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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C_c26_573464.htm 结构化面试中如果我们能够掌

握其中的面试技巧，那么在众多的竞争者中会更容易使自己

脱颖而出，下面，知鸟教育人事考试网 的专家讲解求职动机

与拟任岗位的匹配性测评试题的答题技巧. 求职动机与拟任岗

位的匹配性主要是通过考生的自我介绍来测评的。自我介绍

是整个结构化面试的开始，要求考生做自我介绍和报考理由

的目的是考察考生求职动机与拟任岗位的匹配性。虽然这个

测评要素在总成绩中所占权重不高，但这是考生给考官提供

的第一印象。虽然无论从日常生活经验角度讲，还是心理学

规律，都证明了“第一印象”对一个人评价的重要性。对与

考生素不相识的考官来说，第一印象会自觉不自觉地，或多

或少地影响着他对该考生后面表现的评价。“好的开始是成

功的一半”这句话对参加结构化面试的考生来说是再贴切不

过了! 自我介绍题目的题干一般是这样的： 请用3分钟左右的

时间谈谈你过去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以及你为什么要报

考这个职位? 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或出题思路是，通过考生的回

答，一方面可以对考生有个初步了解，为后面的提问和考核

做准备，另一方面是测评考生求职动机与拟任岗位的匹配性

。 我们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来自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

由基本生存需要到自我实现需要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组成的

，任何人都必须首先满足生存需要，然后才能谈到其他高层

次的需要。同时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的前提下，每个人由于

其成长经历、个性特点、专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别，需要也



是有差别的。所谓求职动机与拟任岗位的匹配性通俗地讲，

就是考生的各种需要和价值取向与岗位所具有的资源对需要

的满足程度，一般地说岗位具有的资源对求职者的各种需要

的满足程度越高，求职动机与岗位的匹配性越高，那么，求

职者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稳定性也越高。考生在回答这个问

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考前对公务员这个职业的

特点和政府机关的组织文化进行详细的了解。比如，公务员

的收入、福利待遇、职业前景、职业声望、工作环境、日常

行为要求、机关工作的氛围和特点等等，都要有较为详细的

了解。 第二，分析自己的经历和需要。正常地讲，应该是在

了解自己各种需要后再做职业选择，但是由于许多考生报考

公务员时并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有的考生甚至是出于

就业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所以，我们只能是在了解了公

务员这个职业特点及其具有的资源后，再分析和调整自己的

需要，以求得与公务员岗位比较高的匹配性。 第三，实事求

是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所谓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就是

要求考生在介绍自己的经历和求职动机的时候，要按需求层

次，尽可能符合公务员职业的特点和具有的资源特点，提高

匹配性。 请考生注意，考生面临的是心理测评，而不仅仅是

政治素质的考核，所以不能一味的从社会称许的角度和政治

理想的高度谈自己的报考动机，那样只会给人一种唱高调的

虚假感觉，是不能得到高分的。实事求是地谈出自己的想法

反而给人一种坦诚、平实的感觉。 第四，学会从政治素质的

高度进行自我评价。准确、客观地自我评价是一个人社会化

程度较好的表现，也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如果在回答了考官

关于报考动机的问题之后，考官继续追问：“你认为报考这



个岗位你有什么优势，存在哪些不足?”或者考生在自我介绍

中主动进行自我评价的时候(我们鼓励考生在自我介绍中主动

进行自我评价)，是考官对考生最关注的问题。 我们建议，考

生在谈到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应该尽量低调，因为一个学生的

经历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真正的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实践的

积累，也难以形成一些政治上、能力上的优势，所以，考生

在谈到自己的优势的时候，主要还是侧重自己的专业背景和

个性特点来介绍自己的优势。比如责任心比较强，性格比较

平和，做事认真，自我要求比较严格，热心公益事业，喜欢

帮助他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做人比较低

调等等。优势方面的自我评价用词要准确，有些考生做过学

生干部，于是就说自己“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有些考生参

加过一些社会实践，于是就说自己“深刻地了解了国情”.有

些考生是党员，于是就说自己有“很强的党性修养”.这些评

价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符合考生的实际，原因在于考生不

了解“管理能力很强”是什么意思，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

中国国情”，不知道“党性修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

自我评价上的用词不当，只能给考官留下“幼稚”的印象。 

考生在评价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从政治素质的高

度进行自我评价，因为，作为一名公务员首先要具备良好的

政治素质，比如坚定的政治信仰，远大的理想，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等等。 从一名大学生角度

来看，由于年轻，生活阅历浅，实践锻炼少，入党时间短，

因此，在政治上的不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

对党的历史了解不多，缺乏在复杂环境中的磨炼，驾驭和处

理复杂矛盾的能力不够，缺乏长期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的锻



炼，党性修养还远远不够，因此，从一名合格公务员的政治

素质的要求来看，理论功底和实践功底都有待于今后在工作

实践中进一步夯实。 这样的自我评价恰恰表现出考生良好的

政治素质，无疑会给考官留下“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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