新人入职学习、应急处突、科普知识进农村等。

3.从命题趋势看：一方面应在出题的形式、比例与真题靠拢，例如，计划组

织协调类题目的 50%为活动类，其次为宣传类、调研等常见工作平均分配。另

一方面，在内容上做到时效性与常规话题兼顾，如疫情防控常态化、垃圾分类、

营商环境改善等。值得注意的是湖北事业单位面试中，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也会与

应变能力结合考查即协调能力，需要引起考生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