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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5_c26_23848.htm 一、主考官的心理与心

理偏差 在面试过程中，主考官因处于主动、支配地位，故产

生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有利于主考官主动性、

能动性的发挥，但把握不好也容易形成极端化倾向。面试实

践表明，主考官易出现以下心理特征及心理偏差： 1愿当“

伯乐” 主考官是带着任务来参加面试的，他们大都希望自己

能够做一名公正的考官，希望自己就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

，能够从众多应试者中挑选出自己需要的人才。如果任务完

成不好，挑选的人到单位正式工作后不合乎要求，他们的脸

面不免难堪。因而，主考官对面试工作大多认真对待，尽职

尽责。 2择优心理 主考官面试应试者，虽不能等同于人们在

商场中选商品，然而其心理特征有相似之处。买东西时，人

人都想挑个价廉物美。面试时，主考官就想从应试者中优中

择优。面对主考官的谨慎考核和细致询问，应试者应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实事求是，耐心诚实，以赢得主考官的信任。

3注重第一印象 从心理学角度讲，第一印象在主考官心目中

非常重要。因为，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对方的仪表、言谈

、举止、气质、反应力等等，往往给人们留下一种最初的感

觉印象。由于是“最初的”，所以新鲜、深刻、引人注目，

容易记住。又由于是以观察的感觉形象为主，所以很容易引

起人们情绪上的反应喜欢或不喜欢。在喜欢或不喜欢的第一

印象支配下，对应试者的进一步认识，也常常不自觉的受第

一印象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虽然是错误的，但要克服和剔



除却绝非易事。在主考官面前，应试者应建立什么样的第一

印象呢？自卑怯懦，狂妄自大，自我封闭，计较多疑，虚伪

势利都是不可取的。应试者的形象应该是诚实而不虚伪，自

信而不自负，热情而不孤僻，根据自身条件，不卑不亢，实

事求是地和主考官面谈。惟有以真诚的态度与主考官沟通信

息，交流感情，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在主考官的脑海里。 4优势心理 指主考官因处于主导地位而

产生的居高临下的心理倾向。表现为面试谈话中的随意性、

分析判断上的主观性和对面试结果评定上的个性倾向性。 5

自炫心理 指主考官的优势心理所产生的自我表现倾向。自炫

心理因考官个性差异而有不同表现。此外，应试者的自我炫

耀也容易激起表现型考官的发难心理，以难倒考生而后快。

6疲劳心理 指面试过程的重复性操作所引起的考官懒散、困

倦倾向。面试工作是一种复杂而繁重的劳动。它要求考官在

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重复性操作活动，并始终保持高度注

意力。因此，主考官不仅要求具有较高的心理能力，也要具

备较强的体力、精力和意志力。否则，就容易出现打呵欠、

吐长气、坐姿不端等疲劳现象，从而影响面试气氛。 7定势

心理 指考官以自己的思维惯性来判断、评价考生的倾向。思

维惯性指人在思想认识、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习惯

行为。定势心理往往让主考官判断带上个人色彩，降低评价

的客观性。 8“喧宾夺主”倾向 指主考官角色混淆，以自我

为中心，言语过多，由“导演”变成“演员”，占去面试大

部分时间。高明的主考官总是用最少的话引起应试者最多的

话。因为一个人讲得越多，他的优缺点暴露得越充分。 9专

业化倾向 指主考官过多使用专业术语、职业行话或方言俚语



的倾向。这是主考官背离面试要求，主观随意的具体表现。

专业化倾向往往让应试者扑朔迷离，不知所云。 10标准化倾

向 指主考官以自己理想标准衡量考生的倾向。表现为主考官

标准过严，肆意挑剔，求全责备的评价倾向。 二、应试者的

心理与心理偏差 在面试过程中，应试者处于一种接受提问与

考察，同时又要自我表现的角色。这种角色往往让应试者出

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者因过于拘谨而表现不足，或者因表现

过分而卖弄做作。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面试成绩。应试者的

心理与心理偏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期望过高 有些

应试者看社会过于理想化，不能正确估价自己与周围环境，

常常对自己期望过高。在面试过程中，这类应试者表现出居

功自傲、盛气凌人、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态势。他们一般

个性鲜明，或某方面有专长，或过去多受奖励。但期望值过

高、过于自负的应试者往往事与愿违。克服期望过高的办法

是，有意识地参与社会生活，拉近自己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提高自己的自我评价能力与适应社会的能力。 2求全心理 一

方面，应试者希望自己选择的工作单位待遇高，福利好，工

作舒服；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专业对口，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能得到领导的重用。这种求全心理在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

生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3趋同心理 指应试者一味迎合、顺

从主考官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对考官言听计从，甚至言行举

止都愿与主考官保持一致。趋同心理的根源在于缺乏应有的

个性品质。如缺乏自信、盲从模仿、无主见等。 4表现心理 

指应试者主动展示自我的倾向。表现心理强的应试者可能主

动与考官握手，回答问题时可能抢每件事，自我表白，言语

过多等。应试者的适度表现是正常的，但过分表现就可能给



主考官留下相反的印象。此类应试者多属外向型性格。 5负

重心理 指应试者因对面试期望过高而产生的心理负担过重的

倾向。具体表现为心理压力大，急躁、焦虑、思想不集中，

甚至出现晕场现象。 6戒备心理 指应试者与主考官之间因彼

此陌生而出现的心理上的距离感，具体表现为应试者过于拘

谨、防范、疏远、不愿说心里话等。 7掩饰心理 指应试者企

图掩盖自身缺陷的倾向。表现在回答问题上，支吾搪塞、答

非所问；表现在言行举止上，神色不安，抓耳挠腮，避开主

考官视线等。此类应试者或者虚荣心较强，或者有明显的缺

陷和弱点。 8怀疑心理 指应试者对面试过于敏感和多虑倾向

。表现为对考官的警惕性，对面试过程的敷衍态度以及对面

试得分过于关注。其原因主要是对面试本身的公正性持怀疑

态度，或是个性原因，如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性格内向，

顾虑多多等。 9完善心理 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的老板说，他

之所以拒绝考虑一个在各方面都合格的面试者，是因为此君

在仪表方面太注重装饰细节。 “我承认，良好的修饰是必要

的”，老板解释说，“但是，这个伙计的仪表完美得令人望

而生畏。他的衣着是完美的，他的头发是完美的，他的指甲

是完美的，连他的牙齿也完美无缺。他简直是塑造的。我可

不希望如此。没有人是完美的。” 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即意味

着永远的自我否定者，因为他永远达不到他为自己所定的任

何一个目标；绝对的完美主义者亦意味着不知轻重、不分主

次，他会强迫自己在每一个细节上做着过分的不必要的停留

。 一般的完美主义者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无可挑剔

的人。他认为，如果在日常工作中人老板发现了不完美之处

，自己就会坐失良机。于是，他平时不轻易讲话，开会时坐



在后排，尽可能地不引人注意，惟恐人他人发现自己的缺点

。 面试前，完美主义者最愿干的，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数不清

的想像中的心理压力；面试中，完美主义者会尽量地掩饰、

遮盖自己的不足之处，然而，却忽略了面试的根本目的全面

而准确地展现自己的优点。心理学研究指出，一个人的缺点

必然是越抹越黑，一个人的优点则是越擦越亮。 10恐惧心理

(1)面试恐惧心理的表现形式有： 第一，陌生恐惧。一见陌生

人便脸红、紧张、说不出话，感到浑身不自在，这便是陌生

恐惧。其实，别人在你的眼里是陌生的，你在别人眼里也是

陌生的，所以大可不必恐惧。 第二，群体恐惧。当你去某单

位人事部门应聘，而办公室里有许多人时，你发觉众人的目

光都在投向你，便会感到一阵紧张，很不自在。因为对方是

一群人，而你是单独一人，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群体恐惧。

这时，就应该这样想：我是来应聘的，而我各方面的能力水

平都不错，正是他们理想的人选。 第三，高位恐惧。当去某

单位应聘时，面试的主持人如果是高级领导干部，则往往会

被他们的赫赫名声吓倒，一见面就会莫名其妙地紧张和不安

，这就是高位恐惧。其实，应当这样想：对方地位高，名声

大，但他们不是神，地位和头衔不过像一个人的衣帽罢了，

从人格上说，人人都是平衡的。这样便会增加自己的勇气，

建立与对方平等的新关系，使面试顺利进行。 (2)消除恐惧的

方法： 第一，应聘面试时的服装，已不是件普通的衣服，同

时也是一件保护心灵的外套。穿上相应档次的服装，提高自

信心。适当提高服装档次，穿得整洁大方，与对方建立起平

等关系，就不会胆怯了。要是穿得太随便，看着对方西装革

履，自感相形见绌，就会信心不足，站在别人面前，心理上



就已比别人低了一等。 第二，公开说出自己的紧张，让对方

帮你放松。当面对众人或陌生人感到紧张时，不妨干脆说出

自己的感受，自嘲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使自己轻松起来。 

第三，亲切有神地与对方进行目光交流，消除紧张情绪。应

聘者在与招聘者会见时，要尽量建立平等的关系，当觉得心

理害怕，很可能会被对方压倒时，最好鼓起勇气，抬起头来

注视对方，用亲切有神的目光与对方交流，会消除紧张情绪

。 第四，发现对方的弱点，减轻心理压力。如果感到心理上

有压力，面试时不妨仔细观察对方的仪容、服装以及谈吐等

，借以发现对方的缺点，这时就会产生一种宽松感，自觉不

自觉地增强了自己的勇气，建立起与对方平等的新关系，这

样就自如得多了。 第五，深呼吸能使你增添勇气。如果在步

入面试大门之前，认真做几次深呼吸，心情肯定会平静得多

，使勇气倍增。与陌生人第一次会面，特别是在关系应聘成

败的面试时，心理胆怯、情绪紧张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把

拳头握紧、放松，反复几次，也有助于情绪的安定。 11自卑

心理 自卑感往往产生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要克服自卑感还

必须学会恰如其分地表露自己的才能。专家们建议，自卑感

强的人，不妨多做些把握较大的事情，因为任何成功都会增

加人的自信，循序渐进地锻炼自己的自我表现能力，是克服

自卑的根本途径。比如学会如何平静地与人交谈、如何接近

陌生人、如何同别人握手寒暄、如何进行开场白、如何使谈

话继续和终止等。 参加面试的人都有或强或弱的自我意识和

自尊心，他们会较多地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发展，

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某些缺点，特别

是求职面试过程中受到挫折后，为了维护自尊心，就会在面



试中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自卑的倾向。如果你

在求职面试过程中感到信心不足，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不妨试

着从以下几方面来强化自己的自信心，为成功的面试做准备

。 第一，在陌生人面前，你不了解对方，但对方也不了解你

，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有利条件，不可妄自菲薄。 第二，保

持与对方谈话中的沉默间隔，不要急不可待。这样会使你有

更多的思考时间，也使对方感到你是一位充满自信的人。 第

三，如果对方声音超过你，你可以突然把声音变轻，这种音

量差会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使对方更想细心地听你说。 第

四，盯住对方的眼睛讲话，如果对方回避你的目光，说明你

比他坚强。 第五，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各有长短，都

存在着有求于人和被人所求的可能，不能因为有求于别人就

感到自己低人一头，也不能因为被人所求而趾高气扬。 一般

说来，缺乏自信的人，多是性格内向、勤于反思而又敏感多

疑的人。他们的自尊心很强，但不懂得如何积极地获取自尊

，而是采取消极退避的方式以保护自尊。正是为了追求一种

不使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安全感，为了不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

的弱点，于是不敢坦率地介绍自己，不敢大胆地推销自己。

他们惟恐别人瞧不起自己，实际上正是由于自己低估了自己

，而别人对他们的轻视态度，常常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自卑和

退避所造成的。在面试过程中，有的求职者也希望给对方留

下好印象，可又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仿佛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公众面前演出，所以只要置身

于陌生人面前，便会产生不知所措的惊慌。有的人会出现脸

红、低头、干笑、出冷汗等笨拙的动作，有的人还会出现喉

头颤抖、发音吐字不清，甚至嗓子突然失音、全身发软等现



象。这些缺乏自信的表现，往往给对方缺乏生气、能力低下

、适应性差的感觉，从而导致面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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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