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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技巧

组稿  王洋    校对  赵耀

无论是参加企事业单位应聘，公务员考试亦或考研，面试都是必须

要经的一道门槛，而结构化面试是诸种面试形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结

构化面试的“结构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面试程序的结构化，在面试的起始阶段、核心阶段、收尾阶

段，面试官要注意什么，做些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事先都会有相

应的策划；其次是面试试题的结构化，在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要考

察应聘者的哪些素质，围绕这些考察角度注意提哪些问题，在什么时间

提出，怎么提出，在面试前都有哪些准备，这些都是已经准备好的，面

试官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小；最后是面试结果评判结构化，在5-9个测试

要素中，面试官会对应每个要素准备1-3个问题，针对测试要素给出参

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有统一的评分量表。从哪些角度来评判面试者的表

现，等级如何区分，甚至如何打分等，在面试前会有相应的规定，并在

众考官中有统一的尺度。

了解了结构化面试的基本特

征之后，对面试者而言，还要明

确结构化面试的考察重点所在。

在所有的评测方式中，面试反映

的信息量最多，是对人的素质的

综合考量，考量范围不仅仅局限

于举止仪表和知识面，还延伸到

品德、能力、气质、人格、兴

趣、爱好、动机等方面。

根据“胜任力冰山模型”，

在面试过程中，面试者表露于外

的东西，如知识、技能、个人信

息等，只是冰山一角，是最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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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这些东西容易鉴别，也容易培

养。而面试官更重视的是冰山隐

藏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即综合素

质，包括社会角色、价值观，价

值取向、自我形象、个性特征、

内驱力、自我动机等等。这些素

质是达到长期成功的重要条件，

不易鉴别，也不易培养，因此也

是面试官探测的主要方面。

在结构化面试中，面试考官

会发放各种问题，问题可能千变万

化，但考察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

面试者的硬性条件（教育、语言、

经验、技术、潜力）；软性条件

（团队精神、团队特性、解决问题

能力、抗压能力、其他问题）；主

观意愿（平台、职级、薪酬、空

间、其他问题）等三个方面。面试

官会关注考生回答的语言，包括形

体语言，用词语音、语调，各考官

独立打分。

根据这些核心内容，面试官将在以下几个角度对面试

者进行评价计分，并做出最终决定：

1.综合分析：从宏观方面总体考虑能力；从微观方面

对部分考量能力；整体与部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

能力；

2.语言表达：是否能理解他人意思，口齿清晰，表达

流畅，有逻辑性，用词得当，有分寸；

3.应变能力：在压力下是否思维敏捷，情绪稳定，考

虑周到；

4.计划、组织与协调：是否能分析机会与不利因素，

并做出计划，分析现实需要与长远目标；调配、安置人、

财物；

5.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人际合作是否主动，能否

理解组织中的权属关系，能否实现人际间的有效的沟通，

处理人际关系是否能将原则性与有效性结合；

6.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兴趣与岗位的匹配

度，成就动机（认知需要，自我提高，自我锻炼，服务他

人的需要）与岗位情况匹配；是否能认同知识组织文化；

7.举止仪表：穿着打扮是否得体，言行举止是否符合

一般礼节。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面对面的交谈中，面试者的

“言辞”传递的信息量仅占面试官接受到的信息量的 

7%，“声音”占38%，而体态占55%。最容易为我们所忽

视的体态问题却有着最高的占比，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

体态问题，具体而言，积极的体态信号包括：

目光接触——友好、真诚，自信，果断；身体前倾

——感兴趣，注意；坐的笔直——自信，果断；微笑——

满意，理解，鼓励。

还有一些表征着消极信息的体态应该避免，包括：

不做目光接触——冷淡、紧张、害怕、说谎、缺乏安

全感；摇头——不赞同、不相信、震惊；打哈欠——厌

倦；搔头——迷惑不解、不相信；咬嘴唇——紧张、害

怕、焦虑；踮脚——紧张、不耐烦、自负；抬一下眉毛

——怀疑、吃惊；在胸前交叉双臂——防卫、进攻、不同

意、生气；驼背坐着——消极、缺乏安全感；坐在椅子边

缘——焦虑、紧张等等。

把握好这些参加面试的体态细节，能为我们通过面

试提供极大的助力。


