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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一、面试中的虚拟人际关系 人际感、态度、思想、观点的

交流，建立良好协作关系的能力。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要

与多方面的人打交道，能否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

，对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直接影响。因此，在公务员面试

中，可能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虚拟人际关系考查考生的的人

际沟通能力： 1.与领导的沟通 公务员与领导的关系，从体制

上职务上说是工作关系、主辅关系；从组织上说，两者是上

下级关系，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与领导做好有效地沟

通，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精明强干，善于办公、办文、办

事； (2)诚实而不做假弄权； 意见而不以正确者自居； (4)公

正无私，不搬弄是非； (5)谦虚谨慎，不傲上凌下； (6)受到

批评而能不急不怨； (7)办事取得共同语言。 2.与群众的沟通

效沟通，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把自己看成

是人民的和领导接待群众，解答问题，又不能以机关代表自

居。和群众打交道应热情、谦虚、平易近人，决不众的愿望

、群众的问题，如实向领导汇报。 3.与同事的沟通 公务员要

有与同事和睦相处的能力。大家在一起工作，彼此能够和睦

相处，形成和谐一致、心情舒畅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

个群体中，每个人有主动承担繁重工作的精神，而且不能自

我夸耀；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优点，不苛求别人；不计

较个人得失，有忍让精神。 4.与其他单位的沟通 一个机关单

位在社会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要与左邻右观学习，交



流经验。在同各兄弟单位交往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要熟悉

兄弟单位主要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基本情况，如姓名、年龄、

性格、特长、能力、爱好等，初次交往，即能排除陌生感，

增加亲切感。 (2)社会交往中，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彬彬

有礼，落落大方，态度不卑不亢。 (3)接待兄弟单位的来人来

访，要热情、周到，注意迎送礼节，讲究说话艺术，措词恰

当，态度诚恳。 (4)交往中如发生意见分歧，能耐心听取对方

的陈述，然后抓住关键，据理分析，求同存异，协商解决，

不可出于本位，态度粗暴，损伤友好关系。 (5)要有真诚协助

兄弟单位解决困难的精神，而且不附加任何个人条件；寻求

兄弟单位支援时要看对方条件是否许可，不强人所难。交往

中，必须坚持原则，反对一切不正之风。 在面试中，考官通

过提问一些特定的问题，来测定考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沟通

能力。 二、人际沟通的原则 1.互酬原则。人际交往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其行为具有互酬性。彼此有所施，

也有所受。互酬不仅包括物质内容，也包括精神和情感方面

的内容。例如，一对情人订立盟约，发誓彼此相爱，互相支

持，使双方都得到了心理满足，这就是一种互酬。在交往中

，应该常常想到“给予”而不是“索取”。相反，如果取而

不酬，就会失去朋友。 2.自我袒露原则。个人把自我向别人

敞开比死死关闭更能使人满足，并且这种好的感觉也会感染

自我暴露的对象。比如，某人犯有某种错误，他能主动地告

诉交往的对象，这样会博得对方的好感，对方往往愿意帮助

他摆脱困境。 3.真诚评价原则。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免

不了要互相议论，互相评价。而评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评

价者是否真诚和符合实际。在评价别人时，要求真诚，实事



求是。人们厌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更讨厌那些无中

生有、嫉妒诽谤的人。与人为善，开诚布公，被视为交际的

美德。人们都有这种体会，对他人的评价是由好感、反感等

情感引出的。好感、反感是一种情绪定势，影响这种情绪定

势的重要因素就是双方交往的态度。因此，一般强调对人评

价的态度要诚恳，情感要真挚。 4.互利性原则。要解决人际

关系不协调的这种矛盾，就要采用互利性原则。“互利”就

是矛盾双方都能接受调节，都认为调节对双方有利。经协调

，关系和好。由人际关系协调的表现人们知道，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首先是由于共同活动而引起的。共同活动是交往的

前提，离开了共同活动，就谈不上交往。其次，交往的实质

是人与人之间不同形式的接触。接触中了解别人，也让别人

了解自己。人们在共同活动中的接触，是为了达到心理上的

相互影响，而心理上相互影响是极其复杂的。 一般说，人际

关系协调，大致有以下几点表现： (1)交往频率高。一般来说

，交往次数 真诚=关系良好。 (2)信息沟通。人际关系协调，

必须信息沟通流畅，而且交流的出发点是“对等”的。无论

双方其他条件如何相称，若信息的质、量“不对等”，信息

沟通便无法进行。用流行的话说，叫做“缺乏共同语言”。

(3)心理情意浓厚。交往双方在感情上相互影响，在意志上相

互作用，能使交流双方的互相影响进入心理的深层。它不只

是信息的交流，而且伴随情绪的感染和共鸣，使人们愿意拿

出心灵深处的东西进行相互“交换”。 (4)互补性吸引。人类

行为的源泉是需要。通过交往获得所缺的东西，把自己的优

势扩散，使对方获得满足。真正良好的人际关系，既非单纯

的索取，也非单纯的奉献，而是相互满足的互惠关系，互补



性吸引是最强的人际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有两方面的表现，

一是个性特征的互补，称为个性吸引；二是需要的满足，称

为相互需要的吸引。 (5)关系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双方的

交流活动一对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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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