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 公务员面试备考计
划组织能力(汇总5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通过制定
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并
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篇一

考察计划组织能力类的题目几乎是结构化面试的必考题，这
类题目在经过系统的学习后，大部分考生都可以按照题干要
求完成作答。然而很多考生在答题时会存在题目可以作答，
但作答不够有针对性，缺乏亮点，自然也就无法博得考官青
睐。要想让计划组织类题目脱离同质化的困境，突破答题无
亮点的重围，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

开展任何活动都有其深层意义，把握活动目的，以目的为导
向进行活动的策划安排，才能紧扣题目，体现针对性。比如
宣传类活动目的都在于通过宣传改变意识甚至行为;调研类的
目的大都在于强调通过调研获取有效信息，为下一步工作推
动提供数据支撑;培训类活动的目的大都在强调提升能力，继
而提高工作效率等。切不可按照模板泛泛而谈。

计划组织类题目一般都是以真实活动为背景而命题的，在现
实生活中，组织一场活动往往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
面的要素，涉及诸多细节。有些考生在答题时，就会把现实
活动中的种种细节都迁移到答题中，觉得这样才全面，比如
在活动的时间表述上具体到了某日，活动流程阐述10条甚至
更多。当细节过多时细节就变成了了啰嗦，凸显不出重点;当
然，如果只是安排活动的前期准备、过程实施、事后总结也
会显得套路。因此，在答题时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具体



来讲，整体活动安排的主要流程要清晰，就像一颗大树，必
须要有枝干。每个流程中把与活动要素相关的点答出来，在
内容和形式上做重点阐释即可。

在结构化面试现场，很有可能当天面试人数超过20人甚至更
多，这就意味着同样的题目考官要听几十遍，想要让考官对
考生的答题印象深刻，就必须要让考官记得答题大概答了哪
些内容。采用第一、第二、……或者首先，其次……等这样
的逻辑词，(注意第一、第二……是配套使用的逻辑词，首先、
其次、再次、最后是配套的逻辑词，不可混用。)会让整体的
答题呈现出次序性，流程和思路也更加清晰，便于考官捕捉
考生的作答信息。考试更推荐考生使用第一、第二这套逻辑
词，因为会有很多考生在使用首先、其次、再次后作答还没
有结束，于是用然后代替逻辑词，使得作答条理不清晰，影
响考官的听觉感受。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篇二

结构化小组面试是近两年国考税务系统出现的一种新型面试
形式，许多备考面试的同学已经了解了结构化小组的作答规
则，但是关于这种面试形式的应对策略还是不甚清楚。因此，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加从容和高效的应对税务系统的面试，中
公教育专家总结出了以下经验方法，希望同学们能够活学活
用，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每位同学在候考室均有15分钟的备考时间，这15分钟至少需
要做三件事情：

1、熟悉规则：即使在平时备考时已经了解考试的规则，在考
场上仍需要阅读规则，比较是否有差异。若平时没有备考，
则需要在短时间内记忆规则，在草稿纸上做好标记。答题规
则不熟悉，导致答题环节不够紧凑，不流畅，甚至在其他同
学的提示下才作答，大概率会被扣分。



2、列好提纲：在草稿纸上列出每道题目的作答思路和重要词
句，观点要多并且新颖，以便在评价和回应环节能够派上用
场。每道题作答时间不超过两分钟，所以要尽量凸显自己独
特的观点和想法，切记贪大图全导致答题超时被打断。

3、大胆预测：学会察言观色，从竞争对手的外在仪容仪表和
精气神推断对方在答题时可能会出现的不足和漏洞，如年龄
大的人思维比较僵化，出现经验主义倾向;对手竞争状态差，
自己需要体现出自信等。

在答题阶段，应该尽量做到面带微笑，表情轻松自然，和考
官、同学有足够的眼神交流，声音清脆响亮，坐姿端正，无
多余动作，外在形象气质俱佳。语言表达有亲和力，流畅自
然，掷地有声。内容有逻辑有层次感，观点新颖并且论证充
分，有见解有深度。作答不超时也不太过于精简，恰到好处。

1、做好记录：记录对方的答题要点，列举清楚，同时批注存
在的问题以及自己为之提出的改进意见，以便在回应阶段能
够做到有理有据。

2、注意表情仪态：坐姿仍然需要端正，不能一味的埋头做笔
记，也需要和作答考生有适当的眼神交流，表情轻松自然无
情绪。

3、完善答案：当自己答案和以作答考生答案一致时，不要轻
易修改，考官也会按点给分，若是重要答案，仍然要坚持己
见，但是也要让自己的答案详略得当，层次分明，突出重点。
同时也可以深入挖掘，思考更多的不同于对方的观点，体现
出差异性。

1、遵守规则：时间不超，顺序不乱。流程不断，节奏不乱。

2、体现公职人员的素养：语言精练，点评精准，进退有据，
不盛气凌人，不刚愎自用。对方有明显问题要及时指出，并



给予解决措施，但也不能抓住对方的问题批评打压，不能对
优点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适当的夸赞表扬也是一种美德体
现。对于别人过激的或不切实际的点评，也不能冲动的反驳
甚至批评。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篇三

计划组织协调能力——调查上篇 【导读】 中公事业单位招
聘考试网为大家带来 2016 事业单位面试文章《计划组织协
调能力——调查上篇》，希望各位考生可以通过本篇文章对
事业单位面试有所了解和掌握，在以后的面试中灵活应用，
一举成功!计划组织协调能力，是事业单位面试中经常考试的
一项能力，该能力可以通过多种题目考查，如宣传类、调查
类、会议类等等。且题目考查方式灵活多样，如开展整个活
动，怎样做好活动的前期准备，或某项活动的重难点是什么，
等等。由于每种题目的考查重点不同，提问又具有灵活多样
性。因此，在考生不清楚每种活动本身的特点，又没有实际
组织活动的经验时，就会出现答题内容空乏，千篇一律，什
么活动最后都以汇报领导，总结不足为结束。在此，给考生
们分享调查活动的考查重点和题目解析。

一、调查类活动考查重点 题目如果问调查活动如何组织或开
展，需要按时间顺序把整个调查活动序详略得当的组织完整，
整个调查活动的主要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调查方
式、内容、结束。其中重点考查的是后四者，具体为：

第一，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多样性，能够保证调查活动本
身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考生在作答的时候应快速准确确定某
次调查活动的具体对象，如问题的利益相关方(个人、群体或
机构)、政府主管单位、问题的研究者和其他旁观人士。比如，
对大学生就业状况开展调查，调查对象可以从多个方面界定，
如大学生群体、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市人社局、人才市场以
及就业单位等。



第二，调查方法。调查方法是调查过程中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是调查活动中的重点。只有保证调查方法具备针对性，才能
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科学，也才能体现考生的专业性。常
用的调查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问卷法(纸质、网络)、访
谈等。

第三，内容。根据题目中调查的主题，确定宏观的调查内容，
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确定微观具体的调查内容。

第四，结尾。调查和调研活动的同异在于结尾。两者相同的
是都需要对调查的资料进行汇总、分析调查数据，撰写调查
报告。两者的不在是，调查只需要对客观数据进行问题描述、
现状描述，即“是什么”。调研除了解决 “是什么”的问题，
更注重研究“为什么”即重点在于原因分析、影响分析、预
测分析、解决对策等。

1b计划组织协调能力考察题型及解题方法

组织协调工作汇报

机器能力调查指导书

客户满意度调查计划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篇四

在公务员面试中，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是经常考察的一种
能力，它与公务员在未来工作中需要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
与实际工作相照应。对于大部分学员来说，这一能力的考察
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因其答题思路相对好理解，并能够做到
快速反映，作答时有迹可循。下面中公教育针对该种类型的
作答流程及作答原则进行介绍：



根据历年对这一能力的考察形式和内容来看，主要考察的是
考生是否对于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能否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一些矛盾，一些问题。因此其主要包
括处理冲突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团结合作与协调能力
等，基本的提问形式也是较为好判断的，例如：你是政府职
能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你的老领导按部就班，新领导雷厉
风行，作为下属的你，怎么办?这就是这一能力考察的形式，
我们能很明显看出其中既要解决人际问题，又要解决工作问
题，在职场中将人际关系维护好，以此支撑服务于工作。

在面试中，审题尤为重要，那么对于这一能力来说审清问题
和情境十分重要，重点在于抓住关键词，根据关键词辅助理
解问题，明确一些基本思路，例如：你是单位一名老员工，
小王是新员工，由你指导小王工作，开始很好，但后来小王
情绪低落，工作不积极。经过别人的了解，方知他觉得你对
其不信任，经常交给他琐碎工作，你怎么办?在这一问题的情
境中，我们能够看到主要是目的要让小王解开心结，工作有
所转变。所以我们在处理时要去有针对性地沟通，倾听其想
法，解释并且调整对其工作的安排，后续做好跟踪，使其不
影响工作进度。

综上，可以明确的是，大体答题思路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协调
好人际，又要解决工作问题。具体来说，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明确怎么看?即对于人际问题的看法，答题时，可以谈
谈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这一问题的影响以及出现这种问题
的原因等。第二，明确怎么办?即处理问题的具体举措，包括
感谢、道歉、沟通、学习等等。但为了避免套路化，答题时
需要把要点细化，使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说 ，历年的人际交往都是有其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主
要有以下几大方面：一是主动性，即个体按照自己规定或者
设置的目标行动，自觉自主、出色完成工作。二是适应性，
即个人为适应人际、工作环境达到和谐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但需注意的是，适应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发挥组主观能动性，



有个人见解，能坚持原则。三是权属意识，即权利与职责皆
要担当，一些本职工作既要到位而不缺位，一些需要紧急处
理工作，不是自己的职责的要汇报，做到补位而不越位;四是
服从意识，即坚决服从领导依法作出的决定，但也要不盲从。
五是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在遵守工作制度规范、底线;
约定俗成的规定的同事，要要考虑因人而异，懂得变通，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计划与组织能力描述篇五

参考应用杨教授关于组织能力的理论，制定某单位研发能力
提升的改进计划。主要从组织权责、员工能力、激励机制、
信息共享和工作流程等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调整研发中心内部组织构架，明确职责和kpi、分解到岗位，
确定部门编制，提出资源补充计划。

2.明确市场、质量、财务、制造、采购、销售等部门在研发
活动中的职责，并确定派到项目组的代表人选，派驻研发中
心。

3.项目经理评价跨部门项目成员绩效，和所在部门的`领导绩
效挂钩

2.pmo集中管理项目风险和变更管理

3.整合运管部和pmo产品项目管理职责。发挥项目周报和月
报的监督作用

1.对项目管理工程师进行pdp产品和工艺知识的培训

2.对研发人员进行财务、质量、专利、量产、pdm等方面的培
训



3.制定“师徒制”的相关制度

4.给每位韩方高级技术人员安排2名中方技术人员作助手

5.对本组人员制定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project、ev图等项目管理工具推广使用

修订和落实《研发类项目薪酬和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2.项目信息共享it平台建立

3.在研发中心推行工作日志或周志

1.编制各科、组的工作流程、设计规范和设计手册

2.完善和优化产品开发流程;

3.建立技术开发流程;

4.制定各类文档的拟制、审核和批准权限表,并宣贯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