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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9_9D_A2_E8_c26_23518.htm 在面试过程中，除通过

有声语言表达思想能力，与考官进行交流，还必须重视通过

无声的语言，主要是体态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实践证明

，体态语言往往比有声语言更具感染力，运用得当会起到“

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从而给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应

聘成功助一臂之力。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语言与他的话语相矛

盾，人们宁愿相信他所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他所听到的。 一

、非语言行为无声的表白 随着面试的规范化、现代化、科学

化的逐步发展，面试考官越来越重视运用心理学的测量原理

和技术考察应试人的各方面素质，开始强调对非语言行为的

观察和分析。作为应试人，也就需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非语

言行为。 内在素质与外显行为在活着的人身上是一个动态的

整体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内在的素质必然会通过外

显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外显的行为受制于内在的素质，具

有某种特定性、稳定性与差异性。 面试是在特定的时间、空

间与情景下，以行探行、以问试答、听其言、观其行、察其

色、析其因、觉其征、推其质的过程。主要是以语文形式以

及意义不明确的体态动作为中介，推测其内在的素质。这种

推断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具有相当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在各种测评方式中，面试中的信息沟通渠道最多。素质是一

种内在的心理形式，具有隐蔽性与潜在性。观察评定量表主

要是测评那些业已成熟的、在自然状态下能够表现出来的素

质，对那些隐蔽的或暂时不能表现的潜能，则无法观察无法



测评。对那些观察到的行为表现，也行单向的判断，中介因

素引起的误解无法消除；测验问卷，虽然是双向沟通，但却

仅仅是一往一返，是单向的与静态的。笔试仅仅是书面语言

的沟通，大量的体态语言信息被损失掉了。面试却不然，它

是多向的动态的信息沟通。面试中主试发射的刺激信息，既

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被试接受并反馈到主试面前的信

息中也既有语言的又有非语言的。而且这种沟通不是单向的

而是多向的，各个向之间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动态的变化

，主试根据被试的回答情况，可以不断地调换问题的形式与

内容。 所有测评方式中面试的信息量最多、利用率最高。心

理学家曾对交谈中言谈与行为传递信息的效果，进行过因素

分析学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其中言辞只占7％，声音占38

％，而体态竟占55％。由此可见，同等条件下，以测验问卷

形式测评素质，所收集与利用的信息只有7％，而面试却可以

达到100％。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素质的表现方式是多种

多样的。就言语方式来看，它可以同时通过言辞、声音与体

态三种信息载体来表现。例如，向被试提问，你认为国有企

业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来解决?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若只要求用笔写，则最多知道他是否对这个问题有研究

，信息量只有7％；若闭上眼睛听他回答，则除了他回答的内

容之外还能从他回答的声音快慢推测被试的熟练程度、反应

的敏锐性及其他素质，信息量有7％ 38％=45％；若既听又看

，则除回答的内容与声音外还能看出其回答时的体态表现，

例如是否紧张，是否从容自若，有些什么下意识的动作等等

，信息量可以达到7％ 38％ 55％=100％。正因为如此，所以

面试以少量的时间与问题可以测评相当多的素质内容。二是



有些信息，有时通过第六感官或诸多感官的同觉共鸣的效应

能够意会，但却妙不可言，此时无声胜有声。有些复杂的信

息只有体态动作而没有声音与言辞。有些情感性的东西往往

无法从书写的言语或口头直接表达，而只能从动作与表情中

流露。有的信息如“啊”的一声虽有声音但却无内容。因此

，素质表现的总信息量上，言词占7％，声音占38％，体态

占55％。 上述分析启示我们，面试中的考官的注意力应主要

放在体态语与声音的辨别、接受与转释上。实际上，由于每

个人对信息的接受、确认与转释的能力有着某种特定性与限

制性，不可能100％的全部理解被试所发出的全部信息量。因

此，应试者必须注意和运用自己发出的非语言信息帮助自己

获得成功。 体态语对内在素质的揭示还具有直观性。语言对

内在素质的揭示具有某种抽象性与间接性，而体态语对内在

素质的揭示是以形象实在的动作直接流露与表现。有些行为

是下意识的。假如一个人一边回答上司说，完成某种任务毫

无问题，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抓后脑勺，并流露了一丝疑虑的

目光。那么这无疑表明这个人的回答并无绝对把握，可能具

有胆大、好强、虚浮等品德特征，需要结合其他测评信息进

行综合判断。此外，此举也无声胜有声地说明了体态语揭示

内在素质的直观性特点。 体态语的确定性(习惯性、天生性)

与失控性(不知不觉、情不自禁、生理反应、瞳孔变化、心跳

、出汗、生物电反应等)，使体态语对素质的揭示具有某种必

然性。 例如，嘲笑他人会“嗤之以鼻”；得意忘形会“趾高

气扬”；自身反省会“抚躬自问”与“扪心自问”；愤怒急

躁会“戟指怒目”；心藏无名火会“横眉紧锁”、“牙关紧

咬”；心里非常高兴会“喜笑颜开”、“手舞足蹈”；人在



安祥或激动时，总爱叼上一支烟。这些现象表明，内在情感

和素质存在着体态语表现的必然性。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面

试过程中考官是如何考查被试的非语言行为的，以使应试者

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