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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87_A0_E4_c25_20936.htm 与求职资格审查、笔试

、工作演示、试用等人员甄选方式相比，面试具有以下几个

显著特点： 一、面试以谈话和观察为主要手段 谈话是面试过

程中的一项在非常重要的手段。在面试过程中，主考官通过

向应试者提出各种问题；应试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主

考官能否正确地把握提问技巧十分重要。他不仅可以直接地

、有针对性地了解应试者某一方面情况或素质，而且对于驾

驭面试进程，营造良好的面试心理氛围，都有重要影响。 比

如针对应试者的特长，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使应试者进一

步思索，展示其才华；当应试者的回答文不对题时，可利用

提问调整话题；当应试者讲完后，可以通过短暂的沉思或补

充性的追问，形成一个“缓冲区”。这对于振奋应试者的谈

吐，引发新的思路，转移话题都有益处。 观察是面试过程中

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在面试中，要求主考官善于运用自己的

感官，特别是视觉，观察应试者的非语言行为。它不仅要求

主考官在面试中要善于观察应试者的非语言行为，而且要能

指明应试者的行为类型，进而借助于人的表象层面推断其深

层心理。对应试者非语言行为的观察，主要有面部表情的观

察和身体语言的观察。 国外一项研究表明，在求职面试中，

从应试者面部表情中获得的信息量可达50%以上。面试过程

中，应试者的面部表情会有许多变化，主考官必须能观察到

这种表情的变化，并能判断其心理。例如，应试者面部涨得

通红、鼻尖出汗，目光不敢与主考官对视，便反映其自信心



不足，心情紧张。应试者的目光久久盯着地面或盯着自己的

双脚，默不作声，反映其内心的矛盾或正在思考。当主考官

提出某一难以回答或窘迫的问题时，应试者可能目光暗淡，

双眉紧皱，带着明显的焦急或压抑的神色。总之，主考官可

以借助应试者面部表情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应试者的自信心

、反应力、思维的敏捷性、性格特征、情绪、态度等素质特

征。 在面试过程中，除面部表情外，身体、四肢等在信息交

流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手势，它具有说明、强调

、解释或指出某一问题、插入谈话等作用，它是很难与口头

语言分开的。 在面试过程中，具有不同心理素质的人，其身

体语言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一个情绪抑扬的人，他可能两

肩微垂，双手持续地做着某个单调的动作，身体移动的速度

相对较慢。而一个性格急躁的应试者，常常会无休止的快速

运动手脚，双手还可能不断颤抖。一个缺乏自信和创新精神

的人，会始终使他自己的双手处于与身体紧密接触的部位，

头部下垂。一个人紧张或焦燥不安时，往往会出现膝盖或脚

尖有节奏地抖动，手指不停地转动手里的东西，摆弄衣服，

乱摸头发等。 在面试过程中，听觉的运用也十分重要，主考

官应倾听应试者的谈话，对应试者的回答进行适度的反应，

当应试者的回答与所提问题无关时，可进行巧妙的引导。在

倾听应试者谈话时，应边听边思索，及时归纳整理，抓住关

键之处。对应试者的谈话进行分析，比如是否听懂了主考官

的提问，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层次

性、准确性等。还可根据应试者讲话的语音、语速、腔调等

来判断应试者的性格特征等。比如声音粗犷、音量较大者多

为外向性格；讲话速度快者，多为性格急躁者；爱用时髦、



流行词汇者大多虚荣心较强等。 二、面试是一个双向沟通的

过程 面试是主考官和应试者之间的一种双向沟通过程。在面

试过程中，应试者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主考官可以通

过观察和谈话来评价应试者，应试者也可以通过主考官的行

为来判断主考官的价值判断标准、态度偏好、对自己面试表

现的满意度等，来调节自己在面试中的行为表现。同时，应

试者也可借此机会了解除自己应聘的单位、职位情况等，以

此决定自己是否可以接受这一工作等。所以面试不仅是主考

官对应试者的一种考察，也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沟通、情感

交流和能力的较量。主考官应通过面试，从应试者身上获取

尽可能多的有价值信息。应试者也应抓住面试机会，获取那

些关于应聘单位及职位、自己关心的信息。 三、面试内容灵

活性 面试内容对于不同的应试者来说是相对变化的、灵活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试内容因应试者的个人

经历、背景等情况的不同而无法固定。例如，两位应试同时

应聘档案管理岗位，一位有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经历，一位

是应届档案管理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在面试中对前者应

侧重于询问其多年来从事档案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后者

则应侧重于了解其对该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在校学

习期间的情况。 2、面试内容因工作岗位不同而无法固定。

不同工作岗位，其工作内容、职责范围、任职资格条件等都

有所不同，例如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有关技术监督岗位和国家

人事部的考录岗位，无论其工作性质、工作对象，还是任职

资格条件，都有很大差别。因此，其面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

所不同，面试题目及考察角度都应各有侧重。 3、面试内容

因应试者在面试过程中的面试表现不同而无法固定。面试的



题目一般应事先拟定，以供提问时参照。但并不意味着必须

按事先拟定好的题目逐一提问，毫无变化，而要根据应试者

回答问题的情况，来决定下一个问题问什么？怎么问？如果

应试者回答问题时引发出与拟定的题目不同的问题，主考官

还可顺势追问，而不必拘泥于预定的题目。 总之，从主考官

角度看，面试内容既要事先拟定，以便提问时有的放矢，又

要因人因“事”（岗位）而异，灵活掌握；既能让应试者充

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又不能完全让应试者海阔天空地自由发

挥，最好是在半控制、半开放的情况下灵活把握面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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