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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9_c26_23288.htm 《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

面试的方式，测试应试者的公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水平以

及其他适应职位要求的业务素质与工作能力。”另一项研究

表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组织，在其人员的招聘与录用工作

中，是借助于面试这一甄选手段来完成的。可见，面试无论

是在公务员的录用考试中，还是在其他 单位的人员选聘中，

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面试？相对于笔试

等其他甄选方式，它有些什么特点？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及其

他组织的人员招聘过程中，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便是本

章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第一节 面试的含义 一、什么是面试 

面试虽然在各类组织的人员甄选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但人们对面试的确切定义，至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面试

就是谈谈话、见见面而已；有人认为，面试就是口试，口试

就是主考官与应试者交谈，应试者以口头答询问题的考试形

式；有人认为，面试是通过外部行为(语言的与非语言的)的

观察与评价，来实现对人员内在心理素质进行测评的目的；

有人认为，面试即面谈加口试，是通过主考官与应试者直接

见面、边提问边观察分析与评价应试者的仪表气质、言谈举

止、体质精力以及相关素质能力，权衡是否与职位要求相适

应的考试方式；等等。 如果把面试定义为面对面的交谈，那

么面试就无法与一般性的日常交谈区别开来，没有反映出面

试的素质测评特点。如果把面试定义为口试，那么虽然反映



了面试是一种以口头语言交流为中介的考试，但没有反映出

面试精察细观和推理判断的特点。 我们认为，面试是一种在

特定场景下，经过精心设计，通过主考官与应试者双方面对

面的观察、交谈等双方沟通方式，了解应试者素质特征、能

力状况以及求职动机等的人员甄选方式。在这里“在特定场

景下”的特点使面试与日常的观察、考察等测评方式相区别

。日常的观察、考察，虽然也少不了面对面的观察与交谈，

但那是在自然场景下进行的；“精心设计”的特点使它与一

般性的交谈、面谈、谈话相区别，面谈与交谈，强调的只是

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形式与情感沟通的效果，它并非经过精心

设计；“面对面的观察、交谈等双方沟通方式”，不但突出

了面试“问”、 “听”、“察”、“析”、“判”的综合性

特色，而且使面试与一般的口试、笔试、操作演示、背景调

查等人员素质测评的形式也区别开来了。口试强调的只是口

头语言的测评方式及特点，而面试还包括对非口头语言行为

的综合分析、推理与判断。 二、面试的历史 其实，面试用于

人员甄选，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孔子“弟子三千”，多属

慕名而来，拜孔子为师。孔子虽一贯坚持“有教无类”的思

想，但犹恐失人，故对远道而来的学子们亦要“面试”一番

，再决定取舍。例如宰予“利口辩辞”，孔子高兴收下；澹

台子羽，孔子见其状貌甚恶，以为材薄，虽收留门下，但让

其“退而修行，行不由径”，即把他列为“旁听”弟子。后

来子羽在楚国办学成绩很大，名扬诸侯，孔子自我检讨说：

“吾以辞取人，失之宰予，以表取人，失之子羽。” 汉代刘

劭对面试颇有研究。刘劭认为，面试时间可长可短，若只想

了解某一方面的素质情况，则一个早晨的时间就足够了，若



要详细地测评各方面的内在素质，则需要三天的时间。刘劭

告诫人们，面试也有不足之处。如果不去深入交谈，不本着

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辨析对方之言，则就会生疑误判。他说：

“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异则相

反，反则相非。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见美。静听不言，则

以为虚空。抗为高谈，则以为不逊。逊让不尽，则以为浅陋

。言称一善，则以为不薄。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先意而

言，则以为分美。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说以对反，则以

为较己。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刘劭还认为，面谈双方

一旦谈论到对方的兴奋之处，就会高兴起来，高兴之余，就

难免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了。 一代名相诸葛亮对面试

也有相当研究。对于面谈中的言谈与观察，他提出了一套曲

折变幻颇有哲理的系统方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

以词而观其变；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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