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测试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

社区工作者公开招录笔试科目为《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测试》，

采取闭卷考试方式。《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测试》分为客观题和主观

题两个部分，考试时限 90分钟，满分 100 分。

二、作答要求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2B

铅笔和橡皮。

如有答题卡，报考者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

定位置上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用 2B 铅笔在指定位置上填涂准

考证号，客观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主观题用黑色

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

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客观题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于时事政治、市情区情、社区工作基础的了

解和掌握程度。本部分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两类。

1、单项选择题

本部分每小题给出的 4个选项中，只有 1 个选项最符合题意，不

选、多选或错选，该题均不得分。



例题：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的出台，

主要解决________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力量建设，治理资源配置，基

层组织基本经费托底保障等四大突出问题。

A．市 B．区

C．街镇 D．社区

答案：C

2、多项选择题

本部分每小题给出的 4个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选项是符合

题意的，不选、多选、少选或错选，该题均不得分。

例题：在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更好

发挥上海在对外开放中重要作用的三项重大举措，彰显了中国坚定不

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将为新时代上海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

以下属于党中央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是________。

A．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

B．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C．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D．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答案：BCD

第二部分：主观题

1、案例分析题

阅读给定的案例材料，要求依据一定的理论知识，归纳分析主要

问题，并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或意见。



例题：2014 年，小李以优异成绩考取某省直某事业单位的工勤

岗。刚开始，小李干劲很大，工作热情很高，可慢慢变得做事拖拉，

精神倦怠。小李当初选择这个工作，是考虑到事业单位比较稳定，工

作压力比较小。可实际工作后，他发现干的大多是杂事，有的还是体

力活，还经常加班，收入也不太高，心理落差很大，他还觉得工勤人

员得不到领导的重视，发展空间很小。小李的朋友也都劝他：“你还

年轻，有专科文凭，又学了点技术，应该出去闯一闯。”小李感到很

纠结，对选择这个岗位甚至有点后悔了。

结合案例，你认为小李应该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安心工作?

【答题示范】案例中的小李出现这样的心态是发现实际工作不如

自己预想中的好。其实工作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一方面，

这份工作要有能够适合工作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也要能够适应自

己所做的工作。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工作的人主动调整自

己，去努力适应一份工作，而不是干等着合适自己的工作从天上掉下

来。

对于小李来说，自己首先应该端正认识，每个岗位都有其特点，

彼此是不完全相同的，而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工勤岗该做的（如为别

的部门同事服务等），既然入了行就要努力适应工作环境。其次他也

应当清楚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优势，工勤岗是需要一定专业技术才能

够报考的，而自己有一定的文凭和技能，符合岗位需求。换句话说，

这个岗位，也许换了别人还不如自己，因此自己要有自信。而且在这

个岗位上，自己还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改进或创新技术。另外，

对于小李来说，工作中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用太过关注别人对自

己的看法，要相 信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只要努力和付出了，总能得



到收获。

2、材料作文题

阅读给定的材料，结合工作生活实际，从材料中所体现的立意为

话题进行。

例题：不知从何时开始，老师批评学生成了个“事儿”。不少相

关新闻见诸报端：河南省信阳市某高中老师，因批评学生上课带手机，

被学生家长殴打致右耳膜穿孔；湖北省赤壁市某初中老师，批评了一

位逃课去网吧的学生，结果学生离家出走，老师苦寻 6 天才将其找回；

齐齐哈尔一名女副校长，因管理学生课间走廊秩序，与学生发生语言

冲突，并导致激烈对骂，相关视频上传网络后，校长被免职，并从学

校调离。

老子管教孩子，老师管教学生，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初会学话的

小儿都会念“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可现如今，老师

批评学生，怎么那么容易“惹祸上身”呢？

应该看到进步的一面。那就是，“教与学”的关系越来越摆脱原

来“天地君亲师”的唯上论、唯师论，越来越追求“教学相长”的境

界、师生平等的关系。近一年多来，教育界发出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

教育也要“供给侧改革”，要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

即使是选拔录取，也不能“见分不见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赢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和

尊重，也就成为大势所趋。那些原来见怪不怪的体罚陋习，已成了人

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上有师德“红线”，下有自媒体遍地开花、“捂

盖子”越来越难的社会监督，一些品行不端的老师受到了惩罚，敢于

触碰底线的人越来越少。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学生做

得不对，老师自然要批评，假若是非不分，如何称之为“教育”呢？

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今天的孩子，都是每家每户的“小皇帝”“小

公主”，自出生就三代六口围着转，不但习惯了对长辈呼来喝去，长

辈还一副“很受用”的模样。试想，这样的孩子进入了学校，面对老

师的批评，怎能坦然接受？一遇批评，孩子往往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

要么“揭竿而起”、离家出走，要么向家长“告状”。可悲的是，“熊

孩子”背后往往是“熊大人”，一听孩子受了“委屈”，心里便老大

不痛快：我都舍不得批评，你竟敢批评，那还了得？

学校的校风、校纪、学风也因此走了下坡路。不少老师私下感慨，

“现在这世道，都不敢批评学生了。”

老师“不敢批评学生”究竟是谁之过？老师又该如何批评学生

呢？

认真阅读材料，以“教育中的批评艺术”为主题，用 800 字左右

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

要求：紧密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

刻，有说服力。

【答题示范】学生如同树苗，如不及时修枝剪杈，极易长成“歪

脖子树”。孩子不能在蜜糖和赞美声中长大，适宜的批评有百利而无

一害。因此，当学生犯错时，指出问题，提醒改正，是老师应尽的职

责。但批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能用艺术化的手段使学生变得更好，

才是教育的真谛。在学生犯错时，首先应该把批评的出发点建立在对

学生的真诚、友善、同情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把批评的目标重点定位

于未来的改进、而不是追究过去的错误。考虑到学生的年龄、承受力



等因素，尽量减轻批评带给人的反感，让批评发挥最大限度的正面效

用，理解批评不是责备。其次，要秉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不能动辄

就施以“微言大义”式的语言轰炸，更不能用侮辱学生人格的办法来

批评学生。第三，教师在批评甚至处罚后，应该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改

正余地，要给他们“找个台阶下”，以利于今后更快进步。第四，个

别化地处理学生的问题，因人而异的批评是处理好师生关系的有效原

则。最后，要与家长保持良好沟通，让家长意识到批评的积极意义，

取得家长的支持。教育学生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批评的基础应

是理解、信任、尊重、关怀和鼓励，常从学生角度出发，理解学生，

做学生的朋友，让学生在微笑中接受批评，并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做

到有效批评，并真正实现批评的目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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