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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考面试铁路公安考情分析

一、职能口号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二、基本考情

1.面试形式：结构化面试。重难点：视频题、违法问题处理、警务技能。

2.面试题量：每天 1 套题，每套 4-5 道题目(2017-2019 年 4 道题，2016 年及以前为 5 道题)。

3.面试时间：20-25 分钟，提前 3-5 分钟提醒。

4.考试方式：采取听题答题的形式，由考官读题提问，视频题为电脑播放或是投影观看。

5.专业性：需要具备观察描述的能力、铁警业务知识和突发应对处理能力。

三、铁路公安面试核心特点

(一)视频题目，要求观察描述准确，细节把握到位

视频题目考查专业，往往都是围绕体貌特征描述，作案过程描述，破案线索提供，违禁物品识别、

对比多视频的不同等方面进行考查。

1.例题展示

视频题：(视频内容概述)第一幕：两位农民工，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准备回家，包里有很多工具，

如斧子、射钉枪等，放近安检仪后出现报警信号。第二幕：老人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子，边走边喝，边

说好酒，安检员告诉她白酒不允许带上车，他反问为什么，并说这是好酒，喝多了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第三幕：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孩子手里拿着氢气球，不允许进站，后来安检员说：阿姨用风

车跟你换气球好不好，然后孩子同意了，就换了。第四幕：一名过安检的女子，化妆包里有摩丝和发

胶等物品，安检仪再次报警。

问题：(1)问四名旅客都带了什么违禁品?

(2)你是铁路民警，遇到这些情况，你将如何处理?

2.考生常见问题

(1)不熟悉“视频”的考查形式，导致答题紧张，影响作答质量;

(2)不会描述体貌特征或不准确、不专业，和答题要求差距太远;

(3)观察能力不足，容易漏下很多关键信息。

3.解决方案

详细描述体貌特征、案件流程的原则和方法，提升快速解题能力，内容的专业性、表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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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变题目，需对突发事件处理专业、及时和精准

突发事件应对一直以来都是铁路公安考查的重中之重。如破环乘车秩序、紧急救援、偷盗、打架

斗殴处理等扰乱公共秩序事件的处理，甚至还出现过涉爆、涉毒、反恐等内容。

1.例题展示

你接到旅客举报，候车室有一名妇女抱着一名婴儿，孩子一直在大哭大闹，但是该名女子不管不

问态度冷漠，也未给孩子喂奶，大家怀疑该女子拐卖婴儿。假如你是火车站执勤民警，你会怎么办?

2.考生常见问题

(1)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常识，缺少处理报警电话的基本常识;

(2)问题轻重缓急把握不当，对突发事件处理方式不合理，可操作性差;

(3)考生对考题可能会有些思路，但是明显措辞不够专业，条理不够清楚。

3.解决方案

详细了解常见违法事件处置流程和规范。如：常见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处置，违禁物品的识别和

处理，涉拐、涉恐、涉爆、涉毒处理等;

(三)活动策划，需结合铁警业务知识精准、丰富作答

围绕铁警日常工作，嫌疑人盘问、火车沿线安全、爱路护路宣传、火车物品偷盗调查、罪犯的押

解、日常业务技能培训等相关业务知识，比重很大。

1.例题展示

为保证火车站派出所的辅警顺利上岗工作，需要进行为其一个月的“岗前十分钟”的培训。领导

交由你来负责组织，你会怎么做?

2.考生常见问题

(1)组织活动的方式千篇一律，没有创意;

(2)活动内容展不开，答题空泛没有重点、没有针对性;

(3)对警察日常工作不了解，甚至对工作内容没有概念，导致答题太外行。

3.解决方案

(1)根据铁警考点，系统了解铁路公安日常工作内容、提升对警务基本知识的掌握，答题更专业;

(2)组织大量针对性练习，可以讨论训练，对专业知识灵活运用，去模式化答题，答题方式、对象

更丰富;

(3)补充铁路公安常见组织活动的细节，扩充答题内容，课程中穿插创意活动题目训练，提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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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

(四)综合分析，要求对公安热点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与公安领域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铁路公安面试的考查范围。如：创新的执法方式，公安领域

的政策法规等。

1.例题展示

某地交警为一辆在路边违规停车的外地车辆开出了一张罚单，没有填写扣分与罚款，而是手写警

告“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罚单在网上晒出后，很多人为交警“人性化执法”点赞，还称其

为“最美罚单”。对此，你怎么看?

2.考生常见问题

(1)热点知识储备不足，特别是警务热点更是了解的太少;

(2)看问题停留表面，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太弱;

(3)没有辩证思维或盲目辩证。

3.解决方案

(1)讲述热点问题的分析技巧，让分析问题有抓手、有方向;

(2)积累大量热点话题和事件，增加对热点的敏感性和内容储备;

(3)预测警察相关热点，

(五)漫画题目，要求思维发散和分析的深入

铁路公安 2018、2019 年连续两年出现漫画题，要求为漫画拟定标题，并谈启示、谈看法。考生

需要具备较强的思维发散能力和时事敏感度。

1.例题展示

为漫画拟定一个标题，请问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2.考生常见问题

(1)漫画看不懂或过度发散，无法得出准确的寓意;

(2)描述漫画不知如何下手，没有逻辑，重点不突出;

(3)不会拟定标题或拟定不准确;

(4)不知如何联系社会现象、个人实际，缺少这方面的积累。

3.解决方案

(1)补充常见标题结构，掌握“启示式标题”、“结果式标题”、“引言式标题”、“概括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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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拟定标题的方法;

(2)通过漫画的专项训练“动态思维”，运用因果分析法，看懂漫画寓意;

(3)对漫画类题目进行全面梳理，补充常考的主题事例，真正做到言之有物，逻辑性强。

(六)题目不断出现新形式，增加考生的作答难度

近几年来，铁路公安面试除了传统的题目之外，每年都会出现新的题目形式，按时间先后，分别

出现了选 A 答 B 类、多角色选择类、微材料类、图片类、辩论类等题目。

1.例题展示

【例题 1】题签：

观点 a：公安机关执法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媒体和人民群众等的外部监督。

观点 b：公安机关执法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制度建设和内部管理。

问题：

(1)你支持哪种观点?

(2)请对另一个观点进行阐述。

【例题 2】在一列动车上，餐车内人很多，一位正在就餐的旅客前去取汤时，座位被一名中年妇

女趁机抢占了，两人为此发生争吵。餐厅服务员前来劝解，中年妇女却说：“花了同样的钱为什么没

有座位?”而后两人也陷入争执。请你从题签给定的角色中选择一个，对发生争执的服务员与旅客进

行劝说，并现场模拟。(A 列车长 B 周围旅客 C 乘警 D 餐车其他服务员)

【例题 3】辩论题(看材料，读题的形式)

正方观点：青年民警的成长主要在于个人的锻炼;

反方观点：青年民警的成长主要在于组织培养。

正方观点论据：材料给出的是正方观点的论据，为三段话(字数较多，一页 A4 纸)，概述分论点如

下：

第一点：个人应该坚定理想信念，这是做好警察工作的前提;

第二点：个人应该提升自身素质，这样才能更好的胜任工作;

第三点：个人必须要足够的努力，才能在曲折的道路上成功。

阅读完毕之后示意考官，阅读时间 1 分钟。

问题：请考生用反方观点来辩论正方观点。

2.考生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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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新的出题形式没有准备，不知道如何作答;

(2)没想法、没思路，浪费思考时间，内心慌张，影响整体答题节奏;

(3)分不清答题重点，容易出现偏题、跑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