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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4_B8_AD_E7_c25_20915.htm 一、面试中的非言语

交流的技巧 人际交往中我们是同时使用有声语言、副语言、

体态语三种手段进行着交流，也就是说：表达：语言十副语

言十体态语。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在交际过程中，35%的信息

通过言语传递，65%的信息由非言语（语言、体态语）来传

递，由此我们对非言语交流的作用可略窥一斑。 言语在人际

沟通中起着方向性与规定性的作用，而与有声语言相结合的

副语言、体态语言则传达着比言语丰富得多的内涵，可以准

确反映交谈者的思想和情感（有时甚至是言语难以表达的东

西），并起到了支持、修饰言语行为的作用。 在面试中非言

语交流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作为口头语言的补充

，起到辅助表达、增强力量、加强语气的作用，可以全面反

映考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并可以促进考生与考官间的情感交

流。非言语交流的得体使用，是考生面试成功的重要手段与

技巧。 ①副语言 副语言在面试中的使用，包括嗓音、声调、

节奏与语速、重音等。它有助于表达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和态

度，并影响考官对考生的评价。 心理学家做过一项研究，将

一段考生与考官的应答的录音中考生的话作技术上的处理：

提高或降低音调，减慢或加快语速，但不影响声音的其它品

质，如响度等。然后让被试者听这段录音并对考生做出评价

。结果，高音调的声音的考生被认为是软弱、不大真实，较

神经症，而说话慢的考生被认为是冷漠、被动、不太可靠。 

这样副语言做为考生内在气质和思想的外在表现，将不知不



觉“泄露”考生的思想修养、思维能力。心理状态、人格特

点等要素。 除了本色的的声音外，人还有经过修饰的声音。

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考生必须能够控制、驾驭自己的声

音，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声音在面试中使用经过修饰的

声音，在语言的清浊，语言的顿挫、语调的抑扬、语感的好

坏上下些功夫，塑造一个“声音形象，一般来说面试中考生

应注意： 音调适中，不可过高或过低； 声音浑厚，但不混浊

； 有节奏感，不单调； 这样的声音会给考官留下精明能干，

心理素质好的印象，为面试成功铺平道路。 考生同时应该避

免： 音调过高，给人以不成熟和情绪冲动的印象； 尾音过长

，声音太弱，给人以不肯定的感觉； 语速过快，让考官难以

深入理解并减低考官们对考生的重视程度； 发出呼吸声，给

人不稳重的感觉； 粗声粗气或另一个极端：尖锐刺耳，会给

人以粗俗之感； 语调末尾上升，表明了考生的信心不足； 声

音颤动（有时因呼吸不规律造成），让考官误认为你紧张或

羞怯； 语速过于缓慢，让你显得毫无生机和压抑； 语调呆板

，声音沙哑，将减弱考生的说服力； 用鼻音说话或哼声，会

让考官觉得你傲慢、冷漠、缺乏诚意。 ②表情 考生在面试中

，应有意地纠正有碍于交流的面部不良表情，并塑造具有感

染力的交际面庞，赢得考官们的认可。 恰当的面部表情，是

建立于考生的乐观、豁达、自信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

操上的，但通过一些技巧的掌握，考生有意识地加强气质的

锻炼，增强心理调控能力，是能够用恰当的面部表情语言灵

活自如地“说话”的。 研究表明，表情语言的交流中，嘴部

与眉毛的形态含有最大信息量。考生明白这一点就终于能明

白：原来只要我们表露出恰当的嘴部与眉毛形态就可以了这



就是微笑的秘密。 当然，考生在快乐，高兴的时候心会自动

地、轻松地微笑的，但在考场上除了与自己内心情绪相一致

的真实的微笑之外，考生还应积极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用得体的“假笑”向考官表白自己的热情，积极友善和尊重

。“假笑”只是指与自己情绪不一致的笑容，这种对自身交

际形象的控制，同样是一种涵养和素质，不应认为是虚伪。 

考场中应该有的掩饰的笑有这么几种： 在内心平静却必须表

达自己的积极情绪或者需要对考官的言行表示积极的响应时

，考生们可以使用模仿的微笑； 在考生自己心中情绪低落但

力图掩盖时请使用掩饰的微笑； 在考生有些过于兴奋，喜形

于色时，请使用低调的微笑； 对自己过去坎坷经历表示不在

意或对考场上偶然的失误表示歉意时，一丝苦笑就是最好的

言语； 在考场气氛常活跃时，考生也可对自己或考官们的一

句幽默的话，发出轻松欢快的大笑。 考场上考官们不愿意看

到什么样的笑容呢？ 有的考生一副冰冷的面孔，拒人于千里

之外，考官们也只能感到隔阂； 有的考生硬挤出一副“皮笑

肉不笑”．对于这种应付差事的笑，考官们只能表示遗憾； 

有的考生的笑，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你的真诚在这种笑里

面虚无缥渺； 有的考生笑容夸张，脸部成了“运动场”眉毛

、鼻子、嘴巴动作极大，使考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你的哑剧

般的表演上； 有的考生笑得小心翼翼，不小心地笑出一声，

会把他自己吓一跳，也让考官们吓一跳； 有的考生笑得谄媚

，让考官不自觉地端起了架子； 有的考生同一张面孔，表情

却打起架来，嘴角掏出笑意，眉头却皱着。 等等，这些都是

比较表面的、明显的，是技巧笨拙的笑。 微笑的保持时间一

般只能维持4～5秒。 ③体姿与动作 体姿在面试中的有很重要



作用和意义 。 体姿可以伴随语言对其内容做形象的说明。例

如考生掩饰自己因紧张而出汗时说“真热”同时用手擦一擦

额头。 体姿还可以表明考生的态度，如倾听考官说话时微微

欠身以表示谦恭有礼；用耸肩表示不知道或无可奈何；用点

头表示自己的注意倾听（小心：有的考生对考官的话不住地

点头，会让考官以为他不耐烦，想讲话了）。 当考生情绪变

化时，他的体姿还可能以“转移”的作用维持情绪的稳定，

如紧张时不停地用手往上推滑下的眼镜架；说漏嘴时赶紧用

手掩嘴；有时还可能在说错话而考官未发觉时长吁一口气，

暗自庆幸。这些体姿与动作，考生一般应尽量避免。 如何正

确地运用体姿？ 首先，使用体态语要与考生的身份角色相符

。考场上可以使用的体态语考生可以用，不合适的体态语考

生应避免使用，如向考官做抱手礼，或对考官做飞行员式的

手礼表示谢意。这些生活中的体态语和动作不应该出现在考

场上。 其次，体态语的使用要把握好度。大幅度的手势，太

夸张的姿势，频繁地点头，会给考官造成不稳重的印象。 再

次，体态语的运用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要符合自己的个

性气质。如考生刚健、热情、活泼，则可以使用幅度大的手

势，数量上也可稍多一些，体姿也可以“动作”大一些；而

内向、文静的考生就可以表现自己的动作轻巧、身姿优雅，

手势语则用一些象征性的就够了。至于手势语少而精、动作

舒展，就应该是那些沉稳平实的考生进行体态表达的要点。 

最后，体态语的使用应该自然大方。生硬的体态语和与语言

内容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体态语最好不用。 ④目光 考生与考官

的目光沟通，除了一些非言语信息的交流外，更表达了考生

对考官的尊重以及对考官说话内容的注意。 为什么目光在交



流中可以起到这么多作用呢？ 人际交流中存在着一个“看喜

欢”原则，就是指：人们喜欢谁就会对谁多看，而交际中多

看对方的人会容易被对方接受。 同时眼神的交流中又存在一

个回报现象，就是人际交往中交往的一方对另一方注视时间

长，则另一方反过来也倾向于多注视这一方。 因此考生应该

重视运用“目光语言”。交谈中目光的注视有两种：一种是

单向的，考生应主动积极地注视考官；另一种是双向的，就

是说在考官注视考生时，考生积极予以回报，保持与考官的

目光接触。 考生与考官保持目光接触的时间怎样掌握呢？社

交礼仪一般告诉我们，长时间盯着人看，尤其是对陌生人很

不礼貌的。当然考场上考生与考官的角色就要求二者要尽可

能多地进行信息交流，但考生若长时间看着考官，也有些唐

突，会造成考官的防御心理。 面试期间的目光交流量很难定

个标准，它和交谈话题、交流的融洽程度、面试类型、考官

的人数都有关系。这里可提供一组数字供考生参考：心理学

家研究发现在交际中每个个体在倾听期间会有75％的时间在

注视对方，而在谈话期间他们会有41％的时间在注视对方。

另外，平均每次目视的长度是2．95秒，而每次相互对视的长

度是1．1秒。 特殊情况下，如考生与考官所谈话题较敏感（

例如工资待遇），或双方交流不顺畅以及交谈遇到障碍时，

双方的目光接触可能会减少，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 面试考

场上的目光交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光注视的方式。 考生

可以在面试开始时，将目光停留于考官的双眉之间或鼻尖，

既显出你的坦诚、不卑不亢，又给考官留下你表现郑重、严

肃的感觉。 在面试进行到后期，考场气氛融洽时，考生可用

目光笼罩住考官的面庞，即将目光放虚，注视着考官的脸等



头部轮廓之内，这样会给考官以自然、舒服、轻松的感觉，

有利于双方的进一步交流。 在考生进行思考的时候，也可采

用虚视，以表现自己的认真、努力和机敏。 当考官为多人时

，考生需要用环顾的方法，照顾到“全视野”内的考官，以

使每个考官都感受到你在同他说话，满足他们要求注意和尊

重的心理，并提高他们对你的兴趣。环顾应该是视线有节制

地流转，既不能将目光滴溜溜左顾右盼个不停给人以心不在

焉或目空一切的印象，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让目光机械地

往返回转，显得十分生硬和呆板。 考生除了把握住自己的注

视方式外．还需要观察考官的目光，并对其做出灵敏的反应

。如一位目光始终游离于别处的考官，突然目光注视你，那

么考生在捕捉到这个信号时，就应该主动与其保持接触，做

出期待与其交流的样子，以促进考生与考官之间的融洽。 其

实更多的时候，考生的目光是结合表情、动作等进行交流的

，如：考生头略微倾斜，与考官目光接触，以表示自己对其

说话内容的注意和感兴趣；考生下颌微扬，注视考官，表示

期待听到考官的提问等等。 总之，善于使用非言语交流的方

法和手段一定会在很大程度帮助考生去争取面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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