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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谈谈为什么报这个岗位。 广州新东方独家面试分

析：这道题目属于面试题中的自我陈述题。另外对于这一类

问题的分析，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实际上在之前所撰写的

“如何在面试中做好自我陈述”一文中已有专门的论述。而

现在上海市的面试题目直接考察了这一类自我陈述题，广州

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还是建议广大的考生千万不要“轻视”这

类自我陈述题。在公务员面试中，自我陈述题往往是面试中

的第一道题目，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未必能回答好的题目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很多考生不能理解，或许很多考生会

认为：“不就是‘自我介绍’嘛，把自己的情况说一下就可

以了。”“这类自我陈述题无非是想了解情况而已。”诚然

，从字面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戴老师请广大考生

能从逻辑学的角度好好地体会一下命题人出这类“自我陈述

题”的目的。戴斌老师希望广大考生明白的是，因为每一面

试者其都会在报名时填写相关的个人资料，同时很多单位在

面试前都会要求面试者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如“个人

简历”、“获奖证书”“学历证书”之类的一系列关于面试

者的“过去”的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果命题人希望了解

考生的基本情况，其实只需要通过审阅面试者提交的相关个

人材料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拐着弯”地让考生来重复“描

述”一次。而且面试的时间往往比较有限，万一某些面试者

的“过往经历”或“心路历程”比较“丰富”，那“有限的



”时间是无法像“个人材料”那样“完全”、“准确”地表

达面试者的有关情况。因此，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

“自我陈述题”的目的不在于“了解情况”。 那么“自我陈

述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戴老师认为其目的在于两方面

：一是对“求职动机”的“推断性考察”；二是对“职业匹

配性”的“个性化考察”。 那么什么是对“求职动机”的“

推断性考察”呢？戴斌老师请大家先看题目中“为什么报这

个岗位”，从这句话，戴斌老师认为这说明了这道题目的目

的之一是考察面试者的“求职动机”。那么为什么戴斌老师

会提出“‘推断性’考察”这个新名词呢？因为很简单，考

生在回答自己的“求职动机”时，考官得到的是一个完全“

主观性”的答案。通俗地说，就是“口上说的”是否是和“

心里想的”一样，那就是完全无法“准确判断”的一个事情

了。但这里，戴斌老师希望告诉广大考生的是，目前我们的

面试考官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有能力和有经验的资深专家或政

府官员，可以说是“阅人无数”。因此，虽然我们“口上说

的”是否是和“心里想的”一样，这是一件完全无法“准确

判断”的事情，但却是一件可以“推断”的事情。因此，戴

斌老师认为这是对“求职动机”的“推断性考察”。那么考

官是如何推断“求职动机”呢？其实经验丰富的考官在推断

“求职动机”时往往不是完全根据语言来“推断”，实际上

还包括面试者的语气、动作和表情等多种因素来“推断”。

因为“言不由衷”的时候，人的语气、动作和表情等都会有

所变化，经验丰富的考官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因此，

在面试过程中，“以诚相待”（即使言语未必“中听”）很

多时候比“刻意逢迎”（“美丽的谎言”也许结果未必“美



丽”）更能得到考官的认可。 那么什么是对“职业匹配性”

的“个性化考察”呢？说到“职业匹配性”，似乎和题目无

关。但实际上题干中的“为什么报这个岗位”，其中一个考

生必须提到的原因便是“职业匹配性”问题。这里戴斌老师

举个极端的比方，我们在回答“为什么报这个岗位”时，可

不可以以说“我不适合这个职位，但是我要报考这个职位”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换言之，假如我要报考这个职位，那

一定是我认为自己适合这个职位。好，说到这里，我们就定

下了一个基调，即必须认为自己适合这个职位，那么回答时

候就不可避免要论述“职业匹配性”问题。那么，为什么戴

斌老师说这是“个性化考察”呢？因为考官对这方面的要求

是比较低的，因为他只要求考生从自己的角度（或观点）出

发，自己认为自己在哪些方面适合这个职位。而考生对自身

“职业匹配性”认识是否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考官其

实并不是最关注的。通俗地说，考官希望了解“你是怎么看

待你自己的？”“你在哪些方面比较自信，哪些方面不自信

？”因此，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考生在回答“职业匹配性

”时，不要太模式化，可以多想想自己自身的特点和职位的

“相关性”，联系自己的个性来回答问题。 那么如何回答 “

职业匹配性”问题。对此，戴斌老师认为考生是否适合招考

职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人专业知识的角度： 

二、个人性格的角度： 谈到考生的个性是否合适招考职位，

那就要从公务员职位对考生个性要求的共性和个性分别着手

分析了。从公务员性格的共性上看，要几方面共同的要求：

“谦虚谨慎、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敢于承担责任、团结而

顾全大局、服从上级”考生在做自我陈述的时候就要把这些



要求融合在答题中。同时也要关注公务员性格的个性，对于

这方面的准备，考生在面试前就要回顾报考时招考职位的具

体要求，是分配到哪个部门、哪个岗位、是否要派往外地工

作等等，以及要上网站查询报考单位的具体业务。从这些单

位业务信息及招考职位信息来找到具体职位对面试者性格上

的特殊要求。总之，要有针对性地体现自己的性格无论从公

务员所需性格的共性还是个性上看，自己都是适合从事公务

员职业的人选，而且是可以长期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人选。 三

、个人经历的角度： 这里的个人经历从时间段上来划分主要

指两方面：学校经历和工作经历。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主

要的经历当然是指学校经历，那么在学校中的经历主要有工

作经历、学习经历、获奖经历、勤工助学经历。 学校中的工

作经历主要分为：学校团委工作经历（团干部）、学生会工

作经历（学生会干部）、社团工作经历（社团干部）、班集

体的工作经历（班干部）。对于考生来说，这部分的陈述应

该有所侧重，重点谈自己最辉煌的一面。这里有一点需要强

调的是，如果面试的考生在校期间的学生工作经历非常丰富

，几乎遍及各个方面，那么请注意，切不可陈述时间过长，

挑最有代表的部分来说就可以，陈述时间过长一方面显得累

赘，另一方面有可能让面试考官觉得考生在“炫耀”，易引

起考官的“不好印象”，不利于面试中获得高分。 学校中的

学习经历主要是奖学金的问题，如有获过奖学金，可以略为

陈述，如没获过奖学金，则可以避免谈这方面的问题。 学校

中的获奖经历，这里包括体育、文艺、科技方面的奖项，这

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罗列具体的获奖项目。打个比

方，假如戴斌老师在面试的时候这样说：“本人曾获得全校



第二届“当代大学生三个代表”征文比赛的一等奖、“联想

未来”三校征文比赛一等奖⋯⋯”。大家试想一下，假如戴

斌老师这样对面试考官罗列自己的“奖项”， 面试考官会有

好印象吗？不会。而且这样的罗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完整

具体的获奖经历在考生的资料中已有显示。对于上述的情况

，实际上正确的表述方法应该是说：“本人获得过一些征文

比赛比赛的奖项，在写文章方面有一定特长，可以在机关从

事（胜任）一定的文字处理工作”。 对于勤工助学经历，可

以说很多人都忽视了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种经历很能体

现考生的一种精神，一种毅力，那就是考生在经济不宽裕的

情况下，仍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这种经历本身就

是一个值得赞扬的经历，考生如能很好地体现自己这方面的

经历，应该是可以获得不少的印象分。 对于非应届毕业生，

即在职人士来说，工作经历就要做为侧重点来陈述，这里要

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要侧重于团队合作的经历及自己组织协

调方面的经历。总之，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考生不能让考官感

觉是个人能力很强，但团队合作不行，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

能力不突出。作为行政机关来说，真正需要的公务员，应该

是素质过硬、纪律性协作性很强。通俗地说，就是自己素质

不错，在集体中能发挥更大效用。这里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

，不要谈跳槽，不要谈以前自己怀才不遇，不要谈自己过去

领导和同事的不足或缺点，不要谈过去的工作薪水不高。要

告诉考官，过去的经历是美好的，给自己的发展和能力的提

高有很大的帮助。 广州新东方独家面试参考答案：由于每个

面试者的实际情况及报考职位都不相同，本题就没有固定的

答题的模式，具体的答题方式建议广大结合自己的实际和上



述的分析来做出“个性化”的回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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