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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8_AF_95_E9_c25_20032.htm 1、问（考官问，以后

不再重复注明）：能谈谈你的优点和缺点吗？ 分析：这个问

题主要考察考生对人才的基本素质的正确认识以及能否全面

、客观地评价自己，从考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考官还能看

出考生是否自信（或者自傲、自卑）。 考生回答时除了注意

上面三个要点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尽管这是你的主观

评价，受个人自信程度、价值取向等影响很大，也就是说你

所描述的优、缺点与实际情况可能不符，但你的陈述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考官对你能力的判断。例如考生谦虚他说自己

语言表达能力尚需完善，那么尽管你实际在面试中语言流畅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且能够充分利用非言语符号，但考

官下结论时多多少少会受到考生自己否定性结论的影响。 ②

作为一个“社会人”，考生实际具有的优点是很多的，如：

勤奋学习、集体观念强、善于分析问题。人际沟通能力，甚

至连听母亲的话、对爱情忠贞也是优点，但考生一定要突出

重点：非常出色的特质和与报考职位相关的优点。若考生反

复强调的优点其实很一般，就会适得其反了。同样谈缺点也

应从这两点出发，不过具体处理却恰恰相反；一个是“避实

就虚”，谈一谈无关紧要的小缺点，而不要过于坦白暴露自

己能力结构中的重大缺陷，另一个是谈一些与报考职位无关

或关系不大的缺点，例如考生报考某局资料室档案管理员，

就可以坦然相告自己组织大型社会活动能力较差。此外还有

一个“投机”的办法，就是谈自己的“安全缺点”，就是那



些在某些场合是缺点，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又可能是优点的

缺点，如你与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很难相处，经常由于

苛求自己做事十全十美而导致工作的延误等。不过这种“安

全缺点”由于易让经验丰富的考官认为你是“油嘴滑舌”，

所以应慎用！ ③谈论优点应注意表情、神态、语调等，请“

低调”处理。有时可表示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希望和努力

；谈论自己的缺点不要停留于缺点本身，可将重点放在自己

克服缺点的决心和行动上。 ④不要泛泛而谈，可以结合事例

具体说明尽管考官未明确要求。 ⑤谈优点不要超过三个（具

体或强调谈论的优点）；谈缺点只谈一个并不少。 2、问：

你喜欢你的老师、同学吗？ 类似的问题还有“你感觉在单位

里和同事们易相处吗？” “你与单位领导合得来吗？”等。 

分析：提出这类问题，考官是想考察考生的人际倾向，人际

相处的技巧与能力，并判断考生的一般社会角色、社会形象

。另外考生在社会交往中的责任归属也是一个主要测评内容

，即考生将交往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还是别人身上

。 ①考生回答这类倾向性测评的问题，语言表达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态度，考生应该采取积极的肯定的态度。这一方面

体现了考生的集体观念、团队合作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考生不管是处理人际关系还是处理其它事物都应具备的宽容

、豁达的品质。 考生应注意的要点有： 不能仅简单地表明态

度，也应以生动、真实的事例具体说明，这样你的善于与人

相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质就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②绝

对不要以否定的语言挑剔学校或过去单位的不足之处，以及

批评同学、同事、领导的人格缺陷。 ③尽管这种类型的问题

的主要考察考生的人际倾向，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际



倾向与人际交往能力密切相关的。因此如果考生承认自己的

人际交往关系有问题，也就承认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协

调能力等在能力结构上的缺点。 3、问：”我们每个人都可

能犯错误，你能谈一下自己在学习（或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和遭受的失败吗？ 类似提问还有“能否谈一谈你自认为最骄

傲的成就？” 分析：这类问题比“优缺点”的提问更具现实

性。后者针对考生个人并且主观性较大而前者则侧重于客观

事实。不过这类问题实质上的是针对于考生的个人评价，只

是这种考察是间接的，较隐蔽。因为尽管题目表面上是问考

生的成功与失败。但个人过去的成功与失败与只能起到一个

参考作用，意义较大的只是考生对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和

主观感受，以及考生从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到的自我发展

的动力。 考生应参照上述的要点针对性地回答，而且考生也

应注意问题1中的回答要点。有的考生只知道用形容词修饰自

己的成功，却不知用已有的事实说话才最具说服力。 4、问

：“你有什么业余爱好？或“休息时你喜欢做些什么？⋯” 

分析：考生询问考生的兴趣爱好，不是想和考生闲聊，尽管

很多考生明白这一点，但考官如此询问。其意在何处呢？ 业

余爱好的测评较复杂，不确定性也较大。可能的情况有。 ①

通过业余爱好来考察考生的人格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活的丰富

性、稳定性。如果考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业余生活很单调

，那么考生的个性结构就可能有缺陷。相反一个业余生活丰

富多彩的人，他从生活中得到的乐趣和成就感就大，生活的

稳定性就高，从而能对本职工作起到积极有效的支持作用，

而且工作中产生的疲劳与紧张、压力也可以在业余生活中得

到调节和缓解。 ②有些考官认为业余爱好上爱钻研的考生对



于本职工作也一定能钻研，而且本职工作的钻劲会更大更深

。 ③有些考生的兴趣爱好刚好与某位考官一致。如一位考生

自言爱好打乒乓球，曾获得过市高校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的亚

军。刚好考官也爱打乒乓球而且正苦干单位无对手，打起来

没劲，这时，考生的爱好是不是就成了一把“钥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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